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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息社会发展报告 

一、新疆信息社会发展概况 

1、现状与趋势 

201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息社会发展指数(ISI)为 0.3821，排全国第 25

位，在西部十二省、市、自治区中排第 7 位，低于全国信息社会发展指数

(0.4519)，信息社会总体发展势头良好，增速放缓,仍处于信息社会准备阶段的

转型期。 

从近几年指数排名来看, 新疆 ISI全国排名基本保持在第 22-25 位之间,。

从近 3 年的变化情况来看,新疆 ISI 处在 0.3895--0.3821 之间,呈小幅回落态

势。其他指标数据表明,信息技术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加深，新疆信息社

会仍处在转型期的发展期。 

2011-2016年新疆信息社会指数与全国比较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新疆 ISI 0.3430 0.3598 0.3895 0.4143 0.4232 0.3821 

全国 ISI 0.3907 0.4067 0.4382 0.4706 0.4815 0.4519 

 

2、重点领域发展情况 

（1）信息经济 

2016年新疆信息经济指数达到 0.3424，较上年有所提高，仍处于信息经济

的转型期，排名列全国第 14 位，居西部十二省、市、自治区中第 4 位,高于其

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排名（2015 年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0034元，增长 6.6%,排名全国第 28位）。 

2011-2016年新疆信息经济指数与全国比较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新疆信息经济指数 0.2943 0.3038 0.3207 0.3333 0.3405 0.3424 

全国信息经济指数 0.3114 0.3316 0.3462 0.3683 0.3795 0.3848 
 

0.3316 0.3462 0.3683 0.3795 0.3848 
 

0.3316 0.3462 0.3683 0.3795 0.3848 

 

新疆信息经济平稳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构成人力资源指数的成人识字指数、

人均教育投入指数及大学生指数这些年的良好表现。 

从信息经济具体指标来看，二级指标中的人力资源指数、三级指标中的成



 

2 

 

人识字指数、教育支出指数、大学生指数均位于全国前列。2009-2016 年新疆

的人力资源指数始终保持在第 2 位，西部第 1，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2016 年

新疆的人力资源指数为 0.7150，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0.5588），成人识字指

数为 0.9350，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0.9016），较上年上升 4 位，列全国第 10

位，居西部第 1位；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新疆教育发展成效显著，

新疆的教育投入指数一直以来保持在全国前列，2016年新疆的教育投入指数为

0.8738，列全国第 4，居西部第 4。教育投入指数列全国前 6位的均是西部省市

区，依次是西藏、贵州、青海、新疆、甘肃和云南，这得益于国务院发布的《关

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教育投入要向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加快民

族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和寄宿制学校建设，实行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办好

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搞好双语教育。2016年新疆的大学生指数为 0.3362，排名

全国第 7位，仍居西部第 1位。 

2011-2016年新疆人力资源指数与全国比较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新疆大学生指数 0.2943 0.3038 0.3207 0.3333 0.3405 0.3424 

全国大学生指数 0.3114 0.3316  0.3462  0.3683  0.3795  0.3848  
 

0.3316  0.3462  0.3683  0.3795  0.3848  
 

0.3316 0.3462 0.3683 0.3795 0.3848 

 

新疆教育投入指数 0.8021 0.8245 0.8641 0.9019 0.9102 0.8738 

全国教育投入指数 0.4136 0.4209 0.4680 0.5539 0.5248 0.4893 

 

新疆成人识字指数 0.8580 0.9184  0.8958  0.9008  0.9080  0.9016  
 

0.9184 0.8958 0.9008 0.9080 0.9016 

全国成人识字指数 0.9320 0.9528 0.9284 0.9316 0.9192 0.9350 

 

新疆人力资源指数 0.6602 0.6919 0.7168 0.7248 0.7187 0.7150 

全国人力资源指数 0.4847 0.5257 0.5377 0.5724 0.5710 0.5588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的发展对经济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源是

一切资源中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经济发展和

人力资源是支撑信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2016 年新疆人力资源指数

0.7150，仅次于排名第一的北京市(0.7872)。科技进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

手段和途径,而 RD 投入又是科技进步的物质基础和前提。但是新疆的研发投入

指数始终很低，2016 年仅为 0.1514，全国平均值为 0.5857，列全国第 29 位,

和全国先进水平差距很大。由研发（0.1514，列 29位）,创新（0.0327，列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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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能效（0.0785，列 29位）组成的生产方式指数为 0.0875排名 29。 

2016 年新疆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优势不明显，在 2016 年的全国排名分别

是第 23 位和第 30 位，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是限制新疆信息经济快速发展的

不利因素。其中，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偏低，能源利用水平偏低，加之创新能

力和研发投入没有及时跟进，使得可持续发展能力偏弱。 

（2）网络社会 

2016年新疆网络社会指数达到 0.3575，处于网络化社会的转型期，排名列

全国第 25位。 

从发展水平来看,新疆网络化水平呈上下波动的态势，处于全国下游水平。 

2011-2016年新疆网络社会指数与全国比较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新疆网络社会指数 0.3109 0.3353 0.3617 0.3810 0.3852 0.4057 

全国网络社会指数 0.2716 0.3024 0.3192 0.3340 0.3496 0.3575 

 

人均预期寿命这个指标可以用来评价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可以用

来反映人群的健康状况。从具体指标来看，新疆人均寿命指数为 0.7235,低于

全国的平均水平(0.7520),列全国第 26 位，排名相对靠后，和经济发达省市相

比有差距。排名前三位的依次是上海,北京,和天津。西部省市区指数排名均靠

后，这与地方经济欠发达,医疗卫生水平限制有关。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也存在

区域不均衡的状况，相对发达地区，西部边远山区情况不容乐观，提高这里健

康水平是当务之急。 

新疆城市化指数为 0.4849,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0.5765),列全国第 25位。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城市化进程加快，但城市化水平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加快推进新疆城市化进程的当务之急是要有步骤地推进新疆城市圈、城市群、

城市带建设。发展城市化必须与当前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升级有机地结合起

来，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新疆空气质量指数为 0.1745,列全国第 25位。空气污染直接影响着人们的

日常生活和健康,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PM2.5已成为影响中国公众健康的

第四大危险因素。在十三五时期，要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推进生态保护， 实

现环境与经济协调融合，实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环境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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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实现可持续发展，最为现实和关键的就是生态环

境问题。在“环保优先，生态立区”发展战略和 “两个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

下，生态文明的理念贯穿于新疆科学发展始终。 

（3）数字化生活 

2016年新疆数字化生活指数为 0.4514，居全国第 21位,处于数字化生活准

备阶段的转型期，新疆的数字化生活发展整体水平仍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 

新疆步入现代信息化社会。通信业从 60 年前的“骆驼电报，驴马邮政”逐

步进入到现代信息时代。互联网基本实现全覆盖。2014年，互联网宽带用户总

数达到 305.7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 90.8部/百人，自然村通电话率 98%，行政

村通宽带率 97%。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以及各种智能终端的普及，新疆数字

化生活指数快速提升，信息社会发展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不断显现。目前我

区云计算、物联网、电子商务等信息技术应用成效初显。新疆智慧城市产业联

盟、“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在全疆全面展开。 

从具体指标来看，数字应用的快速发展支撑着新疆向数字化生活方式快速

转变。新疆 2015年数字应用指数为 0.4647，列全国第 17位。从发展态势看，

这几年新疆的数字化水平提高较快。加大数字应用的广度和深度,是提高新疆数

字化生活水平的出路。 

（4）在线政府 

2016年新疆服务型政府指数达到 0.3667，正处于服务型政府管理模式的转

型期，列全国第 29 位。 

新疆服务型政府建设起步较好，发展较快，公众参与度较高，这与政府的

重视密不可分，但应该看到的是，近年来新疆服务型政府建设增速明显放缓，

排名呈下滑态势。近年来新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动政

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设转变，

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 

2011-2016年新疆在线政府指数与全国比较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新疆在线政府指数 0.3870 0.2240 0.3017 0.3667 0.3667 0.3667 

全国在线政府指数 0.5031 0.3914 0.4410 0.5450 0.5450 0.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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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来新疆信息社会建设的做法与经验分析 

新疆信息社会发展起步晚，基础薄弱，信息化水平处于全国下游。近几年

在推进信息社会建设过程中，政府高度重视，结合区情，整合资源，统筹推进，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根据新疆信息化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自治区党委、政府

有针对性的部署措施，力争在“十三五”信息化社会水平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1、高起点、高水平、高效益推进“五化”进程 

新疆始终坚持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总钥匙，高起点、高水平、高

效益推进“五化”进程，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传统优势产

业发展步伐加快；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成长；云计算产业以

及“数字城市”、“两化”融合试验区、软件园加快发展。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推进创新型新疆建设，强化实施科教兴新和知识

产权战略，国家重点实验室实现零的突破。 

2、互联网行业取得持续较快发展 

自 1997年 8月，新疆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互联网和信息化取得持续较

快发展。目前，新疆已形成有线与无线相互补充、宽带与窄带有机结合、城市

与乡村均衡发展、面向智能化、综合化的现代通信体系。 

“十二五”期间，“互联网+”正在改变新疆的传统业态，到 2015 年初新

疆网民规模已经达到 1139万人，网民规模同比增长 4.2%，网民普及率达 50.3%，

网民普及率全国排名第十位。而在“十一五”末，新疆网民规模仅为 634万，

网民普及率只有 27.5%。 

网商作为新疆电子商务的领头羊和探路者，到 2015年，新疆活跃网商已

超过 4万多个，平均每天有 40余家新疆网商在淘宝网上开店，新疆电商借“一

带一路”的“东风”已经驶入了快车道，进入了高速发展期。 

随着“一带一路”的兴起，地处亚欧大陆腹地的新疆，早已瞅准了周边国

家的市场。背靠国内早已蓬勃发展的电商运营体系，新疆电商开始谋划“东联

西出”，把对内的地缘“短板”转化成对外的地域“优势”，众多新疆外贸企业

开始纷纷“试水”跨境电商业务。 

3、依托电子政务外网 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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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十二五”期末建成统一完整的国家电子政务网络的规划目标，

截至 2015年底，自治区政务外网已全部覆盖全区 110余个地（州、市）、县（市、

区），形成了上联国家、下联 14个地（州、市）和 97个县（市、区、口岸、

管委会）及区本级 102 个政务部门的纵横向网络。自治区电子政务外网地（州、

市）级横向接入部门数达 1100个，接入终端数 14000余个左右；县（市、区

级）横向接入部门数达 3842个，接入终端数 15000余个。目前，利用自治区

政务外网统一的互联网区域进行上网的有 97 家厅局单位，部署有为公众提供

服务的 37家互联网网站。 

目前有 20多个厅局单位通过自治区政务外网向上与中央的对口部委开展

行业部门的业务应用，在自治区政务外网上开展全区范围内的行业应用部门有

自治区政法委、综治办、监察厅、发改委、国资委、扶贫办、应急办、司法厅、

住建厅、审计厅、商务厅、畜牧厅、卫生厅、安监局、档案局、测绘局、信访

局、残联、党校等 22 家单位，进行 60多项业务应用，主要包含视频会议系统、

业务协同办理、数据报送等方面内容。 

4、推动新媒体和政务新媒体发展  

新疆新媒体快速发展。目前，新疆登记网站有近 17万家，网民数量达 1140

多万，互联网普及率近 50%。2014年，自治区开通微信公众平台“最后一公里，

覆盖全国所有省市区和几十个国家地区，成为传播新疆声音、讨论新疆议题的

公共话语重要平台。成为全国政务新媒体的经典案例。“最后一公里”移动客

户端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传播影响，引领着新疆移动互联网发展步伐不断

向前突破，高速迈进。截至目前，下载量近 10 万人次。 

由自治区、地、县联合打造的“零距离”网络传播大平台构建了对外传播

新体系。目前，“零距离”公众微信号已在新疆 15个地州、101个县市遍地开

花， “零距离”公众微信号总计已达 117个。而新疆“零距离”的目标，是在

半年内覆盖新疆 1/3 的网民，到 2015年年底，拥有关注用户 500万人，实现对

新疆 1/2网民的覆盖。“零距离”的最终目的是让新疆网民与政府拉近距离，

让网民与政府之间没有距离。 

4、坚持教育优先，突出教育的基础作用和民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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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各级党委政府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5 年间,新疆每年教育平均年投

入 500 多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例连续高于 4%的国家规定目

标。率全国之先，建立学前两年双语教育经费保障长效机制，教育经费保障水

平跃居西部前列。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给予生活费补贴，

惠及学生 200 多万人次。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 35 个县及

内初班所有学生，惠及 500 多万人次。经过 5 年努力，建立健全了从学前教育

到高等教育的学生资助体系，走在全国前列。南疆四地州在全国率先实现了 14

年免费教育。 

5、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 

城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新常态下扎实推进新疆新型城镇化进

程,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着基础性的意义,是新疆实

现科学跨越、后发赶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自治区推进新型城镇

化行动计划（2013—2020）》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审定，新疆已启动推进新型

城镇化行动。 新疆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新疆城镇

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到目前已经达到 46%，以后每年城镇化水平至少提高到 1.2

到 1.5 个百分点，达到 2020 年和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这个目标。 

在哈密地区获国务院批准同意撤地设市后，新疆进一步加快了撤地设市工

作，并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完成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

区、和田地区撤地改市工作。未来将按照新疆城镇体系规划（2012-2030）和新

疆兵团城镇体系规划布局，对新疆行政区划和城镇进行优化布局，对有碍新疆

发展的区划将进行适当的调整。 

6、开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新局面 

 凭借特殊的区位优势、人文优势和政策优势，中央明确新疆丝绸之路经

济带核心区的战略地位，这是新疆的重大历史机遇，我们按照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要求，着力把新疆打造成丝

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文化科教中心和区域性

的金融中心、医疗服务中心。目前，五大中心各项建设已开始谋篇布局。兰新

高铁建成营运，丝绸之路北通道、南通道铁路项目已开工建设。去年开通了乌

鲁木齐到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格鲁吉亚的货运班列，今年即将开工建设“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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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木齐集装箱中心站”，并推进建设中欧班列集结编组中心和进出口货物分拨

中心。中国—亚欧博览会、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等经济文化交流平台的辐射影

响力越来越大，周边国家到新疆留学、旅游、就医疗养的越来越多。 

7、大力推进民生建设 

新疆践行“民生优先、群众第一、基层重要”理念，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

生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了各族群众关注的诸多突出问题。在连续６

年实施“民生建设年”后，新疆今年又将投入逾１１００亿元，在天山南北建

设涉及安居富民、就业、惠农、扶贫等２５类１００项重点民生工程。新疆自

２０１０年实施“民生建设年”以来，民生项目由最初的２２类８０项，增加

到２０１５年的２５类１００项。６年间，用于民生建设的财政支出近６００

０亿元，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超过７０％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施

民生年以来，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群众得到更多实惠，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公

共服务全面提升。 

放眼“十三五”，新疆信息化新路将以蓬勃之势开启。未来的 5 年，新疆

将进一步提高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的新一代信息

基础设施；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大力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广泛应用到新

疆国防、通信、信息交互、民生、交通、金融、零售、服务等各个领域，高度

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同时，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

开放共享；完善电信普遍服务机制，开展网络提速降费行动，大力支持各类基

于互联网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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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2016 年新疆 ISI 指标一览表（指数）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信息社会指数(ISI) 0.3598  0.3895  0.4143  0.4232  0.3821 

1信息经济指数 0.3038  0.3207  0.3333  0.3405  0.3424 

1.1 经济发展指数 0.1789 0.2040 0.2234 0.2395 0.2567 

1.2 人力资源指数 0.6919 0.7168 0.7248 0.7187 0.7150 

1.2.1 成人识字指数 0.9528 0.9284 0.9316 0.9192 0.9350 

1.2.2 教育投入指数 0.8245  0.8641  0.9019  0.9102  0.8738 

1.2.3 大学生指数 0.2983 0.3579 0.3409 0.3265 0.3362 

1.3 产业结构指数 0.2519  0.2613  0.2742  0.2879  0.3102 

1.3.1 产值结构指数 0.4061 0.4246 0.4502 0.4675 0.5103 

1.3.2 就业结构指数 0.0977  0.0979  0.0982  0.1083  0.1101 

1.4 发展方式指数 0.0786 0.0818 0.0850 0.0869 0.0875 

1.4.1 研发投入指数 0.1400 0.1429 0.1429 0.1543 0.1514 

1.4.2 创新指数 0.0582 0.0807 0.0972 0.1214 0.0327 

1.4.3 能效指数 0.0838  0.0868  0.0890  0.0798  0.0785 

2网络社会指数 0.5025 0.4976 0.4938 0.4979 0.3575 

2.1 支付能力指数 0.1448  0.1833  0.2166  0.2438  0.2660  

2.1.1 固定宽带指数 0.1468  0.1900  0.2192  0.2613  0.2785  

2.1.2 移动电话支付能力指数 0.1429  0.1766  0.2141  0.2263  0.2535  

2.2 社会发展指数 0.4599  0.4551  0.4513  0.4459  0.4491  

2.2.1人均寿命指数 0.8511 0.8511 0.8511 0.8511 0.7235 

2.2.2城镇化指数 0.4389 0.4583 0.4629 0.4681 0.4849 

2.2.3空气质量指数 0.2174 0.1835 0.1674 0.1745 0.1389 

3在线政府指数 0.2240  0.3017  0.3667  0.3667  0.3667 

4数字生活指数 0.3185  0.3793  0.4315  0.4501  0.4514 

4.1 移动电话指数 0.3937 0.4779 0.5688 0.5890 0.5649 

4.2 电脑指数 0.1406  0.2111  0.2414  0.2168  0.2304 

4.3 互联网指数 0.4211 0.4489 0.4844 0.5444 0.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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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6 年新疆 ISI 指标一览表（排名）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信息社会指数(ISI) 23 22 24 22 25 

1信息经济指数 13 14 14 12 14 

1.1 经济发展指数 19 19 18 18 16 

1.2 人力资源指数 2 2 2 2 2 

1.2.1 成人识字指数 8 9 9 14 10 

1.2.2 教育投入指数 4 4 6 3 4 

1.2.3 大学生指数 5 4 6 7 7 

1.3 产业结构指数 30 29 27 24 23 

1.3.1 产值结构指数 30 26 21 21 20 

1.3.2 就业结构指数 28 28 28 25 25 

1.4 发展方式指数 30 30 30 30 30 

1.4.1 研发投入指数 29 29 29 29 29 

1.4.2 创新指数 21 23 23 26 23 

1.4.3 能效指数 25 27 28 29 29 

2网络社会指数 25 28 29 27 25 

2.1 支付能力指数 19 19 18 17 18 

2.1.1 固定宽带指数 19 19 18 16 16 

2.1.2 移动电话支付能力指数 19 19 18 20 18 

2.2 社会发展指数 25 28 29 31 30 

2.2.1人均寿命指数 27 27 27 27 26 

2.2.2城镇化指数 24 24 24 26 25 

2.2.3空气质量指数 19 27 31 25 30 

3在线政府指数 25 27 29 29 29 

4数字生活指数 17 17 16 17 21 

4.1 移动电话指数 21 20 18 18 16 

4.2 电脑指数 26 26 25 26 26 

4.3 互联网指数 9 9 11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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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新疆各地州市 2016 年 ISI 主要指标（指数） 

 ISI 总指数 信息经济指数 网络社会指数 在线政府指数 数字生活指数 

乌鲁木齐市 0.5069 0.3772 0.5655 0.2693 0.6572 

克拉玛依市 0.6330 0.5135 0.7834 0.3877 0.6840 

石河子市 0.5420 0.3910 0.6064 0.3667 0.6871 

吐鲁番地区 0.3776 0.2849 0.4074 0.2912 0.4693 

哈密地区 0.4610 0.3015 0.5334 0.4421 0.5545 

昌吉州 0.4720 0.3120 0.5418 0.3896 0.5898 

伊犁州 0.3874 0.3245 0.3746 0.3925 0.4613 

伊犁直属 0.3781 0.3414 0.3414 0.3925 0.4467 

塔城地区 0.4276 0.3165 0.4721 0.4097 0.5001 

阿勒泰地区 0.4030 0.3514 0.4119 0.3485 0.4638 

博州 0.4584 0.3703 0.4994 0.3485 0.5421 

巴州 0.4761 0.3314 0.5636 0.4765 0.5333 

阿克苏地区 0.3540 0.2471 0.3531 0.4278 0.4372 

克州 0.3408 0.3376 0.2935 0.3466 0.3893 

喀什地区 0.2885 0.3448 0.2539 0.2807 0.2693 

和田地区 0.3407 0.3718 0.2276 0.4412 0.3891 

  

表 4：新疆各地州市 2016 年 ISI 主要指标（排名） 

 ISI 总指数 信息经济指数 网络社会指数 在线政府指数 数字生活指数 

乌鲁木齐市 62 71 52 321 47 

克拉玛依市 26 25 5 251 39 

石河子市 50 63 40 269 38 

吐鲁番地区 188 243 157 306 142 

哈密地区 88 201 68 185 83 

昌吉州 83 177 64 249 66 

伊犁州 173 146 190 246 154 

伊犁州直 187 114 241 246 165 

塔城地区 122 171 102 223 119 

阿勒泰地区 153 97 150 279 151 

博州 97 78 84 279 90 

巴州 79 131 53 136 99 

阿克苏地区 222 322 226 203 177 

克州 252 119 305 282 222 

喀什地区 316 107 330 314 322 

和田地区 253 76 335 186 22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息中心   执笔人:德丽娜·乌拉木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