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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 息 高速公路 建设 的推 进带 来 了困扰世界 各 国的 “数 字鸿沟”问题 。简要 分析 了数 字鸿 沟对社会 可持 续 

发展 和经济 可持 续发展 的 负面影 响，并剖析 了其形成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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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鸿沟”的产生 

数字鸿沟 (Digital Divide)问题是 在全球 

数字化进程 中 ，不同国家 、地 区 、行 业 、企业 、 

人群之间 由于对信息 、网络 技术应 用程度 的 

不均等以及创新的差别所造成的 “信息落 

差”、“知识分隔 ”和 “贫 富分 化”问题 ，从 而给 

人们在生活、就业 、医疗保健和享受社会福 

利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所谓“数字鸿沟” 

一

般有两重含义 ：第一 ，是指在个人电脑和 

互联网方面，不同国家和不同人群的信息化 

普及程度存在差距：第二。它是指在电子商 

务发 展水平上 ，不 同同家对 信息技 术的 应用 

存在差距。上述两种差距在目前仍有继续扩 

大之势。网络社会正在产生并行的两大体 

系 ：一个是拥有较 高收入和良好教育的人 

群 ；另一个 是互无联 系 ，受 上 网费用困扰 、没 

有时间、上网不确定以及依赖过时信息而被 

障碍着 的人群 。1995年底 ，美 国网民数量 为 

600多万人 。2000年 7月 ，美 国西维 伦斯商 

业情报公 司公布 的调查显示 ，美国上 网人数 

已经达到 1．37亿人，占全美总人口的一半。 

1995年底 中国网民数量 为 8万人 。2000年 7 

月 CNNIC发 布 的 数 据 ， 声 称 中 国 网民数 

量为 1 690万。但是，据另一家权威资讯机 

构 IDC公布的数字是 1999年底为 240万 ． 

到 20o0年底 中国的 网民数 才可能 达 到 900 

万 。如果综合两家数据取其中间值 ，中国 

2000年年中网民的实 际数量可能在 l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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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以上 数据 ．1995年底 中美网民绝对数 

量 相 差 592万 人 ，2000年 年 中则 相 差 l、27 

亿人 ，差额扩大了 21倍多。ca 1995年以来 

中国互 联 网的发 展速 度实 际 上远 远 落后 于 

美 国 ，两者根本 不是一个数量级上 的。 

随着IT(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人们在 

知 识 、技 术 占有上 的差 距所 形成 的“数 字 鸿 

沟 ”，以及 由此导致 的各种 社会 问题正成 为 

新的阻碍 全球发展的矛 盾。江泽 民同志在 亚 

太 经合组 织 第八 次领 导人 非 正式 会议 上 的 

讲话 就指 出 ，“数字 鸿沟 ” 的出现 和不 断 扩 

大 ，使得南北发展差距有增无减 ，世界经济 

有可能 因此而出现新 的失衡 。 

2 “数字鸿沟”对可持续发 展的负面 

影响 

国际社 会 提 出的可 持续 发 展思 想 是 围 

绕人类的生存发展而展开的，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是解 放和发展生 产 力 ．促 进社会 和 自然 

的协调发 展 ，并 最终实现 人 的全面发 展。然 

而“数 字鸿 沟 ”问题的 出现 会对 可持 续 发展 

造 成一定影响 。它的危害不仅 仅局限于信息 

技 术领域 ，而且 会渗入 到社 会 生活的各 个方 

面。 

2．1 进一步拉 大贫富差距 

消除贫 困 ，实现 可持续 的人类 发展 是实 

现社会 可持续 发展 的重要 目标。各 国为消除 

贫困已经付出_r许多努力。但是从 目前的情 

况来看 ，国际社会在消除贫困 、减少财富分 

配不公方面做得还不够 ，特别是一些发达国 

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边缘化趋势的冷漠 ，使 

触 目惊心的贫富差距仍遍布世界各个角落。 

虽然全球经济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正在快 

速发展，人类总体的生活水平大有提高 ，世 

界上绝 对贫 困状 况有所 改善 ，但 由于数字鸿 

沟 的产 生 ，财 富 的增长 是极 不平 衡 的 ，目前 

人口只占全球总人口1／5的发达国家拥有全 

球GDP的86％和因特 网用户 的93％．而剩 下 

的4／5中，收入最低，且只占1／'5的发展 中国 

家 只 拥 有 全 球 GDP的 1％和 因特 网用 户 的 

O．2％。从相关数据看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 在信 息化领 域 的差 距远远 大 于 目前 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总量之间的差距 ， 

“数字鸿沟”已经成为拉大南北贫富差距的 

主要 因素之一 

从个体来说 ，在当今社会 ．运用信息技 

术 、获取信息资源的能力成为了衡量个人工 

作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标准之一。具有这 

种 能 力 的人有 更 多的机 会获 取 高 收入 的职 

位 ，从而获取更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更多的信 

息资源。这样高收人人群和低收人人群的工 

作技能差异不断拉大 ，而工作技能的差异拉 

大 又进一步造 成收人 差异 的进一 步拉 大 ．形 

成 恶性循环 。使整个社 会 的贫富悬殊 拉大 ． 

形成社 会发展 的不安定 因素 。 

2．2 成为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瓶颈 

联合国秘书处最新公布的资料认为，通 

过信息技术和知识来创造价值的 “新经济” 



是一 种“富现象 ”。少数发达 国家特别 是美国 

搭上了信息革命的头班车，在“知识权力”集 

中过程 中 。通过技 术 创新 、产业 重组 和全 球 

化垄断获取“先行优势”，已经牢牢占据了信 

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制高点。由于新兴产业 

和高科技风险投资的高回报率，发达国家的 

过剩资本转 向 内部投 资 ，刺激 了国 内金 融市 

场的繁荣。当前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和 

经济循环机 理已经 出现 某些质 的变 化 ，劳动 

生产率大幅提高．经济总体运行良好 ，一般 

认 为 西方 经济 正进 人一个 新 的长 波 增长 周 

期。广大发 展中 国家 尚处于工 业化 阶段 ，部 

分国家尚处 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 

时期 ，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到来 ，使发展 

中 国家肩负 双重发展重 任 ，部分 国家不堪 重 

负．已经被边缘化。知识经济的出现，使信息 

(知识 )和人才成 为生产 函数 中极 为重要 的 

内生变量 ．这客观 上弱化 了发展 中 国家原 有 

的普 通劳动 力 、土地 和资 源优 势 ，降低 了发 

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南南合作的潜力。 

知识和人才 有其流动性 和聚集 效应 ，发展 中 

国家知识创新体制落后 、能力不足 ，而本国 

人 才特别是 高科技人才 流失严 重 。遂在全 球 

科 技和人才竞争 中处 于下风。信息技术 和产 

业 在发育初期 需要高投 人 ，背负 重债和财 政 

困难 的发展 中国家无 力 承担 大规 模 的信 息 

基 础设施建设项 目。而普通 民众也 无力 支付 

高 额的教育和 通讯费用 。发展 中国家在 与信 

息秩序相关的规则制订过程中几乎无任何 

发言权 和影 响力 。因此 ，越来 越多 的发展 中 

国家和 穷人被隔离在 “数字鸿沟 ”的某一边 。 

“数字鸿 沟”问题 ，是发展 中 国家和发 达 

国家经济差距 的产 物 ．同时它 的进一 步扩 大 

又拉大了这一差距 ，形成恶性循环 ：①发展 

中国家在信息化潮流中的被动和不利处境， 

导致部 分国家沦 为全球化 的牺牲 品 ，经济 衰 

败 、政府腐败 、内乱 不止 ，对地 区和全 球政 治 

稳定构成冲击。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 

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差异的拉大． 

能 吸 引人才 ，反 而导致 人 才大 量外 流 ，从 而 

更加 延 缓甚 至 阻碍 了发 展 中国 家 的信息 化 

与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 

2．3 西方 国家 因“数字 鸿沟 ”问题 造成 国 内 

分化严 重 ．从 而引发社会 问题 

任何一种新 技术在 产生和 发展初 级 ，必 

然掌握 在少数人 手里 ，这些 人也会 自然地 成 

为新技术的直接受益者 ，并可能形成新的高 

等级 阶层，这是社会学和经济学 的规律之 

一

， 这种规律有 利于科技 创新 和 自由竞 争 ， 

是市场 经济正常 运作 的前 提之 一 ，本身无 可 

非议 。但 是 ，这一规律 与西 方 国家 固有 的社 

会矛盾的结合，就造成 了新的问题。美国的 

贫富差距 自1973年以来不断扩大，贫困率和 

财富 分 配不均 的 情况 已经 达 到创 纪 录 的水 

平。另一方面信息化进一步推动财富在信息 

技术所有 者 、企业家和 金融 家手 中的高速 集 

聚 ，如 比尔 ·盖茨 等网络 巨子富 可敌 国 ．而无 

缘 或 不能 掌握 网络 技 术 的公 民极 易沦 为赤 

贫或堕人社会底层 。“富者愈富 。贫者愈贫” 

的现 实及 趋势 ，使社 会不 满情 绪 上升 ，不 稳 

定因素增多。此外，信息化和网络化加剧 了 

旧的阶层 、种族 、性别和代沟问题。产生了新 

的结 构性失业 ．使西方社会 的 内在矛盾更 为 

复杂化 。 

综上所述 ．信息技术虽然给人类发展带 

来 了巨大 的机 遇 ．又 向人类 提 出了严重 的挑 

战 。如何缩小和消 除“数 字鸿沟”是全 人类在 

信息社会中得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一个重 

要基础 和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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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y Analyze the DisadVantage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Divide”、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has brought the‘‘Digital divide”to·the world．In this 

article，I simply demonstrate the disadvantages on econoimc and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ich 

were brought by the‘‘Digital Divide”and analyze the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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