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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陆地区间数字鸿沟的测度与分析*

摘要：文章利用2000至2010年固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三个指标的数据，借助基尼

系数法、绝对差距法和相对差距法三种方法计算了我国大陆地区各省、市、自治区和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数字

鸿沟状况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我国大陆地区数字鸿沟的绝对差距还很大，但相对差距有了较大的改观。

大陆地区的数字鸿沟主要来自于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差异，而三大区域内部的数字鸿沟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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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鸿沟是各地区或各类群体间在信息资源拥有

与利用方面差距的具体体现。这个概念及相关问题自从

上个世纪90年代被提出来后，一直受到国内各界的广

泛关注，学术界对数字鸿沟的概念和测度、数字鸿沟缩

小的策略和措施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学术界的

研究，推动了我国政府对数字鸿沟问题的重视。在国家

制订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缩小

数字鸿沟计划被列为我国信息化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

之一[1]。

数字鸿沟的测度是和信息社会的测评联系在一起

的。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学者

提出了一系列信息化发展水平测评体系，用以测量一个

国家的信息化发展状态以及多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信

息化发展差距。新世纪以来，一些国际组织为了推进全

球信息化发展以及统一信息化测评指标，相继启动了一

系列有关全球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测评项目，如国际电信

联盟（ITU）的信息社会测评项目[2]、世界经济论坛的信

息技术竞争力测评项目[3]、联合国贸发会（NUCTAD）
的信息化和信息经济测评项目[4]等。这些项目的测评结

果被用来衡量全球信息化发展的均衡性以及世界各国

或地区间的信息化发展差距。

我国各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差异和地区间的数字

鸿沟问题，很早就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王学宾、郑

晓乐、刘莎莎等对本世纪初我国数字鸿沟问题研究进

行了总结，那个时期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数字鸿沟

的概念探讨、国外研究介绍、原因分析、影响、弥合措

施等方面[5,6]。近几年，学者们开始重视我国地区间数

字鸿沟的具体测度。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数字鸿沟研

究”课题组从2006年开始发布中国数字鸿沟报告，至今

已发布了5期[7,8]。该课题组利用互联网普及率、家庭计

算机普及率、固定电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居民

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等5个指标分析了我国的地区数

字鸿沟、区域数字鸿沟、城乡数字鸿沟、性别数字鸿沟

和教育数字鸿沟等5个方面的鸿沟宽度，并设计了一个

数字鸿沟综合指数。吴永亮采用30个指标构建了一个

综合的数字鸿沟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多层次主成分

分析法进行了实证研究[9]。张彬也采用综合指标体系来

测量信息鸿沟，她利用10个指标构建了我国区域信息鸿

沟测量的测度指标体系[10]。袁勤俭、汪全莉等学者则利

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历年调研的各省市

网民、域名、网站、IP地址等指标数据对我国的数字鸿

沟状况进行了探讨[11,12]。

综观世界各国的信息化发展现状，我们认为，从目

前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信息化建设成就主要体现在

数字接入和信息化应用两个方面。对于数字接入，固定

电话和移动电话是最主要的接入方式。对于信息化应

用，互联网应用是最综合也是最普遍的应用，而互联网

应用水平的主要体现是互联网的普及程度。因此，固话

* 注：作者的《世界各国家和地区间数字鸿沟的测度与分析》刊登于本刊2011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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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3个指标即可

充分体现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和数字化程度。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借助这3个最常用的ICT指标，采

用最常用的基尼系数法、绝对差距法和相对差距法3
种测度方法来分析2000年以来我国大陆各省市间以

及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宽度及其变化。本文

不对各省市的信息化发展程度进行排名，而是将我国

大陆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其内部信息化发展的

不均衡性。

2 大陆地区数字鸿沟的基尼系数分析

2.1 大陆31个省市间的基尼系数分析

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

介于0和1之间，值越小，贫富差距越小。一般来说，当

基尼系数超过0.4时，标志着贫富差距处于严重的状

态。在这里，我们借用这一经济学的概念来衡量不同地

区的数字鸿沟差距。

对于分组数据，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中的Xi为前i个分组的累计百分比，Yi为第i个
分组的数值。计算前，全部分组要预先按分组的数值从

低到高排序。

按照公式，我们利用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以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调研数据，计算出2000年至2010年
我国大陆31个省市间的固话普及率基尼系数、移动电话

普及率基尼系数和互联网普及率基尼系数，具体结果见

表1。

表1 2000-2010年我国大陆31个省市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电话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的基尼系数

31省市间
移动电话
普及率基
尼系数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0.2228

0.2274

0.2177

0.2163

0.2141

0.1993

0.1915

0.1932

0.1982

0.1977

0.1829

三大区域
间移动电
话普及率
基尼系数

三大区域
基尼系数
占总体的
比例（%）

年

31省市间
固话普
及率基
尼系数

三大区
域间固话
普及率基
尼系数

三大区域
基尼系数
占总体的
比例（%）

三大区域
基尼系数
占总体的
比例（%）

三大区域
间互联网
普及率基
尼系数

31省市间
互联网
普及率基
尼系数

0.1798 

0.1883 

0.1774 

0.1715 

0.1687 

0.1582 

0.1491 

0.1491 

0.1519 

0.1529 

0.1379 

80.70

82.81

81.49

79.29

78.79

79.38

77.86

77.17

76.64

77.34

75.40

0.3400

0.3426

0.3172

0.2947

0.2857

0.2591

0.2376

0.2140

0.1913

0.1716

0.1444

0.2643 

0.2565 

0.2232 

0.1998 

0.1933 

0.1758 

0.1595 

0.1430 

0.1304 

0.1177 

0.1050 

0.3969

0.3924

0.3408

0.3004

0.2846

0.2708

0.2638

0.2800

0.2681

0.2071

0.1665

0.2615 

0.2646 

0.2237 

0.2168 

0.2032 

0.1949 

0.1941 

0.2099 

0.1930 

0.1557 

0.1219 

77.74

74.87

70.37

67.80

67.66

67.85

67.13

66.82

68.17

68.59

72.71

65.89

67.43

65.64

72.17

71.40

71.97

73.58

74.96

71.99

75.18

73.2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自2000年以来，三个指标

的基尼系数一直在持续下降。固话普及率基尼系数下

降得较慢，且近年来下降得越来越慢。移动电话普及率

基尼系数和互联网普及率基尼系数下降得较快，尤其

是互联网普及率基尼系数下降得最快，已从2000年的

0.3969下降到了2010年的0.1665，下降了58%。

基尼系数用来衡量一个整体中的不均衡性，也是

一个相对性质的指数。从表1来看，至2010年，三个指标

的基尼系数已经下降到了一个较低的水平，这意味着21
世纪的头10年，我国大陆31个省市间数字化发展水平

的相对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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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基尼系数分析

从地理上看，我国常常将地域分为东中西三大区

域。在分析31个省市间的数字化发展差距的同时，我们

有必要考察一下这种地区间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

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差异，又有多大程度来自于东中西

区域内部的差异。

关于东中西区域的具体划分，不同时期和不同文献

中的提法并不一致。这里我们采用国家工业和信息化

部在发布统计数据时的划分规则[13]，东部包括北京、天

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0
个省、市；中部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

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

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12个省、市、自治区。

依据以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划分，我们计算得到

2000年至2010年我国大陆三大区域间的固话普及率基

尼系数、移动电话普及率基尼系数和互联网普及率基尼

系数，具体结果见表1。
根据基尼系数计算公式我们可以看出，组分得越

小，组数越多，基尼系数越大。因此，我们从表1中可以

看到，按东中西三大区域计算的基尼系数要小于按31个
省市计算的基尼系数。不管是按31个省市计算，还是按

东中西三大区域计算，固话普及率基尼系数、移动电话

普及率基尼系数和互联网普及率基尼系数都保持着持

续下降的态势，但两者的下降速度有所不同。

根据基尼系数计算公式，我们可以将31个省市间

的基尼系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东中西三大区域间

产生的差距，一部分是三大区域内部产生的差距。从

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大区域间产生的差距占到了总

体差距的绝大部分。这就是说，大陆31个省市间的数

字鸿沟主要是由于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数字鸿沟所造

成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以互联网普及率为例来分

析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的基尼系数大小，具体计算结

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各省

市间的互联网普及率基尼系数普遍小于31个省市间和

三大区域间的互联网普及率基尼系数，尤其是2003年
以后，东中西内部的数字化发展均衡性要远远好于三大

区域间和大陆整体的数字化发展均衡性。这就是说，东

中西三大区域内部的数字鸿沟已经很小。

另外，对比表1和表2，我们发现，大陆地区的数字

鸿沟现象主要表现为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差

距。自2000年以来，不管是东中西内部，还是大陆地区

整体或三大区域之间，互联网普及率基尼系数总体来说

都保持下降的态势，但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基尼系数和

大陆整体总的基尼系数之比却一直保持在70%的水平，

尤其是对于互联网普及率基尼系数，两者间的比例一直

在增长。这就意味着尽管大陆地区整体的数字鸿沟在

缩小，但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并没有缩小。

3 大陆地区数字鸿沟的绝对差距法和
相对差距法分析

3.1 大陆31个省市间数字鸿沟的绝对差距

法和相对差距法分析

利用两个群体的某个指标值的绝对差来分析两者

的数字鸿沟差距的方法，称为数字鸿沟分析的绝对差

距法。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常常将不同省市进行相

互对比。本文利用统计学中的四分位概念，将大陆地区

各省市按指标值从低到高排列，并根据人口数量均分

为4组，将指标值最高组和指标值最低组进行比较。根

据这一设想，我们分别计算得到固话普及率、移动电话

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三个指标的绝对差距，具体结果

如表3所示。

利用两个群体的某个指标值的比值来分析两者

表2 2000-2010年我国大陆东中西三大
区域内部互联网普及率的基尼系数

0.1967

0.1639

0.2450

0.1822

0.1722

0.1489

0.1413

0.0814

0.1106

0.0928

0.0827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0.4071

0.3860

0.2625

0.2168

0.1954

0.1746

0.1582

0.2078

0.1883

0.1315

0.0876

年 东部 中部 西部

0.1767

0.1591

0.1702

0.1287

0.1277

0.1410

0.1316

0.1620

0.1505

0.1032

0.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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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数字鸿沟大小的方法，称为数字鸿沟分析的相对

差距法。

相对差距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表3 2000-2010年大陆电话和互联网普及率最高与最低四分之一群体的平均普及率之绝对与相对差距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互联网

最低组

的平均

普及率

（%）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6.87

8.43

10.47

12.53

14.80

17.53

18.75

18.37

16.78

15.36

14.82

18.44

22.23

26.20

32.00

38.17

42.17

43.69

43.33

40.82

37.43

33.52

11.57

13.80

15.73

19.47

23.37

24.64

24.95

24.97

24.04

22.07

18.70

3.12

5.36

8.16

11.12

14.09

17.95

21.77

26.51

32.14

39.16

46.85

13.02

22.19

29.95

37.25

47.33

53.74

59.93

63.44

71.75

81.16

87.83

9.89

16.82

21.79

26.13

33.23

35.78

38.15

36.93

39.62

42.00

40.98

0.72

1.14

1.94

2.94

3.52

4.35

5.58

8.90

12.69

18.55

23.58

2.44

4.95

8.03

10.48

12.81

14.92

17.68

29.94

40.63

46.34

49.78

1.72

3.81

6.09

7.54

9.28

10.57

12.10

21.04

27.94

27.78

26.20

最高组

的平均

普及率

（%）

两者的绝

对差距

（%）

两者的

相对差

距系数

2.68 

2.64 

2.50 

2.55 

2.58 

2.41 

2.33 

2.36 

2.43 

2.44

2.26 

最低组

的平均

普及率

（%）

最高组

的平均

普及率

（%）

两者的绝

对差距

（%）

两者的

相对差

距系数

4.17 

4.14 

3.67 

3.35 

3.36 

2.99 

2.75 

2.39 

2.23 

2.07 

1.87

最低组

的平均

普及率

（%）

最高组

的平均

普及率

（%）

两者的绝

对差距

（%）

两者的

相对差

距系数

3.39 

4.35 

4.14 

3.56 

3.63 

3.43 

3.17 

3.36 

3.20 

2.50 

2.11 

公式中的X1和X2分别为相比较双方的指标值。

和绝对差距法一样，我们也利用四分位概念，计算

指标值最高的四分之一群体和指标值最低的四分之一

群体在固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3
个指标上的相对差距系数，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电话接入，还是互联

网应用，最低组的平均普及率都比较低。普及率最低

组和普及率最高组的平均普及率之间有着较大的绝对

差距，这个绝对差距一直在扩大，直到最近两年才有

所减缓。

从相对的角度来看，虽然最高组和最低组之间的

差距还很大，但前者和后者的比值却持续在下降，表明

两者间的相对差距在持续缩小，尤其是两者间移动电

话普及率的相对差距缩小得较快。

3.2 东中西三大区域间数字鸿沟的绝对差

距法和相对差距法分析

利用绝对差距法和相对差距法，我们对东中西三

大区域间的固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

率进行比较，具体计算结果如表4、表5和表6所示。

从表4至表6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固话和移动电

话普及率，还是互联网普及率，东部都要明显高于中部

和西部，东部和中西部有着较大的绝对差距。同时，我

们发现，中部和西部之间几乎没有差距了，在移动电话

普及率方面，西部甚至超过了中部。

我们以互联网普及率为例来分析东中西三大区域

间的差距。图1展示了2000至2010年东中西三大区域的

互联网普及率变化。从图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过去

的十年中，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互联网普及率绝对差距

持续在拉大，直到最近两年才稳定下来。而中部和西部

的互联网普及率几乎是同步增长的，两者之间几乎没有

距离。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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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0-2010年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固定电话普及率及相互间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

东中部之
间的绝对
差距（%）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16.85

21.43

25.13

30.34

35.44

38.84

39.77

39.27

37.13

33.99

30.30

东中部之
间的相对
差距系数

东西部之
间的绝对
差距（%）

年
东部
普及率
（%）

中部
普及率
（%）

西部
普及率
（%）

中西部之
间的相对
差距系数

中西部之
间的绝对
差距（%）

东西部之
间的相对
差距系数

9.66

11.68

13.81

16.84

19.55

22.04

23.03

22.53

20.68

18.87

17.91

7.41

9.15

11.39

14.18

16.88

19.54

20.90

20.73

19.52

17.80

16.93

7.18

9.75

11.31

13.50

15.89

16.81

16.74

16.73

16.45

15.12

12.40

1.74

1.84

1.82

1.80

1.81

1.76

1.73

1.74

1.80

1.80

1.69

2.27

2.34

2.21

2.14

2.10

1.99

1.90

1.89

1.90

1.91

1.79

2.25

2.53

2.42

2.66

2.67

2.50

2.13

1.80

1.16

1.07

0.98

9.43

12.28

13.74

16.17

18.56

19.31

18.87

18.53

17.61

16.19

13.38

1.30

1.28

1.21

1.19

1.16

1.13

1.10

1.09

1.06

1.06

1.06

表5 2000-2010年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移动电话普及率及相互间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

东中部之
间的绝对
差距（%）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11.16

19.94

27.22

33.73

41.02

46.31

52.15

59.39

67.35

75.72

82.26

东中部之
间的相对
差距系数

东西部之
间的绝对
差距（%）

年
东部
普及率
（%）

中部
普及率
（%）

西部
普及率
（%）

中西部之
间的相对
差距系数

中西部之
间的绝对
差距（%）

东西部之
间的相对
差距系数

4.13

7.63

10.84

14.78

18.36

22.78

27.36

33.29

39.14

46.28

52.92

3.60

6.62

10.79

14.69

18.64

22.27

26.81

32.68

39.52

47.17

56.54

7.03

12.31

16.37

18.95

22.67

23.53

24.79

26.10

28.21

29.44

29.34

2.70

2.61

2.51

2.28

2.23

2.03

1.91

1.78

1.72

1.64

1.55

3.10

3.01

2.52

2.30

2.20

2.08

1.95

1.82

1.70

1.61

1.45

0.53

1.01

0.06

0.09

-0.28

0.51

0.55

0.61

-0.38

-0.89

-3.62

7.56

13.32

16.43

19.04

22.39

24.04

25.34

26.71

27.83

28.55

25.72

1.15

1.15

1.01

1.01

0.98

1.02

1.02

1.02

0.99

0.98

0.94

年

4 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和数字鸿沟的
关系分析

当今社会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经济的发达程度。经济进步为社会信息化的发展提供

了经济基础，促进了信息化应用，同时也刺激了社会对

信息化的需求。

4.1 全国的人均GDP和电话、互联网普及率

表7列出了2000至2009年我国大陆的固话普及率、

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和人均GDP数据。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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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2000-2009年我国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率

6.34

11.34

16.15

20.93

25.87

30.66

35.71

42.13

49.01

56.7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1.44

14.12

16.80

20.48

24.00

27.07

28.18

27.80

26.05

23.83

年 固话普及率（%） 移动电话普及率（%）

1.78

2.66

4.63

6.19

7.26

8.65

10.61

16.16

22.79

29.17

互联网普及率（%） 人均GDP（万元）

0.770 

0.856 

0.946 

1.085 

1.295 

1.552 

1.803 

2.153 

2.548 

2.775 

表6 2000-2010年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互联网普及率及相互间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

东中部之
间的绝对
差距（%）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3.16

4.82

7.78

10.18

11.69

13.55

16.52

25.68

35.41

41.88

45.85

东中部之
间的相对
差距系数

东西部之
间的绝对
差距（%）

年
东部
普及率
（%）

中部
普及率
（%）

西部
普及率
（%）

中西部之
间的相对
差距系数

中西部之
间的绝对
差距（%）

东西部之
间的相对
差距系数

1.07

1.63

3.17

4.10

5.01

6.05

7.65

11.60

16.24

22.94

28.04

1.11

1.61

3.04

4.47

5.23

6.20

7.35

10.55

15.94

21.70

27.60

2.09

3.19

4.60

6.08

6.68

7.49

8.87

14.08

19.17

18.95

17.81

2.95

2.96

2.45

2.48

2.33

2.24

2.16

2.21

2.18

1.83

1.63

2.85

2.99

2.55

2.28

2.24

2.19

2.25

2.43

2.22

1.93

1.66

-0.04

0.02

0.13

-0.37

-0.22

-0.14

0.30

1.05

0.30

1.23

0.44

2.05

3.21

4.73

5.71

6.46

7.35

9.17

15.13

19.47

20.18

18.25

0.97

1.01

1.04

0.92

0.96

0.98

1.04

1.10

1.02

1.06

1.02

年

之间呈现出线性关系。利用SPSS分析可知，这些线性

相关是显著的（p<0.01）。

4.2 2009年各省市人均GDP和互联网普及

率的相关性

上面分析了大陆地区整体的人均GDP和接入普及

率、互联网普及率的关系，下面来分析各省市的人均

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均GDP的增长，移动电话普及

率和互联网普及率也随之迅速增长。2006前，固话普

及率一直随人均GDP的增长而增长，但到了2006年，出

现了拐点，由于固话越来越多地被移动电话所替代，因

此，自此之后，固话普及率逐年下降。

图2展示了2000年以来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

及率和人均GDP变化的相关性。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

地看到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分别和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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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0-2010年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互联网普及率

图2 2000-2009年大陆移动电话、互联网普及率和人均GDP的相关性

图3 2009年大陆各省市互联网普及率和人均GDP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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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和数字化发展的相关性。我们以互联网普及率这

一个指标为例，分析一下2009年大陆各省市人均GDP和
互联网普及率的相关性，结果如图3所示。

利用SPSS分析，可验证2009年各省市人均GDP和
互联网普及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线性相关（p<0.01）。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北京、上海、天津3市的人均GDP
和互联网普及率都处于全国的前列；广东、浙江、江

苏、福建、辽宁、山东6省处于中游；内蒙古自治区的情

形有些例外，其互联网普及率和人均GDP发展水平有

些不相符；其他省市的人均GDP和互联网普及率都处

于全国的下游。

5 结语

2000年以来，我国大陆地区数字鸿沟的绝对差距

有所增大，但相对差距有了较大的改善。数字鸿沟和区

域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大陆地区的数字鸿

沟主要来自于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数字鸿沟，而三大区

域内部的差异并不是很大。从2009年起，大陆地区各省

市和三大区域间数字鸿沟的绝对差距开始缓慢缩小，

我们希望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缩小趋势能

有所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