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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技术与中国经济增长》为评价我国20多年大规模IT投入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具体的量
化指标。
除以国际通行的模型检验了我国大规模IT生产与使用产生的经济价值外，本书的研究也从一定程度上
证实了在经济欠发达国家，IT仍然是推动经济繁荣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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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随着IT运用在发达国家中对经济影响力度的研究，一些学者开始关注IT对发展中国家经济
影响的研究。
Kraemer and Dedrick（1999）对包括中国在内的43个国家，在1985～1995年IT投入回报的实证检验中证
明：IT投入对发达国家的GDP增长推动迅速（在GDP年均增长率中，53％来自IT贡献。
而非IT资本虽然投资数额20倍于非IT资本，但其对GDP增长的贡献仅为15％）。
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IT基础设施建设不足，这些国家快速投入的IT资本对GDP增长产生的影响不具
备统计上的显著性。
研究表明，中国、印度、委内瑞拉的IT投入与GDP增长表现例外。
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IT投入年均增长率为35％，虽然1995年之前中国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建设并不完善，然而两者之间仍表现出了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印度与委内瑞拉的IT投入与GDP增长表现与中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中国IT业也迅速成长，IT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
1999年中国IT产业规模上升到世界第三位（56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3448亿美元）和日本（2116亿
美元）：2001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产量约占到世界总量的9％。
从网络建设的发展状况看，从1994年3月，中国获准入互联网以来，中国网络建设迅速发展。
1997年我国上网计算机为29.9万台，到2000年上升为350万台，2003年我国上网计算机迅速上升为2527万
台。
与此同时，我国的上网用户也由1997年的62万人，上升到2000年的890万人。
到2003年，我国上网用户上升为6800万人。
从通信业的发展看，2002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电话用户最多的国家，到2004年中国固定电话用户达
到了30700万户，而移动用户达到了32000万人。
那么，Kraemer&Dedrick（1999）观察到的信息技术的运用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仍然存在呢
？
IT在中国的运用究竟对中国经济增长及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呢？
 在关于中国IT经济价值的量化研究中，目前检索到的文献包括Wong（2004）的研究及Heshmati（2006
）的研究。
Wong（2004）的研究表明：1984～2001年，IT投资对中国GDP增长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Heshmati
（2006）的研究表明1977～2002年，IT投资对中国TFP增长贡献显著。
两者的研究都以经济计量方法为基础，IT经济价值量化研究中使用到的主流方法——增长核算框架，
存在着量化方法方面的差异。
此外，两者的研究都没有将IT资本进一步细分到计算机硬件、软件和通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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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技术与中国经济增长》编辑推荐：通过量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IT生产与投入对我国经济
发展的影响，《信息技术与中国经济增长》为评价我国20多年大规模IT投入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提供了
具体的量化指标。
除以国际通行的模型检验了我国大规模IT生产与使用产生的经济价值外，《信息技术与中国经济增长
》的研究也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在经济欠发达国家，IT仍然是推动经济繁荣的有力工具。
通过研究，我们得到了如下结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IT的生产与使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生产效率的提
高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随着我国IT业规模的扩大及IT投资的持续增加，这种推动作用进一步加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各
类IT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明显倚重计算机硬件部分，软件生产与投入对经济拉动力不足。
此外，9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我国生产效率增长速度大幅减缓，但IT对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仍持续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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