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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研究缘起

和谐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谐社会建设是我们的一个长

期目标。正因为如此，党在第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谐”一词，有和睦、协作、融洽、协

调之意。“和谐社会”就是让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和各个要素

都始终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

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

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社会。”①

而要达到上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城乡信息公平是其中的

关键一环，因为在信息时代，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各种活动都离不

开信息获取。特别是在当前，不稳定因素不断出现，在很大程度

上都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公平工作做得不够，城乡居民在信息获取

机会和信息获取能力上都存在差异，从而造成对实际情况的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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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
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０日。



解。同时，在信息获取上的不公平，将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社

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在进入大数

据时代后，各种媒体间的差别因媒介融合的驱动而渐渐缩小，很

多媒体不再是内容提供商而只是数据处理商。任何人都是一个数

据入口，其任何活动都在不经意间受到信息公平与否的影响。因

此，信息公平上的差异因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被进一步放大，

信息公平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从没有像当前这么重要。

在信息公平领域，传播学存在 “知沟”理论。１９７０年，美

国学者蒂奇纳等人提出了 “知沟假设”，对大众媒介普及时代信

息流通的均衡性，公众在知识获取方面的平等性提出了质疑。该

假设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长，社会经

济地位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信息，

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①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特别是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 “知沟”

又以数字鸿沟的形式表现出来。１９７４年，卡茨曼根据数字技术

的发展创立了 “信息沟”理论，主要观念如下：（１）新传播技术

的采用将使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量和信息接触量增大，这对每一个

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如此。（２）新技术所带来的利益并非对所有社

会成员是均等的，现有信息水准较高的人能得到更多的信息。

（３）与人的能力相比，机器的信息处理能力要大得多，信息富裕

阶层通过早期采用和熟练使用这些机器，能比其他人更拥有信息

优势。（４）新技术层出不穷，换代速度不断加快，可能是老沟未

平，又起新沟②。

而对于数字鸿沟的定义，学界存在一定争议，但一般从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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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丁未、张国良：《网络传播中的 “知沟”现象研究》，《现代传播》２００１年第

６期。

Ｋａｔｚｍａｎ，Ｎ．，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４年版，第４７～５８页。



方面进行讨论。一个方面是基于对 “数字”一词的具体理解———

数字鸿沟从狭义上说，特指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不同地区间互联网

的普及和使用上的差别。美国商务部发表的 《被互联网遗忘的角

落》系列报告是这一定义的代表①。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对这种

定义并不赞同。他们认为，从广义上说，数字鸿沟中的数字一词

所衡量的指标，不应只有互联网，还应包括其他现代传播技术，

如电话、有线电视、电脑、传真机、手机等。所谓数字鸿沟，即

在信息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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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本书选取后者作为数字鸿

沟的定义，并把数字鸿沟作为 “知沟”在当前大数据时代新的表

现形式来进行研究②。

综上所述，重庆城乡数字鸿沟是在大数据时代影响重庆城乡

信息公平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关键因素之一。我们从重庆城乡数

字鸿沟的角度，对重庆城乡数字鸿沟的现状、原因等展开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进而为我国的城乡信息公平与和谐

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建议。

二、研究目的

本项目的研究目的有两个：一是 “理论本土化”，对当前数

字鸿沟研究的现状进行梳理，对其不足和成果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 “本土化”基础上进一步 “本地化”。本书作者由于学识与能

力的限制，无力以全国为范围来研究数字鸿沟理论的本土化。因

此，我们选取了重庆市这样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通过近五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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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和初步检验》， 《２１世纪新闻传播研究》，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０３～２１１页。

邬建中：《重庆地区 “知沟”问题调查及对策研究》，重庆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２００８年５月。



时间和数次大规模调研，对重庆市的数字鸿沟问题进行了首次较

为详细的研究。

重庆市是我国最年轻的直辖市，也是我国 “城乡统筹配套试

验区”，其大农村、大城市的二元结构较为明显。因此，对重庆

的城乡数字鸿沟进行研究，一方面将促进重庆市的城乡协调发

展，进而带动整个西南片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将对我国缩小

城乡数字鸿沟的进程提供有益借鉴。因此，以重庆数字鸿沟为例

研究重庆城乡信息公平与和谐社会建设，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与

现实价值。

（１）通过此课题的研究，对重庆地区城乡 “数字鸿沟”进行

首次较全面的调查，了解重庆地区城乡居民在获取信息能力上的

差距现状，并在此基础上为缩小城乡 “知沟”，促进重庆地区城

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出相关对策。

（２）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对传播学的经典理论——— “数字鸿

沟”理论进行本土化吸收和利用。“数字鸿沟”理论产生于西方

的社会环境中，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可以在重庆的实际情况下对

“数字鸿沟”理论进行验证和考察，对 “数字鸿沟”理论进行本

土化消化，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方向。

三、研究思路

本书从重庆市城乡受众社会经济地位和媒介接触的差别对媒

介传播效果的影响入手来研究数字鸿沟，从宏观到微观三个层面

展开分析。第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及传播能力；第二，个人的社

会经济地位特征，包括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等；第三，个人

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个人的基本群体 （如家庭交往、社会关

系）及次级群体 （如工作单位、学校、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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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研究思路如图１：

图１　本书研究思路

本次研究从居民的媒介基本使用情况以及媒介与个人选择的关

系两个方面入手，采取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全面调查了调查对象

对手机、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使用情况。最后考察了媒介与个人选

择的关系，通过分析居民对媒介的熟悉及使用情况，从量化上考察

城乡间的数字鸿沟；通过居民自身对媒介的认识、对鸿沟差距的认

识及客观测量结果，探究当下重庆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数字鸿沟是

否真实存在。若城乡数字鸿沟确实存在，则其具体表现形式和特征

是什么？其形成的原因是基于个体因素还是社会结构因素？是否能

够采取相对应的措施减缓甚至消除城乡数字鸿沟？从历时数年的三

次调查中，是否能够得出重庆市城乡数字鸿沟变化的趋势？

四、研究方法

作为一个较大规模的实证研究，有必要对课题组调查研究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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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过程作一说明。本次调查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结构

化问卷的形式对重庆城市及农村居民数字资源接入与使用情况进

行调查，同时进行访谈。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为问卷调查法，用于采集

研究需求的基础数据。通过问卷对调查对象进行书面形式的访

问，设计出一系列问题，让受访者回答问题以此获得间接调查信

息。大规模问卷调查一共进行了三次，分别为２０１２年７月的第

一次调研，２０１３年４月的第二次调研以及２０１５年１月的第三次

调研。三次问卷调查的问卷内容大致相同，但第二次调查以及第

三次调查所使用的问卷，是根据近年来互联网等领域出现的新发

展设置的一些相关问题，以此来考察被访者对新技术的了解和掌

握程度。总的来说，三次问卷调查能够反映当时城乡居民数字化

程度及当时数字鸿沟的状况，而通过对两次问卷调查的对比分

析，我们可以对重庆市城乡数字鸿沟的发展与变化做出一定程度

上的解读。

访谈法是本次调查所采用的定性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对调查

对象进行访谈，以了解他们对媒介的使用和认知情况。访谈法更

直观，且可作为对调查问卷的一种补充说明。通过对调查对象的

访谈，我们可以对量化的数据进行纠正和补充，从而得出更有效

的结论。我们的访谈对象选自农村和城市两个群体，以期了解不

同群体间以及同一群体内部在信息化潮流中对信息的应用技能、

态度和自我认知上的特点和区别，以便能够对城乡数字鸿沟产生

的具体情况做出说明。

三次大型调查的调查对象为重庆市主城六区 （渝中区、江北

区、沙坪坝区、北碚区、南岸区、大渡口区）以及綦江、云阳、

垫江三个远郊区县。主城六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略有差

异，综合考察其数字资源的接入与使用情况具有全面性，能够较

为客观地反映城镇居民的数字资源使用状况。农村的调查对象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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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云阳、垫江三个区县，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低于主城区的

平均水平，但其内部也有不同程度的差距，能够相对全面地反映

不同经济水平的农村地区的数字资源接入与使用差异情况，以便

更加有效地研究数字资源接入与使用对农村居民获取和利用信息

产生的影响。

对问卷调查所获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分析。对于单

变量，我们用描述统计的方法进行百分比、累积百分比的描述分

析；对于双变量，我们采用交互分析的方法进行百分比的交互分

析，以检验职业、文化程度、经济收入等要素对城乡数字鸿沟是

否产生影响。

五、研究内容

（１）重庆地区城乡居民信息获取能力现状：是否存在数字鸿

沟？如果存在，数字鸿沟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２）按照数字鸿沟理论，各相关因素 （如经济水平、受教育

程度、媒介接触率、媒介接触动机等）对重庆城乡居民信息获取

能力的影响是怎样的？

① 研究将按照人口统计学特征，城乡经济、政治与文化发

展状况，居民受教育程度、媒介使用状况、消费结构，城乡统筹

试点区域等分类标准进行区内分类，以确定重庆城乡的重点研究

样本。

② 以问卷、访谈、实地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证研究，

探求城乡样本地区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和居民信息获取能力对于

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式与途径，从媒介接触途径、影响

度、传播方式、既有文化观念、生活方式、消费结构等多方面探

求最为科学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对缩小重庆市城乡 “知沟”提

出有益的建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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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概念界定

１．数字鸿沟的定义

目前，学界对数字鸿沟的定义存在一定争议，而概念的界定

和明确是我们研究的前提。对数字鸿沟的操作化定义具有代表性

的是由阿奎特在 《评估数字鸿沟：从实证分析的框架看信息与传

播发展现状》（“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ｉｖｉｄ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一文中提出的，数字鸿

沟的衡量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信息传播技术基础设施 （包括用

来传递各种声、光、图像、影响、数据的技术物理手段，如电话

普及率、联网主机量、电话资费情况等），信息传播技术的拥有，

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①。该指标体系对数字鸿沟的衡量是综合性

的，较为全面地包容了造成数字鸿沟的各类因素。另外，我国信

息产业部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９日发布的 《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ｘ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ｉｅｎｔ，简称 ＮＩＱ）作为数字鸿沟

的综合衡量指标，主要由信息资源、信息网络建设、信息技术应

用、信息产业、信息化人力资源及信息化环境等六大类近二十项

指标构成。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造成数字鸿沟现象并不仅仅局

限于信息技术客体 （主要指固定、移动电话、计算机、互联网）

物理量的差别，也包括了使用主体信息技术的差别。

在目前对数字鸿沟的研究基础上，课题组寻求的是多层次联

结的方法，从多个角度探讨数字鸿沟的具体表现。因此，本项目

将数字鸿沟定义为ＩＣＴ在各个国家、地区、行业之间存在的差

距的集合体，表现为个人和群体在ＩＣＴ接入、使用、生产和应

用创新上的差距，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知识与信息的创造、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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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兼斌：《数字鸿沟的概念辨析》，《新闻与传播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应用和吸收能力的差距。许多研究将互联网应用差距等同于数字

应用差距。但事实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并不能成为

单一普遍的衡量标准，因此，在本研究中，数字鸿沟除了互联网

这一普遍的衡量指标，还包括其他的信息传播技术工具，如有线

电视、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方面的普及和使用所导致的差

别。

２．数字鸿沟的三个层次

金文朝等在 《数字鸿沟的批判性再检讨》一文中把数字鸿沟

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接入信息设备和信息，即信息的可接入

性，指拥有信息媒体的接入能力；第二，利用信息资源的能力，

指与使用信息资源有关的所有行为，包括信息设备的操作，对软

件的熟悉以及搜索信息的能力；第三，接入或欣赏信息价值的能

力，即信息意识 （指使用者判断信息是否有价值的能力）①。

基于此，课题组将城乡数字鸿沟具体操作化为 “城乡数字接

入沟”“城乡数字获取沟”“城乡数字使用质量沟”三个层次。第

一层次是城乡数字接入沟，即数字信息接入与使用渠道。数字信

息的传播与接收不仅需要信息基础设施，而且对终端用户来说，

信息设备的接入由硬件／软件、提供接入费用及服务费等多部分

组成。以互联网接入为例，其接入价格是由互联网接入设备如计

算机、宽带、软件等设备费用组成的。第二层次是城乡数字获取

沟，即信息获得能力的差距，包括信息设备的操作与使用、对信

息软件的熟悉度与搜索信息的能力。第三层次是城乡数字使用

沟，即城乡居民的数字信息使用质量沟。课题组旨在通过对重庆

市城市与农村在数字接入、数字获取、数字使用质量等方面的差

异研究，分析当前重庆市城乡数字鸿沟的基本现状与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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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文朝、金锺吉、张海东： 《数字鸿沟的批判性再检讨》， 《学习与探索》

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第一章　国内外城乡数字鸿沟现状

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全球化在将整个世界联结为 “地球村”

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城市与乡村之间对资源、信息的激

烈争夺。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城乡信息化发展政策、城乡居民信

息素养等都是造成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原因。

“城乡数字鸿沟”这个概念起源于２０世纪后半叶。据资料显

示，最早将 “城乡数字鸿沟”作为衡量城乡两级在拥有和使用现

代信息技术方面指标的，是美国商业部电信局 （ＮＴＩＡ）于１９９５

年发布的 《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项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

调查报告》一文。文中指出，数字鸿沟与人的性别、年龄、受教

育程度和职业等指标密切相关，它所带来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

和贫富分化，让处于衡量指标优势条件的一方因某种便利，往往

比处于鸿沟另一侧的人们有更多接触使用信息技术的机会。

城乡数字鸿沟在我国引起关注是在传播学科进入中国学界的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陈继光于１９８９年发表在 《黑龙江民族丛

刊》的 《关于提高少数民族农村劳动者素质问题之拙见》中提出

造成城乡居民劳动者素质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和思想观

念的影响①。此后，将城乡数字鸿沟一词写入研究报告的国内研

究，主要集中于国家 “三农”问题视野下的数字鸿沟研究。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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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者是张勇，他在２００５年于 《中共济南市党委学报》上发

表 《“三农”问题视野中的数字鸿沟》。还有 《我国数字鸿沟问题

的 “三农”透视》（张勇、刘伟、何桂端）等，文章从我国社会

发展的特殊时期谈起，分析生产力、社会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均衡

性，提出数字鸿沟在我国客观存在的原因。在衡量城乡数字鸿沟

时，调查了我国城乡通信设备渗透状况 （包括手机、互联网、计

算机使用等）、城乡居民知能差别、城乡居民信息消费能力等指

标①。此后，有关我国城乡数字鸿沟的研究逐渐增多。截至２０１６

年４月３０日，笔者在知网以 “城乡数字鸿沟”为内容进行全文

搜索，结果达４６９７条之多。

对城乡数字鸿沟的显性研究结果的描述主要取决于对其衡量

时所采用的操作化定义及概念化定义。最早给出 “城乡数字鸿

沟”概念的ＮＴＩＡ以城乡间固定电话及计算机接入差距为衡量

指标，只关注了信息技术的接入维度。随着信息技术在城乡间的

迅速普及和关于数字鸿沟现象研究的发展，研究者在接入维度的

基础上增加了这一利用维度。中国国家数字鸿沟研究课题组给出

的数字鸿沟定义为 “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拥有和使用信息技术

（包括互联网、计算机、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方面的差距”。数

字鸿沟内涵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扩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将其定义为：“在不同社会、经济层面上，接触并获取

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机会……”这一定义在以上两个维度的基础上

增加了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等经济因素，扩充了信息技术接入维

度。可以说，数字鸿沟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内涵，对其的研究伴随

着信息技术发展的历程及研究者对数字鸿沟问题的行进性探索而

逐渐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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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勇、刘伟、何桂端：《我国数字鸿沟问题的 “三农”透视》， 《桂海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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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到 “数字鸿沟”方面，在郑宇、苑春强的文章 《全球

“数字鸿沟”问题》中，信息技术设施 （个人电脑、因特网、传

真机、移动电话、电视机数量），ＯＥＣＤ国家人均ＩＴ信息基础

（人均基础设施支出、研发投入占ＧＤＰ的比例），技术人员数量，

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质量 （收入、教育、年龄、种族、性别、地

理分布、语言）等指标都是作者用来说明全球范围内 “数字鸿

沟”现象的依据。在 《聚焦 “第四差别”———中欧数字鸿沟比较

研究》一书中，城乡计算机差距、城乡互联网差距、城乡电话差

距这三个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物理数量被作为衡量欧盟内部 “城

乡数字鸿沟”的指标。书中指出由于 “欧盟”（ＥＵ）内部人口分

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的特殊状况，“城乡数字鸿沟”状况并不

显著；而地区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数字鸿沟相对较

大；更有城乡在信息技术接入方面同步发展，差异正在缩小。

国内研究方面，《中国城乡数字鸿沟问题研究》一文在描述

中国社会数字鸿沟现状时，采用了信息工具的占有 （城乡计算机

普及率、固定电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和彩色电视机普及率

４个代表性指标）和信息技术的利用 （计算机互联网普及率和手

机互联网普及率）这两个硬件和软件指标。在全面表述我国信息

化进程的 《２０１４年第３４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① 中，

统计数据包括城镇、乡村非学生非网民群体学历结构，未来上网

意愿，上网行为，城乡手机网民规模，城乡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

及率等。归结起来，也可以划分为信息接入占有和应用这两大指

标体系。由此，衡量数字鸿沟的指标随着信息化进程推动，对数

字鸿沟的研究涉及众多学科和层次，但基本指标体系均大同小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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