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农村信息化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2009年中

央1号文件指出要发展农村信息化，这已是中央连续第4年

强调农村信息化问题。 但农村信息化存在深层次问题，制

约着农村信息化的高速、持续发展。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些

年来较活跃的研究领域， 本文拟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对农村信息化发展问题进行探讨。

1 农村信息化的深层次问题

按2001年原信息产业部颁布的《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

方案》看，信息化主要由6个要素，即信息资源、信息网络、
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和产业、信息化人才以及信息化

政策、法规和标准所构成。对农村信息化的测度，多数也在

此框架的指导下进行 ［1］。 农业部在2007年颁布的《全国农

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2007－2015）》中指出，农村

信息化的基本要素主要由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资源、人才

队伍、服务与应用系统，以及规则体系等构成 ［2］。 从政府推

进信息化的角度看，这些要素科学合理，具有很强的可比

性和可操作性。但这些指标体系对农村信息化的深层次问

题重视不足，在发挥信息化建设的导向作用方面，可能使

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缺乏长期可持续性。
（1）各方在农村信息化过程中受益程度不一，农户受

益较少。 设立农村信息服务站的数量、每百户拥有计算机

的数量、人均邮电业务量、有线电视入户率等指标，其本质

是将各方所有涉及信息化的投入，按当地农村人口数进行

简单平均，其前提假设是所有农村人口都属于农村信息化

的受益者。 而由于各方对信息的需求不同，造成在农村信

息化过程中，各方的受益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农村信息

化服务的对象包括农村基层管理人员、 基层科技人员、广

大农户、农村经纪人、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及龙头企业等，
往往是对信息需求不多、信息获取能力较弱、不善于辨识

和处理信息的普通农户， 他们在信息化过程中受益最少。
研究表明， 美国农场主已经将互联网作为了解商品价格、
天气、农药、机器等信息的重要手段 ［3］。 而我国2.5亿分散农

户，户均耕地不足0.467hm2，商品产值不足千元 ［4］，众多农

户不可能像美国农场主一样，付出大量智力和财力，获取

关于生产资料的相关信息。 研究表明，2008年全国农村信

息化平均水平为99.69，排名第1的上海农村信息化指数为

259.15［5］，而上海农户的计算机户均拥有量仍不足13％ ［6］，
这其中接入互联网且用于生产、价格或服务信息收集的计

算机显然更少。 而电视等信息化产品，其用于生活娱乐消

费的功能， 远大于其作为生产资料的用途。 国家统计局

2008年2月发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主要数据显示，
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87.3台，97.6％的村能 接 收

电视节目，与平均每百户拥有计算机2.2台的水平相比，只

能说明我国农村信息化达到了初步单向传达信息的目的，
还没有实现信息的沟通。

（2）农村信息化的最终目标是沟通而非传达，实现传

达是农村信息化的初级目标。农村信息化应注重信息的交

流反馈，而不是简单地将信息由上而下地传达。 农村信息

化的信息传播网络主要有计算机网络、通信网络和广播电

视、报刊杂志、宣传栏等 ［2］，而并非所有网络均具有沟通功

能。农村信息化不等于计算机网络化，有其自身的特点，但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农村信息化发展研究

李 曼

（武汉科技大学 文法与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81）

摘 要：农村信息化存在着农户获益较少、沟通不足、信息内容少、经济回报低等深层次问题。 从社会资本

理论视角的研究发现，农村社会资本能促进农村信息化建设，改善农村信息化的薄弱环节。 农村信息化通

过为农户扩展交往范围、建立沟通渠道，增强了农村社区的凝聚力，促进了农村社会资本的积累。 农村信息

化与农村社会资本互为条件，相互促进。 在农村信息化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农村社会资本的积累。
关键词：农村信息化；社会资本；沟通渠道；农村社区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9）18-0056-04

收稿日期：2009－07－13
作者简介：李曼（1975－）女，湖北宜都人，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农业政策、农村社会发展。

第26卷%第18期

2009年 9 月

科 技 进 步 与 对 策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Vol.26 No.18%
Sep. 2009



第 18 期

信息要有反馈，能在横向或纵向的网络中双向流动，这是

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村信息化不能简单比拼各部门

的投资额，而是要看信息是否实现了信息的双向沟通。 当

阳模式中的农技110服务中心 ［7］，就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

低成本实现信息沟通的一种模式。
（3）农村信息化的沟通不能停留在技术层面，需要提

供信息内容的支撑。怀柔模式提出的“天网（无线通信网）＋
地网（宽带数据网）＋人网（信息服务员）”的无缝整合的农

村信息化网络，作为政府部门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

化模式被推广 ［7］。 而另一项调查发现，怀柔地区每年只有

8.7％的农户通过信息服务站解决过生产或生活中的问题［8］。
显然农户对这种信息化模式的接受程度不高， 而其中重要

的原因就是信息不能满足农户的需求，信息数量和质量都

有待提高。 许多省份建立了多功能综合信息平台系统，可

通过短消息、专家咨询热线、手机上网等方式，向农户提供

相关服务［9］。 广东的农村信息直通车还实行会员制，“为农

民或涉农企业节省巨额的促销和流通费用 ［10］”。 短信咨询

或手机上网的操作复杂，在没有形成规模需求前，这些技术

先进的信息化沟通平台，其实际作用不容乐观。另有研究表

明，目前我国大多数涉农网站缺乏高质量的农业信息资源，
内容空泛，重复率高，信息更新速度慢，特色信息少，在内容

上宣传本地农业、 为领导服务的信息较多， 而指导农民养

殖、种植技术及农产品市场价格方面的信息较少 ［11］。信息的

供应不足，会导致信息需求进一步萎缩，从而产生恶性循

环，最终让农村信息化变成设备的空壳。
（4）多数农村信息化服务不能获得足够的经济收益，

以保持其持续发展。 农村信息化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其

投资收益中的社会效益明显，如科技和教育的普及、农户

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改变、农村社会的进步等。 这些变

化是长期逐步实现的，其短期的经济收益有限。 从理论上

讲，对于具有纯公共产品特性的信息，政府负有直接投资

和发展的责任，由政府向公众无偿提供。 而对于具有准公

共物品特性的信息，市场机制可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因农

村公共产品的基础性、效益外溢等特征，政府仍应发挥主

导作用［12］。 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如何投资，向谁投资，如何

监督和评价投资、控制投资风险，是不能忽视的问题。按现

行的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多数投资用于硬件、网络、人员

和管理，对信息服务质量关注不足，对农户的需求关注不

足。 而这可能导致农村信息化的远期收益缺失，无法真正

改变农村面貌，与城市的“数字鸿沟”越来越大。
解决上述农村信息化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需要在社

会资本理论的指导下，通过鼓励和引导农户参与，提高农

户的社会资本，促进农村信息化的良性发展。

2 社会资本与信息化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体系庞杂、流派众多，正式提出“社会资

本”概念的是法国学者Bourdieu。 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稳

固的社会网络相连接的现实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是一种

体制化关系的网络”［13］。 Coleman［14］将其发展为一个重要的

社会科学概念，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

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

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

动提供便利。 Putnam［15］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人们之间的联

系， 即所谓的社会网络以及产生于社会网络之中的互惠

的、信任的规范。 社会资本理论拓展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

研究领域，而它同样可运用于信息化发展领域。
社会资本促进信息化发展。 Lee［16］在2001年的研究综

述表明，信息化项目失败，多数与民众缺乏信息技术（IT）
能力直接相关， 虽然每个民众都有平等使用信息的权利，
但由于个人能力所限，也会导致使用效率的差别。 社会资

本通过提高民众的IT能力， 能提高信息化项目的成功机

率。 Coleman［17］也证明了存在于社区或家庭的社会资本将

有助于个人能力，包括IT能力的发展。 虽有学者发现部分

传统社会资本会对个人IT能力发展产生阻碍作用 ［18］，但多

数学者均认同社会资本促进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促进信息

化的演进道路 ［19］。
信息化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积累。 Quan－Haase［20］发现，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化， 促进了社会交往和公民的参

与，进而提升了个人的社会资本。 虽有学者认为信息化提

供了丰富的娱乐和信息功能，使个人沉浸其中，远离了家

庭和朋友，从而减少了个人的社会资本 ［21］。 但多数学者认

为，信息化降低了信息沟通的成本，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

障碍，使信息在社区迅速传递成为可能，促进人们保持交

流和参与社区活动，从而加快了社会资本的形成 ［22］。
社会资本与信息化相互促进的关系，为本研究提供了

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将这些理论与我国农村信息化的实

践相结合，不仅能解释长期困扰农村信息化的问题，也为

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3 农村社会资本推动信息化发展

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阶段，农

村社会资本存量低。 传统社会资本由家庭、宗族等延发而

形成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所构成，这些社会资本体现了密切

的人际关系，但是相对封闭，延伸的半径小。现代社会资本

以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为基础，体现了更广泛社会层面

的普遍信任与合作 ［23］。
在传统的农村社区，多以为氏族关系为纽带，多从事

农业生产，社会分工简单，人口的流动性低，农户的社会角

色单一，社会交往范围窄，人际关系紧密，农户对社区有较

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互惠和规范程

度较高。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传统的社会资本受到破坏。 由

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依靠社

区分配资源的需求降低，社区的影响和动员能力也逐步减

弱，社会网络趋向松散，以家庭为单位的独立劳作方式使

农户的社区参与意识降低。随着打工、求学、经商等带来的

李曼: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农村信息化发展研究 57· ·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年

人口流动的不断增多， 农户的共同体意识也日渐淡薄，随

之带来人际信任的淡化和合作意愿的降低。农户降低了对

社区的认同感，也使农村社区的凝聚力降低。 由于部分基

层政府的乱摊派、不作为及腐败现象，造成部分农户对基

层政府信任下降 ［24］。 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农村人际

关系“工具化”和“资本化”的趋势不容忽视 ［25］。农村单一的

道德观念开始分化，社会正义感淡化，道德和规范的约束

力也趋向弱化 ［26］。
总之，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在变革背景下，从各个层面

发生了变迁，出现了农村社会资本的空缺和断裂 ［25］。 在这

个变迁过程中，如何降低社会资本的变迁成本，减少社会

资本的消极作用，扩大现代社会资本的规模，利用现代社

会资本来推动农村信息化进程， 开始成为各方关心的问

题。 农村社会资本在促进信息化进程中，至少可发挥以下

几方面的作用：
（1）农村社会资本促进农户支持农村信息化建设。 丰

富的农村社会资本有助于较高社会诚信水平和互惠机制

的建立，有助于避免农户的机会主义，减少“搭便车”的现

象，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 ［27］。 社会资本为农户提供了情感

支持，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农户间为共同的利益进

行协调与合作。 农村信息化不能仅靠政府推动，也需要农

户的支持和协助。 农户是农村信息化的受益者，如果他们

对这些公共事业漠不关心， 没有信息需求和信息反馈，不

提高自身的信息获取和辨别处理能力，就会使农村信息化

流于形式。农村社会资本能动员和组织农户自愿地参与到

信息化建设中来。
（2）农村社会资本促进农户协助农村信息化管理。 社

会资本所蕴涵的参与网络，为农村民主管理和共同参与农

村公共事务提供了基础。 “我们政府已经包办了许多我们

曾经认为应当由有良好的社会自豪感和邻里互助意识的

人们去做的事情”［28］。社会资本提升了农户间的相互信任，
促进了合作互动，并能够在缺乏正式管理控制的情况下规

约各自的行为。 农村信息化多数由政府投资，但政府各部

门 却 缺 乏 协 调 共 进 ，如 农 业 部 的 “三 电 合 一 ”和 “金 农 工

程”、广电部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信息产业部的“电

话村村通工程”等［29］。 这也容易产生基层管理的漏洞和正

规制度的迟滞或执行不力等问题，而农村社会资本通过相

互沟通、理解和协同，并在反复的博弈中形成惯例、规范和

遵规行动，能形成一种整体性秩序，在培育农户普遍公共

责任意识、加强自律的同时，促进他们参与到农村信息化

管理中。
（3）农村社会资本促进农户监督农村信息化运营。 强

大的社会资本不仅促进了相互信任、乐于合作的农村公共

精神的出现，也会让广大农户认识到自己不仅是信息化服

务的享有者，也是维护信息化服务秩序的主体。 社会资本

有利于整合广大农户的利益诉求，并对政府提供的信息化

服务进行有效的激励监督。社会资本是保证农户与政府形

成良好合作关系的桥梁和润滑剂 ［28］。

（4）农村社会资本改善了农村信息化的薄弱环节。 如

前所述， 在农村社会资本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存

在着农户在农村信息化中获益较少、 信息化以传达为主、
沟通不足、技术先进、信息内容少、信息化的经济回报无法

让项目持续运行等问题。 而这些问题，可以由农村社会资

本的积累和作用，得以缓解或解决。 丰富的农村社会资本

需要并能够创造持续的沟通， 通过农户间的相互帮助，促

进农户接触到外界更多的社会资源，有利于信息和技术等

知识快速传播，降低信息不对称，并不断提高农村地区的

信息化需求水平。 同时，农村信息化的收益不仅包括经济

收益，还应包括社会资本的增加。 社会资本无法由经济收

益来衡量，是隐性和长期的回报，这也是政府应对农村信

息化承担持续投资的理论依据。
农村社会资本推动了农户对农村信息化的支持，改进

了农村信息化的运营和管理，减少了仅由经济利益主导的

农村信息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能提高农村信息化的综合收

益水平。

4 农村信息化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

从理论上讲，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本存

量，就可能使人们缺乏对未来的预期，人们的行为将无章

可循，社会对人的行为也不能构成有效的约束，导致社会

管理与监督成本剧增， 社会易陷入混乱或无序的状态 ［30］。
在现阶段农村社会资本还很缺乏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农村

信息化，对促进农村社会资本积累，具有重要的意义。
（1）农村信息化为农户建立沟通渠道，协助他们表达

利益诉求。 在各级政府间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当基层农

户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可利用农村信息化建立的沟通

渠道，充分了解国家政策，及时 表 达 各 种要 求、批 评 或 意

见。 这将有利于通过对话，缓和矛盾，疏导冲突，也有助于

高层对基层管理者的监督，实现社会和谐。
（2）农村信息化扩展了农户的交往范围，协助他们获

取经济收益。 农户通过信息化网络，密切了与科技、农资、
市场、劳务等各方的联系，扩展了农户的关系网络，提高了

农户的社会资本。在传统的农村社区中，由于信息闭塞，农

户彼此获得的信息重复性高，有价值的信息少，这种强关

系网络不利于农户社会资本质量的提高。而通过农村信息

化建设，农户能与外界建立宽广的弱关系网络，由于对方

的信息通常具有充分的异质性，能够让农户在获取相关信

息时更有优势 ［31］，即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而获取更高的经

济收益。
（3）农村信息化有利于农户的自我管理，增强农村社

区的凝聚力。农村信息化有利于突破原有的以亲缘关系为

纽带的社会资本， 形成农户理性的态度和宽容的精神，克

服传统社会资本容易形成封闭小团体的缺点。农户利用农

村信息化，寻找自己的协作对象，结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建

构信任和规范，能形成稳定持续的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学

会组织和自我管理，增强农村社区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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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息化通过加强农户与外界的沟通，促进了农户

人际关系网络的构建，进而丰富了社会资本。 农村信息化

有利于农户之间、农户与各级政府之间、农户与市场之间

的互动，通过交流思想、沟通感情，获得信息，增强了农户

对外界的认同感。 有利于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促进组

织内的相互协作，加速农村社会资本的积累。

5 结论

本研究表明， 农村信息化与农村社会资本互为条件，
相互促进。 农村信息化仅通过政府推动和市场运作，存在

着缺陷和弱点， 需要由农村社会资本加以支持和补充；农

村社会资本也在农村信息化的发展中， 获得改善和积累。
两者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中，共同促进着农

村社会生产力和乡风文明水平的提高。以农村信息化带动

农村社会资本的积累，其本质是要改善农村信息化发展环

境，为农村信息化的长期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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