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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基于国内外学者对信息化评价体系的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基础发展条件及数据可得性可

用性的考虑 ,试图建立农村电子商务评价体系 ,以期对我国区域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和比较 ,为农村电

子商务发展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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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电子商务评价指标体系 ,近年来国内外都

有不少的研究。由于电子商务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于

电子商务的现实发展 ,电子商务的评价体系尚没有

国际国内统一认可的标准 ;国外的研究主要注重国

家层面的信息化水平分析及区域的比较 ,有一个从

国家到政府、企业、个人层面逐步深化的发展轨迹 ;

国内电子商务研究借鉴国外的信息化评测方法 ,并

针对我国具体情况 ,建立了一些区域综合评价体系。

对于农村电子商务评价体系专门的研究相对较

少。建立区域农村电子商务评价体系不仅可以系统

分析农村电子商务水平的影响因子 ,从而综合评价

不同区域的农村电子商务应用程度与水平 ,还有利

于我国官方进行农村电子商务统计〔1〕 ,对进一步的

理论和政策分析创造基础条件。本文拟通过对国内

外信息化测试指标体系梳理与评析 ,提出建立我国

区域农村电子商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路。

1 　国内外相关研究

111 　国外信息化测度指标体系综述

国外对于电子商务研究和评测主要集中在国家

或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测度的层面上。影响较大、

应用较广的主要有两个分支〔2〕:一是马克 ·卢普、马

克 ·波拉特等人从宏观产业层面上对信息化进行测

度评价 ,特别是波拉特法运用甚广 ;另一是日本的信

息化指数模型 ,利用统计数据等硬指标进行测度 ,使

研究更简单易行 ;2001 年 7 月我国信息产业部发布

的《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就属于后一种模型。

国际组织在电子商务评价和测度方面也有众多

研究 ,给世界各国电子商务的统计与测度以及政府

电子商务政策的制定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

考。A PEC 的电子商务评估指南中指出〔3〕:电子商

务的发展由基础设施和技术基础、必要的服务、技术

与人力资源及良好的定位等因素组成。国际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 (O ECD) 从 1998 年开始在电子商务

标准制定及国际电子商务统计的协调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

等国家参考了 O ECD 推荐的优先调查内容 ,进行了

官方或半官方的电子商务统计〔1〕。

其他还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信息利用

潜力指数模型 ( IU P) 方法 ,通过对 230 个潜在能力

变量的层次分析评估 ,衡量一个国家信息基础结构

和利用潜力〔2〕;世界经济论坛 2002 —2003 全球信息

技术报告的网络准备度指标体系〔3〕 ,该体系通过对

国家、企业、个人三个层面从设立环境、准备度、使用

三大指标体系衡量比较 84 个国家的电子商务发展

综合水平 ;等等。

从国外发达国家电子商务统计与评价的现状

看 ,基本上处于成熟阶段 ,评价的对象也以国家为单

位 ,采用统计数据等硬性指标为主 ,调查问卷等软性

指标为辅的方法。

112 　国内信息化指标体系研究

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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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指标体系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其中 ,波拉特法

在国内学者研究中运用较多〔4〕;国内学者蔚海燕〔5〕

运用波拉特法对我国农村信息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分

析农村信息化与农村产值的关系。近年来 ,国内的

学者研究更偏重应用 RITE 法〔4〕。除借鉴运用国外

的信息化测度方法外 ,国内学者在总结国外信息化

测度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些新的信息化水平测

度方法。

钟义信、吕廷杰〔1〕等提出一种信息化综合指数

法 (CIIC) ,从信息产业的能力、信息基础设施的装备

能力、信息基础设施使用水平、信息主体水平及信息

消费水平六个方面衡量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整体综

合能力与水平 ;靖继鹏 〔2〕提出综合信息产业力度

法 ,主要由信息产业发展的潜在力、信息产品的开发

力、信息产业的生产力、信息资源流通力、信息利用

力及信息产业平衡力等力度组成。修文群〔6〕提出区

域信息化发展指数 ,包括信息资源、信息产业、信息

设备、信息应用、信息政策、信息人才 6 大指标 44 个

分指标。国家统计信息中心〔7〕提出的中国各地区信

息化测算指标体系 ,设立了 6 大类 (信息资源开发利

用、信息网络建设、信息技术应用、信息产业发展、信

息化人才、信息化发展政策) 和 25 个分指标。以上

学者和机构的研究注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建

立的指标体系 ,力图较全面测度信息产业及信息经

济的发展情况 ,对于区域信息产业的比较分析有较

强的指导意义 ,不足在于缺乏针对电子商务的相关

指标。

国内在测度体系内直接体现电子商务指标的相

关研究 ,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大致有如下几种 ,见表

1。
表 1 　国内电子商务测度指标体系

国内电子商务
测度体系

研究者 指标体系 简评

国家信息化指
标构成方案

国家信息
产业部〔8〕

6 大指标 (信息资源、国家信息网络、信
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与产业、信息化
人才、信息化政策法规和标准等) 20 个
分级指标。

指标体系更趋全面和完善 ;数据易收
集 ,测算简便 ;但电子商务交易额指标
内涵不清楚 ,且通过抽样调查进行分
析。没有硬性指标 ,难免有失偏颇。

1999 —2001 年
中国各地区信
息化水平测评
指标体系

国际统计信
息中心〔9〕

5 大类 (信息资源、信息基础设施、信息
化人力资源、信息技术普及与应用、信
息产业发展)和 25 个分指标。

取消了信息化发展政策指数指标 ;增加
了人均电子商务交易额等指标数据 ,有
较强的针对性和实际意义。

网络经济测试
指标体系

薛伟贤等〔10〕

五大类指标 ,即国家经济实力与政策保
障、信息技术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网络经济人才与素质、网络经济资
源开发与利用能力、电子商务状况等。

把电子商务相关指标单列出来 ,有较强
针对性 ;但体现电子商务状况的指标太
少 ,代表性不足。

　　从国内机构及学者的研究看 ,国内信息化的指

标体系表现一定程度的趋同性。即 ,在总体指标维

度上大致结构相同 ,只是在体现这些总体指标的群

体指标上采用的角度和方法存在不同。直接体现电

子商务的指标体系暂时还比较稀缺 ,至于涉及农村

电子商务的指标体系更少见。

113 　国内农业信息化测度指标体系

国内关于农业信息化的测度指标研究相对欠

缺 ,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 ,以许爱萍等和盛旗锋

等为代表 ,简单梳理如表 2。

上述指标体系 ,主要体现信息化与经济增长关

系的角度提炼指标数据 ,注重国家和地区宏观经济

分析 ,相对较宽泛 ,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针对性的指

标研究欠缺 ,实用性不够强。本文拟借鉴前述国内

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采用更多与农村信息化尤其

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相关的数据 ,设立综合性农村

电子商务指标体系 ,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区域评价与

比较研究做些前期铺垫。

2 　指标体系构造原则

电子商务的统计指标体系是一个需要根据国家

信息化发展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化而建立与不断

完善、调整的新体系。如何建立一套农村电子商务

指标体系并通过它们来表征农村电子商务基础状况

和发展模式是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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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农业信息化测度指标体系

农业信息化
测度体系

研究者 指标体系 简评

农业信息化测
试指标体系

许爱萍 ,朱红〔11〕
基础指标、技术指标、数据指标、人力指标、
维护指标、系统指标、政策指标、管理指标
等 8 个一级指标和 30多个二级指标。

指标比较全面 ,但缺乏电子商务交易指
标 ;另外关于政策指标和管理指标有一
定的主观性。

农业信息化
指标体系

盛旗锋〔12〕
农村信息资源、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农
村信息技术应用、农村信息产业、农村
信息人才、农村信息化外部环境。

指标体系设计合理 ,数据可得性较强 ;
但欠缺农村电子交易相关指标。

雅安市农业
信息系统

邓良基等〔13〕
5 大指标 (硬件投入、软件投入、人员素
质、技术支撑、信息环境) 13 个二级指
标。

把农民接受能力、服务人员能力、农民
信息意识等列入指标范畴 ,有较强的针
对性 ;但指标体系相对笼统 ,不便实际
操作。

　　由于农村电子商务进程的综合性、动态性和非

线性的特征 ,指标体系设计的总体思路是 :运用全面

的指标构成层次性体系 ,注意动态与静态指标 ,定性

与定量指标的结合 ,解决好权重、操作性、可比性等

问题〔4〕。具体体现为如下几方面 :

211 　全面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是指在确定农村电子商务指标体系

的过程中要考虑到与农业信息化相关的各个方面。

除了体现信息化内涵的相关内容外 ,还应该考虑到

农村电子商务交易、农村电子商务准备度等各方面

的指标。

212 　可行性原则〔12〕

农村电子商务指标体系要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指标体系应围绕评价目的 ,全面完整地反映农

村电子商务的整体情况 ,指标涵义明晰 ;同时 ,在整

体完备性的基础上 ,指标体系应力求简洁 ,便于收集

和运用计算机进行汇总和整理。

213 　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的原则

一方面 ,不能盲目照搬国外的信息化评价体系 ,

要注重从农村信息化和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国家环

境和区域环境及经济发展水平出发 ,选取指标 ;另一

方面 ,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不仅体现在量的变化上 ,还

表现在主观感受程度的提高上 ,所以必须结合调查

问卷等方式 ,了解人们对农村电子商务的评价。

214 　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原则

静态指标主要反映当前发展水平 ,动态指标则

反映区域系统的发展趋势 ,两者结合 ,才能较好体现

区域信息化系统的持续特征。指标体系应该在总体

稳定的前提下 ,保持一定的动态变化和修改幅度。

3 　区域农村电子商务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

　　农村电子商务指标体系的建立过程包括体系框

架的设计、指标数据的获取、指标权重的确定、数据

处理、最终确立指标体系等内容。

本文在对现有信息化评价体系研究的基础上 ,

借鉴其他学者和机构的研究成果 ,针对农村电子商

务发展状况与特点 ,依据全面性、可行性、针对性的

原则建立农村电子商务的指标体系。

主要特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首先是增添政府对信息化的支持水平指标 ,包

括农村电信投资比重、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比重、财政

支农占地方财政比例等指标 ;因为电子商务的发展 ,

特别是农村电子商务的建设 ,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

视相当重要 ;有了政府的支持就有了农村电子商务

发展的资源和资金的投入 ,也才能给农村电子商务

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其次是增添体现农村电子商务特点的数据 ,不

仅包括公司和个人利用网络交易的指标 ,还包括了

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密切相关的农村信息最后一公

里问题相关指标 :例如选取各地农村信息员数量、村

村通工程普及率等指标 ,可以充分体现农村电子商

务发展的微环境。农村电子商务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工程 ,其他指标还应包括物流指标 ,政府农网辐射带

动水平等指标。

再次增添了少量主观指标 ,如网络经济法律法

规满意度指标、农村居民对农村电子商务的认知程

度指标等 ,体现农民对信息化的认知水平。

农村电子商务指标体系共分三层 ,目标层是农

村电子商务发展综合水平 ;其次包括农村信息应用

宏观保障水平、政府对信息化发展的支持水平、农村

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农村信息资源与传播水平、农村

信息主体与信息消费水平及农村电子商务应用水平

等 6 个基础层及 60 个指标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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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农村电子商务基础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目标层 基础层 指标层

农
村
电
子
商
务
基
础
发
展
水
平
指
标
体
系

农村信息应用宏观
保障水平

人均 GDP(元)
农村研发占 GDP 的比重 ( %)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人)
信息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
农村信息劳动力所占比重 ( %)

政府对信息化发展
的支持水平

财政投资中文体广播事业费用所占比重 ( %)
财政投资中教育事业费用所占比重 ( %)
人均教育经费 (元) ,
农村电信投资比重
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比重
财政支农占地方财政比例 ( %)
农村固定资产投入第三产业总值 (亿元)
网络经济法律法规 (满意度 %)

农村信息基础
设施水平

百户移动电话数 (台)
百户电话数 (部)
村村通工程覆盖率 ( %)
已通邮的行政村比重 ( %)
千人个人计算机数 (台)
百户有线电视数 (户)
每百户拥有电视机数 (台)
农村百户收音机数 (台)
人均网络带宽 (兆)
万平方公里卫星站点 (个)
万人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km) ,
万人长途微波线路长度 (km)

农村信息资源
与传播水平

万人图书 (册)
万人报刊拥有量 (份)
万人农村专家系统和农村数据库拥有量 (个)
每周网民平均上网时间 (小时)
万人国际互联网网络用户 (户)
人均网上信息资源 (字节/ 人)
人均电子邮件账户数 (个1 人)
人均每周收到 E - mail 数 (个)
万人长途电话次数 (次) ,
百人报刊期发行数 (份)
域名数量占全国的比重 ( %)
网站数量占全国的比重 ( %)
地方政府农网辐射的行政村比重 ( %)
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百强的农村网站比重 ( %)
建立农村经济信息服务站的县乡比重 ( %)
设立农村经济信息服务点的行政村比重 ( %)

农村信息主体及信息
消费水平

互联网网民占人口比例 ( %)
互联网网民数占全国网民比例 ( %)
劳动力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的比重 ( %)
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人)
平均每行政村农村信息员数量 (人)
每万人中农村科技人员人数 (人)
交通邮电通信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 ( %)
邮电业务总量 (亿元)
信息指数 (个人消费中除衣食住外杂费的比率) ( %)
农村居民交通邮电通信消费占总消费比重 ( %)

农村电子商务
应用水平

农产品网上交易比重 ( %)
上网人口用于电子商务的平均支出 (元/ 人)
农企建网站比例 ( %)
农产品物流运输工具的利用率 ( %)
农村龙头企业上网的比重 ( %)
农企 B2B 电子商务交易额 (万元)
电子商务收益占企业收入比重 ( %)
农村居民对农村电子商务的认知程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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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问题与建议

本文的指标体系构建不仅考虑到农村信息化大

环境 ,也考虑到电子商务准备度等软环境建设 ,试图

比较全面地对我国区域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一个

综合评价体系。指标体系体现全面性、数据可行性

及定性与定量的结合 ,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当

然 ,由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动态性及统计数据等

条件的限制 ,该指标体系也存在许多不足 :

首先 ,指标体系略显庞大 ,由于指标提取面广 ,

信息之间可能存在重叠和相关性 ,未来的研究打算

借助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指标的进一步

提炼精简 ,以增强指标体系的易操作性和实用性。

另外 ,有些重要而有针对性的指标由于数据难

以获得或由于存在提炼和分解的难度而没有放进指

标体系中去。因为 ,由于电子商务交易量等指标存

在统计难度 ,尤其是区域分解数据和农企电子商务

数据很难得 ,加上各地区指标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

或缺失现象 ,也影响指标体系的实际效果 ;另外农村

电子商务调查问卷的回收非常难得 ,因而农民对电

子商务准备度等相关态度等软性指标相对难以获

得 ,即便获得 ,由于样本量小 ,不具有抽样代表性。

数据问题 ,一方面有待于政府相关统计部门进一步

科学细化指标体系 ,统一统计口径 ;另一方面 ,各地

的农调队在对农村电子商务的主观信息及农企电子

商务交易信息的采集上将发挥更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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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n Appraisal Indicator System for

Rural Electronic Commerce

ZH EN G Ya2qin1 , ZH EN G Wen2sheng2

(1. School of Commerce ; 2. School of Management ,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 Bengbu Anhui 233030 ,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 he researches on information appraisal system , basic development conditions of rural e2commerce in China and considering

t he accessibility and usability of related statistical data , t he paper attempt s to set up a rural e2commerce appraisal indicator system in order to e2
valuate and compare t he levels of rural e2commerce development by provinces. And to provide certain policy2making basis for t 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2commerce.

Key words : information measurement ; rural e2commerce ; appraisal system ;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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