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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数字化距离的阴影 

作者： 华宣飞  

阅读：222次┊ 关键词： 数字化 互联网 

一种可怕的距离，数字化的距离，拖着长长的阴影，笼罩着互联网。  

如果，互联网能够被抒情地理解为一种梦想，那么，这就是一种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它隔开了互联网与现实世界

的亲近；这又是一种梦想与梦想之间的距离——它隔开了互联网上人群与人群、实体与实体的融合。  

我们已经感知到这种距离的存在，我们有责任想方设法来缩短和消除这种距离。 

1999年5月，美国商务部发表的关于“数字化距离”的报告，将数字化距离定义成“已经上网和没有上过网的人之间的差

距。”该定义直观地概括了数字化距离的最基本表现形式，为深入研究和揭示数字化距离的本质内涵找到了直接的切

口。但当我们就此命题，在整个互联网和互联网所处的整体环境进行考察时，发现它难以涵盖数字化距离的本质涵义。 

网上与网下的人群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商务部的定义，强调了这种差距的客观表现，即：把数字化距离，

作为已经上网和没有上网的人，获取信息能力强弱的客观解释，并把它推广成各自在信息社会获取社会资源能力强弱的

客观解释。 

这种解释是客观的，但它是狭义的。已经上网和没有上网的人群之间的差距，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主观表现。也就是

说，除了客观条件造成的数字化距离，还存在主观原因造成的数字化距离。比如，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在消除中间

环节、节省交易成本等方面具有传统商务不可比拟的优势，有人却无知地以互联网并不能让“苹果”通过电子商务变成

“金子”为据，否定网络经济。 

怎样的认知方式，决定怎样的方法论。同样，消除客观的数字化距离，更多的是要用物质的手段。而消除主观的数字化

距离，则还得用精神的手段。前者是一种物理变化过程，后者是一种意识再造过程。哪一种的难度更大些？ 

当我们耳闻目睹一些传统行业的决策人，因为数字化距离而拒绝作出互联网抉择，我们就深深地感到了这种难度的存

在。当我们耳闻目睹他们因为数字化距离而不知所措、难以作出合适的互联网抉择，我们深深地理解了克服这种难度的

迫切性。 

而且，数字化距离在互联网上也同样存在。它既表现为不同的互联网群体、互联网实体发展好坏、快慢等客观状态，也

表现为不同互联网群体、互联网实体迥异的网络认知、网络操作等主观状态。前者是互联网自然演化进程需要解决的问

题。后者则提出了“互联网的主观认知与操作，怎样才能整合起行业整体的智慧，共同推进互联网前进”的命题。 

这也许需要一个合适的思想整合的平台。这个平台，可以在中心与领袖色彩淡薄的互联网世界，就事关互联网全局利益

的命题进行议题式的对话与交流，以最大限度地整合、融合起互联网的良性思维，消除互联网上的数字化距离。 

这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想吗？如果不是，那么由谁来营建这个平台？是某个网站，还是整个互联网？ 

不管以何种方式参与消除数字化距离，都是光荣的工作。它将在主客观两个层面，促进互联网和处于互联网文化氛围的

人的发展，尤其是促进网络时代的人群在获取信息和其他社会资源方面的平等权利。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等发展机遇。但数字化距离的存在，已经使得人们在接受教

育、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国际范围内的数字化距离，造成的差距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新的不平

等。 

据媒体报道，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有一道新景观，部分公用电话亭已经被外形亮丽的电脑取代。这种插入信用卡就

可使用的街头电脑，既可以提供城市景点、交通、气象等信息，又可以随时进入互联网，获取新闻和电子邮件，博得了

游客和市民的欢迎。 

荷兰并不是一个已经没有数字化距离的理想国，但那里的情景已经足够让人惊喜。想象一下，当数字化距离消除、人人

都能与互联网随意亲近的时候，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作者：华宣飞 文章来源：浙江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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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当收视率碰上电视台 

作者：楊美玲┊ 2002-01-01 

在各電視台對收視率調查爭議不斷的同

時，我們也注意到，當節目以收視率略

勝零點零一、二的些微差距而領先他台

時，便出現電視台主管切蛋糕、發獎

金、大肆宣傳慶祝的場面，可見電視台

對收視數字又愛又恨的情結。零點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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