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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鸿沟是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职业、家庭、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发展、
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现象。数字鸿沟在本质上是

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对它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途径是加快经济发展、发展教育、提高网民媒介信息素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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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Gap from the Aspect of Sociology Perspective

DUAN Xing － li
( Humanities Institute，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anzhou 730050，China)

Abstract: Digital gap is a gloal digital process which happens in different countries，regions，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It
refers to a phenomenon of " information gap"，" knowledge space" and " the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caused by differences of information，network technology development，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ability degree among peo-
ple． Digital gap is essentially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The main way to control it is to accelerate the economic develop-
ment，to 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to improve Netizens media information literacy，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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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我们处在一个充满着相互

联系的时代”，“随着包括语音识别、宽带传输、网络以及电缆

等通信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极有可能会最终消除传统媒体之

间的差异而成为给传媒受众提供信息、娱乐、广告和商业等

服务的渠道”。［1］
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

的新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全球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加速了各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

化。但任何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都有可能引起新的社会问

题，数字鸿沟便是网络应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数字鸿沟的由来

数字鸿沟，英文表述为“digital divide”、“digital gap”或者

“digital division”，本意是数字距离、数字差距或者数字分裂，

有人还译为“知识沟”、“数字分化”、“信息鸿沟”、“知识分

化”、“信息分化”等，台湾地区称为“数码沟”、“数位落差”或

“数位隔离”。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欧

美发达国家对电话的使用日渐增多，同时各国国内不同地

区、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电话普及程度的分化也随之扩大。
电话的普及和使用程度的差别对人们工作、生活的影响日益

明显，这迫使西方国家采取措施推广和普及电话，努力消除

“电话鸿沟”( Telephone Gap) 现象。［2］
其实，在“数字鸿沟”一

词正式提出之前，就已经有一些研究类似问题的成果出现。
早在 198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Mc Bride 报告就提出了

一些问题，如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是否会引起社会问题，是否

会引起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到 1990 年，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 A． Toffler 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提出

了“电子鸿沟”的概念，并把它理解为“信息和电子技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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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鸿沟”。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问世，数字鸿沟问题逐渐走

入人们的研究视域。［3］

然而，“数字鸿沟”这一术语被频繁使用则开始于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的美国。最早引起人们关注的是 1996
年克林顿第二次竞选总统时，其副手戈尔正式提出了这个概

念，认为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并把它放到当时美国政府要解

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一揽子计划里。1999 年 7 月美国商

务部公布了一份题目为《Falling Through the Net: Defining the
Digital Divide》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 美国不同的年收入

家庭、不同的教育学历阶层及在民族集团、年龄和居住地域

等方面，电脑的持有率和互联网络的使用率也具有较大差

距。［4］
从此，数字鸿沟问题正式进入官方视野。2000 年以后，

数字鸿沟问题在国际许多重要场合开始被各国领导人多次

谈到，并逐渐受到重视，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
关于数字鸿沟的定义，有多种不同的表述方法。比较典

型的有: 第一，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 NTIA) 认为

“数字鸿沟指的是一个在那些拥有信息时代的工具的人以及

那些未曾拥有者之间存在的鸿沟”。第二，联合国经社理事

会认为“数字鸿沟是指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全球发展和应

用，造成或拉大的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差

距”。第三，经合组织( OECD) 《理解数字鸿沟》的报告指出

“数字鸿沟是指个人、家庭、企业、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

地区，在享用信息技术的机会以及利用互联网从事各项活动

的水平之间的差距”。第四，联合国“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

议”把数字鸿沟界定为“世界上享有技术社区和排斥技术社

区之间的差距，以及这些社区内部和彼此之间不转让信息的

情况”。［5］
第五，国际电信联盟则认为数字鸿沟是“信息获取

和通信新技术方面的不平等”。
尽管对数字鸿沟的含义有多种表述方式，各界的争论和

分歧也比较多，但至少有一个核心意思是大家共同接受的:

数字鸿沟是在全球数字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中，不同国家、民
族、地区、行业、职业、阶层、家庭、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技术

和网络技术掌握与应用程度的不同而造成的“信息落差”、
“知识分隔”、“数字差异”和“贫富分化”现象。

二、数字鸿沟的特征

数字鸿沟在其产生和存在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它自身的

一些特征。
1． 存在的普遍性

数字鸿沟是对数字信息技术开发与使用过程中存在的

差距，这种差距，不仅存在于信息化、网络化程度不同的国家

之间，而且存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 不仅存在于网

络数字信息技术的开发领域，也存在于网络数字信息技术的

应用领域; 不仅存在于不同的行业、性别、年龄群体之间，也

存在于受过教育者与未受过教育者之间。总之，只要信息技

术在各国、各地区、各产业、各社会阶层之间发展和应用的不

平衡、不协调和不公平现象继续存在，数字鸿沟就必然会普

遍存在。
2． 表现的多样性

Attewell 以人们是否能够接近和使用信息中介作为划分

标准，把在电脑和因特网接入上存在的差距称为“第一道数

字鸿沟”，分为信息拥有者和信息欠缺者; 他又以人们掌握和

处理信息的能力、技巧的差别作为划分标准，把在电脑和因

特网使用上存在的差距称为“第二道数字鸿沟”，分为信息工

具使用良好者与使用不良者。传播学者 P． Norris 认为，数字

鸿沟包括三个层面: 首先是“全球鸿沟”( global divide) ，指的

是工业化国家和后进国家之间在网络接入上存在的差距; 其

次是“社会鸿沟”( social divide) ，关注的是在每个国家内部

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穷者之间存在的差距，着重于人们在信

息分配和使用上的不平等性; 第三是“民主鸿沟”( democratic
divide) ，强调的是人们在是否使用数字技术参与公共生活方

面的差距。［6］
中国各省( 区、市) 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

同性别及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群之间，在拥有和使用信息技

术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距，即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可见，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数字鸿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3． 原因的复杂性

荷兰学者冉·凡·迪克( Jan van Dijk) 指出，接入的概念

可以分为四种: 一是由于缺少兴趣、电脑焦虑和新技术缺乏

吸引力而导致的基本的数字经验的缺乏，他将其称为“精神

接入”( mental access) ; 二是电脑和网络连接的缺乏，他将其

称为“物质接入”( material access) ; 三是由于技术界面不够

友好、教育和社会支持不足而导致数字技能的缺乏，他将其

称为“技能接入”( skills access) ; 四是使用机会的缺乏以及这

些机会的不平等分布，他将其称为“使用接入”( usage ac-
cess) 。［7］

可见，造成数字鸿沟的原因既有物质设备方面的，

又有意识、理念、兴趣方面的; 既有使用机会上的，又有消费

能力上的，原因非常复杂。
4． 危害的严重性

拥有电脑和网络，并拥有使用这些数字技术的能力与兴

趣，对于人们充分参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来

说，将会变得更加重要。目前，数字鸿沟的存在和加剧，已经

成为制约或阻碍国与国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

间经 济 发 展 与 社 会 平 等 的 重 大 问 题。比 尔·盖 茨 ( Bill
Gates) 认为，穷人需要的是医疗、药品和起码的生活保障，而

不是个人电脑与网络。然而，如果穷人无法使用网络以及随

之而生的丰富信息，长此以往，将会陷进“因为贫穷所以无法

使用信息，因为无法使用信息所以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之

中，终将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也就是说，在信息化社会，谁

拥有发达的网络和丰富的信息，谁就可能在未来的网络社会

竞争中居于强者地位; 相反，那些不能很好掌握和利用网络

及信息的国家和地区，将会在未来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与

此相对应，一个国家能否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的稳

定，也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国能否有效地解决数字鸿沟

问题。由此可知，数字鸿沟的存在对信息弱势的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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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和个体而言，会给他们的发展带来严重危害。

三、数字鸿沟的社会学本质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数字鸿沟，可以发现它在本质上

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

容。社会学领域的社会问题是指由于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

等方面的失调，使社会全体成员或相当一部分成员的共同生

活受到影响，社会进步遇到障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需要

动员全社会力量加以解决的问题。在社会学意义上，数字鸿

沟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至少具备了四个要素:

1． 从产生原因上看，数字鸿沟源于社会失调

所谓社会失调是指构成社会的各基本要素、各组成部分

之间的关系失去平衡，社会无法发挥其正常功能的状态。社

会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众多要素、子系统构成的统一

体，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为维持社会整体的平衡发挥着一定作

用。因此，社会的协调有赖于各个构成要素功能的正常发

挥。当构成社会的各基本要素在社会整体中失去平衡而不

能正常发挥其功能时，就会发生社会失调现象。数字鸿沟现

象是由于在数字信息技术发展和网络社会建构与变迁过程

中所出现的人们之间网络互动关系的失调、网络社会规范的

脱节、网络社会整合的错位以及网络社会功能的失效等社会

性原因造成的。［8］
影响数字鸿沟产生和存在的因素很多，既

有兴趣因素，又有技能因素; 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 社会)

因素; 既有物质设备方面的因素，又有意识理念方面的因素

等。这些因素的产生都和社会失调有关。
2． 从影响范围上看，数字鸿沟对全体社会成员或相当一

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造成了困难，妨碍了社会进步

网络社会的崛起，不仅为人类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空

间，而且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革命性影响。网络在很大

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模式、交往形式、参与方式、互
动方式以及信息传播速度。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诸如信息

能力、获取费用、个人兴趣、信息与贫困的关系、数字鸿沟与

社会公平等问题已经开始在国外学界探讨，有了“信息穷人”
( Information poor) 的提法。拥有计算机和互联网，并具备应

用这些技术的能力，对于充分地参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

和社会生活来说，会变得越发重要。就中国而言，由于国内

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从而

导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因为对信息

技术占有程度的不同以及信息化、网络化程度不同而出现的

数字鸿沟也越来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对地区经济发展、社会

和谐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社会就业、摆脱贫困、个人潜能发

挥、部分成员的生活与发展等造成了严重困难和危害。［9］

3． 从性质上看，数字鸿沟与社会绝大多数人所持有的价

值标准、道德规范相违背，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网络具有共享、平等、无中心的价值理念。数字鸿沟现

象显然背离了网络社会中已有的网络行动规范和网络价值

原则，损害了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

消极或负面的影响。人们对数字鸿沟现象持否定态度，认为

它是“病态”的，要对它加以关注和解决。2001 年 11 月，时

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宣布联合国成立旨在缩小数字鸿沟

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工作组。2002 年 6 月，第 56 届联大召开

特别会议讨论缩小数字鸿沟问题。2003 年联合国又专门召

开世界首脑会议，进一步大力呼吁开展切实行动来缩小数字

鸿沟。中国数字鸿沟问题也日益引起政府及各阶层的关注。
2000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信息化

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

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把信息化放

在如此高的战略地位，在党中央全会决议中还是第一次。
2006 年 5 月公开发布的《2006—2020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将“数字鸿沟有所扩大”列为当前信息化发展值得重视的六

大问题之一，“缩小数字鸿沟计划”也成为六大战略行动之

一，并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缩小数字鸿沟的指导思想和重点

工作。
4． 从解决途径上看，数字鸿沟须通过集体行动才能得到

解决

这是指数字鸿沟问题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得以解决。
数字鸿沟现象的解决必须借助于社会和群众的力量，政府、
社会、企业等单位需要动员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去

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单靠单个人的力量无法解决。
邵道生认为，当一种社会现象具有以下四个特点时，就

可以称为“社会问题”: 一是具有破坏性，二是具有紊乱性，三

是具有扩展性，四是具有治理的艰难性。通过上述分析，可

以发现数字鸿沟完全具备这四个特点。它造成的国内贫富

分化和地区差距很容易演化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导致使

社会不满情绪上升，不稳定因素增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

社会的和谐、持续发展。此外，信息化和网络化加剧了旧有

的地域、阶层、城乡、民族、职业、性别和代沟问题，产生了新

的结构性失业，使社会失调现象更为严重。

四、数字鸿沟的社会控制

社会控 制 最 初 是 美 国 著 名 社 会 学 家 罗 斯 ( EdwardA．
Ross) 创设的一个专业术语。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社会控

制意味着社会要通过各种机制或措施对社会制度、社会行为

进行约束，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目

的。对数字鸿沟的社会控制，主要有以下措施:

1． 要大力发展经济

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为经济落后地区

受众使用网络提供物质条件，是解决数字鸿沟的基本前提。
研究资料表明，数字鸿沟造成的差别正在成为中国继城乡差

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三大差别”之后的“第四大差别”。
它涉及全社会的贫富差距、信息共享和社会公平、就业以及

生活质量等问题。因此，要消除数字鸿沟，关键是要全力发

展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低收入群体的经济收入，

进而提高他们在电脑、网络方面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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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积极发展教育

消除数字鸿沟需要教育先行，我们必须把教育放在战略

的高度加以认识。为此，政府应采取一定措施，如通过电视、
广播、报纸等大众媒介普及计算机和互联网知识，促进计算

机、网络专业技术的普及化、大众化，让普通公民都能熟练地

使用计算机、互联网。此外，推进网络化、信息化，缩小数字

鸿沟，关键在于人才培养。培养人才应大力发展教育，不仅

包括全日制的高等教育，也包括各级各类的在职教育和培

训，使大部分人具有参与信息经济的必要的文化程度，为尽

可能多的人提供获取信息技术的条件，从而使由于“不懂电

脑、网络”所引起的数字鸿沟得以缩小。
3． 要提高人们的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一般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阅读、理解、
接受和审视能力以及利用媒介信息为个人和社会进步服务

的能力。按照 1992 年美国媒体研究中心的界定，媒介素养

是指“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

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和反映能力”。提

高人们媒介素养的目的是增强他们让大众传媒为自己服务

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切实提高人们

的信息意识。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巨大

推动作用，必然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

一种新的观念。信息意识作为人们对信息价值在认识上的

升华，必然会促使人们自觉地掌握和应用信息。从社会实际

情况看，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个人信息意识的淡

薄、落后仍制约甚至阻碍着国家信息产业的发展。在物质基

础相对薄弱，但人们的信息意识较强的地区，人们都能以自

觉的态度主动适应时代要求，积极创造条件去迎接信息技术

革命的挑战，社会信息化的进程就有可能大大加快。因此，

提高人们的信息意识，将会有力促进和推动世界各国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信息化进程。二是增强人们的信息理解

与鉴别能力，帮助他们学会解读、鉴别不同性质的信息，善于

进行深度阅读，提高阅读质量。三是提高人们的媒介应用技

能，这种能力主要是指导人们掌握和应用不同媒介的操作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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