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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社会”或“信息时代”一词通常被用来概括描述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一场新变革。
这场变革是由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发展所引发的。
如今，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学习和生活乃至思维方式的影
响也已是经常可见。
加之国际社会包括欧盟在内已经将信息社会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因此，研究信息社会的诸多重
要方面，似乎成为比较自然的选择。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之所以特别关注信息社会问题，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
临的突出矛盾。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
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家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
我们已经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工业化加速发展，消费品供需关系发生了转
折性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高度重视和不断
发展，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迅速，改革开放事业正在更为宽广的道路上迈进。
同时，全社会也都已意识到，持续多年的快速发展也造成了对资源的严重消耗和对环境的明显破坏。
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环境，已经从30年前的自然资源开发相对不足，转变为目前能源、资源和环境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性制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聚焦“第四差别”>>

内容概要

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一向被称为“三大差别”，如何消除三大差别
一直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及快速渗透，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社会群体
之间在拥有和使用信息技术方面存在的差距(即数字鸿沟)日益引起广泛关注，这种差距被称为信息化
背景下的“第四差别”。
    处在工业革命中期的中国，正面临着加速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任务。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并没有得到有效化解，导致三大差别的矛盾日益突出，而数
字鸿沟的分化、离散效应极有可能使既有矛盾雪上加霜。
从发展实践看，无论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是中国内部地区、城乡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确实存
在着显著的数字鸿沟。
中国要实现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对数字鸿沟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尽最大可能化数字
鸿沟为数字机遇。
    《聚焦“第四差别”——中欧数字鸿沟比较研究》在全面解读数字鸿沟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数字
鸿沟现状、欧盟地区数字鸿沟现状以及中欧之间的数字鸿沟进行了分析与测算．总结分析了中国、欧
盟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采取的行动及其效果，并对中国如何有效缩小数字鸿沟提出了政策建议。
定性分析与定量测算相结合、理论探讨与案例解剖相结合、国内视角与国际比较相结合是本书的三大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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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6.1 数字鸿沟测算方法研究现状数字鸿沟测算要重点回答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在特定时期
或特定时点，考察对象间的数字鸿沟到底有多大？
其二，从历史进程看，考察对象间数字鸿沟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趋势？
前者侧重于静态观察，后者侧重于动态观察。
由于对数字鸿沟的认知才刚刚开始，有关组织和专家学者虽然对于数字鸿沟的测算做过一些努力，但
在指标选取、计算方法方面却存在很大差异，不同的测算方法甚至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总体上看，各种计算方法的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指标选取差异。
这方面差别集中表现为用单一指标还是多指标。
一些专家认为数字鸿沟集中体现在互联网普及应用方面，所以主张用互联网单一指标进行测算。
一些专家认为仅用互联网指标不能全面反映数字鸿沟的全部内涵，所以将计算机、电话等指标也包括
进来。
另一些专家则认为仅用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程度来测算数字鸿沟，并不能真正反映信息技术应用水平
方面存在的差距，主张以信息化综合水平指数来反映数字鸿沟差距。
二是考察内容差异。
是单独考察不同地区间或人群间的某一类数字鸿沟（如城乡数字鸿沟、地区数字鸿沟、性别数字鸿沟
等），还是将这些因素统统考虑进来？
在这方面也存在不同观点。
三是计算方法差异。
从目前国际国内已有的研究看，相对差距、绝对差距、时间差距、均差、基尼系数、综合指数等方法
均有使用，甚至在计算某一特定数字鸿沟时也同时使用多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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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聚焦"第四差别":中欧数字鸿沟比较研究》： “中欧信息社会项目”是中国政府与欧盟之间的合作项
目，旨在根据中国信息化工作的政策和实施战略，加强中欧交流与合作，通过信息化推动经济和社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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