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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变动对

我国信息产业结构的影响

一

金
.

建
-

一 信息产业的形成、 发展与其他产业发展过程一样
,

无时不受到社会结构变动 的
`

谬响
。

我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
,

并逐渐发展到信息社会的边缘
,

传统

的社会结构与现代社会结构的因素伺时并存
,

相互交织
。

一

这种
“ 二重社会结构” 是

;

”

誉响中国现阶段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

如果不注重社会结构的演变
,

特别是人
’

的文化背景
、

人口结构和教育结构的变化
,

将大大妙响作为新兴产业— 信
’

息产业的
`

快速发展石 不能片面地把信息产业的发展权仅看作是高投资
、

高效益的产业 、 而应 一

几

看作是高智力的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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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产业结构的形成
、

发展和变化象其他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一样
,

无时不受到其他社会

背景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

由于产业结构作为社会经济锗构的` 个组成部分
,

与其他社会分支

给构有着相互制约 、 相互促进的关系
,

因此
,

信息产业的形成和运行
,

·

也将表现为社会经济

各种结构的内在联系和组合
,

从而也将受到阶层结构奋集团结构
、

人
.

口结构
、

一

社区结构
、

城

乡结构奋职业结构
、

文化教育结构
、

民族结构
、

家庭结构等社会绪构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

-

士
.

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 , 个主体
,

是依据阶级关系之外的社会因素百进行社会分层

而划分的各种社会活动集团
。

从纵 向看
,
按受教育穆度

、
1

收入永平
、

职亚的不同而呈现出不

同层次的集团 , 从横向看
,

依据地域
、

行业和部门的不向
, 。

群体间的利益存在着各种矛盾和

冲突
。

一

目前我 国阶层结构中知识分子人数是占总体的 5
.

07 %
,
党政午部的比重占2

、

郎%
,

而工

业
、

交通
、

服务业等层次的比重为 2 0
.

1 % ,
从事农业生产的阶层比重则为7 1

.

98 %
,

显然传统的

因素占较大 比重
,
这对于新兴产业和以信息生产和限务为斌业的新阶层出现

,

不能不说是一个

障碍
。

由于我 国文盲和半文盲仍占总人 口 2 8
.

19 %
.

初中
、

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已占总人 口的

叨
.

妈%
,

特别是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者的收入高
,

个体所有制阶层比集体所有制阶层收人高
,

集体所有制阶层比全民所有制阶层收入高
,
中外合资或外商投资企业平均职工收入超过其他

企业的职工平均收入等等
。

由传统因素占统治地位而造成的利益反差不仅导致不同阶层的利

益格局发生变动
,

而且也影响并制约了信息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
。

·

几

·

2
.

社区结构作为人们生活的共同体
,

是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
,

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

社会生活体系
,

每个社区内部的生态环境
、

人口状况
、

经济水平
、

区位绪构和管理方式与外

部的城乡社区构成都有着特殊联系
,

由于我国还存在着城乡差别
、

工农差别
、

体力劳动和脑

力劳动的差别
,

因而就社区结构而言
,

仍然存在着阻碍新兴产业发展和结构成长的因素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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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

农村社这生产力水平较低
,

商品经济成份不完整
,

自给自足式的家庭经济仍占主导地

位
,

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意识和陈旧观念潜移默化地作用着农村社区结构 , 另一方面
,

在城市

社区
,

随着新兴产业的发展
,

在社区结构明显改变的同时
,

环境污染严重
、

交通住房拥挤
、

社会服务和管理落后的状态
,

导致了许多不安定因素
。

因此
,

要发展信息产业
、

扩大生产规

模和市场占有率
,

必须有效地练看袖翔桂碑鳞椒斌盆龙是信息产业结构变动和市场发展所必

须考虑的 目标之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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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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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爹也是社会扩天冉生产伪雀奉组织之一
。

家庭结构的变化对于

信息产业的就业结构
、

文化素质和产品结构的提高有着极为重要的外部影响作用
。

传统的生

产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一家一户的生产
,

家庭的血缘关系构成了直系大家庭的规模
。

随

着产业的发展
,

新兴行业和城市规模的扩大
,

家庭结构也开始分化
、

转变
。

大量的以一对夫

妻与未婚予女构成的小家庭
,
逐渐构成现代家雍结构如核心

,
在城市中几代同堂的家庭几乎

不存在
,

·

农村中核心家雇已占幕数的63 .0r %
。 。 家庭结构的现代化必然引发社会心理和社会

观念的不断更新和发展 , 促进以信息产业为主薯特征韵新兴产业形成和发展
。

夯 在社会结构中
,
人口结构也是一个重开的内容

,
人口结构是劳动力结构的墓础

,

也

是文化蛤构
,

地区结构和资源峙构的军要组成部分
。
人口结构伪形成和变动直接影响着国民

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
,

味而也影响着信息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协调发展
。

人 口结构的合理与

否
,

对于人 口增长
,

以及就业率增长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与就业结构
、

产业结构的关系如效 ,
:

珍定了这个国家人力资源的配置与自然资源配置的协调程度
。

人 口结

构是一个既定的现实
,

而且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革
。

一定的就业结构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人 口

结构基娜上
认

入口结构就成为就业绪构形成的基本约束条件
。

就业结构是产业结构的一部分
,

人招攀构的变动就往往逐过就业结构的李动奔影肺产业结构钓调馨
。

但是一定的就业结构叉

雍莱握从产业绪物的需要
,

保证产业结构的协调运行和高教的生产率
,
如限仅仅考察就业结

钩
,
不从人月 结构

、

教育结构
、

文化结抑来考寒资抓的开发和利用
,
就不能准确把握信息产

业结构伯合理性和客观变动规律
,

彼为就业结构的形成和弈佛
,
取决于社会劳动领域的划分

翻爹动领城对劳动力的舞零
,

特别是取决于国民绎济各部门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要求
,
而

劳助力的质最和教量必须依赖于人 口结梅界琴人p 增长
,
人口素质的状探

。

人口缩构包括人口年龄结构
、

性别精构i 文化教育鳍构
、

城乡结构
、

「

民族结构
、

地区结

构等
。

中国是` 令人娜众多的大国
,
据 1分, 。年舍国

,

绮即次人 口普查
,

总人口为 1 1
·

3亿多人
,

在人幻敬量不断增大的基础上
,

中国人口结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①人口 自然增长率过高
,

必人门基数居世界第二
,
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相对下降

。

(参见

表 1
、

` 表滚 )
,

、 -

② 人日年龄属于由
一

年轻犁 (增长类)
,

向成年醚 (稳定型 ) 过渡的阶段
,

年轻人的比里

偏较大
,
从而就业人口规棋大

, 争

林业压力大
。

·

我国人日自然增长率高是导致就业量高的贡要

原因之一
。

据统计
,
我国目兹“ 岁以下的人 g 占总人口的a0 线以上

,
1 5一 64 岁的人口占总人

口的 63 %
,

65 岁以上的人口古总人口的
一

扭%
。
从发展趋势看 ,

一

我国人口结构正向成年型过镶
.

⑥
.

林性别结构看
,

19 8 ,年中国总人口的男女性别比沟 1 0 3
.

田了
,

不仅显著高于发达国家
,

丽且也高于一些牌展中国家
。

由于我国达到性别比平衡的年龄组偏高
,

新生婴儿性别比也升

. ` 叫冲补 , 如山 , ` ~ , 妒份呀一 止

一

Q 趣中国宏现经窃绪构与政策》 、 中侧解经出版杜19日半备息版
。

,

鑫谁
.



高
,

并且呈丰升趋势
。

_ `

、
`

④ 人口的文化教育结构和素质水平偏低
,

严重阻碍了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及

代化
,

_

据 1” 8 2年人 口普查统计
,

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
·

6%
,

高中

文化程度的占6
.

6%
,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 1 7
.

8 %
,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 5
.

8写
,

而且还有占总人 口

2 3
.

5%的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文盲
、

半文盲
, 19 9 1年这个比例已上升到 28

.

93 %
。

,

裹 1
’

19 8T 年世界各国人口与就业结构的比较

就 业 人 数 (万人) 就业总人数

官户.
!

ù̀,

瘫

总总计计 工业占总就就 工业业 农业占总就就
l

…
农 `̀ 信息产业人人

{
“及务`̀

.

服务业业

业业业人数比重重重 业人数的比比比 数占全部就就就 占就业人人
%%%%%%%%% 重 %%%%% 业人数的比比比 数比重 %%%

重重重重重重重 %%%%%%%

中中国国 1 1 1 9 1 111 5 7 3 1 444 2 6
。

555 6 3 3 888 6 888 3 2 5 3 888 1 1
。

555 6 6 2 111 BBB 4 9
,

222

苏苏联联 2 8 3 6 888 1 3 8 8 888 3 3
。

555 4 9 3 111 1 999 2 5 3 111 4 6
。

666 5 4 8 666 1 777 4 6
。

444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8 1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7 14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美美国
、、

2 4 6 3 333 1 1 2 4 444 2 4
。

55555 333 3 4 777 4 9
。

55555 2 777 4 6
。

111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1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日日本本 12 2 6 111 5 9 1 111 2 9
。

555 2 8 8 666 88888 42
。

555 3 2 4 666 2 999 4 8
。

444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8 2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1 3 8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联联邦德国国国 2 5 4 444 3了
。

55555 555 13 777 4 6
,

55555 2 111 4 .1 666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6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法法虱
「「

)
5 5已乞乞乞 2 6

。
555 69 111 了了了 4 3

。

万万 1忿3 777 1 777 3 4
.

333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5 2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英英国国 5 7 8 888 2 4 9 999 2 777 7 7888 222 6 222 4 55555 2 666 4 3
。

999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8 444444444444444 2 4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意意大利利 5 74 444 2 8 9 999 2 7
。

555 1 1 2 111 1888 1 4 1 444 3 5
。

555 1 8 9 555 2 777 3 6
.

666

55555555555555555555555 5 4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巴巴西
___

1 4 4头33333 2 11111 2 66666 3888 2 2 5 777 1 555 4 8
··

印印度度 78 8 8 111 2 5 8 666 2 5
。

555 92 111 1555 13 222 4 333 ; “ :

}}}
;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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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资料来源
: 《中国统计年鉴》 ( 1990 年)

,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 90 年 8月 ;

苏联 《国民经济统计年鉴》 ( 198 8年 )
。

国际劳工组织 《劳工统计年鉴》 ( 1988 年 ) ;

说明
:

1
.

印度的就业人数仅是 1982 年数 ; 2
.

巴西的工业
、

农业就业人数为 1982 年数 ;3
.

中国的就业人 数为198 9年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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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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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4 9一 19 8999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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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333 1333 1222 i 111 7
.

555 3
.

333 容
。

111 2 6
。

777 2 8
一

888 12
。

444 15
。

111 1 4
。

888

.

⑥ 人 口城乡结构 中
,

城镇人口比重 ( 2 1 % )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42 % ) 和某些发展中

国家平均水平 (3 1 % ) (参见表 3 )
,

而且城镇人 口分布不合理卜人 口娜模的城市分布与产

业分布不相适应
,

城镇非农业人 口大多都集中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
,

而特大城市 和 大 城 市

的区域分布又过于集中
。

在全国城市人口数中
,

仅京
、

津
、

沪及东北三省的娜市人口数就占
3 6 % 以上

,

今说明中国城市化水平在 19 6 5年到玲 83 年变化并不大
,

尤其小城镇人口分布上似乎

几十年一贯制
,

没有根本性发展
。

面世界各国在小城镇人口分布上发展速度都已超过我国
。

① 参见 《 1的 6年中国统计年翌》
,

中国统计出版社 1兜 6年 8
4

月版
。



衰8 世界人口城市化水平 (单位
:

%)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 城市人口百分比

井资料来源 :
)世界银行 《 1姗年世界发展报告》

,

中国财经出版社 198 6年 10 月瓜
、 一

, ,

⑥ 人口密度增加
,

但人口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
,

全国 6 %的人 口存在于占全国面积 5 5 %

的地区
,

人口城市化的进程缓慢
,

其速度底子世界上低收入的国家
,

农业向工业化转移的过

程起伏较大
_

(参见表 奋)
. 。

上述几个特点
,

对我国产业结构术纂彝值鼻产业结构鲍形盛和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
。

主

要表现在
:
第一

,

由于人口增长过快
,

·

人均国
二

民收入的增长缓慢
,

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

化面临着延长过程
,

要提高人均国民收凡 必须要压低杏
口增长速度

。
_

第二
,

人口增长过快
也对就业结构形成强大压力

。

1” 8。年以后
,

我国每年新稠加就业人数达 1 3D 。万人以上
,

其中

农村新就亚者约占总数即
。%到

5%
_

, 而域从现碑起到平世纪末 : 平均每午我国新增长的劳
动力约有 2 3 0 0万人左右

,

它虽然可以提供大量劳动力来源
,

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

新兴产

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更强调文化素质和能力的提高
,

这必将进一步提高就业成本
,

给新成长

劳动力的就亚带来困难
。

第三
,

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低起伏不稳定
,

甚至下降的时期多于

增长时期
。

我国现有就业队伍中
,

至少有30 %一 40 %的劳动生产率未能发挥出来
。

形成目前

高就业
、

低效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但关键在于劳动力配置缺乏流动性和竞争性
,

特别是缺芝
调节劳劝力流动的市场机初

,

从而使就业结构的基础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演进无法统一协调
。

第四
,

农村采取自然直接就业的方式组织就业
,

而且增长速度过快
,

使农业劳动者人均可 比

国民收入增长处于长期停滞状态
。

要对农业劳动力实行有效的转移
,

就必须加快第二
、

三
、

一
1母一



四产业就业劳越者人数的增长速度八而第二
、 ·

兰
、

四产业的非农业人口就业规模扩丸
一

文会

给城镇就业工作带来巨大压力
,

`

如果只追求高就业率
,

就会形成隐蔽的失业和极低的劳动生

产氧 因此
,

如何根据中
`

国的人口状况和就业状况有效地实球就业结构
、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

是协调人 口结构对信息产业结构关系的主要前提
。

必须认识到
: ①根据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

资金短缺
、

技术落后的特点
,

正确处理好劳动密集
、

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的结构关系
,

以谏盛保证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 又尽可能扩大劳动就业面

,

是信息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过程

中必须要考虑的人口结构因素之一
; ②提高人 口素质

,

优化就业结构
,

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

提下
,
大力发展教育

,
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

,

以缓和
“
传统产业劳动过剩形成的失业

”
和 “
新

兴产业劳动力不足而形成的职位空缺
”
并存的矛盾 , ③正确处理产业结构转轨所要求的效率

目标与就业结构调整所要求的机会均等目标之间的关系
,

是信息产业结构变动和实现规模效

益必须要考虑的约束因素之一
,

具体表现街 结构性失业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系 , 妇女就

业与社会生产万发展的关系 ,传统与新兴产业就业者的收入差别以及劳动效率增长的关系等 ,

翼鬓蒸鬓罐{熬蒸藻;羁酬
5

.

在信息产业同工业化进程相联系
,

进入互补共进的初级阶段的时期
,

构对信息产业蜷构的选择具有战海性如讼响
、 资源

社会资源的结

关键在宁社会

夯土砖构
和在会对请幕污灰颐咖稗度

、

优势
,

接受能力的大小
。

社会资源如同 自然资源一样
,

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

当经济上升到一定发达阶段
,

一国 (或地区 ) 的经济空间突破

了自然空间的约束
,

科学技术在经济增
’

长中跃居主导地位
,

并对自然资源具有绝对的替代性
,

这时自然资源可能不是信息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

而是社会资源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信息

产业发展的丰要条件
。

如人口分布
、

就业比例
、

文化程度
、

、

教育水平
、

社会福利
、

文娱活动
、

社会保险
、

地区综合治理等都对信息产业结构的转变影响很大
。

因此
,

必须要改变产业的发

展对 自然资源结构的依赖程度
,

纠正人们忽视社会结构对信息产业发展的制约作用
,

才能最

有效地把社会资源优势和信息技术优势有效地结合起来
。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具有丰富的文化

遗产的国度
,

通过文化结构和文化历史的研究
,

将更有助于为信息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创造

良好的社会环境
。

文化结构包括基础科学的发展
、

文化教育水平
、

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文化观念等
,

其

中以文化教育水平为重要的内容
,

对文化结构的变动有直接影响
。

文化结构通过科学技术结

构
、

就业结构和经济选择的价值准则
,

影响着产业选择能力和转换进度
,

通过宏观和微观决

策者的行为偏好
,

影响着信息产业结构的组合及其转换方式
。

当今世界
,

美国民族富于想象和

创造精神
,

日本民族长于求实和变通
,

英国民族保持坷稳和贵族式作风
,

都对各自的产业经

济
,

特别是信息产业结构选择发生了重要影响
,
不同的文化结构引起不同的文化素质和文化

需求的变化
,

从而对于信息的需求也有不同的体现
。

据统计
,

我国在期买信息产品和服务的

开支上就反映出不同文化程度和教育水平的不 同聋求
。

从表 5 中可 以看出
,

.

中国人口的文化结构食津国以来有很大的改善
,

各种文化程度的人
口都有较明显的增长。甚中具有高中和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增长辣快

,

分别为 6
·

3倍和 5
·

3倍
,

平均每万人口中科技专业人员
、

的数量由7 .4 人提高到 74
·

a。 ,

增长近 10 借
,

半均母力 职土甲杆

.r 17 气



表 6中国人口文化程度的变化状况( 单位
:0 1 万人 )

第二次人口普查
( 19 4 6年 )

第三次人口普查
( 19 82年 )

构成( %)

_
_

厂 工- _ _

9 1 82年

第四次
人口普查

全国人口

大学文化程度

高中文化程度

初中文化程度

小学文化程度

1 6 639 4

19 4 6年

1 86
。

66

19 6 8年

1 66
。

61 1 633 6 8

6 82
{

’

召
·

这4 1 2 2

4 6 6 8 89 3 8

7 1 82 8

888
。

666

666
。

666

1117
。

888

333 5
。

444

27
。

2 23 3 4 4

3 5 51 67 3 5 67

文盲和半文盲七1 2岁以上 )
23 50 2

}
3 8

.

1 :3
.

5

1
:5

.

0 8

{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9 19 1 年
,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 吼年版
。

技专业人员的数量也由26 9人提高到869
.

5人
,

增加 2
.

2倍
,

这对于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一定的条件
。

但是与世界各国相比
,

’

我 国人口 中的文化结构水平还是很落后的 (参见表的
,

我 国按人口平均的大学生
、

中学生比重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
,

甚至大大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

家
。

表 6 世界各国在校学生占人 口的数母和比盆 (单位
: 万人 )

. . . . . . .口. . . . . . . 曰

「

.二告 . 孟亡 J̀` .

年 份 }大学生数 }比重 (写 ) 1中学生数 !比重 ( % ) }小学生数 }比重 ( % )

世界总计 1 9 8 7 1 5 9 31
。

6 2 8 9 9 8
。

2 58 2 7 6
。

7

汤亚二…………巫三厂巫…
一一里一竺` 一

一

}二竺生: {二竺i翌二
- 一

日 本 }
1 9 8 7

}
2 3 9

·

8

0
。

17 9 5 4 8 3
。

1 4
。

9 2 1 2 8 3 5
。

9 1 1
。

7 1

1 3 9 1
。

3 5
。

6 5 2 7 1 1
。

7

1 1 4 5
。

6 9
.

3 4 1 8 2 2
。

6 8
。

3 4

二亘亘二仁画二阵i硕卜应二仁…三三卜…立{巫三巨三…
` 一竺一壁七̀ ` 卜三竺二 卜些生 }竺

一

二仁兰竺
一

生
~

卜
~

全竺 }
一

竺生
~

{竺竺耳`
甲一季二尽一{二赞-

-

卜攀华}立- 月
一

里竺1 }一二竺
一

}
一吕些里竺 {

`

望上二

联那德国 } 19 8 7 } 1 5 7
·

9 { 2
·

“ 8 } 677
·

8 } 1 1
·

3 7 ) 2 3 2
·

4 } 3
·

89

巴 西
一

印 度

19 8 7 1 47
。

1 3 2 4
。

2 2
一

2 5 2 6 2 8
一

8 1 8
。

1 5

1 9 7 9 5 3 4
。

6 6
。

8 1 4 6 3 4
。

9 5
。

8 8 8 9 9 9
。

3 1 1
。

4

南 朝 鲜 1 9 8 8 1 54 ` 9 3
。

69 4 8 2
。

2 1 1
。

4 9 4 8 2
。

8 1 1
。

4 8

资料来源
:

1
.

《中国统计年鉴》 19 9(] 年
,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0 年
’

8月版
。

2
.

《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 》 ,

中国财经出版社 1988 年 6 月版
。

人口的文化结构对于信息产业结构的影响
,

还可以通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员对信息

产品和信息服务的需求及其有效支付能力的构成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参见表 7 )
。

从表 7 中可以看到
,

各个层次的知识分子家庭
,

用于信息产品和服务的支出
,

随 时 间

推移而有所增加
,

文化程度越高
,

信息消费的增加额越大
。

同时
,

文化程度越高
,

家庭教育
、



裹了
用听之二

怕帕年中国撼该知识分羊家盛平均峨人每年李法魏开丈及构成
··

归归归 高级工程师师 工程师

{
助理工程师师 技术员员 讲 师师

类类类类类 }}}}}}}
{{{{{{{{{{{{{{{

IIIIIIIIIIIIIII

一一

基基 生活费支出总额额 1 6 60
`

1 9991 3 3 5
`

1 9 9992 8 5
。
7 666 1 2 67

。
888 4

}
` 3 58

·

6̀̀

}
, “ ” `

· ” 555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生生生 基本生活角
一

品占总支出出 7 8
。

0 999 7 2
。

5 111 7 7
。

4 999 7 6
。

8 333 75
。

1 777 7 3
,

2 666

一一

活活
一 _

比例 ( % )))))))))))))))

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
需需需 食

;

品品 8 28 ` 0 8
,,

6 8 1
。 .

5 111 6 5 4
。

8 555 6 5 7
。

5 111 了1 7
。

3 999 6 7 6
。

4 000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击击击 衣
·

着 品品 1 5 2
。

3 222 1 1 7
。

2 666 1 1 0
。

8777 10 5
。

8 666 1 1 6
。

2 555 1 0 5
。

7 666

日日日 用 品品 19 9
。

6 333 1 8 4
。

4 555 1 6 4
。

6 666 1 6 4
。

8 777 1 8了
。

6 555 1 7 6
。

0 555

信信信 信息产品消费占总支出出
,

2 1
。

0777 1 9
。

3444 2 0
。

8 666 1 8
.

2888 1 8
。

2 444 1 8
。

6999
、、

息息 比例 ( % )))))))))))))))

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

品品品 书报杂志志 2 4
。

5222 1 9
。

2 222 1 6
。

2 111 1 2
。

8888 1 6
。

7222 1 3
一

2 000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服服服 文化用品品
`
1 9 0

。
5 000 1 5 3

。
2 333 17 6

。

7999 1 5 1
。

3000 1 5 8
。

4 666 1 5 8
。

4 666

___ _

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

云云

臀臀 邮电通信信 6
。

4555 2
。

6555 1
。

9222 1
。

6 444 2
一

5 888 1
。

6 111

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

出出出 学习进修修 5 2
。

1777 4 8
。

7 222 3 2
。

4000 2 5
。

3 222 2 8
。

3 000 8 2
一

1 666

学学学术交流流
_

氏 1888
诊 , 左 .

〔 礴礴 ,

介 户
--- `̀

4
。

2 444 3
.

9 888
444444444

。
6 555 3

。

9 333 4
。

04444444

子子子女家庭教育育 3
。

3 999 2
。

6 444 7
。

0 333 7
。

7222 5
。

6111 3
。

8 555

接接接收咨询服务务 乐
。

2 777 5
。

0 777 4
.

7 555 4
。

8 999 6
。

6 000 5
,

0 000

潇潇潇 一̀ 和和 、、

Z e
一

1 666 2 5
。

2 111 2 3
。

9 000 2 5
。

3777 2 2
。

6 555
仪仪仪器设备添置与修理理 4 0

。

38888888888888

资料来源
: 1

.

《 中国统计年鉴》 1990 年
,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

卜

2
.

《 中国社会统计资料》 1990 年
,

一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 0年出版
。

学术交流和 自身学匀进修的需求也便越大
,

·

从而对信息产品和服务的开支也进一步增大
,

当

然这方面的消费弹性很大
。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

下

信息产品的消费结构是不相同的
。

文化教

育水平越命
,

对信息产晶的质量和数量要求越高
。

尽管我国知识分子的收入普遍较低
,

但是

相对于信息产品的消费来说
,

宁可节省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开支
,

也不吝音在学习进修
、

学术

交流和家庭教育方面的开支
。

我国近几年来书报杂志
、

邮电通讯费用上涨很多
,

但知识分子

购买和使用信息产品的开支仍快速上升
,

对信息产品方面的消费水平是一般消费水平的 2 一
一

落褚
。 ` 一 ;

.

,
.

从表 8 可以看到
,

具有研究生学历和从事高校科研工作的知识分子
,

以及 30 岁以下的青

年学生购买书报杂志数量较大
,

信息产品支出费用占其每月工资的比重也较大
。

然而
,

现有的

信息产品对于知识分子的需求层次和数量来说
,

又不能充分满足
,

因此
,

文化素质和知识结

构较好的人
,

对现有信
.

氨产品的满足程度很低
。

通过上述表 7 的数据比较
,

反映了一定程度

的文化结构对信息产品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是很大的
。

由于高学历和专职科研人员要求不断

更新知识
,

且要求数量多
、

质量高
、

速度也快
,

但现有的信息产品却很难充分满足
,

必然会

引起信息生产者和信息服务者的重视
,

加速信息产品结构向高层次演进
。

当然
,

信息产业结



衰 8不滴女佬怪应衫娜价的猫磷呀拳对猪愈声品占衡和使用价说

人人人均均 人均订杂杂 人均购书书 订杂志购书费费 对信息产品满足程度 ( % )))

藏藏藏书书 志 (份 )))(册 )))用占一月工资资资
(((((册 ( )))))))% )))))

1111111 988年年工 8 9 9年年 l。吸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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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斑料来源 :
国家停息中心

:《 信息经济学及其软件系统研究报告》
,

199。年切月
。

构的合理化
,

仅靠知识分子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
,

还有赖于全民族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的提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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