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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媒体知识沟效果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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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影响知识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传播媒介差异一直以来都是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 。

然而 ，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报纸和电视的知识沟效果的比较 ，鲜有研究对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和

传统媒介的知识沟效果的差异进行实证探讨 。通过对两组不同时期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 ，发现不

同社会经济地位者之间的使用沟在因特网上比在传统媒介上更为明显 。更重要的是 ，因特网上较大的使

用沟也导致了更为显著的知识沟 ，使得数字鸿沟不仅在强度上 ，更在后果上有甚于传统媒介的使用差异 。

这些发现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加深对知识沟现象及其成因的理解 ，另一方面也为方兴未艾的数字

鸿沟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支持 。

［关键词］知识沟 ；因特网 ；新媒介 ；旧媒介 ；数字鸿沟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Knowledge Gap Effects between
New Media and Old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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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formation of know ledge gap ，media difference has
long been a research focus in the know ledge gap literature ．Previous studies ，however ，primarily
compared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between newspaper and television on the know ledge gap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possible disparities between new media and old media regarding
their impacts on people摧s know ledge acquisition ．Based on two national surveys in the U ．S ．A ．，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usage gap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is
greater for the Internet than for traditional media ．More importantly ，the greater usage gap on the
Internet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a bigger know ledge gap ．This suggests that the digital divide not
only has a stronger magnitude ，but has more severe consequences than does the analog divide ．



These findings can facilit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know ledge gap and its antecedents ，and can
help justify the necessity of the digital divide resear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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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四十年间 ，知识沟理论因其对根本的社会结构差异的关注而广受重视 ，并成为大众传

播学的经典理论之一 。作为影响知识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传播媒介差异一直以来都是学者关

注的一个焦点 。然而 ，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报纸和电视的知识沟效果的比较［１］
，鲜有对以因特网

为代表的新媒介和传统媒介的知识沟效果差异进行实证探讨的研究 。通过对两组不同时期美国全

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试图回答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 ，新旧媒介是否存在使用鸿沟上的差

异 ？第二 ，这种使用鸿沟上的差异是否会导致人们在知识沟上的差异 ？由于知识沟是结构性社会

不平等的一种典型表现 ，并直接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不均相关联 ，本研究的发现一方面将有助于我们

在理论上加深对知识沟现象及其成因的理解 ，另一方面也可为方兴未艾的数字鸿沟研究的必要性

提供进一步的经验支持 。

一 、新媒体与旧媒体 ：使用沟

不论是新媒体还是旧媒体 ，人们使用媒体的方式各不相同 ，“使用沟”（usage gap）也因此形成 。

使用沟有多种表现形式 ，但以往研究发现 ，人们使用大众媒介的一个最典型的差异就在于信息使用

和娱乐使用［２ ５］
。比如说 ，人们读报纸的时候 ，既可以选择读要闻版 ，也可以选择读娱乐版 ；人们看

电视的时候 ，既可以选择看新闻联播 ，也可以选择看电视剧 ；同样 ，人们使用因特网的时候 ，既可以

选择访问新闻网站 ，也可以选择玩游戏或者聊天 。

虽然新旧媒介都存在使用沟 ，但是它们的大小却有差异 ，这是由各种媒介本身的属性决定的 。

拿报纸来说 ，这种文字媒介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准确而详细地传递新闻信息 ，并对有关新闻事件进行

深度分析和评论 。因此 ，人们大多使用报纸来获取新闻信息 。电视作为影音兼备的声画媒介 ，特点

就是善于用生动形象的声音和图像来愉悦受众 。于是 ，人们对电视的使用大多偏重娱乐用途 。相

对于传统媒介来说 ，因特网是各种传统媒介的整合 ，报纸和电视的功能在因特网上都能实现 。人们

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多种用途 。例如 ，欧洲学者 Van Dijk 指出 ，一部分人能够系统地将高级数字技

术用于工作和教育 ，并从中受益 ，另一部分人则只能使用基本的数字技术 ，进行简单的应用 ，并主要

以娱乐为目的［６ ７］
。他强调电脑网络的多用性（multifunctionality）使人们使用它的方式千差万别 。

由此 ，Van Dijk提出了使用鸿沟的假设 ，并将人们的数字技能划分为工具技能 、信息技能和策略技

能三个等级递进的技能层次 。

因特网一方面为受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另一方面也大大减少了传统媒介对特定内容的侧重 。

如果说报纸侧重于新闻而电视侧重于娱乐的话［８ １２］
，因特网所提供的空前自由使每一个用户得以

根据自己特定的身份和地位选择特定的使用方式 ，而较少受到媒介形式的限制［１３］
。因此 ，人们的

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对新媒介使用的影响要超出其对传统媒介使用的影响 。

社会经济地位当然会影响人们读报纸或看电视的方式 ，但是传统媒介的相对同质性及其内容偏好

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使用方式 。例如 ，即使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体也会选择报纸来获

取新闻 ；同样 ，即使是地位较高的个体也会经常使用电视来获取娱乐 。然而 ，因特网的显著异质性

使人们的使用方式基本上成为他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反映 。也就是说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主要

将因特网用于娱乐用途 ，而地位较高的人则侧重于因特网的信息用途 。由此 ，我们也可以将使用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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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之间媒介使用的差异 。基于以上讨论 ，我们可以假设 ，地位不同的个体

使用因特网的差异要大于他们使用传统媒介的差异 。

假设 １ ：因特网的使用沟大于传统媒介的使用沟 。

二 、新媒体与旧媒体 ：知识沟

传统的知识沟研究集中在知识获取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 。正规教育通常被用来当做社会

经济地位的指标［１４ １６］
，后续研究发现 ，其他因素也会对知识沟的形成产生影响 ，如媒介内容和议题差

异 、信息功能 、地理范围 、知识的复杂性 、传播媒介差异 、研究设计以及数据收集方法等等［１ ，１４］
。

在众多影响知识沟的因素当中 ，传播媒介差异是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 。以往有关媒介差异的

研究成果主要强调的是印刷媒介的独特作用 、印刷媒介与广播媒介在促成知识沟的有效性方面的

比较 ，以及电视作为知识平衡者（也就是减少知识沟）的巨大潜力［１］
。新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进一

步加剧了人们关于新技术对知识沟影响的争论 。技术狂热者宣称因特网能够通过降低信息成本来

减少不平等 ，增强低收入人群获取社会资本和参与职业竞争的能力 ，并进而增加他们的人生机

会［１７］
。技术怀疑者则指出技术所带来的最大利益将会归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 ，因为他们能够利

用他们的资源更快 、更有成效地使用因特网 ，而这一趋势又会被更好的网络接入和更多的社会支持

所进一步强化［１８］
。

Bonfadelli进一步对新旧媒介的知识沟效果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 。他认为 ，相对于传统媒介

而言 ，人们在互联网使用上的鸿沟更为显著 。这些鸿沟包括信息供给上的差异 、信息使用上的差别

（信息选择上不同的兴趣与偏好）以及不同的信息接收策略（不同的媒介内容需求与满足 ，譬如信息

和娱乐）等［１９］
。

新旧媒体之间的使用沟差异可能导致人们在知识获取上的不同 。经典知识沟假说指出 ，当大

众媒介信息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不断增加时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个体获取这些信息的速度也会较

快［１６］
。换言之 ，对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个体来说 ，即使他们接触到相同质和量的大众媒介信息 ，他

们所获取的知识也会各不相同 。况且 ，在现实中 ，人们对媒介的信息使用也是千差万别的 。这种事

实上存在的媒介使用沟会进一步加剧不同地位个体之间的知识沟 。

具体来说 ，相对娱乐使用而言 ，对媒介的信息使用更有利于人们的知识获取 。研究表明 ，人们

政治知识的多寡尤其会受到报纸的影响［１ ，１６ ，２０］
，因为报纸更偏重信息而非娱乐 。同时 ，与电视观众

相比 ，报纸读者通常会获得并且记住更多的政治信息［８ ，２１ ２３］
，对不同议题的辨别能力也更强［２４ ２５］

。

因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 ，对媒介的信息使用越多 ，所获得的政治知识就越多 。因特网的使用沟较大 ，

其导致的知识沟也较大 。

虽然以往研究已经开始重视新旧媒介的使用沟差异对知识沟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 ，但真正用

实证数据对其进行验证的研究却凤毛麟角 ，因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

假设 ２ ：因特网的使用沟比传统媒介的使用沟所导致的知识沟更大 。

三 、研究方法

（一）数据及样本

为了得到更准确的假设检验结果 ，本研究选取了两组不同的数据进行分析 。第一组来自于“皮

尤人民与媒介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在 ２００４年 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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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旬所做的政治传播研究项目 ① 。皮尤研究中心是美国著名的非党派 、公益性舆论和社会科学研

究中心 ，其宗旨在于为公众提供更多信息 ，以帮助他们了解影响美国和世界的重要事件和趋势 。作

为该中心的旗舰研究组织 ，皮尤人民与媒介研究中心侧重研究公众对媒介 、政治和公共政策议题的

态度 ，并以常规性全国调查著称 。调查由皮尤公益信托基金（The Pew Charitable T rusts）资助 ，该

组织的所有调查数据均可免费获取 ，因此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使用 。权威性 、公益性和中立性是本

研究选择该中心调查数据的主要原因 。

具体到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 ，其调查于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 １９日至 ２００４年 １月 ４日之间进行 。在

“普林斯顿调查研究协会”（Princeton Survey Research Associates）的指导之下 ，该调查共电话访问

了全美 １ ５０６ 位 １８ 岁及以上的成人公民 。所有受访者皆通过全国范围电话随机拨号（Random
Digit Dialing ，RDD）产生 。样本误差在 ９５％ 的置信水平上为 ± ３％ 。在 ２００４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背

景下 ，该调查的原始意图在于调查美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和群体如何从不同的媒介来源获取政治选

举新闻 ，并试图揭示媒介使用的新趋势和影响 。其具体内容包括美国民众获取政治新闻的媒介

来源及其结构变化 、人们对政治选举知识的获取情况 、互联网在人们政治新闻和知识获取中的

作用 ，以及人们对政治新闻偏见的认知情况等等 。由于本研究所涉及的核心变量在该调查中也

是极为重要的变量 ，其数据对本研究具有很高的适用性 。

本研究使用的第二组数据来自更加权威的“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 ，ANES）最新发布的 ２００８年总统选举调查 ② 。自 １９７７ 年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创立以

来 ，“美国国家选举研究”成为美国规模最大 、影响最广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机构 。每逢选举年份 ，该

机构都要开展数次调查 ，并及时将调查数据在网上公布 ，供公众免费使用 。数十年来 ，该调查的系

列数据为美国乃至全球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

本文选取的是 ２００８年总统选举前后（９月和 １１月）进行的固定样本追踪研究 。调查采用电

话随机拨号的方式产生 １０ ７２０个潜在受访者 ，他们都是 １８岁及以上的美国公民 ，其中两次调查

实际招募的有效受访者分别为 ２ ５８６ 个和 ２ ６６５个 。这些受访者通过电话接受邀请后 ，按照要

求在网上完成调查 。无法上网的受访者可以免费获得网络接入 ，以保证调查顺利完成 。该调查

囊括媒介使用和政治知识在内的多个重要题项 ，对于验证本研究的假设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 。

同时 ，作为纵向追踪研究 ，该调查为建立媒介使用和政治知识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绝佳的

机会 。

（二）变量的测量

１ ．政治知识 。 ２００４年调查中用于测量受访者政治知识的是四个陈述 。其中的两个是询问受

访者关于美国副总统戈尔对民主党内候选人 Howard Dean的支持 ，以及 Howard Dean关于“希望

成为那些皮卡车箱内悬挂南部联邦战旗者的候选人”的言论 ③
。根据受访者的回答 ，他们被分为四

个类别 ：（１）知道较多 ；（２）听说了一些 ；（３）从来没有听说过 ；（４）不知道或者拒绝回答 。为了分

析的便利 ，前两类被编码为 １ ，其余的被编码为 ０ 。另两个问题是 ：“你知道在总统候选人中 ，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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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据来源 ：ht tp ：／／people‐press ．org ／dataarchive／ ＃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数据来源 ：ht tp ：／／www ．electionstudies ．org ／studypages／２００８＿２００９panel／anes２００８＿２００９panel ．htm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３０ 日 。

Confederate flag 为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部联邦战旗 ，该旗被视为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的标志 。 包括 ３K 党在内的五百
多个极端组织使用该旗作为标志之一 。 Howard Dean 是美国 ２００４ 年总统选举民主党内的候选人之一 ，其竞选政策是尽

力争取南方选民的支持 。 他曾发表言论说“希望成为那些皮卡车箱内悬挂南部联邦战旗者的候选人” 。 此语激起包括民

主党其他候选人在内的社会人士的广泛批评 。 对该评论的详细报道可参见 ： http ：／／www ．usatoday ．com ／new s／
politicselections／nation／２００３ １１ ０２ dean‐flag＿x ．htm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曾是陆军将军 （正确答案为 Wesley Clark） ？哪位曾经是众议院多数派的领导人 （正确答案为

Richard Gephardt） ？”正确回答的被编码为 １ ，其余为 ０ 。测量政治知识的这四个陈述所构成的量表

的信度值为 ０ ．７０ 。 ２００８年总统选举调查中有 １２个问题用来测量政治知识 。前六个问题询问两个

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麦凯恩在国会中分别代表哪个州 ，入选国会之前在哪里工作 ，以及他们的宗教

信仰等等 。后六个问题涉及美国政治体制的若干常识 ，如同一候选人最多能够当选总统的次数 ，参

议院和众议院议员一个任期的年限 ，每个州在参议院有几个议席 ，总统和副总统因紧急情况无法继

续服务时 ，哪一个官员可任临时总统 ，以及众参两院需要多少票数可以颠覆总统 、否定投票等等 。

答案的编码方式同上 ，整个量表的信度值为 ０ ．８６ 。

２ ．因特网的信息使用 。 ２００４年调查中有四个问题被用来测量人们对因特网的信息使用情

况 。具体来说 ，受访者被问及是否从以下来源获知与总统候选人及其竞选运动有关的信息 ：

（１）因特网 ；（２）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新闻网页 ，如美国在线（AOL）新闻或雅虎新闻 ；（３） 新闻机构

的网站 ，如CNN ．com ，New York Times ．com ，或其他当地报纸或电视台的网站 ；（４）网上新闻杂志

和评论网站 ，如 Slate ．com 或 National Review Online 。编码使用一个四级量表 ，１代表经常 ，４代

表从不 。为了便于统计分析 ，１ 、２ 、３被重新编码为 １ ，４被重新编码为 ０ 。这四个问题构成一个用以

测量受访者对互联网信息使用的量表 ，其内在一致性为 α ＝ ０ ．７９ 。 ２００８年总统选举调查使用一个

问题测量人们对因特网的信息使用情况 ：“您一周平均几天在网上收看或阅读新闻 ？”答案编码为

０ — ７ 。

３ ．传统媒介的信息使用 。 ２００４年数据涉及的传统媒介包括报纸 、电视 、杂志和广播 。受访

者被问及是否从这些传统媒介获知与总统候选人及其竞选运动有关的信息 。 这些问题采用与

因特网信息使用量表相同的编码方式 。在这些传统媒介当中 ，报纸 、杂志和广播各有一个问题 ，

电视则被若干个问题来测量 。用于测量电视的问题被合成为一个量表（α ＝ ０ ．６６） 。 ２００８年总统

选举调查使用与因特网类似的三个问题测量人们对三种传统媒体报纸 、电视和广播的信息使用

情况 ：“您一周平均几天在印刷报纸上阅读新闻／在电视上收看新闻／在广播上收听新闻 ？”答案

编码也是 ０ — ７ 。

４ ．使用沟 。如前所述 ，使用沟可被定义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之间所存在的媒介使用差异 。

由于本研究中没有涉及人们对媒介的娱乐使用 ，使用沟在本研究中被操作化为不同地位者之间的

媒介信息使用频度的差异 。由于信息使用直接与人们的知识获取相关 ，信息使用频度之间的鸿沟

也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一种使用沟 。由于教育水平被广泛视为衡量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关键指

标［１］
，使用沟可被操作化为教育水平与媒介信息使用频度的乘积 。这两个变量的乘积将作为一个

交互变量进入回归方程 。

５ ．控制变量 。基于以往研究［２６ ２８］
，若干人口统计学变量 ，如年龄 、性别 、人种 、收入和教育程度

等 ，对人们的媒介使用和政治知识具有重要影响 ，因而将这些因素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此外 ，

党派和意识形态也因对政治知识有一定影响而被作为另一组控制变量予以分析 。

四 、研究发现

假设 １预测因特网的使用沟比传统媒介的使用沟大 ，也就是说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之间的媒

介信息使用差距在因特网上比在传统媒介上更明显 。要证明这一假设 ，就要比较社会经济地位（也

即教育水平）与各种媒介信息使用频度之间的关系 。

表 １显示了基于 ２００４年数据的五组多元回归方程的结果 ，其中包括教育在内的人口统计学变

量为自变量 ，各种媒介信息使用为因变量 。结果证实 ，教育水平对因特网的信息使用的预测效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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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β＝ ０ ．２１ ，p ＜ ０ ．００１） ，其次是杂志（β＝ ０ ．１５ ，p ＜ ０ ．００１）和电视（β＝ ０ ．１０ ，p ＜ ０ ．００１）的信息使

用 。报纸和广播的信息使用与教育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

表 1 　预测不同媒介信息使用的多元回归分析（2004年数据）

自变量／因变量
因特网 电视 报纸 杂志 广播

β β β ββ

教育 ０ 耨．２１
倡 倡 倡

０ |．１０
倡 倡 倡

０ L．０５ ０ L．１５
倡 倡 倡

０ 乔．０４

男性 ０ 耨．１３
倡 倡 倡

０ |．０７
倡 倡

０ L．０２ ０ L．０２ ０ 乔．０１

年龄 － ０ 耨．２４
倡 倡 倡

０ |．０７
倡 倡

０ L．１０
倡 倡 倡

－ ０ L．０３ ０ 乔．０１

白人 － ０ 耨．０８
倡 倡

－ ０ |．１１
倡 倡 倡

－ ０ L．０４ － ０ L．０４ － ０ 乔．０１

收入 ０ 耨．１２
倡 倡 倡

０ |．０９
倡 倡

０ L．０８
倡 倡

０ L．１５
倡 倡 倡

０ 乔．０３

R２ T
０ 耨．１８ ０ |．０４ ０ L．０２ ０ L．０６ ０ 乔．００

F ６４ 耨．５６
倡 倡 倡

１２ |．３４
倡 倡 倡

５ L．８３
倡 倡 倡

１９ L．９３
倡 倡 倡

０ 乔．９６
倡 倡 倡

注 ： 倡 倡 表示 p ＜ ０ ．０１ ，倡 倡 倡 表示 p ＜ ０ ．００１ 。

表 ２显示了 ２００８年数据的情况 ，结果与 ２００４年相似 ，而且新旧媒体之间的使用沟差别更大 。

具体来说 ，教育水平与因特网信息使用之间的关系最强（β＝ ０ ．１３ ，p ＜ ０ ．０５） 。人们对报纸 、广播和

电视的信息使用与其教育水平已没有显著关系 。换言之 ，人们对因特网的使用方式特别受到教育

水平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因特网的信息使用频度也较高 ，而这种影响对传统媒介来说则较

小 。因此 ，假设 １得到证实 。

表 2 　预测不同媒介信息使用的多元回归分析（2008年数据）

自变量／因变量
因特网 电视 报纸 广播

β β ββ

教育 ０ D．１３
倡

－ ０ {．０７ － ０ c．０６ ０ X．０８

男性 ０ D．１０
倡

－ ０ {．０１ ０ c．０５ ０ X．０８

年龄 － ０ D．０４ ０ {．２８
倡 倡 倡

０ c．３１
倡 倡 倡

０ X．０７

白人 ０ D．０４ ０ {．０３ － ０ c．０３ ０ X．００

收入 ０ D．０７ ０ {．００ ０ c．０８ ０ X．０２

R２ T
０ D．０４ ０ {．０９ ０ c．１１ ０ X．０２

F ３ D．６０
倡 倡

７ {．４８
倡 倡 倡

９ c．６１
倡 倡 倡

１ X．６１

　 　 注 ： 倡 表示 p ＜ ０ ．０５ ，倡 倡表示 p ＜ ０ ．０１ ，倡 倡 倡表示 p ＜ ０ ．００１ 。

假设 ２指出因特网的使用沟比传统媒介的使用沟导致的知识沟更大 。为了比较新旧媒介使用

沟对政治知识的影响 ，本文建立了以政治知识为因变量的五组多元阶层回归方程 。人口统计变量 、

党派和意识形态等作为一组控制变量先行输入 ，用于测量使用沟的五个交互变量在各组方程中作

为第二梯队输入 。之所以把五个交互变量单独纳入一组回归方程进行分析 ，是因为这些交互变量

都含有教育 ，放在同一组进行分析会导致多元共线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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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预测政治知识的多元阶层回归分析（2004年数据）

变量
模型 １ 灋模型 ２ )模型 ３ 创模型 ４ ?模型 ５  

β β β β β

组 １ 垐

男性 ０ ǐ．２０
倡 倡 倡

０ 6．２２
倡 倡 倡

０ 亮．２３
倡 倡 倡

０ L．２３
倡 倡 倡

０ *．２３
倡 倡 倡

年龄 ０ ǐ．３６
倡 倡 倡

０ 6．３０
倡 倡 倡

０ 亮．３１
倡 倡 倡

０ L．３２
倡 倡 倡

０ *．３２
倡 倡 倡

白人 ０ ǐ．０８
倡 倡

０ 6．０８
倡 倡 倡

０ 亮．０７
倡 倡

０ L．０７
倡 倡

０ *．０７
倡 倡

教育 ０ ǐ．２０
倡 倡 倡

０ 6．１８
倡 倡 倡

０ 亮．２４
倡 倡 倡

０ L．２６
倡 倡 倡

０ *．２８
倡 倡 倡

收入 ０ ǐ．１２
倡 倡 倡

０ 6．１３
倡 倡 倡

０ 亮．１４
倡 倡 倡

０ L．１３
倡 倡 倡

０ *．１４
倡 倡 倡

党派 － ０ ǐ．０２ － ０ 6．０２ － ０ 亮．０３ － ０ L．０３ － ０ *．０３

意识形态 ０ ǐ．０２ ０ 6．０１ ０ 亮．０１ ０ L．０２ ０ *．０２

组 ２

因特网 ×教育 ０ ǐ．２４
倡 倡 倡

电视 ×教育 ０ 6．２１
倡 倡 倡

报纸 ×教育 ０ 亮．１１
倡 倡 倡

杂志 ×教育 ０ L．１０
倡 倡 倡

广播 ×教育 ０ <．０８
倡 倡

R２ 北
０ ǐ．３２ ０ 6．３１ ０ 亮．２９ ０ L．２９ ０ <．２９

F ８６ ǐ．２３
倡 倡 倡

８１ 6．３３
倡 倡 倡

７４ 亮．５７
倡 倡 倡

７４ L．７８
倡 倡 倡

７３ <．７４
倡 倡 倡

　 　 注 ： 倡 倡 表示 p ＜ ０ ．０１ ，倡 倡 倡 表示 p ＜ ０ ．００１ 。

如表 ３所示 ，２００４ 年数据中因特网信息使用与教育的交互变量是政治知识的最强预测因素

（β＝ ０畅２４ ，p ＜ ０ ．００１） ，随后是电视（β＝ ０ ．２１ ，p ＜ ０ ．００１）、报纸（β＝ ０ ．１１ ，p ＜ ０ ．００１）和杂志（β＝ ０ ．１０ ，

p ＜ ０畅００１）与教育的交互变量 。 ２００８年的数据分析结果列于表 ４ 。可以看出 ，新旧媒体使用沟对知识

沟的不同影响在这组数据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各组交互变量中 ，仅有因特网信息使用与教育的交

互变量对政治知识有显著预测作用（β＝ ０ ．１５ ，p ＜ ０ ．０５） ，其他交互变量与政治知识皆无显著关系 。两

组数据的结果表明 ，不同地位的因特网用户之间的知识沟要大于不同地位的传统媒介用户之间的知

识沟 ，也即因特网的使用沟比传统媒介的使用沟导致的知识沟更大 。因此 ，假设 ２得以证实 。

表 4 　预测政治知识的多元阶层回归分析（2008年数据）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厖模型 ４ 铑

β β β β

组 １ 垐

男性 ０ M．１０ ０ 拻．１０ ０ 鬃．１０ ０ @．０８

年龄 － ０ M．０２ － ０ 拻．０２ － ０ 鬃．０４ － ０ @．０３

白人 ０ M．０４ ０ 拻．０４ ０ 鬃．０４ ０ @．０６

教育 ０ M．０４ ０ 拻．０３ ０ 鬃．０３ ０ @．０４

收入 ０ M．２１
倡 倡

０ 拻．２１
倡 倡

０ 鬃．１９ 倡 ０ @．２１
倡 倡

党派 ０ M．０９ ０ 拻．０９ ０ 鬃．１０ ０ @．０９

组 ２ 垐

因特网 ×教育 ０ K．１５
倡

电视 ×教育 ０ 拻．０３

报纸 ×教育 ０ 鬃．０８

广播 ×教育 ０ @．０６

R２ 北
０ K．１０ ０ 拻．０８ ０ 鬃．０８ ０ @．０８

F ２ K．８７
倡

２ 拻．８７
倡

２ 鬃．８７
倡

２ @．８７
倡

　 　 注 ： 倡 表示 p ＜ ０ ．０５ ，倡 倡表示 p ＜ ０ ．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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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讨论与结论

通过对两组美国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发现因特网的使用沟比传统媒介的使用

沟更大 。具体而言 ，以教育为衡量指标的用户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因特网信息使用频度的影响比对

传统媒介的更大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其信息使用频度就越强 。这种关系在因特网用户中表现得

最为突出 ，因而导致因特网的使用沟最大 。

这一发现的理论意义在于凸现了数字鸿沟研究的必要性 。长久以来 ，人们对传统媒介的使用

一直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但学术界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特定的领域进行研究 ，我们也从来没有听

说过关于“模拟沟”的争论 。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出现之后 ，人们开始将数字媒介的接入和

使用差异称为“数字沟” ，社会各界对这一“数字沟”的关注和讨论也越来越热烈［２９ ３２］
。这一现象背

后隐含着一个假定 ，那就是新媒介的使用差异与传统媒介的使用差异相比更值得人们重视 。至于

原因何在 ，鲜有实证研究予以解答 。本研究的第一个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 。虽然不

同社会经济地位者之间的使用差异在传统媒介上就已存在 ，但这种差异在因特网上变得更为显著 ，

因而也就更值得人们重视 。

产生这种使用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新旧媒介本身的特性 。报纸 、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介由于

媒介形式比较单一 ，其传播内容也有比较明显的倾向 。因此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对这些传统

媒介的使用也呈现出相对同质性 。媒介本身对特定内容的偏好使人们对它们的使用受其社会经济

地位的影响较小 。因特网的多媒体形式解除了对特定内容的限制 ，其更多的信息来源也为用户提

供了更多的选择 。另外 ，网络所具有的空前互动性也使传统受众反客为主 ，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要和兴趣对网络内容进行选择 。因此 ，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及其内容的相对异质性使人们

的使用方式更多地受其自身地位的影响 ，由此而导致的新媒介的使用沟比传统媒介更大 。

然而 ，仅仅证明“数字沟”比“模拟沟”更为显著还不足以说明前者比后者更重要 。本研究的第

二个发现从后果层面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数字沟”比“模拟沟”更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具体来

说 ，“数字沟”比“模拟沟”导致更大的知识沟 ，其所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也更大 。值得一提的是 ，

２００８年数据中各种媒介使用变量来自 ９月份的调查 ，而政治知识变量则来自 １１月份的调查 。这

种纵向分析得出的结论揭示了由媒介使用导致政治知识的因果关系 ，较横向数据而言更准确地验

证了媒介使用沟与政治知识沟之间的假设关系 。一直以来 ，关于数字鸿沟的争论集中在人们使用数

字技术的方式（means）而非结果（ends）上［３３］
。大量文献探讨的是人们在数字技术接入上是否存在贫

富之分 ，在数字媒介使用上是否存在优劣之别 。新技术接入和使用差异的具体后果仍是一个“根本的

却经常被忽略的问题”
［３４］３４９

。本研究所发现的新旧媒介使用沟能够导致强度不同的知识沟 ，证明数字

鸿沟的确对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存在着实质性的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要强于传统媒介 。

当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介开始向网络融合的时候 ，当越来越多的受众开始以网络为中心的时候 ，

因特网上尤为显著的使用沟及其导致的知识沟为当前的信息社会敲响了警钟 。由于人们只需较低

的社会 、政治和经济资本就可进入虚拟的网络空间 ，不少学者预测人类能够在网上获得更多的平

等 。然而 ，本研究所发现的网络使用沟和知识沟却对这一乐观估计提出了挑战 。进入网络空间仅

仅只是融入信息社会的第一步 。互联网的确可以为人们（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进入信息

社会打开一扇大门 。然而 ，人们进入之后究竟做什么 ，有什么结果 ，则是更重要的议题 。如本研究

所揭示的 ，人们在线下的社会权力分布直接映射于线上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在网络空间中得到

的也更多 ，收获也更大 ，而那些地位较低者却在边缘徘徊 ，始终被排斥在社会核心利益之外 。

知识就是力量 。作为民主社会的一种根本资源 ，知识及其控制始终是人们有关权力争论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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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由于政治知识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政治参与［２６ ，２８］
，在使用层面上缩小数字鸿沟对于民主政治的

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３５］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 ，政府决策部门只有着力提升公众的教育水平 ，

才能逐步优化人们的网络使用方式 ，从而减少以知识沟为缩影的社会结构性差异 。

本文对新旧媒介的使用沟及其所导致的知识沟效果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显示 ，不同社会经济

地位者之间的使用沟在因特网上比在传统媒介上更为明显 。因特网上较大的使用沟也导致了更为

显著的知识沟 ，使得数字鸿沟不仅在强度上 ，更在后果上有甚于传统媒介的使用差异 。未来研究可

对其他类别的知识 ，如健康知识和科技知识等［３６］作进一步探讨 。除了知识以外 ，数字鸿沟其他层

面的社会影响也值得更多关注 ，包括政治参与 、经济生产 、人际关系 、社会互动 ，以及其他关系到人

们社会生活质量的层面［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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