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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数据有效、可靠地进行管理’经过符合业务需求的数据处理’形成信息资源’通过信

息资源的整合、融合,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形成新的经济形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信息化从‘‘小’’到‘‘大”分为以下五个层次:

（1）产品信息化。产品信息化是信息化的基础’有两个含义°＿是指传统产品中越

来越多地融合了计算机化（智能化）器件’使产品具有处理信息的能力,如智能电视、

智能灯具等;另＿个含义是产品携带了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数字化的’便于被计算

机设备识另［读取或被信息系统管理,如集成了车载电脑系统的小轿车°

（2）企业信息化。企业信息化是指企业在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管理、经营等

多个环节中广泛利用信息技术’辅助生产制造,优化工作流程’管理客户关系,建设企

业信息管理系统’培养信息化人才并建设完善信息化管理制度的过程°企业信息化是国

民经济信息化的基础’涉及生产制造系统、ERP、CRM、SCM等。

（3）产业信息化。指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生产制造业、服务业等传统产业广

泛利用信息技术来完成工艺、产品的信息化’进＿步提高生产力水平;建立各种类型的

数据库和网络,大力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实现产业内各种资源、要素的优化与重组’

从而实现产业的升级。

（4）国民经济信息化。指在经济大系统内实现统＿的信息大流动,使金融、贸易、

投资、计划、通关、营销等组成＿个信息大系统’使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经济的

四个环节通过信息进＿步联成＿个整体°

（5）社会生活信息化。指包括商务、教育、政务、公共服务、交通、日常生活等在

内的整个社会体系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融合各种信息网络’大力开发有关人们日常生

活的信息服务’丰富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拓展人们的活动时空’提升人们生活、工

作的质量。目前正在兴起的智慧城市（详见1.76节）、互联网金融等是社会生活信息化

的体现和重要发展方向°

信息化的核心是要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在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充分应用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先进社会生产工具（表现为各种信息系统或软硬件产品）’创建信息

时代社会生产力’并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表现为法律、法规、制度、规范、

标准、组织结构等）,使国家的综合实力、社会的文明素质和人民的生活质量全面提升。

信息化的基本内涵启示我们:信息化的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包括政府、企业、事

业、团体和个人;它的时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空域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

社会的＿切领域;它的手段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先进社会生产工具;它的途径是创建

信息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关系及社会上层建筑的改革;它的目标是使国家

的综合实力、社会的文明素质和人民的生活质量全面提升°

我国大规模开展信息化工作已经20多年’信息系统已成为保障国家安全、支撑政

府行政职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民生经济发展等各大战略层面的重要支柱。二十

多年来’我国陆续建成了以‘‘两网、＿站、四库、十二金”工程为代表的国家级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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