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电信联盟  

文件 008-C 
2007年12月7日 

 

电信发展局 

 
原文：英文 

第六届世界电信 / 信息通信技术（ICT）指标会议，2007年12月13-15日，日内瓦 

 
 
 
 

来源： 韩国信息通信部 

标题：  有关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的进一步的建议：韩国 

 

__________ 

 

 

 



 



0

1

有关信息通信技术
统一指数的进一步建议: 

韩国

以世界电信指数（WTI）
背景文件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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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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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情况1. 背景情况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的目标

• 是一种实现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WSIS ）目标的主要方法，以
“ [a] 在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的情况下，通过可比的统计指标，
制定现实的国际业绩评估方法和基本标准”（《行动计划》第28
段）

推动各方为实现WSIS目标而开展的工作，并作为衡量工作进展的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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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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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的原则2.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的原则

产生政策影响并促进发展
• 明确信息通信技术发展面临的障碍，产生政策影响

• 不仅仅旨在报告各国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排名情况和取得的成就

• 但是旨在分析各国的现状和问题，以便制定相关政策

因此，应考虑到阻碍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和推动其发展的各种障碍

在顺应和满足迅速变革的信息通信技术方面面临的挑战
• 考虑从PSTN向基于IP的数据应用和语音IP（VoIP）进行过渡的趋

势

因此， 重点应转向针对目前趋势的指标（例如宽带和移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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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的原则2.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的原则

根据数据的可用性和环境可靠性，利用来源于多种渠道
的数据
• 僵化的方式可能会限制提供数据的渠道

• 必须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以便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灵活利用
源于多种渠道的数据

模块方式将非常适宜，它将方便人们补充数据内容，并针对具体
目标制定指标

鼓励各国改善其数据收集的方法
• 各国提供数据的渠道和指数的可信度十分重要

要求国际电联积极鼓励各国产生必要的数据，而非被动地依赖现
有数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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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的原则2.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的原则

不仅衡量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而且衡量一国之内的
“数字鸿沟”（包括性别不平等现象）
• 需要开展社会调查，衡量一国之内个人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使用

信息通信技术的现状

国际电联可利用其统计技术和专业知识协助成员国开展社会调查

指数应采用公开透明的方法，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环境
• 尽可能使指数简单明了，以方便推广和重复使用

方便每一个国家在线输入其自身数据，并能获得模型的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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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

指标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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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指标的设计3.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指标的设计

通过Z分数（Z-score）法实现指标的标准化
• 虽然背景文件建议的方法可以避免加权问题，但却出现了避免衡

量单位和分布范围的差异 。

• 单位大、分布范围广的特定指标将会影响指数总体得分及其排名
的走向

• 例如:
• 国际话音/（数据）流量范围: 30 ~1600
• 识字率范围: 20 ~120

• 根据一项指标，国际话务/数据流量极大的国家在整个指数的总体
得分上将会很高

简单且方便推广和重复使用的标准化Z分数法将实现指数中所有指标均发
挥平等作用的目标

Z分数 = （实际数值-平均数值）/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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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指标的设计3.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指标的设计

国际话音和互联网带宽指标并非适宜

• 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方便人们之间的沟通，并方便国
内用户利用本地语言创建丰富的内容

• 重点应衡量一国之内而非各国之间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

• 目前电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由经过PSTN的话音呼叫转向VoIP和
数据（电子邮件、即时信息）

• 但是，VoIP尚未纳入话音呼叫衡量指标之中

目前仅仅将国内互联网流量作为衡量信息通信技术使用的一项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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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指标的设计3.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指标的设计

分开计算固定和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 背景文件中的使用程度分指数包括宽带用户

• 然而，为适应目前移动宽带使用呈爆炸式增长的情况，我们需要分开计

算固定和移动宽带用户数

• 同时需要计算宽带用户与互联网用户总数之比，以便衡量使用程度

因此，应使用固定/移动互联网用户数来衡量基础设
施，利用固定/移动宽带用户与固定/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之比来
衡量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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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指标的设计3.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指标的设计

采用“门柱”（goal post）法

• 由于移动业务普遍接入条件百分之百存在，因此超过百分之百的
国家并不总代表着具有 多的信息通信技术机会

• 使用预付费资费方式并有许多外国居民的国家将会超过百分之百

• 如果调查方法如下，则不会出现此类问题

在使用运营商数据时，设定百分之百为“门柱”，并对任何超过
“门柱” 的情况分配百分之百的数量

使用“门柱”法将增强移动用户数量衡量指标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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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指标的设计3.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指标的设计

重新编排分指数
• 首先，必须建立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指标）；其次，为使用

基础设施创建适宜的环境（指标）； 后，积极使用（指标）

更适宜的方式是在指数中包括有关基础设施、机会和
使用的分指数，而非用户密度、机会和使用程度这些

分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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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指标的设计3.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指标的设计

家庭作为固定电话和互联网服务的单位
• 以家庭衡量使用量比以个人为单位更为适宜，因为固定电话和互

联网服务是在家庭基础上提供的

由于许多国家都不存在此类调查统计数据，因此 能反映实际情
况的替代方法是将固定电话和互联网服务用户总数除以家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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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指标的设计3. 信息通信技术统一指数指标的设计

重新编排用户密度和使用程度两个分指数
• 背景文件将人均互联网用户纳入用户密度分指标，用以衡量网络

基础设施

• 互联网用户数量与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直接相关

适宜的做法是将人均互联网用户置于使用程度（使用），并将用
户数据置于用户密度（基础设施）之中

• 考虑无线互联网使用日益增加的趋势

将互联网用户数分为固定（家庭）和移动互联网服务（个人）用
户两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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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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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4. 总结

- 无变化

- 无变化

- 无变化

- 移动电话覆盖人口百分比

-互联网和移动电话资费

- 成人识字率

- 移动覆盖的人口

- 互联网+移动的价格可承受性

- 成人识字率

机会

- 改变

- 改变

- 改变

- 国内互联网带宽（人均）

- 固定宽带用户与固定互联网用户
总数之比

- 移动宽带用户与移动互联网用户
总数之比

- 国际话音+数据带宽

- 宽带用户

使用程度

（使用）

-“门柱”

- 无变化

- 改变

- 改变

- 移动用户

- 拥有固定电话线的家庭

- 固定互联网用户（家庭）

- 移动互联网用户（个人）

- 移动用户

- 拥有固定电话线的家庭

- 互联网用户

用户密度/人均

（基础设施）

比较韩国背景文件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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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录

韩国互联网国内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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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互联网国内带宽

三星网络城市城市 SK网络 SK电信 Onse电信 Hanaro
电信

企业 总合三星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