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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3--2007)的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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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我国信息鸿沟现状的关注，利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数据，从网民数量、CN域名数量、网站 

数量三个方面描述了2003-2007年间中国大陆各地区间的信息鸿沟现状，为促进信息鸿沟的缩减提供支持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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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世纪人类社会科技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信息 

技术”⋯1。信息化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它能够极大的 

推动社会发展 ，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人们对信息资源的 

拥有和信息服务的享受却是不平衡的。联合国发展署将这种 

信息技术拥有、信息技术利用以及信息创造能力方面显著的 

差异化现象，称为信息鸿沟 (也称为数字鸿沟)。2006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2006～2020年国 

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将“数字鸿沟有所扩大”列为我国当前信 

息化发展值得重视的六大问题之一。为了把握我国信息鸿沟 

的现状，促进信息鸿沟的缩减，本文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鸿沟现状予以分析研究【2 J。 

1 网民的地区分布情况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对网民的定义为 ：半年 

内使用过互联网的6周岁及以上中国公民。从总量来看，自 

2003年 12月 31日到 2007年 12月 31日，中国网民数量从 

7 950万猛增到 2．1亿，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东部地区网民从 

4 551．6万增加到 12 275万，其在全国网民中所 占的比例从 

57．3％微升至 59％，远高于其在全国总人口中所 占的比例 

37．95％；西部地区网民从 1 652．2万增加到 3 830万，在全国 

网民中所占的比例从 20．9％下降到 l8％，远低于其在全国总 

人口中所 占的比例 28．8％；中部地区网民从 1 746．2万增加 

到4 896万，其在全国网民中所 占的比例从 21．8％上升到 

24％，依然低于其在全国总人口中所 占的比例 33．25％ 3 J。 

网民地区分布差距十分显著，东部网民数量比西部与中部两 

个地区之和还要多，见图 1。 

图 l 三大地区网n三数量占全幽网比总数之比示意图 

从网民数量占省区总人 口百分 比来看，自2003年至 

2007年，东部地区从 11．94％上升至 27．96％，西 部地区从 4． 

45％上升至 11．1O％，中部地区从 4．43％上升至 l2．14％，东 

部地区增长速度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网民比例高于全国平均 

数的省区从 7个增至 1O个(2006年曾达到 11个)。除中部的 

山西与西部的新疆外 ，其它网民比例超过平均数的省区全部 

来自东部。网民比例最高的5个省区近 5年来则没有变化， 

一 直是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和浙江，它们都属于东部省区； 

网民比例最低的5个省区全部来自西部和中部，贵州在历次 

调查中均排在最后，安徽、西藏、河南近 5年中有 4年处于网 

民比例最低的5个省区之列，详情见表 1、表2。 

从网民数量来看，历次调查中广东都是网民数量最多的 

省区。近四年来网民数量最多的 5个省区不再由东部独 占， 

西部和中部省区均有进人，可是都排在第 5名，东部的优势依 

然十分明显。网民数量最少的 5个省区除东部的海南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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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皆来自西部。西藏、青海、宁夏在历次调查中都是网民数量 

最少的省区，详见表 3、表 4。 

表 1 网民数量占省区总人口百分比超过平均数的省区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位 — — — — — — — — — —  
省区 省区 省区 地

IX 省区 省区 

北京 28．00东 北京 27 60东 北京 28 70东 北京 30．40东 北京 46．6O东 

上海 26 60东 上海 25 80东 上海 26 60东 上海 28 70东 上海 45 80东 

天津 l4．40东 天津 19．10东 天津 22．40东 天津 24．90东 广东 35．90东 

广东 l2．10东 广东 14 9O东 广东 17 90东 广东l9．90东 浙江 30 30东 

浙江 9 70东 浙江 u．40东 浙江 l5．D0东 浙江 19 90东 天津 26．70东 

福建 9．20东福建 9．30东 福建 11 30东 福建 14．60东 福建 24 3O东 

江苏 8．30东 山东 9 30东 山东 1O 8O东 海南 l4 lO东 江苏 23 3O东 

一  一  一 江苏 8 9O 东 江苏 10．60东 江苏 l3．70东 辽宁 18．3O东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山东 l2．20东 新疆 l7．70西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辽宁 l1．40东 海南 l7．20东 

注 ：网民数 量 占省 区总 人 g1．百 分 比 各年 平 均数 为 ：2003年 为 

7．10％，2004年为 7．94％．2005年为 9．16％，2006年为 11．23％， 

2007年为 16．99％。 

表 2 网民数量占省区总人口百分比最低的5个省区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篓i i i i i 

从网民数量来看，历次调查中广东都是网民数量最多的 

省区。近4年来网民数量最多的 5个省区不再由东部独占， 

西部和中部省区均有进入，可是都排在第 5名，东部的优势依 

然十分明显。网民数量最少的5个省区除东部的海南外，其 

余皆来自西部。西藏、青海、宁夏在历次调查中都是网民数量 

最少的省区．，详见表 3、表 4。 ． 

表3 网民数量最多的 5个省区 

位 

次 

2003年 2004年 

省区 省区 省 

广东 950 2东 广东 1188 东 广 

山东 ,626 6东 山东 848 东 山 

江苏 61o．9东 江苏 661东 江 

浙江 451．2东 浙江 534 东 浙 

上海 431 6东 四川 523 西 四 

省 

东 广 

东 山 

东 江 

东 浙 

西 四 

2007拄 

省区 

东 广东 3344 

东 江苏 1757 

东 浙江 1509 

东 山东 1256 

西 河南 956 

表4 网民数量最少的 5个省区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i 

从网民数量和网民比例二者来看，东部的广东、山东、浙 

江、江苏等省区不仅上网人数多。并且网络普及程度也很高。 

北京的网民数量虽然没有一次进入前 5名，但其网民数量占 

北京地区总人口百分比一直是最高的，2003年有 28％，2007 

年则增长到 46．6％，是我国网络普及程度最高的地区。与北 

京类似，上海、天津、福建等东部省区网民数量虽然不是最多， 

但其网络普及程度一直位于前列，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 

一 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西部的四川I和中部的河南曾进入过 

网民数量最多的 5个省区之列，但它们的网民数量占省区总 

人口百分比没有一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反而不时置身于网 

民数量占省区总人121百分比最低的5个省区之列，显然它们 

的网络普及程度还需大力提高。西部的西藏、青海、宁夏仍然 

是网民数量最少的省区，但青海与宁夏近年已不再 出现在网 

民数量占省区总人口百分比最低的 5个省区之列，这反映出 

它们的网络普及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西藏不仅网民数量一 

直最少，而且多次出现在网民数量 占省区总人口百分比最低 

的 5个省区之列，反映出西藏地区网络发展相当落后。东部 

的海南也一直是网民数量最少的 5个省区之一，但其从未出 

现在网民数量占省区总人口百分比最低的 5个省区中。而 

且，自2006年，它的网络普及程度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呈现 

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另外，贵州虽然只有 2次位于网民数量 

最少的 5个省区，但其网民数量占省区总人口百分比一直是 

最低的，表明该地区网络普及程度不容乐观。内蒙 2次出现 

在网民最少的 5个省区，但近年来已不再是网民数量占省区 

总人口百分比最低的 5个省区；甘肃在 2007年同时出现在网 

民数量最少和网民数量 占省区总人口百分 比最低的省区之 

列，表明甘肃的网络普及程度落在了西部兄弟省份的后面。 

总体来看，2003年至 2007年，网民数量最多的地区和最 

少的地区之间的差距呈缩小趋势，但最新的调查显示，网民数 

量最多的广东仍然是最小的西藏的92倍多(2003年这一数 

字为 95倍多)。从网民数量 占省区总人 口百分比来看，比例 

最高的地区与最低 的地区之间的距离也在逐渐缩小。但最新 

的调查结果是：网民比例最高的北京为 46．6％，最低的贵州 

仅为 6．0％，前者是后者的7倍还要多。 

分地区来看，东部的河北其网民数量占省区总人口百分 

比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海南、山东也曾出现过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其余东部省区则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中部地区只有山西在 2006年超过了平均水平，安徽、河 

南、江西还多次处于全国最低的 5个省区之列；西部地区只有 

新疆在2007年超过了平均水平，在历年全国最低的 5个省区 

中，来 自西部的省区均占了大多数。 

从城乡角度来看，网络普及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2005 

年底，乡村网民总规模为 1 931．4万人 ，仅占相应乡村人 口的 

2．6％，不到全 国平均 水平的 1／3；我国城市 网民大约有 

9 168．6万人 ，占城市人口的 16．9％。由此可见，我国乡村网 

民数量只是城市网民数量的 1／5，而乡村网民普及率仅是城 

市网民普及率的 1／6．这一水平相当于世界上网民普及率最 

低的非洲网民普及率。2006年底 ，乡村网民的 比例达到了 

3．1％，但城镇网民达到了2O．2％，城乡之间的差别依然在 6． 

5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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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N域名的分布情况 

域名是与 IP地址相对应的层次结构式互联网地址际识， 

其数量也是衡量某一地区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中国 

互联网的加速 发展 ，社会 对域 名的需求 和应 用大 幅提升 。国 

家域名．CN顶级节点的启用提升了社会各界对 CN域名安全 

性能、服务质量的认可，围绕 CN的应用也越来越多种多样， 

使 CN域名崛起为主流域名，注册量快速攀升，中国互联网步 

入CN时代。从我国国家顶级域名 CN总数来看，东部地区 

拥有的CN域名 2003年为 248 041个，而 2007年则猛增至 

6 570 456个 ，其在全 国 CN域 名总数 中所 占的 比例基 本上保 

持在 73％左右 ，远 高于其人 口与全 国总人 口之 比；西 部地 区 

拥有 的 CN 域 名 2003年 为 30 409个 ，2007年 增至 875 619 

个，其在全国 CN域名总数中所占的比洌在 10％左右波动， 

2003年为 9．1％，2004年上升到 1O．4％．2005年下降到 7． 

9％，2006年又回升到 8．5％．2007年则为 10％，这些 比例不 

及西部地区人口与全国总人口之比的 1／3；中部地区拥有的 

CN域名2003年为28 878个，2007年增至1 005 268个，其在 

全国CN域名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与西部地区基本持平且有相 

似的波动，最低时为 8．5％，最高时为 11％，同样远低于其人 

口与全国总人I：1之比_4 J，见图 2。 

部分时间分列前三位，且北京一直位于第一 详见表 5 

表 5 CN域名数量占全 国 CN域 名总键玎分比超过平均数 的省区 

生 — 兰 — 堕 一 兰 — 主一 

省区 省区 省区 省区 省区 

北京 24 9O东 北京 20 3O东 

广东 H．0O东 广东 l4．70东 

上拇 8 50 东 上海 l0．30东 

江苏 6 1o东 浙江 6．40东 

浙江 5 8O 东 江苏 6 30东 

山东 4．oo 东 山东 4 20东 

福建 3．4O东 福建 3 70 东 

一  一  一 辽宁 3 00 东 

北京 17 80东 北京 31 60 

广东 l5 60东 广东 12．10 

福建 9．70 东 上海 8 50 

上海 9．50 东 浙江 7 n0 

浙江 6 90 东 江苏 4 9O 

江苏 6 20 东 福建 4 2O 

山东 4 40 东 山东 4 00 

东 北京 19 30东 

东 上海 17 5O东 

东 广东 1 o oo东 

东 福建 6 20 东 

东 浙江 6 IO 东 

东 山东 5 20 东 

东 江苏 3．8O 东 

一 四川 3 4{l西 

注 ：CN 域名 数 量 占全 国 CN 域 名 总量 百 分 比 各 年平 均 数 为 ：2003 

年为 2．93％，2004年为 3．00％，2005年为 3．05％，2006年为 2．91‘ ， 

2007年 为3．02％。 

各省区拥有的 CN域名数占全国 CN域名总数百分比最 

低的5个省区，除了东部的海南外 ，其余全部来自西部。2004 

年以外，青海和西藏一直是 比例最低的 2个省区，海南、甘肃 

也一直处于比例最低的 5个省区之列．详见表 6。 

从每万人拥有的 CN域名数量来看，除了2006年，历次 

调查每万人拥有 CN域名数量最多的5个省区都来自东部， 

北京、上海、广东、浙江一直在前 5名之列。每万人拥有 CN 

域名数量最少的 5个省区都处于西部和中部，贵州和甘肃在 

图 2 三大地 区 CN域名数量 占全 国 CN域名总量之比示意图 

从各省区拥有的CN域名数占全国CN域名总数的比例 

来看，自2003～2007年，超过平均数的省区变化不大，有 2年 

为 8个，其余年份均为 7个。除了 2007年，西部的四川超过 

平均数外，其余均来自东部地区。北京、广东、上海在大 

历次调查中总是每万人拥有 CN域名数量最少的 

省区。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近 3年来中部 

省区不再出现在每万人拥有 CN域名数量最少的 

5个省区之列 ；另外 ，从 2006～2007年 ，每万 人拥 

有 CN域名量各省区均有“井喷状”的攀升，各省区 

间绝对数量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详见表 7、表 8。 

从东、中、西部省区每万人拥有的 CN域名平 

均数来看，中西部省区与东部省区的差距依然没 

有缩小 。2003和 2004年 ，中西部省区每万人拥 有 

的CN域名平均为 1左右，同期东部省区每万人拥 

有 的 CN域名平均 为 lO左右 ；到 2006年 ，中西部 

省 区这一数字 达 4．0【和 6．56，东部 省 区则 到 了 

54．73；2007年这一指标各地区均有大幅增 长，中部地 区增 长 

至 23．17，西部地 区增长至 25，2O．但东部地区增长到 247．20， 

仍然领先中西部地区 l0倍左右。 

表6 CN域名数量占全国CN域名数量百分比最低的5个省区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省区 簇省区 簇省区 省区 蓑省区 
l 青海 0．1 

2 西藏 0．2 

3 海南 0．3 

3 宁夏 0．3 

5 贵州 0．4 

5 Ii-肃 0．4 

西 l 青海 0 l 西 

西 2 宁夏 0 3 西 

东 2 海南 0．3 东 

西 4 贵州 0．4 西 

西 4 "肃 0．4 西 

西 一 一 一 

西藏 0．1 西 1 西藏 0．1 

青海 0．1 西 1 青海 0．1 

廿肃 0．3 西 3 海南 0．2 

宁复 0 3 西 4 廿肃 0．3 

海南 0 3 东 5 贵州 0．4 

～  一  一  5 f-蒙 0．4 

一  一  一  5 新疆 0．4 

西 1 青海 0．1 西 

西 1 两藏 《1_1 瓯 

东 3 廿肃 0．3 

西 j 海南 0．3 东 

西 3 新疆 0．3 两 

可 一 ～ 一 一 

西 一 一 一 一 

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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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每万人拥有 CN域名数 缝鲢 多的 5个省区 

表8 每万人拥有 CN域名数量最少的5个省区 

将各省区CN域名数量占全国CN域名数量百分比与各 

省区每万人拥有 CN域名数量结合来看，东部的北京、上海、 

广东、浙江不仅拥有的 CN域名数量多，而且每万 人拥有 CN 

域名数量也多；天津拥有的 CN域名占全国总数的百分比虽 

然从没有超过平均数，但其每万人拥有的 CN域名数量有 2 

次进入了最多的5个省区；江苏、山东的 CN域名数量在全国 

CN域名的比例虽然一直超过平均水平，但没有 1次能进人每 

万人拥有 CN域名数 量最多 的 5个省区 ；福建的 CN域名数量 

在全国CN域名的比例也一直在平均水平之上，但其每万人 

拥有的CN域名只有 2次进入了前 5名；贵州一直是每万人 

拥有CN域名最少的省区，也在拥有 CN域名占全国总数的百 

分比最低的5个省区中出现了 3次；内蒙和新疆近 2年来也 

同时出现在每万人拥有 CN域名最少和 CN域名数量占全国 

百分比最低的省 区之列 ；西藏虽 然一直 处于 CN域 名数量 占 

全国CN域名数量百分比最低的 5个省区，但却从没出现在 

每万人拥有 CN域名数量最少的 5个省区。 

3 网站的分布情况 

网站是指以域名本身或者 “www．+域名”为网址 的 

Web站点，网站数量的多少也反映了某个地区信息化的水平。 

从 总量来看 ，2003～2007年 ，东部地区的网站从 480 079个增 

加到 1 216 760个，其在全国网站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在 2005、 

2006年略低于 80％，其余时间都保持在 80％以上，一直高于 

其人口与全国总人口之比。中部地区所拥有的网站从60 667 

个增长到 140 243个．其在全国网站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呈下 

降趋势，从 10 2％降至 9．0％，远低于其人ISl与全国总人口之 

比。西部地区所拥有 的网站 从 54 804个增长 到 103 042个 ． 

其在全国网站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也呈下降趋势．从 9．3％降 

至7．0％，同样远低于其人口与全国总人口之比。总的来看． 

中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62．3％，但所拥有的网站数 

量还不 到 20％ ，见图 3。 

图3 三大地区网站数量占全国网站总量之比示意图 

从各省区拥有的网站数量 占全国总量的百分比来看，自 

2．003～2007年，超过平均数的全部为东部省区，中西部省区 

无一入围。且多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等省区， 

其它省区鲜有进入。拥有网站数占全国总数百分比最低的5 

个省区除东部的海南外，其余全部来 自西部。西藏、青海、宁 

夏一直处于网站数占全国总数百分比最低的 5个省区之列， 

甘肃也多次出现，详见表 9、表 l0。 

表 9 网站数量占全国网站总量百分比超过平均数的省区 

回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蕞省区 省区 量省区 省区 省区 地lg
．  

1 北京 20．70东 北京 18 70东 北京 18 60东 广东 18 3{I东 北京 I 8 20东 

2 广东 l7 6n东 广表 1 8．20东 广东 16 60东 北京 17 70东 海 17．70东 

3 浙江 9．70 东 浙江 11 50东 浙江 9 70 东 上海 9 40 东 广东 I 6 10东 

4 上海 8 80 东 上海 8 70 东 上海 8 60 东 江苏 7．60 东 江苏 7 Q0 采 

5 江苏 6 80 东 江苏 7 50 东 豇苏 7． 东 浙江 7 【)衷 浙江 b j{j 6、 

6 福建 4 80 东 福建 5 70 东 福建 5 30求 搞建 5．20 东 福建 4 0 东 

7 山东 J 2【}东 山东 4【)I】东 IIJ东 4 10 东 【II糸 4 50 东 山东 4 60 东 

s 辽宁 3 40 东 辽宁 3 30 东 j．[宁 3 30 东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注：网站数量 占全 国网站总 量百 分 比各 年 平均 数 为：2003年 为 



 

嚣 囊 
3．23％．2004年 为 3．23％，2005年为 3．14％，2006年为 3．13％，2007 

年为 3 14％。 

从每万人拥有的网站数量来看，东部地区平均每万人拥 

有的网站数量从 2003年的 15．78增长至 41．75，西部这一数 

字是从 1．88到 2．46，中部则是从 1．42到 3．25，中西部的增 

幅远远落后于东部。东部地区平均每万人拥有的网站数量一 

直保持在中西部地区的 10倍以上。 

历 次调查中每万人拥有 的网站数量最 多的 5个省 区全部 

是东部 省区，北京 、上海、广 东 、浙江一直在 前 5名之 列，福建 

也多次出现在前 5名之中。除2003年外，历次凋查中每万人 

拥有的网站数量最少的5个省区全部来自西部，贵州、云南一 

直是每万人拥有的网站数量最少的5个省区，甘肃、青海也多 

次出现，详见表 1l、表 12。 

表 10 网站数量占全国网站数量百分比最低的 5个省区 

表 11 每万人拥有网站数量最多的5个省区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省区 省区 省区 省区 

1 北京 82．85东 

2 上海 30．18东 

3 广东 13．02东 

4 浙江 12．18东 

北京 84．32东 北京 86．79东 

上海 33 59东 上海 34．33东 

浙江 16．22东 广东 ¨32东 

广东 l5 l7东 浙江 l4．13东 

北京 100．65东 北京 184．21东 

上海 45．3l东 上海 152．54东 

广东 19．18东 广东 30 05东 

浙江 13．40 东 福建 2l 10东 

5 天津 8 82东 福建 l0．97东 福建 10．52东 福建 12 45东 浙江 l9．24东 

从各省区网站数量占全国总量百分比和每万人拥有网站 

数量二者来看，东部的北京、广东、上海、浙江、福建不仅拥有 

的网站数量多，而且每万人拥有的网站数量也多，是我国网络 

最发达的地区；江苏和山东虽不是每万人拥有网站数量最多 

的5个省区，但它们拥有的网站数量占全国总量的百分比一 

直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辽宁的网站数量 占全国总量的百分 

比虽然一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始终没有进入每万人拥 

有网站数量最多的 5个省区之列。贵卅l一直是每万人拥有网 

站数量最少的省区，但近 2年来，它已不再出现在网站数量占 

全国总量百分比最低的 5个省区之列；云南每次都是每万人 

拥有网站数量最少的 5个省区之一，但从未在网站数量占全 

国总量百分比最低的 5个省区中出现；青海、甘肃多次同时出 

固  

现在网站数量占全国总量百分比最低的 5个省区与每万人拥 

有网站数量最低的 5个省区，表明该地区网络发展十分落后； 

新疆也多次出现在网站数量占全国总量百分比最低的 5个省 

区之列，近2年它又同时出现在每万人拥有网站数量最少的5 

个省区当中，网络发展态势不及西部的兄弟省区。 

2003～2007年，网站数量最多的地区与最少的地区之间 

的差距呈现扩大——缩小——再扩大的波动。最新的调查显 

示，网站数量最多的北京拥有 273 742个站点，是最少的西藏 

的 407倍多。每万人拥有网站数量最多的地区与最少的地区 

之间的差距则呈现出“缩小——缩小——扩大”态势。最新的 

数字显示，每万人拥有网站数量最多的是北京，该地区每万人 

拥有的网站是 184．21个，每万人拥有网站数量最少的是贵 

州，该地区每万人拥有的网站仅有 1．07个，前者是后者 的 

171．65倍。 

在各地区内部，东部的北京与广东拥有的网站数量远高 

于其它东部省区；对于每万人拥有的网站数量，北京一枝独 

秀，远远领先于其它省区。西部的四川拥有的网站数量大大 

高于其它省区，但其每万人拥有 的网站数量 表现平平 ，西藏反 

而成为西部每万人拥有网站数量最多的地区。湖北无论从网 

站总数或者每万人拥有的网站数量都占到了中 (下转第138页) 



 

业学校 、学位名称 、主题分类等索引浏览。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的学位论文则加入了 NDLTD．通过 

NDLTD可以查到该校的学位论文信息，大大提高了学位论 

文的全球共享。该学位论文库的使用者有 l／4来自台湾地区 

外  ̈，这 与其加人 NDLTD这 个国际博 硕士论文共建共享联 

盟有一定的关系 。 

5 结 论 

台湾地区学位论文数字化通过分散建设、校际合作联盟、 

集中建设、面向全球建设等不同的建设模式，逐步地探索出了 

数字环境下台湾地区学位论文共建共享的发展机制，并朝着 

国际化的全球学位论文共享 目标而迈进 ．这不仅降低了学位 

论文数字化建设的成本，而且还提高了学位论文服务的功能。 

对我国大陆地区的学位论文数字化而言，一方面在学位 

论文数字化建设中可以采取合作共建的方式开展．如国家图 

书馆的学位论文数据库建设可与各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通 

过元数据收割方式获取各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学位论文信息， 

加快建设进程；另一方面在学位论文数字化服务中可以采取 

校际间合作方式，如省际学位论文服务联盟、TRs／TPI学位 

论文系统联盟等，以此将基于某一范围的学位论文资源加以 

全面的揭示。通过学位论文的共建共享，尽可能的发挥学位 

论文的重要价值，来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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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网民数量、域名数量、网站数量三个方面，无 

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我国大陆地区均存在着明显的 

信息鸿沟，东部地区远远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其许多指标大于 

中西部之和。就中西部地区而言，中部的发展略快于西部，二 

者的距离有拉开的趋势。这些情况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注 

意，采取有力措施遏制中西部信息鸿沟的加剧趋势，并着力缩 

小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信息鸿沟，促进社会的和谐建设与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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