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信息是信息时代重要的资源和财富。中国城乡

分割体制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使信息资源配

置更倾向于城市，使原本表现为“三弱”的“三农”问题

日益突出，大部分农村人口基本成为信息化的边缘人

群,农业成为信息化水平低的弱质产业，广大农村成

为信息贫困地区。农村信息贫困已成为农业信息化、

农民持续增收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障碍，成为城乡社

会协调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高度关注和亟待解

决。

分析信息贫困的成因是有效解决信息贫困的重要

前提。造成农村信息贫困的原因涉及个人、社会和自

然等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

通过信息需求和信息供给表现出来。由于农民是“三

农”信息需求的最重要主体，是“三农”信息的接受者、

使用者和受益者，其信息素质直接影响着信息需求的

认识和表达，进而表现出不同的信息拥有程度——信

息富有与信息贫困。基于此，笔者通过对农民信息素

质的调查析，探讨农村信息贫困在信息需求层面的原

因，为解决农村信息贫困提供借鉴和参考。

1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法对农民信息素

质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力图从农民信息需求视角，探

求农村信息贫困的成因。

1.1 调查问卷设计

信息素质（informationliteracy）是一个非常宽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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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动态性。1974年美国信息

产业协会主席 Paul Zurkowski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指

出：信息素质是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主要信息资源

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术和技能。当前，对信息素质最

广泛的定义为：能够充分认识到何时需要信息，并有能

力有效地发现、检索、评价和利用所需要的信息，解决

当前存在的问题的能力[1]。现阶段，对于农民而言，信

息素质是指具有信息意识，能比较熟练地利用多种途

径和工具（尤其是计算机和网络），发现和获取与农业

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对信息内容吸

收和利用，同时能及时发布自己的信息，满足自身信息

需求的能力[2]。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是信息素质最基

本的内容。因此，从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两个方面设

计问卷，对农民信息素质进行调查。其中，信息意识调

查包括对信息重要性的认识、主动获取信息的意识、发

布与接受信息的意识；信息能力调查包括获取信息、利

用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

1.2 调查样本概况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于2007年10月对河北省石家

庄、秦皇岛、保定、唐山等 11个地（市）600个农民进行

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 564 份，调查数据采用

SPASS12.0进行统计分析。样本描述见表1。

2 调查结果及分析

2.1 农民信息意识

农民信息意识是农民对信息做出的自觉、能动反

映，包括信息重要性意识、信息获取意识、接收新信息

意识、信息利用意识等。它是农民搜集、处理、分析、利

用信息的前提和基础[3]。调查显示，农民只在浅层次

上对信息的重要性有基本的认同，缺乏主动获取和利

用信息、接收新信息及发布自己信息的意识。因此，农

民缺乏信息意识是造成农村信息贫困的一个重要原

因。调查统计结果见表2。

表1 样本变量及其描述（n=564）

变量名称

1.性别

2.年龄

3.文化程度

4.家庭位置

男

女

35岁以下

35岁~50岁

50岁以上

不识字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以上

山区

山前平原

城郊区

城市

所占比例

66.54%

33.46%

8.22%

70.84%

20.93%

2.80%

19.63%

44.48%

29.72%

1.50%

1.87%

17.38%

62.99%

16.07%

3.55%

调查内容

⑴信息对您生产、生活的

影响程度

⑵您经常看的电视节目

⑶您经常从哪儿获得防治病虫害的

有关信息？

⑷您出售农产品的方式

⑸电视或网络上有出售当地

良种的信息，您购买吗？

⑹您认为农村信息化的主要

障碍是什么？

选择结果

A.较大影响

47.75%

A.新闻联播

68.62%

A.通过网络查找相关

信息

15.60%

A.坐等贩子或

经济人上门

37.57%

A.肯定会

15.25%

A.资金不足

53.55%

B.影响不大

36.32%

B.央视农业节目

17.02%

B.有关病虫害的书

籍、手册等

20.39%

B.通过亲朋好友等

联系

29.79%

B.咨询后再买

37.06%

B.领导不重视

28.55%

C.没有影响

9.52%

C.地方农业节目

26.77%

C.咨询农业专家、农

技人员等

56.03%

C.自己到市场

查行情、联系

34.22%

C.随大流

22.34%

C.农村缺乏信

息技术人才

48.40%

D.不清楚

6.41%

D.生活娱乐节目

58.16%

D.听别人说

25.53%

D.通过网络等媒

体发布信息

9.57%

D.不会购买

25.53%

D.农民缺乏

信息意识

61.52%

E. 其他

4.79%

E.不清楚

6.56%

E.其他

4.61%

E.农民科技

素质低

33.69%

表 2（1）主要考察农民对信息重要性的认识。结

果显示，84.07%的农民对信息的重要性有基本认同，

47.75%的农民能够真正认识并深刻体会到信息所带

来的较大影响，36.32%的农民还未对之有较深刻地感

受，15.93%的农民缺乏基本的信息意识。这说明，农

民对信息的重要性还未有深刻认识。

表2 农民信息意识调查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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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考察农民利用信息设备主动获取信

息的意识。当前，电视是农民家庭普遍拥有的一种信

息基础设备，从（2）中看出，分别有17.02%和26.77%的

农民经常收看中央台和地方台农业节目，这虽然在一

定程度上受电视节目的时间、内容等影响，但更主要的

说明农民充分利用现有信息设备、主动获取信息的意

识还比较欠缺，远没有达到自觉状态。从（3）中看出，

仅 15.6%的农民能够借助网络搜寻信息，多数人还是

通过传统方式获取信息，其中，20.39%的人通过书籍

手册等获得、56.03%的人通过专家和农技人员获得，

这说明农民自身主动查找、获取信息的意识还比较

低。网络是获取信息的最便捷方式，虽然农民家庭的

电脑拥有率和互联网接入率较低，但农村信息化使农

业信息服务得到了大大提升，农业信息大厅、信息服务

站延伸到县、乡镇甚至村庄，一些村庄也设有网吧，较

低的网络信息搜寻率也说明，农民在很大程度上还没

有享受到网络给生产生活带来的优越性，农民主动利

用网络获取信息的意识就比较低。

表 2（4）、（5）考察农民发布信息和接收新信息的

意识。从（4）中看出，农民出售产品时，仅 9.57%的人

能通过网络等媒体发布自己的信息，34.22%的人能够

自己到市场考察行情、主动联系，29.79%的人通过亲

朋好友联系，而37.57%的人则是被动地出售产品。这

说明，在网络环境下，农民利用网络工具发布信息的意

识也是非常低的。从（5）中看出，52.31%的人有通过

网络信息进行生产的意愿，25.53%的人不相信或不接

收网络信息，22.34%的人自己不能独立地做出决定。

这说明，部分农民对网络信息还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

接受新信息的意识较低。

表2（6）表明，“缺乏信息意识”是基于农民视角的

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最主要障碍。农村信息化建设是一

项受多因素影响的系统工程，从（6）中看出，61.52%的

农民认为“农民缺乏信息意识”是农村信息化的主要障

碍，这是农民的自我评价，也是当前农民群体普遍存在

的一种客观现象。缺乏信息意识使农民的信息需求难

以得到准确认识和表达，信息需求难以满足，信息拥有

程度低，陷于信息贫困境地。

2.2 农民信息能力[4]

信息能力是人们搜集、处理、加工、检索、利用和传

递等获取、吸收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信息能力是信息

素质最核心的要素，是衡量农民信息素质的主要指标，

没有信息能力，就谈不上信息素质。笔者从农民能否

有效利用信息设备和信息资源方面对其获取信息的能

力、分析与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利用信息的能力进行

分析。调查统计结果（见表 3）显示，农民的信息能力

普遍偏低。

表3 农民信息能力调查的统计分析

调查内容

⑴限制您获取信息的主要因素

⑵您获取农业经济信息的主要渠道

⑶您家没买电脑的原因

⑷对农业信息网站的了解及应用程度

⑸发生病虫害时，您如何

使用农药的？

⑹您如何确定一年的种植或养殖生产

选择结果

A.缺乏适合

自己的信息

30.50%

A.电视

49.82%

F.亲朋邻里

40.78%

A.感觉没必要

18.97%

A.没听说过

38.30%

A.听别人说

12.06%

A.根据市场供需确

定

30.85%

B.不知道从

哪里找信息

43.09%

B.电话

21.45%

G.农技部门

13.12%

B.不会使用

39.54%

B.只听说过，没有用

过

48.23%

B.凭经验使用

21.99%

B.根据农技等部门

建议确定

16.13%

C.害怕虚假信息

29.61%

C.互联网

13.30%

H.信息大厅 (站)

6.91%

C.缺乏资金

48.94%

C.使用过，但用得不

多

11.88%

C.咨询农药销售部门

12.41%

C.没计划安排，每年

都一样

21.81%

D.个人的经济条件

29.08%

D.广播

19.33%

I.讲座、培训

6.03%

D.其他

5.50%

D.比较了解，经常使用

1.60%

D.根据药品说明书使用

50.53%

D.别人怎么干就怎么

干

26.06%

E.个人文化

素质

22.52%

E.报刊书籍等

17.91%

J.其他

4.79%

E. 其他

3.01%

E. 其他

5.14%

从表3（1）、（2）可以发现，农民不能有效利用信息

设备和信息资源，获取信息的能力比较低。随着农村

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农民的信息

通讯设备拥有率不断提高，调查显示电视、电话（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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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电话和手机）在农村基本得到普及，电脑拥有率亦

逐年增加，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不断提高，农

业信息服务不断完善。从（1）中看出，43.09%的农民

认为“不知道从哪里找信息”是限制其获取信息的最主

要的因素，说明农民利用现有设备获取信息的能力还

比较弱。从（2）中看出，网络环境下，农民利用互联网

获取农业信息的能力也较低。调查结果显示，从“电

视”上了解农业信息的农民最多，占 49.82%，其次是

“亲朋邻里”、“电话”、“广播”、“报刊书籍等”，分别占

40.78%、21.45%、19.33%、17.91%，而从“互联网”了解

农业信息的只占 13.30%。这说明农民获取信息仍以

传统方式为主，还不能很好地利用网络等现代方式，农

民信息获取方式和能力有待拓展。

从表 3中（3）、（4）可以发现，农民对电脑、网络的

整体利用能力较弱。从（3）中可以看出，“不会使用”电

脑是农民未购买电脑的主要原因之一。从（4）中看出，

有 86.53%的人没有利用过与自身利益最为密切的农

业信息网站，其中有 38.3%的人从没有听说过；只有

13.48%的人使用过农业信息网站，而对之比较了解且

经常使用的仅占 1.6%。这说明大部分农民的信息利

用能力尚不适应信息社会的起码要求。

从表3中（1）、（5）可以发现，农民对信息利用能力

也较低。从（1）中看出，在限制获取信息的因素中，有

29.61%的农民选择“害怕虚假信息”，说明农民对信息

的分析、判断、辨别能力比较低。（5）主要考察农民对农

业信息的利用能力。利用农药防治病虫害是经常从事

的农事活动之一，根据农药使用说明书科学配置药液，

反映了农民对农业信息的利用能力。调查显示，根据

农药使用说明用药的农民占50.53%，经过咨询后用药

的占 12.41%，还有 35%左右的农民不能科学用药，这

说明农民信息利用能力还存在欠缺。

表 3 中（6）主要考察农民对信息的分析处理能

力。结果显示，只有30.85%的农民可以自己通过对市

场供需信息的分析（其中包括对信息的错误分析）来确

定自己的农业生产，约 48%的农民不具备主动加工处

理信息的能力，农民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较差。

3 结论

农民是“三农”信息需求的最重要主体，从农民信

息需求视角分析农村信息贫困的成因，是解决农村信

息贫困的有效途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是信息素质

的核心，农民的信息素质直接影响着其信息需求的认

识与表达。调查结果表明，农民缺乏主动的信息意识，

信息能力普遍偏低，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造成农民整

体信息素质偏低，严重阻碍了农民信息需求的认识和

表达，成为农村信息贫困的成因之一。

辩证唯物主义指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第

一位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是第二位的原

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农民信息素质普遍偏低

是农村信息贫困的内因之一，因此通过多种渠道，采取

多种途径，提高农民信息素质是有效破解农村信息贫

困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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