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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消费的内涵及特征 



信息消费，就是社会信息生产和交流过程的延续，是信息消费者获

取信息、认知信息内容和再生信息等基本环节所构成的社会活动等。 

——MBA智库百科 

信息消费的内涵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3,07 

信息消费规模 基于互联网的新型 

信息消费规模 

带动相关行业 

新增产出 

网络零售交易额 电子商务交易额 

3.2万亿元 

2.4万亿元 

1.2万亿元 

3.0万亿元 

18万亿元 

预计到2015年： 



信息消费的构成 

信息产品 信息内容 信息服务 

硬件产品： 

软件产品： 

基础服务： 

应用服务： 

 台式PC 

 笔记本电脑 

 …… 

 平板电脑 

 可穿戴设备 

 智能手机 

 智能电视 
数字影视 

数字音乐 

数字书籍 

…… 

通信服务 

网络服务 

广电服务 

…… 

存储类服务 

增值类服务 

…… 

 移动APP  游戏  …… 

基础设施层 设备层 平台及应用层 

台式PC 

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 

…… 

智能手机 

智能电视 

可穿戴设备 

数据中心： 服务器 存储 

网络基础 
设施： 

移动通信设备 

数据通信设备 

光通信设备 

…… 

设备端平 
台及应用：     

操作系统 …… 软件及应用 …… 

互联网及 
移动互联网： 

电子商务 
搜索引擎 
内容分发 

 LBS 
 IM 
互联网金融 

…… 

信息消费市场： 指以个人消费者为主体，对信息产品、信息内容、信息服务进行购买所形成的市场，

数据来源为各消费对象销售规模。 

信息消费产业： 指与信息消费相关联的各类企业主体的集合，其产业链主要分为三个层面，即基础设施层、设备

层、平台及应用层，数据来源为相关产业各细分领域企业生产产值（或业务收入）。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2013，11 



信息消费的特征 

一、不受时空限制 二、市场空间广阔 

随时随地 

三、具有独特的增益效应 

更新 

扩散 

增值 

循环倍增 

高速持续 

四、绿色无污染 

范围广 链条长 模式变化快 

新产品 

新服务 

新兴业态 

新型产业 

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 



2013年中国信息消费市场规模预计达到1.97万亿元，信息服务和信息产品占据主导份额 

1.16 

1.52 

1.97 

2011年 2012年 2013年（E） 

2011-2013年中国信息消费市场规模 

万亿元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2013，11 

市场结构 信息服务, 

50.4% 

信息产品, 

47.5% 

信息内容, 

2.1% 

各主要细分产品市场规模（万亿元） 

0.14 

0.27 

0.4 

2011年 2012年 2013年（E） 

0.03 

0.07 

0.11 

2011年 2012年 2013年（E） 

0.6 0.67 0.75 

2011年 2012年 2013年（E） 

通信及网络服务 

智能手机消费市场 

移动APP消费市场 

31.0% 
29.6% 

增长率 规模 

11.6% 11.9% 

92.9% 

48.1% 

133.3% 

57.1% 



2013年中国信息消费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69万亿元，终端设备产业规模巨大 

3.61 

4.13 

4.69 

2011年 2012年 2013年（E） 

2011-2013年中国信息消费产业规模 

万亿元 

基

础

设

施

层 

设

备

层 

平台

及应

用层 

0.51 

0.54 0.55 

2011年 2012年 2013年（E） 

相关产业规模（万亿元） 

网络基础

设备, 

40.5% 
数据中心, 

59.5% 

2013年产业结构 

2.56 2.84 3.2 

2011年 2012年 2013年（E） 

相关产业规模（万亿元） 

笔记本电

脑, 32.3% 

智能手机, 

30.7% 

平板电脑, 

14.7% 

其他, 

22.3% 

2013年产业结构 

0.53 

0.75 
0.94 

2011年 2012年 2013年（E） 

相关产业规模（万亿元） 

设备端平

台及应用, 

10.0% 互联网及

移动互联

网端, … 

2013年产业结构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2013，11 

增长率 规模 

14.4% 
13.5% 

5.8% 
1.0% 

10.9% 12.6% 

41.5% 

25.3% 



从战略高度看待信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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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消费是新一轮扩大内需的重要引燃点(1/2)  

在信息消费拉动中，宏观经济真正的增长体现在信息资源的应用上，诸如互联网视频、互联网游戏和互

联网阅读等消费者体验，都是高速增长点。再加上多层次、多模式的云计算应用，市场一片蓝海。 

2000-2011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2003-2007年世界主要国家人均信息和通讯技术支出 （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 



694.1 

746.2 

803.8 

2013年(E) 2014年(E) 2015年(E) 

亿元 

信息消费是新一轮扩大内需的重要引燃点(2/2)  

除了本身增长潜力巨大以外，信息消费还对很多市场及产业具有明显的支撑及带动作用，同时信息消费

还将不断衍生出更多新市场及产业。 

2009－2012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  2009－2012年中国网络购物交易额在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中的占比  

3.78 
4.69 

6.04 

8.21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万亿元 

2.1% 

3.4% 
4.3% 

6.3%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中国光通信市场规模预测  

1638 
1916 

2303 

2013年(E) 2014年(E) 2015年(E) 

亿元 

中国中国智慧城市IT投资规模预测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2013，02 

7.5% 7.7% 7.9% 
17.0% 

20.2% 19.0% 

28.8% 

35.8% 

23.9% 



信息消费更重要的作用是优化经济结构  

缓解内需与出口之间的结构不平衡 增加社会领域投资所占比重 

 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偏低 

67.7% 

67.8% 

82.3% 

71.2% 

51.8% 

印度 

马来西亚 

法国 

美国 

中国 

 从2011年起，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有所上升 

62% 60% 54% 50% 47% 47% 49% 52% 

2000年 2002年 2004年 2006年 2008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世界主要国家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重 

美国：16.2% 

法国：11.7% 
日本：8.3% 

中国：4.6% 
印度：4.2% 

 国家财政教育性经费占GDP比重约为4% 

3.5% 3.6% 3.7% 
3.9% 4.0%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信息消费的发展在拉动内需、缓解内需与出口之间结构不平衡方面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在信息消费相关产业发

展的带动下，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行业的信息化水平也将不断提升，在拉动相关投资的同时不断扩大社会性投资

的影响范围。 



信息消费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 

提高生产效率 
 信息化管理 

 相关信息的大数据分析 

 信息的实时沟通和流通性，

信息反馈更加及时 

降低交易成本 
 信息掌握更加完备、及时、准确 

 设计、生产、销售、服务时间缩

短 

 通过信息掌握，交易针对性更强 

 降低空间的沟通、交易成本 

节约资源能源  信息内容、信息服务对物质

能源消耗低 

农业 工业 

交通
运输 

零售 

旅游
餐饮 

医疗
卫生 

教育 

政府 

金融 

…… 

信息化手段 



信息消费带来的产业创新 



新产品新业态层出不穷 

三网融合 

大数据 云计算 

物联网 

信息安全 

电子商务 远程医疗 

智慧城市 智能交通 

游戏娱乐 

智能工业 

远程教育 

新

业

态 

新

产

品 

宽带通信网 移动互联网 

数字内容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 



商业模式持续创新  

制造业服务化 

 信息消费促进“以软带硬”。 

 信息消费最终要提供给用户实

实在在的优质内容。 

 服务的产业价值越来越高。  

传统服务网络化 信息服务专业化 

 信息消费变革传统消费模式。 

 目前，信息消费出现了多方

面、多领域的创新，从而使得

互联网的应用加快，流量消费

大幅增长 。 

即时通信用户：4.86亿 

网络视频用户：3.95亿 

移动互联网用户：8.08亿 

手机上网用户：7.78亿 

3G上网用户：2.33亿 

 信息消费带动内容建设。 

 动漫游戏、数字音乐、网络视

频内容产品的不断丰富满足消

费需求，同时为消费者提供细

分、定制、非大众化的内容服

务。 

根据购物习惯推荐产品 

根据影音浏览习惯推荐内容 

提供定制化新闻推送 

与位置相关联的LBS服务 

…… 

软件及服务 

硬件 



产业融合不断涌现 

产业交叉 产业渗透 

信息

技术 

网络

技术 数字

技术 

产业渗透是指发生于高科技产业和传统

产业在边界处的产业融合。 

工业 农业 交通 能源 医疗 

智能制造 

智能交通 

智能农业 

智能电网 

智慧医疗 

……      

…… 

产业交叉是指通过产业间功能的互补和

延伸实现产业融合，往往发生于高科技

产业产业链自然延伸的部分。  

App Store ios Iphone／ipad A6/A7 苹果： 

Galaxy AP/Memory OLED 三星： 

Google play Android Nexus Google： 

Kindle Store Kindle Amazon： 

服务 软件 终端 芯片 屏 

应用商店 



信息消费亟待解决的问题 



信息消费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制约了信息消费需求扩张  

数字内容发展缓慢， 

阻碍信息消费市场繁荣  

“数字鸿沟”延续， 

信息消费难以施展“长尾”效应   

信息安全存在隐患， 

消费环境还未成熟  

13.3% 

30.9% 29.1% 

36.2% 35.9% 

1.2% 

9.6%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英国 印度 巴西 

2012年世界主要国家宽带人口普及率 

2.6  

4.7  

7.4  

10.8  

14.0  

中国 

澳大利亚 

美国 

日本 

韩国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宽带普及率、网速、

价格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  

2012年世界主要国家平均网速（Mbps） 

一、我国数字内容产业普遍偏小，产品

开发能力弱。 

二、数字内容产业信息“孤岛”问题严

重，影响了产业链的集成创造能

力、资源整合能力和统筹营销能

力。 

三、数字内容产权制度不健全，信息消

费制度建设落后。  

区域差异 收入差异 

城乡差异 年龄差异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信息消费环

境，缺少发达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就

无法铺成一张安全完整的网，信息消

费就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