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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数字鸿沟这一概念出现至今，已受到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它不仅关乎信

息时代的贫富分化，更关乎社会公正。因此消除数字鸿沟是缩小城乡贫富差距，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信息时代社会稳定的应有之义。 

作为在信息化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学生，他们在生活、学习和社会化过程中更

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他们也将是信息社会的未来力量，数字鸿沟在他们身上所

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在现有的关于中学生数字鸿沟问题的不多的研究中，已有

针对经济发达地区中学生的调查研究，因此本文选择经济欠发达地区——河南省

的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对于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数字鸿沟研究人们已耳熟能详，本文的研究对象——

河南省中学生，系不同社会群体间数字鸿沟的变种。本文希望通过对该群体间数

字鸿沟现状的研究，找出症结所在并提出解决办法，以期对不同社会群体间数字

鸿沟研究的拓展有所贡献。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法，从河南省两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郑州地区和

固始地区，各选取一所首批省级示范性高中分别发放问卷，在教学质量属于同等

级别的城乡中学间考察数字鸿沟这一问题的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在河南省这个经济欠发达省份，经济相对发达的郑州地区的

中学生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固始地区的中学生之间的数字鸿沟问题严重。对于

中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来说，造成他们之间数字鸿沟的最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同辈群体环境及学校环境等因素。 

本研究还对消除河南省中学生间的数字鸿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中学生  数字鸿沟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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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Abstract 

Digital divide has existed since the internet became popular decades ago, but 

such divide has drawn the attention of experts and governments since they found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divide is widen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because of the inequity to access to the new economy. The richer, 

the more benefits, while the poorer, the fewer shar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ecause 

only rich people can afford the ever-better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he problem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rural area in China which still has more than 2 

thirds of population living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So how to narrow the digital gap 

between the developed areas and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should be take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agenda to eliminate the polarization and ultimately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his research aims at observing the status quo of digital divid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underdeveloped province, Henan, and presenting some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found in the research. Th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survey, interviewing and results comparison. The samples for the study are drawn 

from the students of one urban high school and a rural high school.  

Key words：Middle School Student;Digital Divide;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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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数字鸿沟这一概念出现至今，已受到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它不仅关乎信

息时代的贫富分化，更关乎社会公正。在信息资源已成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

争力的核心战略资源的今天，数字鸿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信息资源占

有多寡和资金、文化、就业、生活质量等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学界、社会组

织越来越关心的问题。 

数字鸿沟源于社会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大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群体

间的不平等，因此消除数字鸿沟是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实现

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信息时代社会稳定的应有之义。近年来，政府致力于缩小

贫富差距，缩小城乡差别，减少社会不平等，也采取多种措施来保障这些目标的

实现，但数字鸿沟问题始终未引起足够重视。在当今数字经济时代，数字鸿沟问

题的存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作为在信息化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学生，他们在生活、学习和社会化过程中更

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他们也将是未来信息社会的中坚力量，数字鸿沟在他们身

上所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根据以往研究结果，数字鸿沟问题已不是存在与否的

问题，而是多大程度上存在的问题。可以预见，如果不引起足够重视，信息化时

代的数字鸿沟将会在他们身上打下烙印，引发未来更广泛意义上的不平等，从而

引发恶性循环。 

无论是“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安装还是工信部对手机、互联网涉黄问题

的整治，都能看出国家及全社会对青少年网络使用情况的重视，历年两会，青少

年上网问题也是代表和委员们较为关注的话题。的确，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它在

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所带来的各种影响也为人们所

关注。有一个问题不得不引起注意，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并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

有均等的接触互联网的机会，而在“触网”的青少年中，数字鸿沟延续传统知沟

带来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不平等。在笔者接触的中学生当中，他们对互联网的接触、

使用及认知情况大有不同，互联网作为新时期拟态环境的重要构成者，对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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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不容忽视。 

笔者的很多朋友都是高中老师，在他们的博客上总会看到学生的留言，或评

论日志或发表看法，不一而足。据这些老师介绍，班里很多学生都上网，老师偶

尔也会在网上和学生聊聊天，学生和老师的交流已经突破课堂，延伸到网络平台

上。 

根据《第 2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结果，截止 2009 年

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3.84 亿人，较 2008 年增长 28.9%，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

22.6%提升到 28.9%，互联网普及率在稳步上升。继 2008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超

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之后，中国的互联网普及再次实现飞跃，赶上并超过了全

球平均水平。[1] 

《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与2008年相比，10—19

岁网民所占比重仍为最大，是中国互联网最大的用户群体。网民最大的构成群体

是学生，调查数据显示，高中/大专学历人群在所有网民中所占比例最高，已经

成为网民中的生力军。[1]17 

尽管和一些人群相比，中学生知识水平总体不高，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对互联

网的使用，他们易于接受新事物，学习能力很快，因此很容易掌握互联网的使用

技能。在和一些中学生交流的过程中，笔者问他们生活中碰到不懂的问题怎么办

时，这些中学生会很自然地说“百度一下啊”。网络无形中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

的一部分，拓展了他们的知识面和受教育的渠道。跟他们聊天时常会不解，因为

他们使用的很多词语笔者都没见过，不明白什么意思，要等解释后才清楚，因此

还被一个中学生揶揄为土气。 

然而，中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正处于基础教育阶段，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尚在形成当中，因此在接触网络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笔者一个

教师朋友对学生上网提出了很多担忧：网络信息庞杂，学生很容易受到不良影响，

且上网内容很不容易监管；中学生的辨别能力和自控能力都不是很强，容易沉迷

网络，荒废学业；他们对网络的认知还处在很初级的层面上，并没有充分利用互

联网为自己服务。另外，很多学生还会在课堂上用手机上网，这也成为让老师头

疼的问题。因此，他和同事们对学生上网基本上持不赞成态度。 

但是，这是一个信息时代，要让学生不上网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而且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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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也是中学生应该掌握技能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在网络时代中，如果一个

中学生不能大量地掌握信息和有效地利用信息，那么他无论如何是不能被称为现

代中学生的。[2]随着网络在中国的普及，网络应用引发的数字鸿沟问题也日益引

起人们的关注。网络时代，传统知沟正以新的形式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间出现，

或是接触网络的机会不平等，或是有接触机会，但对网络的使用与认识存在显著

差异。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中学生间的数字鸿沟问题进入了笔者的视野。现有

的关于中学生数字鸿沟的研究中，已有学者在经济发达省份针对该情况进行调查

研究，因此本文选择经济欠发达省份——河南省，将该地区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第 2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河南省截止 2009 年底互

联网普及率为 21.3%，低于全国 28.9%的普及率，在全国各个省份中处于倒数第

八的位置。报告显示河南省网民增长率为 56.4%，排名全国前三甲，网民增速较

快。[1]14在笔者接触的河南省中学生中，他们对网络的使用内容及程度不尽相同，

认知也千差万别。有的人是偶尔使用，有的人则整天在线，有的人用来聊天，有

的人则沉浸在游戏当中，有的人只搜索自己需要的东西。 

基于这些现状笔者提出几个问题，河南省中学生对网络的接触和使用究竟是

什么样的状况？省内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城乡地区，中学生对互联网的使用、认

知、态度有何种程度的差异？在互联网如此普及的今天，互联网对中学生的思想、

行为带来何种程度的影响？省内城乡地区中学生之间存在何种程度的数字鸿

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数字鸿沟？该如何改善？这些问题构成了笔者对中

学生数字鸿沟现状研究的雏形，通过有关文献的查阅，笔者的思路也逐渐清晰。 

目前对中学生使用网络的研究多集中在网瘾或网恋等方面，学者的视角很少

触及中学生间存在的数字鸿沟。笔者认为，本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数字鸿沟的理

论视角，另一方面，通过实地调查，可以发现河南省城乡中学生间数字鸿沟特点，

给有关部门出台解决措施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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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研究及对本研究的启示 

研究中学生数字鸿沟现状之前，须先对学者们关于数字鸿沟及中学生使用网

络的相关研究做一番梳理，从中理出在此问题上学术的传承与创新。 

 

2.1  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问题由来已久，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及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这

种差别更为凸显。 

国外对于数字鸿沟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全球数字鸿沟（Global Digital 

Divide）和国内数字鸿沟（Domestic Digital Divide）这两大方面的探讨。前者着

重于对世界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以及引起这种差异的因素

进行探讨，后者则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存在的数字鸿沟的方方面面以及数字

鸿沟与其他焦点问题，比如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问题、种族问题等的相互关系

进行分析研究。对于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策略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尝试也是研究

的一个重要方面。[3] 

对于全球数字鸿沟的研究多集中在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比较、分

析上，围绕计算机在全球的分布、网民的国际分布、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使用

程度等方面展开，引起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及相关国际机构在消弭数字鸿沟过程

中应起到的作用也为学者们较多提及。 

从中观或微观的角度看，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间也存在数字鸿沟，

同全球数字鸿沟的原因一样，经济发展不平衡被认为是造成数字鸿沟的主要原

因，政府政策、教育力度等同样遭到诟病。数字鸿沟造成严重的社会、文化、政

治等影响，这几乎是研究者的共识，有人甚至把它当做拉大社会不平等的罪魁祸

首。 

国内对于数字鸿沟问题的研究也为数不少，其中也包括对全球数字鸿沟现状

的研究，国外与中国数字鸿沟情况对比研究等。但纵观各种文献，大多还是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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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国内数字鸿沟的研究上，包括国内数字鸿沟的现状、产生的原因、带来的严

重影响及应对建议等等。 

2.1.1  数字鸿沟现状研究 

根据《第 2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西部地区的网络普及

率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及部分直辖市，IP 地址、域名等网络资源也集中在后者，

而城市网民的比例也远远大于农村网民。[1]20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8-2009 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目

前城镇与农村青少年网民的人数比约为 2：1，城镇青少年网民比农村青少年网

民多出 5178 万；东部地区青少年网民数量占到了网民总数的一半以上，总体看

地区间绝对差异还较大。[4] 

根据《中国数字鸿沟报告 2008》，我国互联网接入与计算机普及均处于快速

扩张初期，但城乡差别较大。城市居民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 2007 年达到 53.8%，

而农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到 2007 年还只有 3.7%。城市居民家庭计算机拥有量是

农村的 14.6 倍。从相对差距看，城市网民普及率是农村网民普及率的 3.8 倍，

与上年 6.5 倍相比差距缩小了 41.5%。从绝对差距看，城市网民互联网普及率高

出农村 20.2 个百分点，比上年增加 3.1 个百分点，差距比上年拉大了 18%。城

乡之间互联网相对差距指数为 0.74，表明我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在互联网应用方

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 

从绝对差距看，2007 年城市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比农村多 50.1 台，比

上年高出 5.6 台。从相对差距看，2007 年城乡计算机相对差距指数为 0.93（农

村比城市落后 93%），表明农村与城市之间在计算机拥有上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 

地区间的数字鸿沟方面，2000 年最落后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比最先进地区落

后 19.91 个百分点，到 2007 年这一差距扩大到 40.6 个百分点。从绝对差距看，

最低地区普及率与最高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间的差距都呈进一步扩大趋势。2007

年，最低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落后全国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这一差距水平是

2000 年（相差 1.52 个百分点）的 6.6 倍。从绝对差距看，2007 年每百户拥有

计算机量最低地区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35.39 台，比上年扩大 7.73 台，差距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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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 27.9% 。从相对差距看，2007 年地区计算机拥有量相对差距指数（地区 DDI- 

计算机）为 0.66 ，即最低地区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66% ，表明地区间计算机应

用存在明显数字鸿沟。从变化趋势看，近几年地区计算机相对差距缩小幅度不明

显，近两年还有所扩大，表明发达地区计算机正处在快速扩张期而落后地区扩张

速度较慢。[5] 

2.1.2  数字鸿沟原因分析 

《社会结构和网络技能获得——一项关于高中生互联网使用技能差异的实

证研究》、《数字鸿沟——社会不平等研究的新视角》、《一网之隔——网民与非网

民的“知沟”原因探析》、《数字鸿沟主要影响因素的关系结构分析》、《网络传播

下的“知沟”理论探析》等多篇文献资料，从不同角度对数字鸿沟的成因进行了

剖析。 

刘燕等人通过对网民和非网民经济及社会地位、文化教育程度、职业等的分

析，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仍是造成网民和非网民“知沟”的主要因素。与传统大众

媒介相比，网络媒介的使用需要以经济作为基础，所面临的经济壁垒显然要高很

多，电脑、上网费、软硬件的更新、添置、电脑的维护等费用的支付，是成为“网

民”最基本的条件，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网络成为有经济能力群体享有的

特权。调查显示，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硬件设施问题是导致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

因。 

根据卡茨曼的观点，现有信息水准较高或信息能力较强的人，能够获得更多

的信息，而一般来讲，人的现有信息水准主要取决于人的知识水平。知识水平的

高低就决定了人的信息获取能力，知识水平较高的人更能充分利用网络获取知识

和信息，而通过《一网之隔——网民与非网民的“知沟”原因探析》对网络媒体

特性的分析可以看出，互联网的海量存储能力、双向交互性、多媒体等特性使得

网民将互联网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网络媒体的传播信息、沟通、娱乐和生

活助手等功能，又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或者加剧网民和非网民之间新的“知沟”。

[6] 

李晓燕在《网络传播下的“知沟”理论探析》中也认为，由于网络传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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