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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信息产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为促进我国战略安全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现如今，我国面临着产业升级转型的风口，重视电子信息产业并实现其高质量发展就成为了重点。虽

然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和欧美等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依然处于研究和发展的初级阶段，但

是笔者对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非常有信心。本文首先阐述了文中涉及到的重要概念，之

后就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的内容展开具体分析，最后，结合某新兴电子股份公司实

例开展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希望可以为从事相关工作的研究人员一定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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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pillar industries of China's econo

mic development，which provides great support for promoting China's strategic security. Nowadays，Ch

ina is facing the tuyere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lectroni

c information industry and realizing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focus. Although there

 is still a big gap between China'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and it is still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the aut

hor is very confident abou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T

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important concept involved in this article，after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

ndustry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to build the content of the specific analysis，finally，

combined with a emerging electronic company to carry out the example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research，hope for researchers engaged in related work certain theoretical guida

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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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信息已经呈现出产业化和集中

化的特点。作为我国发展型战略产业之一，电子信息产业已经

成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困难问题的支柱产业。很

多行业借助电子信息技术和其技术承载设备设施提高了管理

效率以及生产效率。根据我国统计局获取的数据显示，和电子

信息产业新兴之初时的 2010 年相比，2020 年的产业产值增加

了 3.34 亿人民币，同时软件开发产业以及信息服务产业更是

呈现了极强的发展态势，收入和 2010 年相对比，增加超过 5

亿人民币。所以，这表明电子信息产业已经成为了我国极具发

展前景的重要产业之一，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还促进了人民大

众的就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并且在我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以及实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电子信息产业依然会发

挥积极带头作用，成为促进国家更上一层楼的内驱力和基石。

目前，多数电子信息产业的研究多集中于信息产业的发展趋

势，电子信息产业于其他产业的应用以及内部集中等方面，关

于其本身的高质量发展和其对应的评估等相关内容依然较少。

所以笔者通过分析和构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为进一步分析本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概念界定 
1.电子信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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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产业在我国处于支柱性地位，主要应用的是和信

息、电子以及计算机相关的技术内容，主要涉及的功能内容包

括：对信息的传送—接收—处理—二次加工—成型全过程，主

要完成的工作内容包括：硬件基础设备、软件开发及相关服务

性功能。所以，从工作内容可知，电子信息产业为知识密集型

产业，并且包含其他产业内容，其核心为信息技术以及电子技

术的相互融合，其过程可以归纳为：接受信息-处理信息-展示

信息这三步。电子信息产业是我国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国家实现经济和科技独立自主的关键之

一。电子信息产业相关工作具有极强的技术含量和较为严格的

专业门槛，并且电子信息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远超其他产业，

是绝大多数产业的推动者。 

2.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

国家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提升的需要，要促进社会主义制度落

实和推广的必然过程。高质量发展本身是个多维度概念，可以

包括：经济、开放、城乡、生态四方面；也可以包括：创新、

区域、生态、开放、民生五个方面。 

部分专家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加深入且微观的理解，他们

将目光聚集在优化产品质量以及提供更加完善且优质的服务

上面，并从这点不断扩大，通过创建更加前沿且完整的逻辑链

条来促进经济发展，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升，所以高质量发展

可以从强化经济宏观控制以及促进电子信息产业化两个角度

入手。 

高质量发展更加重视发展的水平是否提升而不是单纯重

视经济总量提升，并且高质量发展非常关注产业上的结构问

题，为了保证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和稳定性，需要重视电子信息

产业的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并在促进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在同

时，强化其他产业的合作，从而在促进其本身发展的同时实现

产业间的互利共赢。 

二、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逻辑 

在详细分析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内容后，笔

者了解到电子信息产业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然要强化其服

务水平，不断开拓更多的功能，从而促进产业资源的进一步整

合和进步。电子信息企业作为多个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需要重

视生产要素和科技要素的投入，并将这两者转化的成果和各方

面的效益分析结合，只有满足电子信息产业所有要素的协调才

能切实促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带动其他关联产业进一步

升级和转型。 

从宏观角度看，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需要高质量的

资源作为基础性保障，产业链条式发展就是以合作、开放的形

式实现企业与企业资源互补、促使产出转换为成果，提升全产

业成果化效率与能力。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高质量水平的关键环

节是保证其高质量发展能力，资源层面创新要素投入、产业结

构合理化及对应协调能力是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源头。所

以，强化创新，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以及重视所有资源的匹配性

和协调性就成为了关键。 

所以，电子信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在转换层的基

础上，转换层包含的维度为：成果化效率以及成果化能力。而

效益层包含的维度为：经济效益和市场效益。电子信息产业高

质量发展水平可由高质量发展所需资源-成果转换-效益展现，

这侧面也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2.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综合分析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态势后，笔者提出了促

进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估体系的构建原则： 

首先是整体性原则。电子信息产业是否遵循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需要经过整体性的评价才能得出结论。同时需要综合该产

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果综合分析。所以在构建评价

体系之前，应当选择适合的评价指标。 

其次是前瞻性原则。当下正处于“5G+工业互联网”时代

宏观背景，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趋势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在设置指标时应兼顾时代前沿热点。 

后是动态性与可行性原则。高质量发展是立体的、动态

的，会根据时间和政策等方面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结果，所

以指标的选择应当可以计量。 

2.3 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相关概念界定、文献回顾及构建逻辑，兼顾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情况，将资源层、转换层和效益层三个维度设置为一

级指标，构建以创新要素、产业结构等为典型的 25 项三级指

标的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如下图所示。 

 

图 1  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图 

首先，第一个维度是资源层。资源层维度主要是由创新要

素、产业结构及协调能力三部分组成。众所周知，创新可以说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电子信息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

产业，其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强弱程度决定了国家工业水平的

高低程度。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科学是衡量产业发展质量的基

础，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优化该产业本身的结构，剔

除不合理或对能源依赖严重的部分，同时可以优化要素效率，

激发产业更多的活力。所以电子信息产业结构一并被计算到资

源层。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在专业型人才，并且产业

的辐射范围大的特点促使该产业的发展会为其他产业带来更

多的发展机遇，所以电子信息产业同样需要更多的管理人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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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人才参与。 

其次，第二个维度是转换层维度。该维度主要包括：成果

转换效率和成果转换能力。成果转换效率及转换能力是电子信

息成果产业化的关键步骤，有助于企业经济、社会等效益全面

提升，同时是企业立足之本，往深远处想是电子信息产业动能

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从成果转换效率来看，一项科研技术要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应该尽快有效的进行成果化转换，一方面可以抢占市场先机，

尽快占据市场份额，保持先发优势，另一方面创新研发成本本

身就相对较高，尽快有效的转换可以在 短的时间内冲抵创新

风险成本。基于转换的好处可见，成果化是必然趋势，但非人

人皆可转换。这对企业的转换能力也有一定的要求。企业要善

于把控转换方向、转换时机。 

第三，第三个维度是效益层面。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其

研发、转换的初衷都是为企业的效益服务。随着对发展质量的

新要求的提出，效益的说法也由原本仅特指经济效益，扩展至

市场效益。效益层面的指标是评价成果是否有价值的根本指

标，也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驱力。 

三、案例应用 
以国内某新兴电子股份公司为例，该企业战略方向聚焦 I

T 服务以期打造云端整体式全产业链。当前主营业务包括硬件

设备类、应用软件类和技术服务类三方面。为评估该公司高质

量发展水平数据来自财务年报及其社会责任报告。通过收集和

整理该公司的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选择了该

公司 2015-2020 年的数据。采用前文描述的评价方法求得某新

兴电子股份公司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分，如表 2所示。 

表 1  国内某新兴电子股份公司 2015-2020 年 

高质量发展得分汇总 

 

根据表 1中显示的内容可知，该电子股份公司一直致力于

高质量发展并一直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根据上述各层得分可

知，在进行高质量发展的初始阶段，该公司资源层的分值一直

是 高的，这表明该电子股份公司在投入成本较高且投入的成

本转化为应用的效果不够理想。同时另外两方面的分值差值较

小，这表明虽然转化率不佳，但是所有转化的成果基本已经为

公司产生了经济效益，为公司抢占市场份额和促进利润提升提

供了巨大的支持。 

之后，在 2017 年和 2018 年这两年时间内，该企业的三个

维度分数依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与前两年的情况差别不大，

依然是投入成本和应用效率之间差异巨大，并且经济上产生的

利润也不够理想。 

在 2018 年以后，资源层实现了首次分数降低，转换层随

之分数增加，之后除了资源层下降外，另外两个维度均实现了

增长。并且 2019 年左右，该公司转换层分值达到一个较为理

想的水平，这体现了该公司的生产能力和研发水平均明显提

升，但是效益层分值依然不够理想，这可能是由于研发成果没

有正式投入公司应用以及市场潜力尚未凸显等情况引起的。 

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态势非常理想，国家对电子信息产业

的规划也非常重视，并将电子信息产业和数字经济等时下前沿

产业结合，通过发挥电子信息产业的自有优势和特点来带动和

电子信息产业相关的其他产业发展，并为促进产业链构成和完

善提供更多的支持。通过将支柱企业串联来促进电子信息产业

链的持续发力，为实现产业链的持续优化和升级奠定良好的基

础。同时，政府应当出台更多的扶持政策，将电子信息产业的

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并为民族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

生存空间。并且应当重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链的薄弱处积极将

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从而促进电子信息产业的全面发展。 

四、结论 
综上所诉，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且可以与诸多行

业联结，从而在促进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同时带动其他产业发

展。笔者通过分析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态势等方面的内容分析如

何建立其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从而为促进我国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追平国内外差距提供一定的支持。本文建立的

高质量发展系统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这三个维度分别为

资源层、转换层以及效益层，其中资源层主要是前期投入，转

换层则侧重于将资源转化为成果，效益则偏重成果转化的经济

利润和市场开发潜力等方面。另外，笔者通过分析某新兴电子

股份公司了解到整体电子信息产业已经处于良性且健康的发

展态势，在未来的企业发展中，依然要将创新和变革作为重点，

重视成果的转换，从而实现制造强国的飞跃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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