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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字鸿沟研究的热点主题与演进趋势——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郭月峰 路钊宇

成都大学，四川省成都市，610000；

摘要：“数字鸿沟”自 1989 年出现后，便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本文章借助 CiteSpace 科学计量学软件，以

CNKI 数据库中 2000 年至 2024 年数字鸿沟研究及相关领域的 1488 篇论文为对象，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关键

词突显等分析、呈现出我国数字鸿沟领域的研究热点、学术版图与演进脉络，探寻可开发拓展的研究空间，为数

字鸿沟领域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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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末，数字鸿沟问题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和兴起

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尽管学术界对“数字鸿沟”的定义

存在差异，但其核心内涵普遍指向“个体、群体间在信

息传播技术采纳和应用上的差异”。近些年来，代际数

字鸿沟、城乡数字鸿沟、智能数字鸿沟等议题不断涌现，

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本文采用科学知识图谱分析软件

Citespace对近年来中国数字鸿沟相关话题研究进行文

献梳理，并绘制可视化图谱，以呈现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热点与趋势，为数字鸿沟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在 CNKI 中选择“高级搜索”，设置检索条件为“主

题=数字鸿沟”，以北大核心、CSSCI为范围进行高级搜

索，最终共检索到 2763 条文献，通过对文献进行进一

步筛选并去除重复文献，最终确定 1488 篇有效文献纳

入研究。时间覆盖面为 2000 年 7 月 21 日—2024 年 12

月 13 日。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相关文献为数据源，采用科

学知识图谱分析软件CiteSpace对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

处理。CiteSpace 主要凭借共引分析以及网络寻径算法

等手段，针对特定领域展开计量分析，进而探究该领域

的发展关键路径以及知识转折点。本研究主要通过关键

词共现与聚类分析，揭示数字鸿沟相关研究的核心词汇

与热门议题；借助关键词突现与时区图谱，展现该领域

研究的动态演进；进而绘制相关学术版图，梳理数字鸿

沟研究的发展脉络。

2 可视化图谱分析

2.1 发文数量分析

在 CNKI 数据库中，2000 年至 2009 年，数字鸿沟的

发文数量较少，这 10年间的总发文量为 117篇。2010-

2019 年 10 年间，发文量总体呈现上涨趋势，从 2010

年的 21 篇上升至 2019 年的 50篇，10年间累计发文量

达 291 篇。而从 2020 年开始，发文数量出现激增，发

文量从 2020 年的 91篇攀升至 2024 年的 290 篇，学界

对数字鸿沟议题的关注度不断上升。2022 年至 2024 年

12 月 13 日，这 3年间的发文量为 811 篇，约占检索到

的发文总量的 55%，数字鸿沟议题的研究热度陡增，发

文量进入爆发期。

2.2 关键词共现分析

图 1 我国数字鸿沟研究关键词共现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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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共现图谱是通过提取文献关键词，计算共现

频次来揭示文献和知识领域中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和演

化趋势的一种图谱。其中每个节点代表相应的关键词，

节点的大小与关键词的出现频率成正比，节点越大，说

明其关注度越高。该图谱共形成 687 个节点，1690条连

线，网络密度为 0.0072，说明数字鸿沟及相关研究领域

的热门议题较多且存在着密切关联。

2.3 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得出组织数

字化转型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图谱中共识别出包括“#0

数字鸿沟”“#1 数字经济”“#2 老年人”等在内的十

个主要聚类。关键词聚类的模块值（Modularity）Q 值

为 0.5827，大于临界值0.3，表明聚类结构显著，各聚

类间界限清晰。平均轮廓值（Weighted Mean Silhouet

te）S 为 0.8471，远超过临界值 0.5 并高于 0.7 的标准

值，说明各聚类内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紧密性。

图 2 我国数字鸿沟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图

聚类分析显示，数字不公平问题集中在“#0数字鸿

沟”、“#3 信息公平”和“#8 教育公平”，探讨信息

分化、制度、在线学习等议题。聚类“#1数字经济”关

注其与数字鸿沟的关联，涉及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议

题，关键词“数字经济”的中介中心性最高（1.13），

表明其与其他议题紧密相关。聚类“#2 老年人”、“#

6农村”和“#9大数据”聚焦代际、城乡及智能鸿沟，

标签如“数字素养”、“信息素养”和“参与能力”等。

1.数字经济与数字鸿沟研究

该主题对应的聚类为“#1数字经济”，涵盖数字经

济、共同富裕、数字农村、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等关

键词。数字经济是以互联网为载体，进行的一系列促进

经济结构升级以及效率提升的经济活动。随着移动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各个国家的重要战略。

2017年，我国将发展数字经济纳入《政府工作报告》，

随后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迎来快速扩张，至 2023 年，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53.9 万亿元，占 GDP 比重 42.8%，

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学界从不同角度探讨

了数字经济与数字鸿沟问题。殷晓红指出技术应用的不

平等将导致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更趋严重
[1]
；孙德林和

王晓玲认为发展中国家可利用数字经济的后发优势缩

短数字鸿沟
[2]
。樊轶侠等人则主张通过数字经济发展优

化产业结构，助力乡村振兴，弥合数字鸿沟
[3]
。总之，

学界关于数字经济和数字鸿沟议题的探讨既有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比较，又涉及国内城乡、行业之

间的差异分析，议题涵盖范围较广。

2.“新”数字鸿沟的研究

该主题对应的聚类为“#0 数字鸿沟”、“#2 老年

人”和“#8教育公平”，覆盖智能鸿沟、老年数字鸿沟、

新数字鸿沟等聚类标签。陆杰华和韦晓丹基于数字鸿沟

和知沟理论视角构建了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分析框架
[4]
；

张家平等人发现造成中国城乡之间数字鸿沟的主要原

因之一是城乡差异。
[5]
范静波和梁慧认为ChatGPT 的应

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教育的不公平；
[6]
也有部分学者指

出数字鸿沟将进一步演化为智能鸿沟的趋势。上述研究

在数字鸿沟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特定群体和领域中的

数字不平等现象，丰富了学界对数字鸿沟的理解。

3.数字素养与数字鸿沟研究

这一主题涉及的聚类标签包括“数字素养”“信息

素养”“参与能力”等。国内学者方面，肖俊洪认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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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素养不仅涉及纯数字技术的技能，还应该包括认知技

能、情感技能和社交技能。
[7]
亦有一部分学者等强调数

字素养注重运用数字技术批判、评估、交流不同格式的

信息并创造新知识的能力。在数字鸿沟领域的研究中，

学者们对数字素养的探讨多是将其视作是促进教育公

平、缩小数字鸿沟的重要实践路径。蒋敏娟和翟云基于

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构建了数字素养的五力”模型；
[8]

王琴和郭文斌提出以数字技术的应用弥合残障学生与

正常学生间的数字鸿沟；徐春梅和乔兴媚则从数字知识、

数字技能、数字能力和数字意识四大核心要素构建了高

素质农民数字数字素养培育的理论模型。

2.4 关键词聚类时区图谱分析

为更深一步地了解数字鸿沟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

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 6.3.R1 绘制了关键词的时区图

谱，该图可以反映出数字鸿沟研究主题的演化与历史阶

段变迁。

图 3 我国数字鸿沟研究关键词聚类时区图谱

本研究根据发文量变化和关键词聚类分析，将我国

数字鸿沟的演进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萌芽阶段：数字鸿沟的概念构建与基础研究（20

00-2009年）

这一阶段，数字技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

但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数字技术的获取和使用上存在

显著差异。学界开始初步探索和定义数字鸿沟，研究集

中在测量方法、成因及解决策略，并与互联网、信息化、

电子政务等话题关联。这一时期也是数字经济的萌芽阶

段，随着互联网普及，电子商务等模式出现，学界也开

始关注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发展模式及其对传统经济

的影响。2000-2009年 10 年间，检索到的与数字鸿沟相

关的文献总发文量为 117 篇，仅占总发文量的 7.86%，

研究成果较少，处于数字鸿沟的概念构建阶段。

2.探索阶段：新兴技术推动下的数字鸿沟多维度研

究（2010-2019年）

在这一阶段，互联网和信息化等议题继续保持热度，

同时移动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了新数字技术和媒

介形态的发展。研究扩展至数字技术在社会各层面的应

用，如新媒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较于萌芽阶段对

数字接入差异的关注，研究还深入探讨了数字技能和素

养的差距。探索阶段发文量达341 篇，占总发文量的2

2.92%，显示学界对数字鸿沟的兴趣持续上升。

3.发展阶段：政策导向与社会目标融合的数字鸿沟

研究（2020年至今）

2020 年，数字鸿沟研究步入深化阶段。乡村振兴、

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等关键词体现出深化阶段的数

字鸿沟研究将时代政策、社会发展目标融合在一起进行

探讨。同时，智能数字鸿沟、代际数字鸿沟、城乡数字

鸿沟等议题经过发展阶段的奠基，已经形成相当规模，

成为数字鸿沟研究的热门议题，数字鸿沟研究愈发多元。

从发文量进一步分析，此阶段发文量达 1030 篇，约占

总发文量的69.22%，迎来了快速发展。总的来说，经过

萌芽阶段和探索阶段 20 年的积累，我国数字鸿沟研究

在发展阶段持续深化并走向多元。

3 数字鸿沟研究演进趋势

梳理学界关于数字鸿沟及相关议题二十五年间的

研究，结合关键词聚类图谱与时区图谱，总结出数字鸿

沟研究的演进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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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技术发展奠定研究基础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技术的迅速发展

揭示了不同个体与群体在信息技术采纳和应用上的差

异，促使学界开始关注“数字鸿沟”。早期我国数字鸿

沟研究聚焦于接入层面的数字技术，关键词如“高新技

术”、“数字化”、“互联网”等。此后，“IT技术”、

“人工智能”等词汇的涌现，反映了数字技术作为关键

元素不断出现在数字鸿沟研究关注的议题之中。

3.2 数字经济贯穿研究脉络

“数字经济”作为我国数字鸿沟研究中的重要关键

词，词频仅次于“数字鸿沟”，共出现 125 次。自 200

4 年首次出现在相关研究中以来，数字经济一直是学界

关注的焦点。唐曙南提出，数字鸿沟本质上反映了综合

经济实力的差异，并主张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来消除这一

差距。胡鞍钢等人强调，中国应利用其战略和规模优势，

缩小内部数字鸿沟，创造“数字红利”。任欣怡和周亚

虹则指出，数字鸿沟在数字经济时代引发了新的贫富差

距和不平等，影响公平、数据资源共享及区域协调发展。

3.3 政策因素拓展研究边界

乡村振兴战略自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以来，成

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相关政策文件的相继

发布强调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克服数字鸿沟方面的作用。

国家政策层面对乡村振兴的关注使得学界将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数字乡村等议题纳入到数字鸿沟研究的范畴

之中，不断拓展其研究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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