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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农村的影响度分析 

 
［摘要］通过笔者主持的少数民族农村信息传播与农民媒介素养现状的问卷调查，对所得数据统计分析后，

有以下发现：电视成为影响少数民族农民思想观念的第二大因素，其它大众媒介对农民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

是少数民族农民对大众媒介内容的认识处于“模糊化”状态，媒介素养在少数民族农村严重缺位。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众传媒；接触与使用；媒介素养 

 

 

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农村有多大影响？这是一个很多人都能给出答案的问题：影响很大；或者说，大众

传媒在农村很重要。不过，少数民族农村的大众传媒多种多样，最具影响力的是哪一种（些）？农民的媒介使用

能力如何？他们对大众媒介的态度又是怎样？估计是一个难以用描述性的语言说清楚的问题。2006年7—9月期

间，笔者组织西南民族大学学生40余人，面向全国主要少数民族地区发放调查问卷400余份，对我国少数民族农村

的信息传播与媒介素养现状展开了初步的调查。其中，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农民思想观念的影响度，是本次调查

的重点内容。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域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人口约10643万人，在此区域内的农村又大体占到民

族地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左右。事实上，大众传媒的功能正在于其传播信息的即时、迅速，正好可以解决少数民

族农村地区的信息闭塞、缺乏的问题。因此，如能对少数民族农村的信息传播现状有一个较清晰的了解，进而有

步骤地提高农民的媒介素养，大众传媒尤其是涉农媒体①才有可能在占全国约一半面积的民族地区农村进行有效

传播。这是一个从根本上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渠道，也是改变民族地区贫穷落后面貌的可能途径。 

 

一、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农民观念的影响度 

 

问卷：您认为对个人的思想观念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限选2项） 
选项百分比排序：1.家庭48%；2.电视33%；3.学校19%；4.周围环境15%；5.朋友13%；6.工作环境6%；7.广

播5%；8.书籍2%、报纸2%；9.杂志 1%、网络1%；10.电影0.5%。11.VCD/DVD碟片0%。 
分析：大众媒介对少数民族农民的思想观念有重大影响。 
电视，成为影响少数民族农民思想观念的第二大因素。 
在回答“对您个人的思想观念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一题时，33%的受访人首选“电视”，“电视”选项名列

第二，仅次于“家庭”48%。可以看到：“电视”超越了传统的对个人思想观念的强势影响因素，如学校19%，周

围环境15%，朋友13%等。 
此外，广播5%、书籍2%、报纸2%、杂志1%，网络1%的选项，分列第7，8，9位，表明其它大众媒介对个人

思想观念有影响，但比较轻微。 
分类来看，电视与广播相加，两项之和为38%，远远超过书籍、报纸、杂志之和5%，说明以电视广播为主的

电子媒介在少数民族农村占有强势地位，因此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加大电视广播中的涉农信息含量。 
印刷媒介在农村处于“萎缩态势”。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订阅或购买书籍、报纸、杂志不方便，二是部分

少数民族农民不识汉字，阅读起来有困难，三是强势媒介电视广播的挤压，使印刷媒介在少数民族农村生存空间

较小。 
网络1%的选项，是因为电脑与网络在少数民族农村普及程度很低，其次是有使用上的障碍。 
对策分析：1.考虑农民信息需求，做到为农传播。从媒介内容制作上看，大众传媒尤其是本地电视台应加强对

少数民族受众信息需求的调查研究，做到“为农传播”而非“对农传播”。也就是说，改变目前大众传媒在少数

民族农村传播的无序、低效的现状，考虑农民信息需求，将农民置于对农村媒介传播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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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广播电视，加强政府信息传播。从战略层面上看，大众媒介是传递国家意识形态的日常的、也是最重

要工具。但目前来看，对农村大众传媒这一最为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运用得尚不够理想。在本调查中，我们发现

农民主要以收看电视剧为主，而收看新闻则居于次席。因此，媒体在制作政策、政府新闻时，应多考虑与农民的

关联性、有用性，从而提高政府传播的效率。 

 

二、少数民族样本对大众媒介内容的评价能力 

 
1、农民对媒介内容真实度的评价。 
问卷：对大众媒介的传播内容或方式，您能否作出评价：  
（1）可以26%（2）有时可以53%（3）不可以9%（4）不知道12%  
2、问卷：您认为媒介内容是否真实？ 
（1）真实26%（2）不太真实49%（3）不真实1%（4）不知道14% 
3、农民对媒介的看法： 
问卷：对媒介批露过的问题，您认为现实中能否得到解决？ 
（1）可以12%（2）不可以4%（3）不一定75%（4）不知道9% 
分析：将信将疑——农民对大众媒介内容的真实度、大众媒介干预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的态度。 
“对大众媒介的传播内容或方式，您能否作出评价”这一题，选择最多的是“有时可以53%”；“您认为媒

介内容是否真实”这一项选“不太真实49%”；“对媒介批露过的问题，您认为现实中能否得到解决”，选“不

一定”的占了75%。 
以上3题，选择最多的项均是不确定性的，这说明少数民族农民对大众媒介内容的真实度、大众媒介干预与解

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持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但是又缺乏明确的分辨能力，即处于一种对媒介内容认识的“模糊

化”状态。 
事实上，传播学界对于大众媒介的态度，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妖魔化”——对大众媒介的内容表示怀疑，

还是美国经验学派的“神圣化”——相信绝大多数媒介内容，这两种价值取向都大有偏颇之处。在人们的实际媒

介使用中，没有人会对于媒介的内容表示完全不相信，也不大会有人对媒介内容是完全相信的。大众媒介是一种

“工具”——所谓“工具”，就意味着它本身既不是妖魔，也不是神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大多数人对大

众媒介内容的认识处于“模糊化”状态。所谓“模糊化”，是指人们已觉察到媒体内容有部分真实，部分虚假；

但关键的问题是缺乏相应的素养，无法分清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我们把人们这种无法辨识媒介内容的

状态，称之为“模糊化”。 
为什么较多的少数民族农民对大众媒介内容的认识处于“模糊化”状态？是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媒介认识能

力、利用能力所导致的，媒介素养的重要性由此凸现。 

 

三、大众传媒在少数民族农村所起的作用？ 

 
1、少数民族对农民、农村发展的自我评价 
问卷：您对农民、农村发展的看法是(限选2项)： 
选项百分比排序：1.现在党的政策好，农民大有希望51%；2.当农民工作累，收入低44% 3.路在脚下,很多人不

是凭自己的聪明勤劳致富了吗! 42%4.当农民没什么出路11%。 
分析：农民——农村，扶志——扶智 
本调查中，选择“如果党的政策好，农民还是有希望的”名列第一，半数的农民对农民与农村的发展前途充

满了希望；但也有四成的受访人选择了“当农民不好，工作累，收入低44%”。 
说到少数民族农村，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区位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是该区域落后的原因。这些外

部客观因素，确实很大程度上导致少数民族农村的落后，但这并不是落后的全部原因。但是从本次调查来看，四

成的受访少数民族农民选择了“当农民不好，工作累，收入低”。相当规模的少数民族农民思想观念的陈旧落

后，消极保守，是少数民族农村落后的内在主观因素。 
“扶贫先扶志”因此可以有两方面的解读：一是“扶志”，二是扶“智”。扶“志“——即帮助少数民族农

民发挥对生产生活的主观能动性，改变贫穷懒惰不主动、不思进取等靠要的保守落后思想，调动生产生活积极

性。扶“智”即帮助人们充分利用现代传媒，克服区位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不利因素，以提高生产技术

水平和业务素质能力方面。事实上，四成的农民已有利用现代传媒，搞活生产经营的明确意识。这也可以从我们



的书面回答题的答案中得到印证。 
2、问卷:您认为电视、广播、报刊、电话、网络这些大众传媒在帮助您发家致富方面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您认

为在农村应大力发展大众传媒吗? 
从调查结果看，回答情况分为三类： 
约50%的问卷上，这一题是空白的——尽管可以由调查员代填。据我们进行调查时的观察，本题目未回答，

主要原因是调查要占用受访者较多时间，正常情况下每完成一张问卷就需要1到1.5小时，由于农活多，最后往往没

有时间回答。有约10%的受访人的回答是“不知道”、“不了解”、“无所谓”。 
而约40%的受访者认为：在少数民族农村，大众媒介在帮助发家致富方面有作用，应大力发展大众媒介。青

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今哈市郭里木乡团结村，一位家里主要从事养殖业的43岁的蒙古族妇女认为： 
“媒介可以使我的养殖业更加科学，能使我了解市场需求，在农村应大力发展媒介。” 
而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老街乡陆来村，一位初中毕业的42岁彝族妇女认识得更清楚： 
“我认为电视、广播、报刊、电话、网络这些媒介对我们发家致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农村大力发展大众

媒介是很大有必要的，通过媒介，让农民掌握市场需求什么，种植什么销路好，让农民早日走上富裕之路。” 
也有人看得更远，想到了现代媒介在对外宣传报道少数民族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如，在甘肃省武威州天祝藏

族自治县打柴沟镇安门村，调查员碰到了一位49岁的男性村干部，中专文化，他说： 
“我认为农村发展大众媒介非常重要，可以向全国人民真实地报道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情况。少数民族地区

还很落后，需要社会的共同关注，能够真正起到为农民办实事的作用，提高农民的思想意识。” 
大众传媒在许多地区实实在在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韩国新村运动中，“快速方便的大众媒体，特别是在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农民阶层中影响着他们如何最有效的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获得最大的现金收入，并能赶上城

里人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这产生了他们极大的兴趣去学习更多关于农产品定价的策略、农产品的市场改革、经

济作物和畜产品的生产饲养技术。对农民的训练课程随着他们需求的变化进行调整。”［1］我国安徽省含山县半

湖村的260户蟹农，从（中央电视台）七套节目中获知香港市场河蟹需求旺盛的信息后，立即多方联系，最后与香

港创业集团签订了1. 2万亩的无公害河蟹订单。在安徽，这种“看着电视种田，盯着市场挣钱，依靠科技致富”已

经成为一种时尚。在以上案例中，大众传媒体很好地激发了农民学习先进技术的兴趣和欲望，使农民通过报道得

到启发和教育，并有效地利用自有资源来获得较大的收益。 

 

结  语 
 
从调查的总体情况来看，结论是明确的：其一，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成为影响少数民族农民思想观念的

重大因素。其二，多数人处于一种对大众传媒内容认识的“模糊化”状态，反映出少数民族农民对媒介认识能

力、利用能力较差，媒介素养有待提高。其三，约40%的受访者明确认为：在农村，大众媒介在帮助发家致富方

面有很大作用，应尽快发展大众媒介。 
信息的效益不是永恒的，观念的变革才具有长效性。 ［2］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边少数民族农民落后的

精神面貌和思想状态，逐步形成积极开放、开拓进取，立志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的思想，并能够利用现代媒介

来获取各种生产经营所需要的信息与知识。只有少数民族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有了本质的提高，民族农村全面发

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其次，既然大众传媒已成为影响少数民族农民思想观念的重大因素，那么大众传媒，尤其

是涉农媒体如何改变目前“传者中心”的局面，在占全国约一半面积的民族地区农村进行有效传播？在我国新农

村建设语境下，涉农媒体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由此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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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本文中的“涉农媒体”，一部分指直接以农业频道、农民报、农业信息网等命名的媒体，以及媒体上开办



的农业栏目；另一部分，因为我国2/3的地区是农村，2/3的人口是农民，所以党台、党报等主流媒体的为农传播应

成为重点内容。所以，“涉农媒体”一词，我们认为应涵盖中央电视台一套，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

及各级党台、党报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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