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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及宽带是促进经济变革、企业重组，影响技能及就业状况、提高经济增长

与消费者利益的重要动力。本期展望报告介绍了提供信息技术产品服务的产业市场

动态和趋势，概述了信息通信技术部门全球化形势，以及由信通技术驱动的国际资

源提升趋势。 

 报告分析了全球业务活动分布变化、以及中国印度作为信通技术产品服务重要供应

国崛起的发展情况和影响。文章也审视了某些行业与日俱增的数字内容、使其价值

链和企业模式改观的情况。对全在网络、驻地业务、自然灾害预警系统、参与性网

络，信息技术与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融合等方面的技术发展潜力也进行了研讨。报

告含有 StatLinks 链接, URL 链接可调出统计图表表格相关的详细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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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通技术行业已随世界经济下滑而减速，但某些市场和产品的增长

仍在继续 

随着世界经济动荡信通技术部门发
展前景趋于疲软… 

信通技术部门的前景与前几年相比大为不利。随着经济条件恶
化、经合组织地区经济衰退、企业及消费者信心大幅下降，全球
信通技术开支的预测也大幅下调。宏观经济预测、短期的周期性
产出指标、企业消费者活动均显示 2008 年经合组织各国信通技术
增长率将低于 2007 年，大约为 4%。但增长率并未象 2001-2002

年信通技术泡沫破灭时那样崩溃，而且迄今为止仍略强于经合组
织各国总体经济业绩。 

今后 18 个月，随着金融服务部门重组和实体经济深度下滑的
巨大波澜，经合组织信通技术可能出现负增长。但随互联网及通
信新产品、基础设施的出现，信息服务和软件行业一般仍将得到
增长，因为它们是支出的主要构成部分、且具有部分抗衰退能
力。到 2009 年底与 GDP 同步恢复增长之前，行业不可能全面复
兴。2009 年之后随着宽带基础设施、产品的发展, 增长潜力将略高
于 GDP 增长水平，然而筹措信通技术新投资将继续是企业、政府
政策面对的挑战。 

… 中期增长则部分取决于非经合组
织市场的新产品及增长率 

信通技术部门的更长前景取决于企业和消费者是否继续在信通
新产品、服务方面有较高投资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能否保持
增长。这些国家虽然目前增长减速，仍部分抵消了经合组织各国
的经济衰退和不确定因素。非经合组织国家占有全球信通技术市
场 20%以上，巴西、中国、印度、印尼、俄罗斯等国 2003-2007

年的信通技术开支年增长率都超过 20%。约 50%信通技术产品现
在由非经合组织国家生产出口。这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日
益成为信通技术领军企业总部。但在中期，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商务活动将会受阻，商品价格上扬、通货膨胀也压缩了非经合组
织国家的消费者购买力。由于企业、消费者开支下降，来自非经
合组织国家的竞争及工业重组加速，经合组织各国信通技术部门
就业率将收缩。 

从更长期看，信通技术产业在发
展，相关就业不断扩大，风险资本
有一半投向信通技术 

从本次金融危机之前的发展来看，信通技术部门自 2002 年后
表现强劲，加强实体经济增长，在全球一级受到非经合组织国家
活力的扶持。这种活力部分来自于信通技术的生产出口，部分来
自于本国市场增长。目前信通技术部门占经合组织企业 GDP 的
8%以上，雇用员工超过 1 千 5 百万人。信通技术部门 250 强企业
（占经合组织信通技术就业人口约 70%），2007 年增长率达
12%，全球收入高达 3 万 8 千亿美元。韩国、芬兰、日本和匈牙利

 

 

 

 

 

 

 

 

 

 

 

 

 

 

 

 

 

 

 

 

 

信通技术 250 强平均业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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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经合组织信通技术专业化大国，近年来保持了竞争力和信通技
术产品贸易盈余，并在继续努力。 

信通技术技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并在整个经济部门广
泛发展。就业总人口中 4%以上从事信通技术专业职业，该份额还
在迅速增加，而 20%以上就业人口从事密集使用信通技术的职
业。该行业不断得到风险资本扶持，2008 年上半年美国信通技术
风险投资维持了与 2007 年的相同水平。美国风险投资总数约一半
投向信通技术，尤其在软件和 Web 2.0 应用方面，对信通技术密
集的环保、能源技术投资也日益增加。但在中期，出资战略受制
于银根紧缩，新的风险融资面临严峻挑战。 

全球性重组仍马不停蹄 

全球性结构调整仍在继续，信通技
术行业经强势扩展后于 2008 年减速 

全球信通技术贸易强势扩展后，2006 年达到 3 万 5 千亿美元，
而经合组织地区的全球贸易份额一路下滑，跌至 56%。因美国进
口和亚洲出口增长率双双下降，经济条件疲软，信通技术贸易
2007 年减速，2008 年上半年更加明显。但 2008 年上半年信通技
术的出口仍呈现出顽强抵抗力，由于经合组织国家虽然减速仍有
需求，以及新兴市场（尤其中东、拉美和非洲地区）的强劲需
求，一些国家的出口继续增长（如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墨西
哥、泰国及东欧各国）。随着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剧烈下滑，其它
国家日益出现同样情况，信通技术贸易必然会进一步减速。 

中国仍在信通技术产品出口国中遥
遥领先… 

中国信通技术出口额 2007 年增至 3600 亿美元，超过欧盟 15

国和美国信通技术出口的总和。但中国 2008 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
下降到约 10%，并在继续下降。经合组织各国中，韩国出口从
2001 至 2007 年翻了一番以上，达到近 1000 亿美元，几乎赶上了
日本。 

…与信通技术相关的外国直接投
资，在 2008 年急剧下跌前曾屡创新
高 

与信通技术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 2007 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但 2008 年急剧下跌，预计 2009 年后可能恢复。2007 年约五分之
一跨国合并并购活动涉及信息通信技术（款额达 1700 亿美元）。
非经合组织国家日益成为此类交易的标的国或发起国，其中以巴
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金砖五国）尤为活跃。合并并
购活动 年随外国直接投资变缓而明显减速，这种局面因企业
资金拮据将会持续。

 

 

 

 

 

 

 

 

 

 

 

 

 

 

 

 

 

 

 

 

 

 

 

 

 

 

 

 

 

 

 

 

信通技术产品最大进口出口方，

1996-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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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通技术研发与创新是增长的火车头 

信通技术部门在研发开支方面遥遥
领先… 

经合组织国家信通技术行业的研发开支是汽车工业的两倍
半、，制药工业的三倍以上，（按 2000 年价格计达 1300 亿美
元）。服务和软件这两个高速发展领域的研发开支增加尤为强
劲。美国占经合组织企业信通技术研发开支总数的 40%，欧盟 15

国占 25%弱，日本 22%，韩国 9%。 

信通技术企业部门拥有近一百万名研究人员，其中约一半在美
国。研究重点集中于开发下一代产品的基本技术。一个新的发展
是，关注应对气候变化、保健问题等重大挑战。. 

…最大的信通技术公司都是研发密
集型企业，研发组织形式也在经历
变化  

主要信通技术公司的研发开支 2006 年增至 1510 亿美元，2007

年继续增长。按研发排名的前一百家公司，收入平均有 7%用于研
发活动。美国日本的信通技术公司仍遥遥领先，韩国正在迎头赶
上。（中国、印度和其它新兴经济体等）非经合组织国家的信通
技术公司研发开支尽管提高很快，但相比而言水平仍然很低。 

政府供资的研究、全球化研究网络、跨公司研发伙伴关系或联
盟等，都是促进创新的重要途径。研发伙伴关系、联盟的发展不
仅超越地理疆界也横跨学科新领域。研发网络全球化是当今趋
势，但这些网络的中心仍高度集中于经合组织国家少数地区。上
海、以色列的海法、印度的班加罗尔等几个新中心的重要性正在
增加，中华台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尾随其后。 

越来越多非信通技术行业在开展信
通相关研究，信通技术专利日益增
加 

一些经合组织国家由非信通技术公司进行的研发活动份额有所
增加，已占工业界信通技术研发总开支的 25%。开展此类研发活
动的部门非常广泛，尤其是汽车、金融服务和国防部门，并与各
类信通或非信通产品内置系统、软件的重要性日增相关。与信通
技术相关的专利从 1990 年代中到 2005 年数量大增。在国际专利
申请数量中，美国欧洲和日本继续占大头，但中国专利申请总数
中的信通技术专利份额十年中增至三倍，韩国的专利数目也在增
加。 

宽带使家庭互联网用途改观 

宽带是推广最快的技术之一… 

宽带比窄带互联网到户业务推广更快，正在赶上个人电脑装机
数量。2007 年丹麦、芬兰、冰岛、荷兰等国家三分之二以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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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接入宽带互联网，韩国每十个家庭中八个以上已接入宽带。 

…在线活动日新月异… 

有宽带接入的人使用互联网更经常也更密集，宽带推动了在线
购物、教育、政府服务的使用、数字内容的播放下载和视频电
话。 

…但也出现了新的基于社会、经济
特征的数字使用鸿沟 

宽带使用模式的形成具有社会、经济特征，包括教育、收入、
年龄、性别、或接入地点。年轻、教育程度高、收入丰厚的男性
往往上网更频繁，参与更多样的在线活动。家中有孩子也会增加
宽带使用。但随着数字接入鸿沟的缩小，一个数字使用的鸿沟正
在出现。 

在消费者使用的驱动下，数字内容在迅速发展 

数字内容正在使信通技术和创作行
业大大改观… 

经合组织宽带用户从 2003 年 6 千 8 百万人迅速增加到 2008 年
2 亿 5 千 1 百万人，数字内容起了关键性作用，而用户数目日益增
加又反过来刺激新内容的创作。移动宽带也开始推动内容创作与
需求。最后，管理和分销技术也促进了宽带的内容供应，包括来
自用户的内容。 

内容行业收入的越来越多部分来自网上销售的产品，但各部门
之间差距很大。广告是最大的在线市场，2007 年收入达 300 亿美
元以上，年增长率为 30%。电脑、视频游戏及音乐部门收入的约
六分之一通过在线获得，电影部门虽然起点较低但增长最快。由
用户创作的内容发展很快，如韩国有 40%互联网用户参加网上社
团。视频和社会联网网站走在前列，虚拟世界成为重要的活动中
心。 

对信通技术部门外的价值链和企业
模式产生重大影响… 

在内容整合分销等方面， 跨行业合作和新型业务伙伴关系正
在涌现，一些在线业务模式是参照传统模式（如按件付费），另
一些则是全新模式（如虚拟销售）。数字内容也越来越多被银行
等非媒体行业用来与客户联系，非娱乐性应用也在政府服务、卫
生保健等领域涌现。 

…尽管仍有障碍 

实现业界提出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设备”均能使用
数字内容的目标还很遥远。面对的挑战包括接入速度、业务质量
和价格。在线内容的目录仍很有限，互操作性、接入地理限制、
数字内容的非授权获取等都是障碍。先进的移动宽带内容业务仍

家庭接入宽带互联网情况，

2003-2007 年 

 

 

 

 

 

 

 

 

 

 

宽带使在线活动增加 

 

 

 

 

 

 

 

 

 

 

 

 

 

 

数字内容部门的市场规模和

增长率，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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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到广泛的使用。 

宽带的潜力和实际影响 

宽带网络是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宽带能促进结构性变革、创建新的数字业务，也能增进企业效
益、提高竞争力、支持全球化进程。宽带能刺激信通技术本身的
创新和依赖信通技术的创新，如推动合作研发，使云计算成为可
能，促成新型研究组织形态等。 

…但衡量宽带影响是连续不断的挑
战 

尽管宽带迅速推开，但其推广时间并不长，难以将其影响从已
有信通技术中分离出来进行评估。但企业通过高速联通，提高了
现有工艺程序的效益、生产率，发展出新的电子商务价值链和商
务模式，使商务活动大大改观。已有证据表明，宽带使企业数量
和就业机会得到增加，尤其在知识密集型部门。 

和电力、内燃机等其它通用技术曾经做过的那样，宽带与相关
应用也在使经济活动旧貌换新颜。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价格下降
更加疾速，宽带的影响也许会更大。然而仍需时间在技能、组织
创新方面实现必要的补充投资，才能使宽带对经济增长、创造就
业的贡献得到发挥。现在普遍接受的观点是，需要在无形资产、
人力和组织方面大力增加投资，以补充信通技术和宽带方面的投
资。 

迎接挑战？ 艰难时事下的信通技术政策 

信通技术的政策重心正在扩大… 

经合组织各国政府正在继续将信通技术政策纳入促进经济增
长、就业、福利和实现更广泛社会、经济目标的国家战略。由于
信通技术越来越被用于应对教育、保健、气候变化、提高能效等
各项领域的政策挑战，更需要一种协调一致的横向政府政策。约
三分之一经合组织国家正在尝试统一制定协调信息技术相关政
策，以加强政策的连贯性一致性。随着经济下滑、政府预算吃紧
和长期投资面临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努力改进协调、减少重复工
作。 

…侧重点也在发生转移… 

2008 年经合组织各国政府信通技术政策的十大重点，综合了传
统目标（如在线政务、信通技术研究与发展）和数字内容、公共
部门信息等新领域。一些政府采取政策，应对比技术提升更广泛
的挑战。其中包括研发规划、促进创新、旨在提高公共部门效益
的政府在线政策、旨在弥合地理和社会鸿沟的宽带政策。旨在提
高在线信任度的政策更受重视，改进企业技术推广仍是重点，但
针对一般性信通技术商业环境的政策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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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信通技术政策十大重点 

1 在线政务，政府要做模范用户 

2 宽带 

3 信通技术研发规划 

4 促进信息技术教育 

5 企业的技术推广 

6 向个人和家庭推广技术 

7 以行业为基础的在职培训 

8 数字内容的总体发展 

9 公共部门的信息与内容 

10 信息通信技术创新支助 

....同时需要改进政策评估与协调 

评估评价工作已做得更加广泛，但须进一步努力，更有效地衡
量和改进信通技术政策的效率与协调。 

在继续注重核心活动的同时，信通技术政策已根据新的重点要
求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些政策将根据其对长期竞争能力、增长和
就业的贡献接受检验。非经合组织各国也在制定全面的信通技术
政策，对经合组织各国的政策制定既是补充，也是挑战。鉴于
2008 年开始的经济下滑，亟需在研发、创新和人力资源方面维护
长期性重点与投资，以确保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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