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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指标体系构建及熵权法合成测算出2020年我国各地区农村信息沟壑指数，发现东部农村地区信息沟

壑要显著小于其他地区，而西部地区最大。借助“东数西算”工程可以通过激活中西部农村资源优势，

带动有效的信息投资，实现中西部农村地区数字经济产业化，以缓解由于信息沟壑带来的相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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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x system and the synthesis of entropy method, the rural info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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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gulf index of various regions in 2020 is calculated. It is found that the information gulf in the 
eastern rural region i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in other regions, while the western region is 
the largest. With the help of “east data and west calculation” project, effective information invest-
ment can activate the advantages of rural resourc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real-
ize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in rural area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o as 
to alleviate the relative poverty brought by information gu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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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信息基础设施、信息经济环境、信息意识、信息使用程度等信息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东部

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存在较大的信息沟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随着我国数字化乡村建设的推进，以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缓解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需要，通过破解农村地区之间的信息沟壑矛盾成为

我国现实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熵权法测算了 2020 年我国 31 个地区农村存在的信息沟壑指数，分

析了各地区的信息沟壑差异及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借用“东数西算”工程的东风缓解信息沟壑的措施。 

2. “东数西算”与我国农村地区的信息沟壑 

“东数西算”作为一种新型算力网络工程系统，以云计算与大数据一体化为核心，通过数据网络中

心的搭建，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地区实施跨区域国

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以将发达的东部地区强大的算力需求转移以及引导到西部，在全国范围内优化数

据中心建设布局的同时推动我国东西部协同发展与共享联动，同时缩小地区之间尤其是农村的信息沟壑。

信息沟壑，又称数字鸿沟，其最初的表述源于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于 1999 年在《在网

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中作出的阐述。信息沟壑指的是不同人群或不同地区主要由于信息通讯技术

等方面的发展差异，导致居民在信息资源获取、信息使用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在起因方面会反

映，同时在后果层面也会导致区域、省(市)际及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信息化发展越来越快

的背景之下，信息被赋予了重要生产条件的地位，居民的信息能力与物质财富多寡之间的相关性将越来

越大。因此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的信息沟壑将导致众多信息贫困群体，由于获取知识技术与信

息的能力被一定程度上剥夺，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很难融入数字经济，难以分享数字红利，提高收入的机

会与途径大大减小，从而导致这一部分群体无法参与创造与分享以信息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文明成果，尤

其在疫情背景下会出现社会排斥、失业、生存困难等社会问题。目前我国中西部存在许多相对不发达的

农村地区以及相对贫困群体，他们缺少必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和教育投资，导致人们对科技、信息、教育

等公共资源的获取不足，进一步扩大了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在“马太效应”情况下相对落后地区的信息

沟壑会不断加深。“东数西算”工程将对抚平我国农村地区信息沟壑带来积极影响。总体来说是有助于

缩小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信息技术差距，减小信息沟壑，改变长期以来政府通过传统经济模式来平衡地

区间经济差距的做法。借助“东数西算”工程，通过纳入数字经济新动能，能有效地升级中西部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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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落后的信息基础设施，在云计算与通信基础设施行业得到逾万亿级别的增量投资，以带动数字

经济发展，促进东西部数据流通，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区域平衡与协调发展，进而缩小各地区信息沟壑。 

3. 我国农村地区的信息沟壑测度 

关于信息沟壑的测度，比较有影响的做法是，Corrocher (2002)、NTIA (2015)、国际电信联盟(2015)
等从设备接入、应用程度和主体水平三方面，采用诸如网络指标、信息智商、技能指数等影响因素对信

息沟壑进行了测算[1]。结合我国农村地区统计数据获得情况，同时考虑到由于移动电话、电脑、宽带的

拥有与支付能力是体现信息贫困的典型特征变量，因此主要设置该类指标来考察信息沟壑情况，同时结

合统计年鉴数据的可得性，列出了包括信息利用程度、信息意识、信息经济环境及信息基础设施在内的

4 个维度的一级指标及相应的 15 个二级指标来测度农村信息能力，进而计算各地区信息沟壑指数。我国

各地区农村信息能力测度指标体系见表 1 所示。 
 

Table 1.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of rural information capacity 
表 1. 农村信息能力测度指标体系 

维度 衡量指标 指标代码及释义 

信息利用程度 

信息消费支出 
X1：农村居民交通通讯消费支出(元/) 

X2：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元/) 

广播电视信号覆盖度 X3：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占家庭总户数比重(%) 

宽带网络覆盖度 X4：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比率(%) 

信息意识 

教育支出 X5：教育支出比重(%) 

在校生人数 X6：每千乡村人口初中在校人数(人) 

文盲率 X7：每万乡村人口文盲人口数(人) 

信息经济环境 

用电量 X8：每万人所用电量(亿千瓦时/万人) 

城镇化率 X9：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居民收入 X1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居民支出 X1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信息基础设施 

网络设施 X12：有线广播电视传播干线网络总长(万公里) 

移动电话拥有量 X13：农村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数(部) 

计算机拥有量 X14：农村每百户拥有计算机数(台) 

彩电拥有量 X15：农村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数(台) 

 
这里将主要测算 2020 年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的信息能力指数，继而测算信息沟壑。2020

年各地区农村信息能力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从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我国东部地区农

村居民通讯消费、文教消费支出普遍较高，有线广播电视用户覆盖率大，农村宽带接入户比率较高，体

现出较好的信息利用程度；同时在信息意识、信息经济环境及信息基础设施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中

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略逊，西部地区各项指标值则最低。然后本文采用熵权法合成各农村地区的信息

能力指标。 
在计算 15 个维度指标的权重时将第 m 项维度指标的熵定义为 em，其计算公式如下式： 

( )
31

1
ln 1,2, 31m mn mn

n
e k f f n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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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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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n表示地区 n 在第 m 维度的信息能力指标，k 为玻尔兹曼常数。这里假设当

fmn = 0 时，fmnlnfmn = 0。依据上述公式中熵值的定义，第 m 项维度指标的熵权重 wm的计算式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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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通过 stata 软件计算出 2020 年各地区农村信息能力指标的各维度权重，见表 2 最后一列所示。 
 

Table 2. Description of statistical indicators in 2020 and the weight measured by entropy method 
表 2. 2020 年统计指标描述及熵权法权重测算结果 

信息能力指标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熵权法权重(wm) 

X1 3495.50 1145.00 1902.76 0.0467 

X2 1783.80 380.10 1237.60 0.0111 

X3 135.09 19.57 51.03 0.0572 

X4 98.35 16.41 65.85 0.0229 

X5 20.33 10.32 15.6 0.0296 

X6 27.44 0.88 11.39 0.0334 

X7 1992.36 322.27 784.99 0.0140 

X8 4.09 0.00 0.28 0.2348 

X9 89.30 35.73 63.73 0.0166 

X10 34,911.30 10,344.30 17,793.10 0.0497 

X11 22,095.50 8917.10 13,844.40 0.0404 

X12 227.60 0.20 14.11 0.2823 

X13 302.30 207.00 260.20 0.0268 

X14 66.60 5.30 27.32 0.0315 

X15 175.90 102.00 117.83 0.1027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 年。 
 

然后，以东部地区的北京为对比标准，将各地区农村信息能力指数与北京农村地区的信息能力指数

相减，测算得出各地区农村的信息沟壑。见表 3 所示。 
表 3 测算结果表明，根据熵权法合成的我国东部地区 10 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信息能力指数相对

较高，尤其是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五省(直辖市)，指数在 0.25 以上；相对的以北京为基准测

得的信息沟壑比较小，其中上海、浙江还为正值；而我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广西、重庆等 12 省(自
治区或直辖市)农村信息能力指数基本上都小于 0.2，其中西藏最小为 0.08，贵州、云南、新疆、甘肃等

均在 0.15 以下，相应测算出的信息沟壑也较大，基本上都在−0.2 以上。我国东北地区各省份信息沟壑也

比较大，中部地区则处于中间位置。周向红(2016)认为，缺乏信息通讯技能是数字贫困的首要特征[2]。
因此我国几个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信息沟壑较大，会产生数字贫困乃至经济的相对贫困，

并形成地区之间贫富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与恶性循环。从农村信息沟壑形成原因方面考察，我国发

达的东部地区存在长期持久性的人才与技术集聚效应，以信息科技为核心的技术密集性产业及新兴战略

产业成为产业优先升级发展的方向与重点领域。由于我国东部地区能源、水资源、土地等资源提供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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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断加大，发展数据中心受限，产业升级就必然带来产业转移。从“东数西算”角度看，我国中西部

尤其是西部地区电力等能源资源丰富，电价便宜；水资源相对丰富、空间资源广阔，承接产业转移的空

间巨大，完全可以满足东部地区算力的大量需求。因此，“东数西算”在有助于优势互补、优化资源配

置的同时，能有效填平地区之间的信息沟壑。 
 

Table 3. Measurement of information gulf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in 2020 
表 3. 2020 年我国农村地区信息沟壑测度 

地区 农村信息能力指数 信息沟壑 地区 农村信息能力指数 信息沟壑 

北京 0.37 0 湖北 0.20 −0.16 

天津 0.25 −0.12 湖南 0.20 −0.17 

河北 0.20 −0.16 广东 0.29 −0.08 

山西 0.10 −0.26 广西 0.17 −0.20 

内蒙 0.12 −0.25 海南 0.15 −0.22 

辽宁 0.13 −0.24 重庆 0.17 −0.19 

吉林 0.14 −0.23 四川 0.16 −0.20 

黑龙江 0.12 −0.25 贵州 0.14 −0.23 

上海 0.59 0.23 云南 0.14 −0.23 

江苏 0.33 −0.03 西藏 0.08 −0.29 

浙江 0.40 0.03 陕西 0.13 −0.24 

安徽 0.21 −0.15 甘肃 0.11 −0.26 

福建 0.28 −0.08 青海 0.16 −0.21 

江西 0.22 −0.15 宁夏 0.17 −0.20 

山东 0.23 −0.14 新疆 0.13 −0.24 

河南 0.17 −0.19 全国 0.47 0.10 

4. “东数西算”背景下缓解我国农村地区信息沟壑的对策 

测算得知，我国农村地区信息沟壑最严重的地区是西部地区，信息沟壑最小的地区是东部，这为“东

数西算”工程提供了现实的建设依据。必须重点从信息利用程度、信息意识、信息经济环境及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着手，建立缓解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信息沟壑的长效机制。 

4.1. 在承接东部地区算力转移同时推动经济数字化进程 

中西部地区要借助独特资源承接好东部地区算力转移。尤其在我国西部 12 省(直辖市)的农村地区，

高原、山地多，自然条件差，交通通讯设施落后，数字网络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基础严重滞后，同时人才

流失严重，劳动者技能与素质不高，每万名劳动者中从事数字技术研发和生产的工程技术相关人员更是

稀缺。但我们也要看到其资源渠道异常丰富、水电储能高、地理区域广阔等优势。特别是这些地区可再

生能源储备丰富，具备引入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承接东部算力基本需求的潜质。要按照《“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所重点部署的八个方面的工作指南与目标，升级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逐步

培育云网协同运作机制，提升数据中心跨网络、跨地理区域进行数据交互方面的技术能力，强化针对特

定现实场景的边缘计算以节约网络带宽同时使数据使用更安全和更具私密性，统筹算力设计与智能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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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加大大型数据中心在中西部农村的布局，并持续优化数据中心能源使用质量与效率，将推动当地绿

色能源使用潜能的挖掘，形成绿色能源储备的良性运转循环，既能满足当前我国节能低碳的“双碳”发

展目标，又能实现数字经济产业的高级化升级，并最终实现将中西部地区纳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

枢纽节点的目标。浪潮信息联合 IDC 发布的《2020 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揭示出，算力指标每提高

1%，数字经济和 GDP 将分别增长 3.3‰和 1.8‰。我们要力争到“十四五”末，在东部数据中心使用量

下降约 10% (从 60%下降至 50%左右)同时，通过算力转移与乘数效应，让中西部数据中心占比上升 15%
以上(由 10%上升至 25%以上)。因此通过加快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化进程，催生城乡信息科

技产业，并衍生各种高级化的新产业、新业态，在支撑这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减小农村地区

信息沟壑。 

4.2. 在协调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同时扩大欠发达地区有效投资 

实施“东数西算”工程，不仅可以化解当前我国数据中心建设中存在着的供需失衡与发展不通畅的

矛盾，还能通过庞大的新兴产业投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传统的西部大开发相比，信息科技产业投资

的附加值更高，外在性与覆盖率更广，拉动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更大，集约化、规模化与绿色化更加彰

显。“东数西算”工程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产业链条长、覆盖门类广、投资规模大。从各项硬件

投资，如土建工程、信息通信与 IT 设备制造，到算力枢纽和数据中心集群建设等多项基础软件建设，以

及绿色能源的保障供给等，将有力带动关联产业的上下游投资，形成包含广袤农村市场的众多内需增长

点。按有关推算，“十四五”期间西部包括宁夏、甘肃、内蒙古、贵州、四川和重庆 6 地区数据中心建

设牵引的相关投资额约为 1.92 万亿元。在相关产业由东向西借助算力设施有效转移的同时，各区域的市

场、资金、人才与技术也将得到在更大层面上的充分流动，以实现价值传递与数据流通，通过扩东部发

展空间、补中西部短板弱项，形成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通过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化

和产业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区域农村的信息沟壑有望得到极大缓解。 

4.3. 鼓励中西部欠发达农村地区居民扩大信息消费 

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不仅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居民在人均用电量、通信网络支出、信息教

育支出及居民信息消费意识方面中的各项指标也均落后于东部地区。因此要鼓励居民扩大有效的信息消

费。除了积极推动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布局人工智能、区块链算力中心，还要支持企业广泛使用信息化手

段、开发面向农村地区的信息化产品，同时广泛针对农村地区居民普及信息技术基础知识，以克服因知

识的缺乏导致行为障碍而产生的信息需求不足。统计数据表明，信息消费每增加 100 亿元，能带动国民

经济增长 338 亿元[3]。在当前疫情影响仍然存在、投资拉动作用减弱、出口低迷情况下，促进信息消费

对扩大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农村地区内需，稳定经济增长，优化消费结构并升级产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扩大农村居民有效的信息消费，建立促进信息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是在增加国民收入同

时缓解欠发达农村地区信息沟壑与相对贫困的有力手段。 

5. 结论 

信息沟壑是制约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障碍因素，它不仅影响各地区信息技术水平及应用，还会加大

相对贫困。本文的测算表明，我国地区间信息能力差异明显，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存在着较大的信息

沟壑。“东数西算”工程的实施，可以让西部的算力资源更充分地支撑东部数据的运算，为我国数字化

经济的全局性发展更好地赋能。因此我国中西部地区要抓住东部算力转移的机遇，在促进信息消费与扩

大有效信息投资的同时，推动经济数字化进程，缩小农村地区间信息沟壑，减小相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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