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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家和地区间数字鸿沟的测度与分析

摘要：文章利用2000至2009年的固话普及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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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家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状况及其

变化趋势。研究发现，世界各国家和地区间的信息化发展极不均衡，信息化发展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

之间的数字鸿沟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全球信息化发展中处于中游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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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数字鸿

沟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学术界

对数字鸿沟的概念、成因、影

响、测度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

而深入的探讨。关于数字鸿沟测

度的方法，学术界提出了多种方

法，并已应用于一些实际的测

评。其中最常用的方法有绝对差

距法、相对差距法、时间差距法、

基尼系数法、综合指数法等[1,2]。有

的学者还对多种方法进行了实测

对比[3]。

近十年来，一些国际组织相

继启动了一系列的全球信息化发

展水平和数字鸿沟测评项目。如

国际电信联盟（ITU）自2003年
开始利用数字接入指数（Digital 
Access Index，简称DAI）、数

字机遇指数（Digital Opportunity 
Index，简称DOI）和信息化发展

指数（ICT Development Index，简

称IDI）对全球170多个经济体的信

息化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并发布相

应的研究报告 [4-6]，再如联合国贸

发会（NUCTAD）自2001年开始

利用一系列指标测评全球各国的

信息化发展水平及其对社会经济

发展的影响并持续发表年度分析

报告[7,8]。

国际组织的测评报告采用的

指标体系比较综合，测评的结果

全面地反映了全球信息化发展的

宏观状况。这些报告大都采用绝

对差距法来测度各个国家和地区

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和相互之间的

差距。由于指标比较全面，因此

计算相对比较复杂，其结果显得

不是很简明。本文试图借助3个最

常用的ICT指标，采用最常用的测

度方法，简单明了地展示2000年
以来世界各国家和地区间的数字

鸿沟宽度及变化，并探究我国近

年来在全球数字鸿沟中的位置及

其变化。

2 测度指标的选取

1 9 9 9 年 1 0 月，经合组织

（OECD）在提交给某电子商务论

坛发布的一份名为《定义和测度

电子商务》的报告中提出，电子

商务的发展轨迹为一条S曲线（见

图1），分为三个阶段 [9]。第一阶

段是电子商务就绪（E-commerce 
readiness），在技术、经济、社会

等方面为电子商务应用做好基础

工作；第二阶段是电子商务应用

强度（E-commerce intensity），在

广泛的领域中深入地开展电子商

务应用；第三阶段是电子商务影

响（E-commerce impact），电子

商务应用提升社会和经济发展的

效益和效率。该模型后来被OECD
推广用于解释信息社会的发展进

程，被改称为信息社会发展三阶

段模型[10]，三个阶段分别被改为信

息化就绪（E-readiness）、信息化

应用强度（E-intensity）和信息化

影响（E-impact）。该模型已为国

际社会所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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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电子商务发展三阶段（S曲线）模型①

① 资料来源：OECD. DEFINING AND MEASURING E-COMMERCE: A STATUS REPORT[C]// Paris: OECD, 1999:7。

目前，全球的信息化发展总体

还处在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信

息化建设和成就主要体现在信息基

础设施方面，即数字接入。在第二

阶段，信息化成就的主要体现就是

互联网的应用。基于以上认识，我

们认为，现阶段数字鸿沟的测度重

点在于数字接入和互联网应用。对

于数字接入，固定电话和移动电

话是最主要的方式。对于互联网

应用，互联网的普及程度是其最

主要的特征。因此，我们提出如

图2所示的数字鸿沟测度的简明概

念框架。

数字鸿沟主要体现在数字接入

方面的差距和互联网应用方面的差

距。在数字接入方面，我们选取两

个指标，即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和

图2 数字鸿沟测度的简明概念框架

表1 IDI、NRI和三个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929**

.828**

.844**

.703**

.953**

.902**

.812**

.623**

IDI 2008

IDI 2007

NRI 2008

NRI 2007

.920**

.818**

  .954**

.884**

每百人移动电话数量。在互联网应

用方面，我们选取每百人互联网用

户数量一个指标。由于这三个指标

都是以每百人为计算单位，因此我

们将这三个指标分别简称为固话普

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和互联网普

及率。

为了验证这三个指标在信息化

发展测度中的重要性，我们利用最

近两年国际电信联盟的信息化发展

指数（IDI）和世界经济论坛的信

息化就绪指数（NRI）的测评结果
[6,11-13]和这三个指标的相关性来分析

其重要性。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
所示。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固话普

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

率这三个指标和两大国际组织的信

息化测评指数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因此，这三个指标可以很好地测度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水平。

 注：**表示在0.01置信水平下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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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世界各国家和地区
间的数字鸿沟分析

世界各国家和地区间的数字鸿

沟是指以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指

标值测得的信息化发展差距。也就

是说，世界各国家和地区间的数字

鸿沟是将每个国家或地区作为一个

分组，并以每个分组的均值为依据

计算得到的信息化发展差距。理论上

说，全球的数字鸿沟应该以地球上的

每一个公民为分析单元来计算，而不

是以国家或地区的分组来计算，就像

我们说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是针对该

社会中的每个公民来测度的一样。如

果针对以地区或阶层的分组来测度贫

富差距，那么这种贫富差距被称为地

区间或阶层间的贫富差距。由于以地

球上每个公民为分析单元的数据无法

获得，因此，我们很难计算出真正的

全球数字鸿沟，而只能将国家或地区

作为分组来计算，用世界各国家和地

区间的数字鸿沟来估计真正的全球

数字鸿沟。

下面我们利用上一节选取的三

个指标采用基尼系数法、绝对差距

法和相对差距法来计算世界各国家

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

3.1 全球电话普及率和

互联网普及率的变化

许多国际组织收集世界各个

国家和地区历年的统计数据和调

查数据，他们中的一些组织允许

公众免费查询，有些则收费。根

据数据来源的权威性和系统性，

我们从世界银行网站下载了2000
年以来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固

话总量、移动电话总量、互联网

用户人数、人口总数等数据 [14]。

由于2010年的数据不全，因此我

们只选取了2000至2009年的数

据。根据下载的数据，计算得到

2000至2009年全球的平均固定

电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

互联网普及率以及它们的年增长

率，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2000-2009年全球电话和互联网的平均普及率

6.79

8.10

10.91

12.54

14.38

15.95

17.72

20.71

23.93

27.02

固话普及率

的年增长率

（%）

移动电话普及

率（%）

移动电话普及

率的年增长率

（%）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4.78

3.45

3.64

4.60

3.41

1.06

-2.41

-2.69

-5.46

16.18

16.96

17.54

18.18

19.02

19.67

19.87

19.39

18.87

17.84

固话普及率

（%）

互联网普及率

（%）

互联网普及率

的年增长率

（%）

12.25

15.75

18.73

22.65

27.84

34.62

42.54

51.12

60.84

68.88

28.54

18.97

20.89

22.93

24.37

22.87

20.17

19.01

13.21

19.27

34.60

14.99

14.67

10.86

11.12

16.88

15.54

12.91

年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自2000
年以来，全球固定电话的普及率增

长比较缓慢，从2007年开始变成负增

长，且负增长的速度有加快的趋势。

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率一直保持

着两位数的增长，尤其是移动电话的

年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超过了20%。

10年间，固定电话的普及率只增长了

1%多一点，移动电话的普及率增长

了4倍多，互联网普及率增长了3倍。

总体上来说，全球的数字接入和互联

网应用持续增长，普及率越来越高。

这种持续增长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

间是否平衡呢？我们通过下面的分析

即可获得答案。

3.2 世界各国家和地区

间的基尼系数分析

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差距的重

要方法。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值

越小，贫富均衡性越好，也即贫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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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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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对于分组数据，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表3 2000-2009年全球电话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的基尼系数

0.7487

0.7284

0.6836

0.6539

0.6334

0.6090

0.5786

0.5363

0.5004

0.4775 

移动电话普及

率基尼系数

移动电话普及

率基尼系数年

增长率（%）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4.00

-3.13

-3.35

-3.88

-3.31

-0.04

-0.63

-1.13

1.52

0.5870

0.5635

0.5459

0.5276

0.5072

0.4904

0.4902

0.4871

0.4816

0.4889

固话普及率基

尼系数

互联网普及率基

尼系数

互联网普及率

基尼系数年增

长率（%）

0.6989

0.6501

0.6052

0.5532

0.5092

0.4640

0.4037

0.3562

0.3049

0.2695

-6.99

-6.90

-8.60

-7.95

-8.88

-12.99

-11.77

-14.41

-11.61

-2.71

-6.15

-4.36

-3.14

-3.85

-4.98

-7.32

-6.69

-4.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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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分组要先按分组的数值

从低到高排序。

按照公式，我们计算出2000年
至2009年世界各国和地区间的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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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表中我们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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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竟然有所回升。移动电

话普及率基尼系数下降得最快，近

4年来以两位数的速度下降。互联

网普及率基尼系数下降比较平稳，

每年保持在5%左右。尽管三个指

标的基尼系数持续下降，但依然保

持在较高的水平，这意味着世界各

国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依然很大。

3.3 世界各国家和地区间

数字鸿沟的绝对差距法分析

利用两个群体的指标值的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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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将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比较，也有

将两个国家互相对比的。本文利用

统计学中的四分位概念，将世界各

国和地区按指标值从低到高分为四

个等份，将指标值最高的四分之一

人口的平均值和指标值最低的四分

之一人口的平均值进行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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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示。

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不管

是电话接入，还是互联网应用，普

及率最低的四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普

及率都非常低。同时，普及率最低

的四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普及率和普

及率最高的四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普

及率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对于互联

网普及率，普及率最低的群体和普

及率最高的群体的普及率之间的绝

对差距还在继续拉大。对于固定电

话普及率，两者之间的绝对差距虽

然在缩小，但缩小的速度很慢。对

于移动电话普及率，两者之间的绝

对差距一直在拉大，直到2008年才

出现减缓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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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0-2009年全球电话和互联网普及率最高和最低四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普及率之绝对差距

普及率最低

四分之一人

口的平均普

及率（%）

年
普及率最高

四分之一人

口的平均普

及率（%）

两者的绝

对差距

（%）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60

1.77

1.90

1.97

2.12

2.21

2.06

1.91

1.81

1.70

44.98

45.03

44.72

43.98

43.70

43.59

43.57

42.13

40.84

39.69

43.38

43.26

42.82

42.01

41.58

41.38

41.50

40.22

39.03

37.99

普及率最低

四分之一人

口的平均普

及率（%）

普及率最高

四分之一人

口的平均普

及率（%）

两者的绝对

差距（%）

普及率最低

四分之一人

口的平均普

及率（%）

普及率最高

四分之一人

口的平均普

及率（%）

两者的绝

对差距

（%）

0.24

0.46

0.95

2.05

3.44

6.34

11.88

17.40

25.42

33.93

39.56

46.95

51.68

57.86

67.13

79.42

90.90

101.33

109.11

116.69

39.32

46.49

50.72

55.81

63.69

73.07

79.02

83.92

83.69

82.76

0.28

0.36

0.80

0.96

1.21

1.60

1.99

2.70

3.06

3.45

23.70

27.47

35.12

38.75

43.28

46.24

49.22

53.55

57.62

61.66

23.42

27.11

34.32

37.79

42.07

44.64

47.23

50.85

54.55

58.21

3.4 世界各国家和地区

间数字鸿沟的相对差距法分

析

利用两个群体的指标值的比

值来分析两者间数字鸿沟大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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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中的X1为指标值低的一方

的指标值，X2则为指标值高的一方

的指标值。相对差距系数用来衡量

高低双方的指标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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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和互联网普及率三个指标上的相对

差距系数，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

两个群体的相对差距在减少，但差

距依然很大。在固话普及率和互联

网普及率这两个指标上的相对差距

缩小的速度很慢，而在移动电话普

及率方面，两者相对差距的缩小速

度则显得较快。

4 世界各国家和地区
间的数字鸿沟变化及相关
问题讨论

4.1 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

在上一节我们利用三种方法分

析了世界各国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

状况。从结果来看，全球信息化发

展方面的两极分化现象非常严重。

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是两个

不同的视角。从绝对差距的视角来

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数字

鸿沟还在不断地扩大。互联网应用

方面的差距比数字接入方面的差距

更大，这意味着信息化不发达国家

还处在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

阶段，即信息化就绪阶段，还没有

进入信息化应用强度阶段。只有信

息化就绪的基础比较完善了，才能

推动信息化应用的广泛开展。从相

对差距的视角来看，世界各个国家

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在缩小，尽管

缩小的速度较慢，这意味着信息化

不发达国家在全球信息化发展中的

份额在缓慢增加。

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一个整体

中的不均衡性的，也是一个相对性

质的指数。基尼系数的持续下降，

意味着全球信息化发展的均衡性在

不断改善。

4.2 经济发展和数字鸿

沟变化的相关性

信息社会是工业社会之后的时

代，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经济的发达程度。我们以

互联网普及率这一个指标为例，分

析一下2009年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

均GDP和互联网普及率的相关性，

结果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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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00-2009年全球电话和互联网普及率最高和最低四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普及率之相对差距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互联网

普及率最低

四分之一人

口的平均普

及率（%）

年

普及率最高

四分之一人

口的平均普

及率（%）

两者的相

对差距系

数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60

1.77

1.90

1.97

2.12

2.21

2.06

1.91

1.81

1.70

44.98

45.03

44.72

43.98

43.70

43.59

43.57

42.13

40.84

39.69

28.11

25.50

23.58

22.34

20.65

19.74

21.10

22.04

22.53

23.37

普及率最低

四分之一人

口的平均普

及率（%）

普及率最高

四分之一人

口的平均普

及率（%）

两者的相对

差距系数

普及率最低

四分之一人

口的平均普

及率（%）

普及率最高

四分之一人

口的平均普

及率（%）

两者的相

对差距系

数

0.24

0.46

0.95

2.05

3.44

6.34

11.88

17.40

25.42

33.93

39.56

46.95

51.68

57.86

67.13

79.42

90.90

101.33

109.11

116.69

168.00

101.10

54.34

28.17

19.50

12.52

7.65

5.82

4.29

3.44

0.28

0.36

0.80

0.96

1.21

1.60

1.99

2.70

3.06

3.45

23.70

27.47

35.12

38.75

43.28

46.24

49.22

53.55

57.62

61.66

84.19

76.08

43.85

40.38

35.80

28.86

24.79

19.85

18.81

17.86

图3 2009年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和互联网普及率的相关性

利用S P S S分析得到，人均

GDP和互联网普及率相关性强且

显著（p=0.000），两者呈对数关

系，回归方程和系数均通过检验

（p=0.000）。随着人均GDP的增

长，互联网普及率也相应地按对

数规律增长。从图3中我们可以看

到，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普

及率都较低，都还处于信息化发展

的第一个阶段。

我们再对2000至2009年全球人

均GDP和互联网普及率基尼系数、

互联网普及率相对差距系数的关系

进行分析，结果见图4。
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到，2000

年至2009年，随着全球人均GDP的
增长，互联网普及率基尼系数和互

联网普及率相对差距系数也随之不

断下降。全球人均GDP和互联网普

及率基尼系数呈显著的强线性相关

（p=0.000）。对于互联网普及率相

对差距系数，如果除去2000和2001
年的数据，那么2002年至2009年间

全球人均GDP和互联网普及率相对
图4 2000-2009年全球人均GDP和互联网普及率基尼

系数、互联网普及率相对差距系数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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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系数也呈显著的强线性相关，

且拟合度非常高。

以上分析说明，经济发展是信息

化发展的坚实基础。在信息化发展的

初期，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明显。

5 中国在全球数字鸿
沟变化中的位置

中国的信息化发展还处在从第

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在

全球信息化发展的排名中处于中游

的位置。下面我们通过互联网普及率

和手机普及率这二个指标来分析中国

在全球信息化发展中的具体位置。

5.1 中国的互联网应用

在全世界的位置变化

表6和图5展示了2000年至2009
年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在全世界互

联网普及率排名中的具体位置。9
年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在全球的

位置稍有上升，从54.90%的位置上

升到58.90%的位置，但依然处于中

游的水平。

表6 2000-2009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在全世界的位置变化

43.90

47.36

49.86

46.87

45.24

44.99

44.87

46.57

48.63

51.46

34.11

31.62

29.25

32.33

34.11

34.49

34.71

33.18

31.24

28.74

54.90

57.87

60.31

57.27

55.57

55.25

55.08

56.69

58.70

61.36

5.42

4.21

-5.03

-2.98

-0.57

-0.31

2.93

3.53

4.54

互联网普及率高于中国

的人口比例（%）
中国的中位值（%）

中国的中位值的年增

长率（%）
年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互联网普及率低于中国

的人口比例（%）

图5 2000-2009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在全世界的位置变化

表7和图6展示了中国的互联网

普及率和全球普及率最高的四分之

一群体、普及率最低的四分之一群

体之间的差距。

从表7和图6中我们可以看到，

自2000年以来，全球互联网普及率

最高的四分之一群体和普及率最低

的四分之一群体间的平均普及率差

距持续在拉大，并且没有趋缓的迹

象。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和全球普

及率最高的四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普

及率有着很大的差距，中国处于远

远的落后状态。自2007年开始，两

者之间的绝对差距逐年缩小，但缩

小的速度不是很快。中国和全球普

及率最低的四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普

及率之间的绝对差距一直在拉大，

这意味着中国的互联网应用推广取

得了比后者更大的成就。

5.2 中国的手机普及率

在全世界的位置变化

表8和图7展示了2000年至2009
年中国的手机普及率在全世界手

机普及率排名中的具体位置。10年
间，中国手机普及率在全球的排名

一直在下滑，从60.80%的位置下降

到了43.88%的位置，中游的位置将

有不保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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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2000-2009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和全球普及率最高、最低四分之一群体的差距

0.28

0.36

0.80

0.96

1.21

1.60

1.99

2.70

3.06

3.45

23.70

27.47

35.12

38.75

43.28

46.24

49.22

53.55

57.62

61.66

1.78

2.65

4.62

6.17

7.25

8.58

10.60

16.13

22.50

28.84

1.50

2.29

3.81

5.21

6.04

6.98

8.62

13.43

19.43

25.39

年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1.92

24.82

30.50

32.58

36.03

37.66

38.62

37.42

35.12

32.82

图6 2000-2009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和普及率最高、最低四分之一群体的平均普及率

表8 2000-2009年中国手机普及率在全世界的位置变化

50.14

49.13

50.92

48.43

46.72

45.04

44.99

39.60

33.34

34.0

28.54

29.66

28.16

30.78

32.64

34.44

34.57

40.14

46.52

46.25

60.80

59.73

61.38

58.83

57.04

55.30

55.21

49.73

43.41

43.88

手机普及率高于中国的

人口比例（%）
中国的中位值（%）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手机普及率低于中国的

人口比例（%）

中国的中位值的年

增长率（%）

-1.76

2.75

-4.16

-3.03

-3.06

-0.16

-9.93

-12.70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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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率最高四分之
一人口的平均普及

率（%）

普及率最低四分之
一人口的平均普及

率（%）

中国和普及率最高
四分之一人口的互
联网普及率绝对差

距（%）

中国的互联网
普及率（%）

中国和普及率最
低四分之一人口
的互联网普及率
绝对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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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和图8展示了中国的手机普及率和全球普及率最高的四分之一群体、普及率最低的四分之一群体之间的差距。

图7 2000-2009年中国手机普及率在全世界的位置变化

图8 2000-2009年中国手机普及率和普及率最
高、最低四分之一群体的平均普及率

从表9和图8中我们可以看到，

自2000年以来，全球手机普及率最

高的四分之一群体和普及率最低的

四分之一群体间的平均普及率差距

非常大，持续拉大的趋势在近年有

所趋缓。中国的手机普及率和全球

普及率最高的四分之一人口的平均

普及率有着很大的差距，而且两者

之间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中国

已经落后了很大一段距离。中国和

全球普及率最低的四分之一人口

的平均普及率之间的绝对差距，在

2007年之前一直在拉大，而在此之

后开始缩小。

图8显示出来的问题也印证了

图7所反映出来的趋势。再结合表

2，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手机普

及率一直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普及

率，而且落后的距离还在扩大。这

和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在全世界的排

位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移动接入

和移动应用是信息技术及应用的一

个重要发展趋势，移动电话普及率

的落后必将影响我国在移动时代的

表9 2000-2009年中国手机普及率和全球普及率最高、最低四分之一群体的差距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39.56

46.95

51.68

57.86

67.13

79.42

90.90

101.33

109.11

116.69

6.75

11.39

16.09

20.95

25.83

30.18

35.17

41.53

48.41

56.10

6.52

10.92

15.14

18.90

22.39

23.83

23.29

24.13

22.99

22.17

普及率最高四分之
一人口的平均普及

率（%）

年份

0.24

0.46

0.95

2.05

3.44

6.34

11.88

17.40

25.42

33.93

普及率最低四分之
一人口的平均普及

率（%）

中国的手机普 
及率（%）

32.81

35.57

35.59

36.91

41.30

49.24

55.73

59.80

60.70

60.59

中国和普及率最
低四分之一人口
的手机普及率绝
对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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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发展。因此，这一现象值得

我们关注和重视。

6 结束语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

虽然近几年信息化发展水平较低的

国家和地区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有了

较大的起色，但和信息化发展水平

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相比，由于基础

薄弱因而绝对增量不大，因此，世

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间数字鸿沟的绝

对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一个国家或

地区在信息化发展方面的落后，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发展的落

后，大部分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信

息化发展水平都很低。发达国家大

多已进入信息化发展的第二阶段，

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还停留在第

一阶段，甚至有的才刚刚进入第

一阶段。移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为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的数字鸿沟提供了新的有效途径。

我国在全球信息化发展中的位

置总体来说处于中游，在互联网应

用方面处于中上游，而在移动电话

应用方面则处于中下游。

由于本文只利用了三个指标来

计算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数字

鸿沟，虽然能反映出各经济体之间

数字鸿沟的大致状况，但还不是很

全面。全面而详尽的结果还有待进

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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