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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数字包容已成为了数字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本文对近年来较为丰富的数字

包容领域的中英文文献进行系统综述，总结出近五年数字包容相关研究的热点议题，为今后数字包容的

研究提供参考。文章理清了数字包容的概念，检索2019年1月1日到2023年12月31日期间，Web of 
Science核心集及CNKI中的相关英文文献645篇和中文文献154篇，借助文献可视化工具VOSviewer梳理

国内外公共数字包容相关研究文献，通过聚类提炼该领域的六大研究主题：特定群体数字包容研究、特

定区域数字包容研究、数字包容经济及制度建设研究、数字包容文化及教育普及研究、技术维度的信息

无障碍建设、数字技术在健康领域的应用。文章对数字包容的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本研究对于理解

数字包容的现状和未来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视角来看待数字包容问题，

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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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update and ite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inclus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
sue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ich Chinese and Eng-
lish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inclusion in recent years, and summarizes the hot topics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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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d to digital inclusio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on 
digital inclusion.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oncept of digital inclusion, retrieves 645 relevant Eng-
lish literature and 154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set and CNKI from January 1, 
2019 to December 31, 2023, sorts out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related to public digital inclusion at 
home and abroad with the help of the literature visualization tool VOSviewer, and extracts six 
major research themes in this field through clustering: digital inclusion research on specific groups, 
digital inclusion research in specific regions, Research on digital inclusive economy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digital inclusive culture and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information bar-
rier-free construction in the technical dimens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health.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digital inclusion. This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digital inclu-
sion. It provides us with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perspective on digital inclusion and pro-
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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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数字包容是数字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为提升国民经济，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加强数字

中国建设。因此，在数字治理领域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弥合数字鸿沟，促进

数字包容和公平，已成为需要应对的机遇和挑战。早在 2009 年就有外国学者 Madon, S 等人提出促进发

展中国家的数字包容需从制度入手 [1]。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数字包容相关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在数字

包容的实践领域研究中，我国学者叶颖认为数字包容能够凸显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同时公共图书馆

在促进数字包容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而基于数字包容内涵研究角度出发，闫慧等人则从技术的接

入与使用、参与社会活动、关注弱势群体、突破社会壁垒、消减数字鸿沟五个角度梳理了数字包容的内

涵 [3]。另外，针对特定群体的数字包容研究中，李骄阳等人研究发现老年群体数字矛盾是老年人在数字

技术应用中面临的摩擦现象，包括数字惰性和连接需求之间的冲突 [4]。但相较于国外，国内学界对数字

包容前沿议题关注不足，研究仍较为滞后。因此，本文对近年来较为丰富的数字包容领域的中英文文献

进行系统综述，总结出近五年数字包容相关研究的热点议题，为今后数字包容的研究提供参考。 

2. 数字包容概念 

数字包容(Digital Inclusion)，也被少数学者称为电子包容(E-inclusion)。2010 年后，世界各地公共机

构注意到数字鸿沟“有/无”二元概念无法解释现实中复杂的数字排斥问题，开始广泛采用“数字包容”

一词。数字包容的理论渊源与社会资本理论、认知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相关，其中，“数字”泛指互联

网时代以来的数字技术及其产品、服务，“包容”指每个人都被数字社会平等地纳入和惠及 [5]。 

3. 研究方法 

3.1. 外文文献来源及纳入标准 

本研究旨在确定和审查近五年国内外数字包容方向的研究文献。本文将检索年限设置为 201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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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选择 wos 核心集为来源数据库。其中，数字包容的关键词为“digital inclusion”
且其同义词为电子包容，因此加入“e-inclusion”和“electronic* inclusion”作为检索词，使用检索式“TS 
= (‘digital inclusion’ or ‘e-inclusion’ or ‘electronic* inclusion’)”进行主题词检索，共获得 1128 篇论文，再

对非学术性通知和不相关的论文进行剔除，最终确定 645 篇论文作为本文外文文献研究对象。 

3.2. 中文文献来源及纳入标准 

关于中文参考文献，选择 CNKI 数据库进行主题检索，将检索年限设置为 2019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设定检索词为“数字包容”和“电子包容”，使用检索式“SU% = ‘数字包容’ + ‘电子包容’”
进行主题词检索，共检索出 195 篇文献，剔除非论文类型的文献、与主题含义不相符的文献，最终得到

可供参考的中文文献 154 篇，用于后续国内研究进展及未来研究方向的分析。 

3.3. 研究工具 

本文研究工具采用可视化分析软件 Vosviewer 结合 Pajek 绘制关键词聚类图谱，从而判断各关键词之

间的紧密度、共现频率，进而推断出有关数字包容的热点研究主题。 

4. 文献分析 

4.1. 外文文献分析 

4.1.1. 年度发文量及被引情况 
2019~2023 年国外数字包容研究文献发文量及被引情况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以观察到，年度发文

量基本呈增长趋势，2022 年发文量最高，达到 178 篇。另外，年度被引次数逐年上升，2023 年被引次数

高达 1658 次。其中有一篇引用超过 100 次，论文于 2021 年发表。从发文量和被引情况来看，未来数字

包容的研究热度和影响力依旧比较高，但相比前两年可能会有所下降。 
 

 
Figure 1. The number of foreign digital inclusion research papers and the number of citations 
from 2019 to 2023 
图 1. 2019~2023 年国外数字包容研究文献数量及被引次数 

4.1.2. 学科分布 
对筛选的 645 篇数字包容研究文献进行研究分类，表 1 所示为发文量前六的研究领域，教育研究领

域发布的关于数字包容的论文最多，共 121 篇，占到全部的 18.76%。另外通信、信息科学图书馆学分别

占比 16.12%、13.49%，关于数字包容的研究主题在这些领域展开研究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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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papers in the top six research fields 
表 1. 排名前六的研究领域论文数及占比 

研究领域 数量 占比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 121 18.76% 

Communication 104 16.12%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 87 13.49% 

Social Sciences Other Topics 56 8.68% 

Computer Science 48 7.44% 

Business Economics 45 6.98% 

4.1.3. 作者分布 
WOS 核心数据库 645 篇外文文献中，共出现 1904 位作者，其中发文量最多的为 Mcmahon, Rob (7

篇)，根据普赖斯定律规定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 [6]。可知，该领域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为 1.98，核心作者

共有 162 位。将作者发文量阈值设定为 3，并将作者最小引用数设为 3，利用 VOSviewer 软件绘制核心

作者共现网络，详见图 2。结果显示，核心作者形成了以 Mcmahon, Rob、Chiner, Esther、Johansson, Stefan、
Silva, Patricia、Groseli, Darja 等为代表的研究团队。 

 

 
Figure 2. Author co-occurrence image 
图 2. 作者共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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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关键词分析 
鉴于参考文献数量庞大，借助文献可视化工具 VOSviewer 对目标文献进行分析，呈现数字包容研究

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及其之间的网络关系。具体而言，645 篇外文文献中包含了 2369 个关键词，将关键词

出现频次的最小值设为 6 (筛选高频关键词)，得到满足条件的英文关键词 137 个。这些关键词及其之间的

网络关系共同构成国外(见图 3)数字包容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共现聚类视图。 
在聚类视图中，相同颜色的节点组成一个聚类，而这些聚类由 VOSviewer 内嵌的关联强度算法自动

生成。其中，关键词共现是指多个关键词在同一篇论文中同时出现时，各个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词

汇对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越多，则代表这两个主题的关系越紧密，从而有效地反映研究内容和方

向等。圆圈大小代表关键词频次，频次越大则圆圈越大。线条表示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线条粗细表示共

现的强度大小。 
 

 
Figure 3. High-frequency keyword co-occurrence cluster view 
图 3. 高频关键词共现聚类视图 

 
由图 3 可见，关键词圆圈的大小与线条的粗细与关键词频次呈正相关，“数字包容”作为主要主题，

针对的研究对象主要有“老年人”、“儿童”、“女性”等。另外，在研究内容上，与“数字包容”相

关的“数字鸿沟”、“社会包容”、“数字素养”、“数字不平等”、“技术”等都是研究热点。 

4.2. 中文文献分析 

4.2.1. 年度发文量 
总体来看，近五年我国数字包容研究文献量呈现指数上升趋势(见图 4)，尤其是 2022 年关于该领域

的研究知网中的文献数量涨幅最大，较 2021 年上涨 2.6 倍左右。不难看出，2021 年以后越来越多国内学

者开展关于数字包容的研究，近几年该领域研究热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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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Number of domestic literature on digital inclusion from 2019 to 2023 
图 4. 2019~2023 年国内数字包容研究文献数量 

4.2.2. 关键词分析 
同样，借助文献可视化工具 VOSviewer 对目标文献进行分析，154 篇中文文献包含 307 个关键词，

将关键词出现频次的最小值设为 3 (筛选高频关键词)，得到满足条件的中文关键词 30 个，这些关键词及

其之间的网络关系共同构成国内(见图 5)数字包容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共现聚类视图。 
 

 
Figure 5. A high-frequency keyword co-occurrence clustering view of domestic digital in-
clusion research 
图 5. 国内数字包容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共现聚类视图 

 
相较于国外，国内关于数字包容的研究偏少，国内关于“数字包容”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数字

鸿沟”、“公共图书馆”、“数字素养”以及“数字乡村”上。而研究针对的群体主要以“老年人”为主。 

5. 研究主体 

通过使用 VOSviewer 软件，自动生成 8 个英文聚类和 4 个中文聚类。为精准识别数字包容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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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门研究主题，结合每个聚类区域内的高频关键词，采用人工归纳方式对这些聚类进行二次整合(见表

2)。具体而言，首先将每个聚类中的高频关键词作为检索词，对目标文献进行二次检索；其次，通过阅

读检索出的文献的标题和摘要，把握这些文献及其所在聚类的研究主题，并将主题相似的聚类进行合并；

最后，从面向对象和面向社会者两个角度出发确定该领域的六大热门研究主题：特定群体数字包容研究、

特定区域数字包容研究、数字包容经济及制度建设研究、数字包容文化及教育普及研究、技术维度的信

息无障碍建设、数字技术在健康领域的应用。 
 

Table 2. Clustering keywords and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digital inclusion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表 2. 国内外数字包容研究的聚类关键词及其频次统计 

研究主题 聚类 国外高频关键词(频次) 国内高频关键词(频次) 

面向特定对

象的数字 
包容研究 

特定群体数

字包容研究 
#1 

digital divide (124)、divide (66)、older 
adults (44)、adoption (39)、people (35)、
children(25)、 disability (24)、 digital 
exclusion (24)、digital inequalities (21)、
older-adults (21)、adolescents (18)、
gender (18) 、 students (17) 、

young-people (16)、participation (13)、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12)、older people 
(11)、loneliness (10)、women (9) 

数字鸿沟(48)、老年人(15)、老年

数字鸿沟(5)、弱势群体(4)、数字

融入(4)、积极老龄化(4)、适老化

(4)、数字反哺(3)、智慧养老(3)、
老年群体(3) 

特定区域数

字包容研究 
#2 rural communities (6) 、 rural (3) 、

developing country (3)、rural areas (2) 
乡村振兴(10)、数字乡村(10)、 
共同富裕(7) 

面向社会的

数字包容 
研究 

数字包容经

济及制度建

设研究 
#3 social inclusion (31)、policy (23)、social 

support (16)、depression (10) 

数字治理(6)、数字经济(6)、数字

化转型(4)、数字政府(3)、数字 
时代(3)、数字社会(3)、数字贸易

规则(3) 

数字包容文

化及教育普

及研究 
#4 

digital literacy (48)、education (35)、
media (30)、digital inequality (23)、
literacy (19)、digital skills (16)、internet 
skills (16)、social media (15)、public 
libraries (11)、higher education (10) 

公共图书馆(20)、数字素养(11)、
数字素养教育(4)、基层图书馆(3)、
数字赋能(3) 

技术维度的

信息无障碍

建设 
#5 

technology (88)、internet (76)、access 
(69)、information (54)、ict (39)、internet 
use (34)、online (21)、communication 
(18) 、 digital technologies (15) 、

e-government (14)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12) 、

broad-band (11)、broadband (9) 

信息无障碍(3)、数字接入(3) 

数字技术在

健康领域的

应用 
#6 covid-19 (50)、health (29)、pandemic 

(11)、digital health (10)、ehealth (9) 
 

5.1. 面向特定对象的数字包容研究 

5.1.1. 特定群体数字包容研究 
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特定群体面临着数字鸿沟和技术排斥的问题。因此，对特定群体的

数字包容进行深入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国内展开了较多针对老年人的数字包容研究，李骄阳等人提出老年群体数字矛盾是老年人在数字技

术应用中面临的摩擦现象，包括数字惰性和连接需求之间的冲突 [4]。王雨婷等人提出了在老龄化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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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老年人对数字应用的实际可操作性，从而缩小老年人与数字化产品鸿沟的方法 [7]。 
国外关于数字包容研究特定群体的侧重同样是老年人。Papí-Gálvez 等人探讨了中年和老年人群在访

问和使用技术以及他们赋予这些位置和行动的意义方面所处的社会位置，发现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特

征(教育水平、年龄和性别)决定了人们在数字鸿沟中的位置 [8]。Escuder, S 等人通过研究表明，家庭互联

网接入、先前使用 ICT 和培训对老年人数字技能的发展和使用有重要影响，同时，批判性思维也是提高

数字能力的关键因素 [9]。另外，对于儿童及女性等特定群体也展开了相关研究。Yang, JH 等人发现数字

排斥似乎因性别而异，农村老年女性最受排斥，可能是因为她们的资本禀赋最低 [10]。Maceviciute, E 等

人研究发现好奇心和兴趣可以驱动数字扫盲计划的参与，有助于克服数字不平等 [11]。 

5.1.2. 特定区域数字包容研究 
通过聚类 2 中的关键词分析，国内外对于特定区域的数字包容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中国学者

郭锋等人提出了数字乡村建设的五个路径优化 [12]。刘馨蔚认为农村老年群体面临数字化浪潮的挑战，数

字鸿沟问题显著 [13]。国外学者 Mcmahon, R 等人研究发现，在 COVID-19 背景下，农村偏远地区的土著

和北方社区更渴望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控制 [14]。Marshall, A 研究发现，数字发展的增量、连接的复杂性和

成本以及不利因素的复合因素导致在农村出现新兴的数字鸿沟 [15]。另外，Niu, G 等人认为宽带基础设施

促进农村地区数字金融包容性，但效果因地区而异 [16]。 

5.2. 面向社会的数字包容研究 

5.2.1. 数字包容经济及制度建设研究 
聚类 3 开展数字包容经济及制度建设研究是为了促进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确保所有主体有权表

达利益诉求，并制定普遍性的数字经济规则。为了实现平衡发展，需构建科学合理的数字经济规则治理

模式，重视数据的有效利用和实体制造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 
国内学者张旭等人认为，包容性数字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17]。李红玲等人提出通过

数字技术与农村经济的结合 [18]。另外，外国学者 Kwilinski, A 等人研究发现数字化对环境可持续性有积

极影响 [19]。为促进非洲地区数字包容，Arakpogun, EO 等人鼓励跨部门合作和自下而上的倡议，以缩小

非洲国家的数字鸿沟 [20]。 

5.2.2. 数字包容文化及教育普及研究 
聚类 4 数字包容文化及教育普及研究，通过研究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和影响，以及将数字技

术引入教育领域，提高教育质量和覆盖面，缩小数字鸿沟。政府、图书馆和企业需要共同努力，加强数

字技术的培训、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应用，以实现数字包容的目标。 
数字社会建设、数字素养教育、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网络使用安全等背景是引领公

共图书馆在“十四五”时期促进数字包容的宏观视角 [21]。公共图书馆促进数字包容要在明确图书馆主体

地位的基础上，增加服务不同需求的数字连接，关注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参与，开展多方位多领域的数

字服务 [22]。国外学者提出学术图书馆需要在其信息服务中更加包容残疾学生 [23]。另外，图书馆员工队

伍缺乏多样性以及信息管理不当，会损害实现平等、多样性和包容性目标的能力 [24]。希望教育决策者在

设计在线服务和终身学习计划时考虑到公民的数字技能 [25]。 

5.2.3. 技术维度的信息无障碍建设 
聚类 5 通过开展信息无障碍建设的技术维度研究，是为了弥补信息技术身体机能、环境等差异，使

所有人都能平等、方便、安全地获取和使用信息。这包括硬件和软件的无障碍化、与其他领域融合、支

持新技术发展、制定政策与规范、保护隐私以及加强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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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信息无障碍的研究体系已初步构建，相关研究也趋于多元化。虽然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暂未关

注的问题，但以人工智能、产品供给、虚拟形态为驱动，以人文精神为纽带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可以加快理想化的信息无障碍目标的实现 [26]。另外，数字产品的包容性设计需要从战略、范围、结构、

框架和表现五个方面入手，通过“数字包容”真正实现“社会包容” [27]。对于弱势群体而言，技术的采

用和利用往往使弱势群体更加落后，需要努力实现数字包容性、技术接入和数字素养，以确保普遍接入

和与数字资源的有意义互动 [28]。 

5.2.4. 数字技术在健康领域的应用 
现有的数字差距和由此产生的“数字鸿沟”可能会加剧健康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不平等，因此，需要

努力实现数字包容性、技术接入和数字素养，以确保普遍接入和与数字资源的有意义互动。为了创造数

字包容的机会并减少长期健康不平等，未来的政策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种族群体的异质性；导致疾

病负担和数字可及性的跨部门不利因素；适合文化背景的特定疾病的干预措施 [29]。另外，数字技术的发

展在精神健康护理中存在数字排外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改进精神健康护理中数字工具的提供，并

实施更实用的数字包容性倡议，确保所有人都能平等地获得数字技术 [30]。 

6. 总结及展望 

6.1. 总结 

数字包容研究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它关注如何让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使用和参与数字技术，无论他

们的年龄、性别、种族、残疾或其他身份特征如何。国内和国外的研究都表明，老年人、农村地区、特

定群体以及弱势群体面临着数字鸿沟和技术排斥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经济、制度、文化、

教育和信息无障碍等多个维度进行研究和实践。社会各界应该共同努力，推动数字包容的实践，为实现

社会公平和谐作出贡献。 

6.2. 展望 

首先，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老年人和农村地区，而其他特定群体，如残障人士、性别群体等，仍然缺

乏深入的数字包容性研究。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加广泛地涵盖各个特定群体，深入了解其数字技术使用的

挑战和需求，以制定更具体和有针对性的数字包容策略。 
其次，数字包容研究往往聚焦于社会和经济层面，而对于技术维度的信息无障碍建设的研究相对不

足。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技术的无障碍设计，包括硬件和软件的改进，以确保所有人都能够方便、

安全地获取和使用信息。此外，对于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在数字包容中的角色，以及如何应对数字技术

带来的新挑战，也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针对以上不足，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深入研究各个特定群体的数字包

容需求，包括残障人士、性别群体等，以制定差异化的数字包容策略。其次，加强技术维度的研究，推

动信息无障碍建设，确保技术的包容性设计得到更全面的关注。此外，对于新兴技术的应用和影响，以

及数字技术在健康领域的发展，需要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以促进数字包容在多个领域的全面推进。综

合来看，未来的数字包容研究应该更加多元化、全面化，以应对不同群体和不同领域面临的数字不平等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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