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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信息通信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信息通信业已成
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富国强民的重要推动力量。
截至2006年1月，中国的电话用户总数已达到7.52亿户，居世界各国之首。
固定电话普及率达27.0部／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达30.3部／百人。
互联网宽带用户达3 862.1万户，全社会互联网使用人数达1.11亿户，居世界第二。
在网络和用户规模上，中国已成为全球信息通信大国。
“村村通电话工程”实施两年多来，截至2005年11月，全国已有5万多个行政村新开通了电话，通电话
行政村比重已经达到97％以上，提前实现了邮电“十五”规划中“95％以上行政村通电话”的目标。
经历一系列的改革和重组，中国信息通信业已初步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信息通信管理体制和运
营机制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目前，中国正处于wTO的过渡期，《电信法》已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2006年的立法计划并有望在近
期进入审议程序，信息通信管理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意识初步形成，各级信息通信管理人员的
业务素质和监管水平显著提高，互联互通、网间结算等监管难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3G的技术条件
已经成熟，战略转型成为运营商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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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国内外“数字鸿沟”测度相关组织、模型与方法的系统总结，以系统工程理论为基础，综
合运用各种方法，建立了一套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测度“数字鸿沟”的方法体系，并根据权威统计数
据，对中国各地区的“数字鸿沟”进行了实证分析，进而提出了中国跨越“数字鸿沟”的思路与对策
。
书中建立的“数字鸿沟”测度方法体系不仅对缩小“数字鸿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方法和理论的
综合运用也具有普适性和较强的可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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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绪论1.1 难点：对“信息”、“数字鸿沟”及其他的测量正如本章将要阐述的，观察现代社会的
一个重要视角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信息社会”。
这一视角将贯穿整。
人们普遍认为，在信息社会中，人们共同拥有发展机会，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数字鸿沟”可以证明这一点。
数字鸿沟是被广泛使用、没有固定的意义、随着研究的目的而定的概念，通常，它反映的是差距。
这个差距通常指经济的，但也可以是社会、政治及个人的。
为了达到理想的信息社会，需要跨越这些差距，即数字鸿沟。
但是依据下面的讨论，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我们认为信息及信息技术对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了解它们的影响过程。
有效的决策、明智的选择是立足于现实、基于实验数据和客观分析得出的；这些方式、方法是科学和
经济研究中普遍采用的。
然而，这类分析方法并不适用于“信息”，因此只能通过间接方式进行研究。
为此，我们试图确定那些可以表征各种信息属性的不同替代物来测量它们，并对测量结果进行数学处
理，但这种信息社会的模型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理论和实践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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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鸿沟测度理论与方法》：“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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