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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信息分化问题研究 

——《信息分化——社会信息化转型中的社会分化研究》成果简介 

 

    湖南师范大学谢俊贵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信息分化——社会信息化

转型中的社会分化研究》（批准号为02BSH023），最终成果为《信息的富有与贫乏——

当代中国信息分化问题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有：贺修铭、文军、龚长宇。 

 

一、当代社会的信息分化问题 

我们正处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信息化发展阶段，人类社会正在遵循着一种

发展的信息逻辑，按照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信息化发展模式加速地运行和发

展。总的来说，人类社会确实取得了不小的进步。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社会

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总是与社会发展同在。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

中，信息分化就是伴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发展而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问题。 

信息分化是社会学领域的一个新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在当代社会信息化发

展过程中，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有效应用而导出的一种人类社会的不同信息

活动主体之间的信息差距及其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现象。它是当代社会信息化过程

中凸显的一种新的社会分化现象，也是当代社会信息化过程中出现的一条新的社会

分化途径。它具有多方面的特征，包括客观性与必发性特征，技术性与社会性特

征，普遍性与剧烈性特征。它也可以进行多角度的分类，如规则的信息分化与不规

则信息分化，存在状态的信息分化与活动状态的信息分化，原生性信息分化与派生

性信息分化，过慢的信息分化与过快的信息分化，公平的信息分化与不公平的信息

分化，有益的信息分化与有害的信息分化等。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既有正功能也有负功能。信息分化的正功能主要体现在它

对基于信息与知识的社会分配的促进作用和对现实社会中智力劳动的认可作用。从



这个角度看，信息分化的正功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但是，正如迪尔凯姆所说，分

化不同于分工，分化的基本功能在于它对社会机体的消解作用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作用。信息分化的负功能，也即它的社会危害主要是：造成贫富分化的加剧，导致

社会结构的失衡，引发社会关系的冲突。 

二、中国信息分化的群体层面 

该成果通过对我国中部地区一个社会信息化中等发展水平的省份——湖南群体

层面信息分化的调查研究，重点分析了湖南群体层面信息分化的基本状况，并依此

统计分析结果和其他有关资料对当代中国群体层面的信息分化状况进行了一个总体

的估计。此次调查样本2000个，实际获得有效问卷1708份。 

湖南群体层面信息分化调查主要项目数据的分析结论是：（1）在城乡两大居民

群体之间，信息分化非常严重，体现出一条很大的城乡“信息鸿沟”。（2）在不同

文化程度者之间，信息分化非常明显。调查数据体现出文化程度越高，家庭信息技

术条件越好，获取信息的渠道层次越高，进而家庭信息拥有状况越好的规律。（3）

在不同单位就职者之间，信息分化也客观存在。一般来讲，在三资企业、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就职者在获得与拥有信息方面明显优于在私营企业、乡镇

企业、其他单位（主要指农村）就职者。（4）在不同身份地位者之间，信息分化的

程度也不在小。干部、知识分子是信息的富有者，无明确身份或不愿透露身份者、

工人、服务人员是信息拥有的一般情况者，而农民则是信息的最贫乏者。（5）在不

同经济收入者之间，信息分化可谓极其明显。调查数据显示，家庭信息获得和拥有

的状况与家庭经济收入之间呈现出严格的强正相关。 

根据湖南群体层面信息分化调查的分析结果和其他佐证材料，该成果对当代中国

信息分化状况作了一个总体估计，即：在当代中国社会里，城乡居民群体的信息分

化是不争的事实；不同教育群体的信息分化呈明显的态势；不同职业群体的信息分

化乃客观地存在；不同收入群体的信息分化有突出的表现。 

三、中国信息分化的区域层面 

信息分化的区域层面是从全球范围、国家范围的角度考察国家与国家之间、地

区与地区之间的信息分化状况的一个研究层面，属于宏观研究的范畴。该成果重点

分析了中国区域层面的信息分化状况，具体内容包括中国国际层次的信息差距，中

国地区层次的信息分化，区域信息分化的湖南例证。 

该成果具体比较了中国与美国、日本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信息差距。其中，中国

与美国之间的信息差距是最大的，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信息能力方面的差

距；（2）信息化发展速度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3）信息技术普及应用方面的



差距；（4）IT资源占有方面的差距。 

中国地区层次的信息分化是本部分研究的重点所在。该成果通过利用全国及各

地区信息化水平数据，全国各地区电视机、计算机拥有量及上网情况，全国各省知

识发展指数差距比较，全国各地区信息差距比较，全国各地区网民分布情况等数据

资料，对各省市区的信息分化、东中西部的信息分化和地区意义上的城乡信息分化

状况进行了分析，进而认为：各省市区的信息分化体现出分化的严重性、涉及的广

泛性和结构的梯度性；东中西部的信息分化则主要是信息化发展水平严重分化，信

息化基础结构严重分化，信息的社会交流严重分化。至于城乡两地之间的信息分

化，则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信息基础存在巨大差距；二是信息交流存在巨大

差距，三是信息消费存在巨大差距。 

四、当代信息分化的解释模型 

通过对当代社会信息分化进行技术、经济、社会的多角度考察，研究认为，

“信息化发展的非均衡性”、“信息分配中的不平等性”和“信息主体条件的差异

性”三个方面是造成当代社会信息分化的重要原因，由此确立了一个当代社会信息

分化的三因素解释模型，以对当代社会的信息分化进行必要的解释。 

按照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基本思路，可以建立一种非均衡信息化发展理论，这种

非均衡信息化发展理论就成为我们所要建立的信息分化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非均衡信息化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当代社会有如工业化时期的非均衡发展一

样，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也是非均衡的，而这种非均衡的信息

化发展，便直接导致了世界不同国家之间和一国之内不同地区之间这种区域层面的

信息分化，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对群体层面的信息分化产生某种现实的而不是可能的

严重影响。 

按照学术界对社会分配中平等/不平等现象的理解，尤其是对社会分配中不平等

现象的理解，可以建立一种信息不平等理论，这种信息不平等理论也就成为我们所

要建立的信息分化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信息不平等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在当

代社会中，信息的分配是不平等的，由于信息分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不同信息主

体之间的信息分化便不可避免。 

按照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条件差异理论的基本思路，可以建立一种信息主体条件

差异理论，这种信息主体条件差异理论就成为我们所要建立的信息分化理论的主要

组成部分之一。信息主体条件差异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当代社会的不同信息主体之

间，由于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总存在着某些信息活动条件的差异，而这些信息活

动条件的差异，便直接导致了不同信息活动主体之间的信息分化，这种由信息主体

条件差异所导出的信息分化，不仅包括群体层面的信息分化，也包括区域层面的信



息分化。 

五、中国信息分化的社会调控 

探讨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信息分化问题的社会调控对策，为政府和社会管理

机构开展信息分化问题的社会调控提供咨询是本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笔者从三大

方面探讨了中国信息分化的社会调控问题，即：信息分化的社会调控取向、信息分

化的社会调控原则、信息分化的社会调控策略。 

通过确立了影响信息分化社会调控取向的两个因素，即信息拥有量和信息公平

度，该成果划分出了信息分化社会调控取向的四种理想类型，即：信息贫乏/信息不

公，信息富有/信息不公，信息贫乏/信息公平，信息富有/信息公平。在对信息分化

社会调控取向的四种理想类型进行充分比较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目标的要求，研究认为，当代中国信息分化社会调控行为的主导取向应该是“信息

富有/信息公平”，具体一点说，也就是信息富有状态下的信息公平。 

当代中国信息分化的社会调控必须考虑到信息化的推进与信息分化的调控两者

的关系问题。正确的思路应该是：信息分化必须有效加以控制，社会信息化的发展

则不可逆转，同时还特别要注意通过大力推进社会信息化来有效缩小社会的信息差

距，减轻社会的信息分化。当代中国信息分化的社会调控原则主要是：发展优先原

则、政府主导原则、公众参与原则、社会公正原则、人文关怀原则、法律护驾原

则。 

关于当代中国信息分化社会调控的策略，该成果根据当今学术界流行的“社

会—技术”范式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考虑。从技术层面上讲，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

的信息分化必须以社会的全面信息化来对抗。从社会层面上讲，社会信息化发展过

程中的信息分化的解决办法则多种多样。综合起来看，当代中国信息分化社会调控

的关键对策是：强化信息基础，推进发展进程；开展信息扶贫，减缓信息贫困；发

展教育事业，缩小知能差距；重视利益调整，确保社会安全；消除信息特权，维护

信息公平；学习国外经验，加强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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