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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常生活信息搜寻行为调查研究：以江

苏省为例∗ ∗

韩正彪①　 林延胜

摘　 要　 为进一步向相关政府部门和信息服务机构提供信息服务改进建议，在江苏省内按照地域位置

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选取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的 ６ 市 １２ 县发放调查问卷，对农民日常生活信息的

搜寻行为进行系统调查，研究发现：第一，在农民日常生活信息需求方面，需求意识较高但搜寻频率较

低，需求主题存在明显差异，核心需求动机是解决问题；第二，在农民日常生活信息获取方面，农民对各

类信息源的依赖程度存在不同，苏中和苏北地区的农民普遍看中信息的新颖性，苏南地区的农民更看

中信息源的可靠性，信息获取的主要阻碍因素是不知道去哪里搜寻和信息太多不知道如何选择。 此

外，农民日常生活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这两个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图 ６。 表 ６。 参考文献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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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农村信息化问题已成为国家和地方

相关部门、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主要体现在政

策制定、实践行动和学术研究三个方面。 在政策

制定方面，中央 １ 号文件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重点关注

农村信息化问题。 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 ２０１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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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服务·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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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

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全面推进

农业农村信息化” ［１］；２０１３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

力的若干意见》要求“推动国家农村信息化试点省

建设” ［２］；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制定《江苏省人民政府关

于加大农村改革创新力度、推动现代农业建设迈

上新台阶的意见》，要求“在加快农村经济建设的

同时，要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更加注重改善农村

民生，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 ［３］。 新农村建设是国

家大力发展农业的着力点，而农村信息化建设和

农民信息素质提升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关

键。 在政策扶持下，国家层面相继开展了一系列

相关实践行动，如接入农村 ＩＣＴ、推广农家书屋、发
展农村电子商务、建设农业物联网和推进信息进

村入户等。 据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江苏省农业信息发

展报告》可知：江苏省 ９６．１％的农业职能部门建设

了农业门户网站， 苏南地区更是达到 １００％；４２．３％
的市县由农业智能部门牵头建设了电子商务平

台；截至 ２０１４ 年，江苏省近三年新建农业物联网项

目 １７５ 个 ［４］。 此外，江苏省内各地逐渐建立与完

善益农信息社，农业信息化比较领先的地区争先

招商引资，积极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与

发展。 在学术研究方面，国内开始出现有关农民

或农村居民群体信息贫困［５］、数字鸿沟［６］ 以及农

村信息化区域差异［７］等领域的研究。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农村信息

化正面临一个质的飞跃，农民的信息行为会随着

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出现诸多变化。 在社会环境

对农民信息行为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同时，社会

资本、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也会对农民信息行为

产生影响。 在国家对农村信息化投入了如此巨

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后，能否满足农民的日

常生活信息需求？ 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会有

效地利用政府部门提供的各类信息资源？ 农民

是否对其日常生活信息搜寻的结果感到满意？
今后相关政府部门和信息服务机构应该如何更

好地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进而促进整个农村信

息化的进程？ 基于这一系列疑问，本文对江苏农

民的日常生活信息搜寻行为进行深入调研。

２　 文献回顾

农民群体的信息搜寻行为研究大约始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但早期的农民信息行为研究存在局

限性，主要依托于国家的部门和机构展开［８］ 。 之

后，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国外研究者开

始以农民的信息需求为切入点展开研究［９，１０］ 。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随着农民信息获取途径的

增加，国内外对于农民信息行为的研究也逐渐丰

富。 相关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农民信息需求和

农民信息获取两个维度。
有关农民信息需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研

究内容。 第一，揭示农民信息需求的特征。 例如，
洪秋兰（２００７）将农民信息需求的特点总结为实用

性、就近性和多样性［１１］；戴玮宏（２０１３）通过调查湖

南农民的信息需求，对当地农民的信息需求总结

出信息的实用性、需求的多样性、需求深化和需求

契合度高四个特征［１２］。 第二，关注信息需求的动

机。 例如，Ａｎｗａｒ 与 Ｓｕｐａａｔ（１９９８）通过调查发现，
马来西亚农民获取信息是为了求知、解决问题、自

我发展和维持家庭［１３］；Ｔｕｃｋｅｒ 与 Ｎａｐｉｅｒ（２００２）研

究发现，农民会为了解决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

（如减少农药的污染）而主动获取信息，即解决与

本职工作相关的问题［１４］。 第三，农民需要哪方面

的信息是研究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贺文慧和邹奎

（２００６）选取江苏、江西、内蒙、云南四省的农民进行

调查，发现其需求信息为科技信息、市场信息和政策

法规信息［１５］。 第四，关于农民信息需求影响因素的

研究。 Ｓｔｕｒｇｅｓ 与 Ｃｈｉｍｓｅｕ（１９９６）对非洲地区农民进

行调查，发现地区文化和民族特点影响农民对信息

需求的感知［１６］；张会田和吴新年（２０１１）指出，农民

的信息需求是复杂的并且受自然特征、个人特征、经

济特征、组织特征、社会特征等因素影响［１７］。

在农民信息获取方面，主要涉及两方面研究

内容。 第一，农民信息获取的渠道受到重点关注。
信息源视野或信息渠道一直是信息行为领域关

注的核心问题之一［１８］ 。 下面的几项研究表明农

民在选择信息获取渠道方面存在偏好。 谭英与王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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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等（２００４）通过对中西部地区 ３５ 个村的调查

发现，虽然农民偏向于将电视和报纸作为主要的

信息渠道，但是在获取与生计有关的科技信息

时，农民还是趋向于选择人际传播渠道，即相信

村里的意见领袖［１９］ 。 张曼玲（２００８）的调查显示，
电视是使用范围最广、影响效果最大的大众传播

媒介［２０］ ；王建（２０１０）对西部 ９ 省 ５４ 个村的农民

进行调查，发现可选信息源的类型比较多，但主

要还是偏向资料、图书、报纸等传统类型［２１］ ；周慧

（２０１４）等人发现农民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是电

视、政府和农技站［２２］ 。 第二，农民信息获取的影

响因素也被纳入研究范畴。 冯宪彬（２０１２）研究

发现，网络环境下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学历

的农民在日常生活信息的获取以及所获取信息

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２３］ ；周慧

（２０１４）发现农民的年龄会影响信息渠道的选择，
中年农民比较偏好电视和报刊，而老年农民除电

视外还比较偏向从邻居处获取信息［２２］ 。
通过上述已有研究可知，关于农民信息行为

的研究主题较为丰富。 但存在以下两个问题：首
先，对于农民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这两个结构变

量之下的观测变量调查的不够全面，如农民信息

需求的频率如何、农民信息意识强弱如何等问题

未纳入研究的视野。 其次，对于农民信息行为的

调查更多的是关注涉农问题，对日常生活信息关

注较少。 而 Ｓａｖｏｌａｉｅｎｅ 早在 １９９５ 年便提出“日常

生活信息搜寻行为” （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的概念，即人们为了引导自己的

日常生活，解决健康、购物、娱乐、消费和工作等相

关问题而进行的各种信息搜寻的行为［２４］ 。 该理

论提出后便有国外学者关注低收入家庭等弱势

群体的信息行为［２５］ 。 遗憾的是，国内学者采用该

理论进行弱势群体信息行为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

索阶段，关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信息行为更是鲜有

研究。 因此，本研究结合上述不足，基于日常生活

信息搜寻行为理论，以江苏省农民为调查样本，对
其日常生活信息搜寻行为进行系统调查。

３　 研究设计

３ １　 调查内容

依据文献回顾和 Ｓａｖｏｌａｉｎｅｎ 提出的日常生活

信息搜寻行为模型，本研究将农民日常生活信息

搜寻行为划分为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两个维度。
其中，信息需求包括信息意识、需求主题、需求动

机和需求频率四个子维度；信息获取主要包括获

取方式、获取策略、获取偏好和获取障碍四个子维

度。 调查问题选项的设计考虑江苏省农村信息化

的现状，如在信息源中重点列出农家书屋、村委会

和益农信息社。 具体的调查内容见表 １。

表 １　 农民日常生活信息搜寻行为调查内容

结构变量 观测变量 可操作性测量 问题选项

信息

需求

信息意识
农民对信息的重要程度的认知，直接反映信

息需求程度

认为信息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不太

重要、不重要

需求主题 农民日常生活中需要哪些主题的信息
天气、时事、交通、健康、理财、教育、娱乐

休闲、住房、其他

需求动机 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查找信息的原因有哪些 打发时间、需要解决问题、兴趣爱好、习惯

需求频率 农民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多长时间查找一次信息 每小时、每半天、每天、每周或更久

信息

获取

获取方式 农民获取信息的信息源与信息渠道有哪些
朋友、家人、电视、收音机、报纸、杂志、电
脑、手机、农家书屋、村委会、益农信息社

获取策略
农民在一次日常生活信息搜寻中会综合选

择几个信息源
１、２、３、４、５ 个及以上

获取偏好 农民选择某种信息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信息源可靠、容易找到、新颖 ／ 时效性强

获取障碍 农民在获取信息过程中遇到的阻碍有哪些
没时间获取、不知道去哪里获取、付费太

高、信息太多不知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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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调查方法

为保证调研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正式调

研之前特成立预调研小组，通过熟人进行问卷试

填，提前发现问卷的设计缺陷并对问卷发放的工

作量进行评估。 第一轮的预调研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份

完成，主要修改了问卷的结构，将信息源与信息获

取中界定比较模糊的概念进行合并，同时将专业

性的问卷用语修改得更加通俗。 在第一轮预调研

结束后，调研小组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又在南京市六合

区的农村进行走访预调研，发现存在的问题有：语
言不通导致交流过程无法顺利完成、个别农民受

文化水平所限不能理解调研问题、问卷篇幅太长

导致农民没有耐心完成问卷。 最终，调研方式调

整为“调查者提问，农民回答，再由调查者代填问

卷”的方式进行。 虽然该方式较为耗时，但只有这

样才能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整体而言，本次调研

在江苏省范围内按照地域位置和经济水平的不

同，选取苏南、苏中、苏北的 ６ 个市 １２ 个县区，共发

放问卷 ４００ 份，回收问卷 ３５０ 份，其中有效问卷 ３３４
份，有效问卷率 ８３ ５０％。 由于农民语言的问题，个
别县的数据由经培训过的本校在读研究生辅助完

成。 此次调查样本的特征情况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调查样本特征

人口统计

特征
项目 数量 百分比

人口统计

特征
项目 数量 百分比

性别

年龄

区域

男 １７３ ５１ ８０％

女 １６１ ４８ ２０％

２３ 以下 １９ ５ ６９％

２４—３８ ７１ ２１ ２６％

３９—４８ １１４ ３４ １３％

４９ 以上 １３０ ３８ ９２％

苏南 １２７ ３８ ０２％

苏中 １０６ ３１ ７４％

苏北 １０１ ３０ ２４％

文

化

程

度

基本不识字 ５５ １６ ４７％

小学 ８０ ２３ ９５％

初中 ９２ ２７ ５４％

中专 ２１ ６ ２９％

高中 ３４ １０ １８％

大专 ２４ ７ １９％

本科 ２５ ７ ４９％

硕士及以上 ３ ０ ９０％

　 　 被调查农民的经济收入情况如图 １ 所示。 整

体而言，大部分农民每月的收入水平低于 ３０００ 元。
月收入低于 １０００ 元的农民完全是属于小农经济，
经营自家的一小块田地并且没有副业，勉强可以

达到自给自足。 月收入超过 ５０００ 元的农民的主要

职业为个体户和自由职业。 由图 １ 可知，苏南地

区农民收入超过 ３０００ 元的比例高达 ４３ ３１％，明
显高于苏中（２５ ４７％）和苏北（２８ ７１％），且苏南

图 １　 调查样本收入水平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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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收入处于 ３０００—３９９９ 元的比例最高。 苏

中和苏北地区收入低于 ３０００ 元的农民所占比例

分别高达 ７４ ５３％和 ７１ ２９％；苏北的农民收入处

于 ２０００ 到 ２９９９ 元的比例最高，苏中的农民收入

处于 １０００ 元以下的比例最高。 调查样本的收入

水平现状与当前江苏省三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的差异基本吻合，苏南地区的农民明显比苏中和

苏北富有。

４　 调查数据分析

信度分析是一种综合评价问卷体系是否具

有一定可靠性、一致性与稳定性的有效方法，信
度系数越高表示该测验的结果越一致、稳定与可

靠。 本研究采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测算信度，通过

ＳＰＳＳ １８ ０ 计算得到本次调查整体问卷的信度为

０ ８５２，表明收集到的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

４ １　 信息需求

（１）信息意识

本文通过调查农民对信息重要程度的认知

以窥探农民的信息意识。 江苏省农民整体信息

意识比较高，高达 ７１ ６％（２３９）的农民认为信息

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具体区域分布如表 ３ 所示。
苏南地区农民的信息意识较高，有高达 ８１ ８９％
（１０４）的农民认为信息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 苏

北地区有 ７８ ２２％（７９）的农民认为信息非常重要

或比较重要。 而苏中却仅有 ５２ ８３％（５６）的农民

认为 信 息 非 常 重 要 或 比 较 重 要， 且 有 高 达

３７ ７４％（４０）的农民认为信息对于他们的重要性

一般。 这类农民认为信息“可有可无，有就看，没
有就不看”。 在与信息意识薄弱的农民交谈时

发现这部分农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和田间劳作

表 ３　 江苏省不同区域农民信息意识调查情况

区域
非常
重要

比较
重要

一般
不太
重要

不重要 合计

苏南 ４５ ５９ １５ ６ ２ １２７

苏中 ４ ５２ ４０ ８ ２ １０６

苏北 ２１ ５８ １６ ６ ０ １０１

共计 ７０ １６９ ７１ ２０ ４ ３３４

之外，不关心其他任何事情，不愿意和邻里交流，
甚至劳作时也不关心天气情况。 他们认为“下不

下雨看天就知道了，不用看天气预报”。

（２）信息需求主题

信息需求的主题可以反映一个地区农民对

某类信息的偏好。 江苏省农民对信息主题的需求

主要体现在对天气、时事、健康、休闲娱乐等方面。
农民对天气主题信息的需求最高（３２％），因为大

多数农民从事的职业与务农相关，天气情况直接

影响着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而江苏省农民对于住

房信息的需求最低（４％），与城市居民的信息需

求形成强烈的反差。 可见，农村住房并不是他们

关心的主要问题，因此也就不会太在意房价的高

低。 在少数关心住房信息的农民中，一部分是有

往城市搬迁打算的；另一部分是有子女在城市工

作而为孩子留意的。 分区域来看，苏南、苏中、苏
北的信息需求主题与江苏省整体趋势一致，如图

２ 所示。 其中，苏北地区农民对于健康信息的需

求要高于娱乐休闲信息，而苏中地区农民对于娱

乐休闲信息的需求高于健康信息；苏中与苏南比

较相似，对于娱乐休闲主题的信息需求均排在第

三位，高于苏北地区农民对于该主题的信息需

求。 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苏南、苏中

地区的农民的需求水平已经达到了社交需求和

尊重需求，而苏北地区的农民还停留在生理需求

和安全需求层次。 导致需求不同的原因可能是

苏南、苏中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苏北要好一些，
从而到达了满足生理需求之外的其他需求水平。

图 ２　 江苏省农民信息需求主题分区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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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信息需求动机

信息需求动机可以体现出农民对日常生活

信息需求的原因。 采用 ＳＰＳＳ 的多重响应集分析

功能，得到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对于信息需求动机

的选择，有 １５２ 人（４５ ５％）、４５ 人（１３ ５％）、２７ 人

（８％）的农民分别选择了第二、三、四顺序位。 “解
决问题”和“打发时间”在第一顺序位占较大比例，
分别为 ４１ ９２％和 ２６ ３５％。 其中，“解决问题”是
最主要的信息需求动机，可见农民是带有目的性

地搜寻信息。 选择“兴趣爱好”为第一顺序位的人

数最少，农民几乎不认为搜寻信息是一种兴趣或

者爱好。 “打发时间”和“兴趣爱好”为第二顺序位

占比例较大的两个动机。 结合信息需求主题来分

析，江苏省农民搜寻天气信息的原因是为了安排

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也就是“解决问题”；而对于

时事和休闲娱乐信息的需求也比较高，对应的需

求动机则是“打发时间”或者“兴趣爱好”。 在对农

民信息需求动机的调研中，也有一部分农民表示

“不知道为什么去搜寻信息，只是习惯了”。 选择

“习惯”这一动机的大多数为年龄较大或主要从事

务农工作的农民，他们的日常生活信息意识比较

弱，比较趋向于习惯性地搜寻信息。

表 ４　 不同地区农民的信息需求动机选择情况

需求

动机
地区

第一

顺序位

第二

顺序位

第三

顺序位

第四

顺序位

打发

时间

苏南 ３４

苏中 ３７

苏北 １７

８８

１３

１６

３

３２

６

２

１

９

８

２

１

１１

解决

问题

苏南 ４２

苏中 ４４

苏北 ５４

１４０

１７

５

４

２６

１

０

０

１

６

０

０

６

兴趣

爱好

苏南 ２２

苏中 １３

苏北 ６

４１

２５

１２

２６

６３

１３

１

１

１５

１

０

０

１

习惯

苏南 ２９

苏中 １２

苏北 ２４

６５

１９

７

５

３１

１２

４

４

２０

７

０

２

９

总计 ３３４ １５２ ４５ ２７

（４）信息搜寻频率

信息搜寻的频率与信息意识一样可以反映

出农民对日常生活信息的重视程度。 从整体来

看，江苏省农民对日常生活信息的搜寻频率比较

低，７７ ８４％的农民选择每天搜寻一次日常生活

信息；就区域而言，苏北地区的农民对于日常生

活信息的搜寻频率更低。 从苏北每周或者更久

查找一次信息的农民的统计特征可以发现，这些

农民大多以务农为主，整日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

中，除了下田种地和吃饭睡觉，几乎不关心其他

信息，甚至有极个别的农民不看电视、不关心天

气信息。

表 ５　 江苏省不同地区农民搜寻信息的频率

区域 每小时 每半天 每天 每周或更久

苏南 １ ２７ ９３ ６

苏中 １ １０ ９０ ５

苏北 ２ ５ ７７ １７

总计 ４ ４２ ２６０ ２８

４ ２　 信息获取

（１）信息源选择偏好

江苏省农民整体信息源选择偏好如图 ３ 所

示。 农民比较依赖于从电视、朋友、手机、家人等

处获取信息；而对于收音机、杂志、农家书屋、村委

会和益农信息社等信息获取手段基本不使用。 虽

然过去农民对收音机的依赖程度很大，但是随着

科技的进步，收音机也逐渐变得不受农民欢迎。
杂志是关注娱乐动态信息的一个重要媒介，农民

对于杂志的使用不感兴趣，可以看出农民对娱乐

动态信息的关注度不高。 在 ２０１４ 年的江苏省农

业信息化发展报告的数据里发现，政府投入了大

量的资金用于农业信息化的发展和改善农民信

息服务［４］ 。 虽然农民在这些机构里更有可能得

到完整、准确、实用的农业相关信息，但遗憾的是，
农民并没有对这些机构产生依赖感，大部分农民

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些机构。
对比三个区域的农民对信息源的依赖程度

（见图 ４）可知，各区域农民对各个信息源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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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江苏省农民信息源选择偏好

程度与江苏省整体趋势相似。 苏南地区对于朋

友和收音机的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另外两个地

区，而对于益农信息社和村委会的依赖程度要明

显低于另外两个地区。 江苏省农民对朋友、家人的

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益农信息社等服务机构，而
苏南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 相较而言苏南地区经

济比较发达，有着比较丰富的社会资源①，农民在

日常生活信息的搜寻过程中更依赖于通过这种

资源来满足信息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农民去获取经过加工的更加专业的信息源，如益

农信息社等。 在调研的过程中对这些特殊情况进

行了深入了解，一些对信息服务机构依赖程度低

的农民提到：“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些信息服务

机构；好像有听说过但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形式的

机构，也不知道具体会提供什么服务。”可见，三
个地区的农民对信息服务机构的评价都不高，政
府构建的信息机构及其提供的信息服务并未得

到很好的利用。

图 ４　 江苏省不同地区农民的信息源选择偏好

　 　 （２）对信息源重要性的认知

农民对信息源重要性的认知情况如表 ６ 所

示。 由表中内容可知，农民普遍认为电视、手机和

朋友的帮助程度较大。 农家书屋、村委会和益农

信息社这三个专业性的机构信息源对其帮助程

度较低。 虽然苏南地区农民并不依赖益农信息

社等信息服务机构，但他们对这些信息服务机构

帮助程度的认知依然要高于苏中和苏北。 苏中

地区农民认为益农信息社的帮助程度几乎接近

“完全没用”。 可见，虽然苏中地区也有相关农

业信息服务机构的建设，但农民对其认同感特

别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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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表 ６　 江苏省不同地区农民对信息源重要性的认知情况

信息获取途径 整体均值 苏南均值 苏中均值 苏北均值

朋友 ３ ２８ ３ ３７ ３ ０６ ３ ４２

家人 ２ ８９ ３ ４１ ２ ２５ ３ ０１

电视 ３ ６４ ３ ８３ ３ ４５ ３ ６３

收音机 １ １７ １ ４１ １ ０１ １ ０８

报纸 １ ５３ １ ７０ １ ２３ １ ６６

杂志 １ ３３ １ ５２ １ １４ １ ３３

电脑 ２ ３１ ２ ４３ １ ７３ ２ ７６

手机 ３ ３７ ３ ４８ ２ ９２ ３ ７２

农家书屋 １ １８ １ ２９ １ ０４ １ ２０

村委会（广播） １ ２６ １ ２２ １ ２５ １ ３１

益农信息社 １ １７ １ ２３ １ ０９ １ ２０

（３）信息源选择数量

在一次日常生活信息搜寻过程中选择的信

息源个数能够反映出农民综合利用信息源的能

力。 信息源选择越多，表明农民越希望能够通过

多种途径来获取较为全面的信息。 调查发现，江
苏省农民在一次日常生活信息搜寻时选择的信

息源个数平均为 １ ６７ 个。 苏南、苏中和苏北平均

数各为 １ ６３、１ ４６、１ ９３ 个。 为了进一步分析江

苏省各区域农民在综合利用信息源方面的差异，
通过 ＳＰＳＳ 进行了单因子方差分析。 Ｌｅｖｅｎｅ 的方

差同质性检验显著（Ｐ ＝ ０ ００３＜０ ０５），表示这三

个地区的离散情形有显著差别。 整体检验结果

发现，处于不同区域接受调研的农民其选择信息

源的个数有所不同，Ｆ（２，３３１） ＝ ７ ９０６，ｐ＜ ０ ０１。
事后检验选择 Ｔａｍｈａｎｅ 检验法，检验结果发现：苏
南和苏中较苏北地区会选择较少的信息源个数，
苏南和苏中在选择信息源个数方面基本没有显

著差异。 虽然苏南地区农民有较高的信息意识

和较强的信息需求，但在一次信息搜寻过程中，
他们更趋向于选择较少的信息源个数。 苏北地

区的农民对于信息搜寻较为不自信，希望能通过

更多的信息源来满足自身信息需求，同时提高他

们的信息搜寻绩效。
（４）信息源选择标准

图 ５ 展示了江苏省农民在查找日常生活信息

过程中选择信息源的标准以及各个原因对农民的

重要程度。 苏南地区农民认为最重要的是“信息

源可靠”，苏中和苏北地区农民对“新颖性 ／时效

性”最为看重。 结合经济发展情况和各地区农民

的信息意识来看，苏南地区的农民搜寻日常生活

信息常常带有明确目的，即是为了解决问题或主

动了解某主题的发展情况而搜寻信息，因此，他们

认为信息源的可靠性很重要；苏中和苏北地区农

民对天气、时事、休闲娱乐等主题的信息需求比较

高，因此，他们比较看重信息的新颖性和时效性。

图 ５　 江苏省农民信息源选择标准及其重要程度值

（５）阻碍因素

江苏省农民搜寻日常生活信息的阻碍因素

以及各个阻碍因素对农民的影响程度，如图 ６ 所

示。 苏南地区各个阻碍因素对农民的影响程度要

明显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结合信息需求中的信

息意识和信息需求频率来看，主要原因是苏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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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民的整体信息意识水平和对信息的需求频

率都较高，他们会觉得搜寻不到信息是被阻碍

了，而苏中和苏北地区的农民持有“信息可有可

无”的心态来搜寻信息，即使搜寻不到信息，也不

会产生较强的阻碍感。
整体而言，“不知道去哪里搜寻”是农民日常

生活信息搜寻中的最大阻碍因素，阻碍程度值为

２ ２２。 虽然农民周围存在大量的信息源，如朋友、
家人、电视、收音机、电脑、手机和农村信息服务站

等，但仍旧不知道该去哪里搜寻相关信息以满足

自身的信息需求。 在调研中问及农民“为什么不

爱看电视”时，大部分农民表示“看电视没什么

用”或者“电视上没有什么想看的”。 这表明农民

对于信息源及其特点并不十分了解，也不会主动

利用。 此外，“信息太多不知道如何选择”的阻碍

程度也较大，阻碍程度值为 ２ １４。 这表明农民周

围经常存在大量信息，但由于其对信息的甄选和

判断能力较低，导致不知该如何有效地选择相关

信息。 “付费太高”则是阻碍程度最小的因素，阻
碍程度值为 １ ６０，表明农民平时接触收费的信息资

源非常有限或者他们不会付费去搜寻信息。 “没时

间搜寻”也是阻碍力相对小的因素之一，阻碍程度值

为 １ ７９。 因为相比城市人口，农民有更多的自由支

配时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时间很紧张。

图 ６　 江苏省农民日常生活信息搜寻阻碍因素及其阻碍程度值

５　 调查结论与建议
５ １　 调查结论

（１）信息需求维度

在信息需求意识方面，７１ ６％的农民认为信

息“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 在信息需求主题

方面，农民信息需求的主题从高到低依次为天气

信息、时事信息、娱乐休闲信息、健康信息、交通信

息、理财信息与教育信息、住房信息。 在信息需求

动机方面，搜寻信息多是带有目的性的活动，主
要是为了“解决问题”；此外，“打发时间”也是农

民信息需求的核心动机之一。 江苏省农民对日

常生活信息的搜寻频率比较低，７７ ８４％的农民选

择每天搜寻一次日常生活信息。

（２）信息获取维度

在信息源的选择方面，农民依赖程度从高到

低的信息源分别为电视、朋友、手机、家人、电脑、
报纸、杂志、村委会、收音机、农家书屋和益农信息

社；农民认为电视、手机和朋友是对其帮助较多的

信息源，而农家书屋、村委会和益农信息社这三个

专业性的机构信息源反而对其帮助较少。 在农民

选择信息源的标准方面，按照重要性依次为信息

的新颖性 ／时效性、信息比较容易理解、信息源可

靠和信息源容易得到。 在查找日常生活信息的阻

碍因素方面，从高到低依次为收集到的信息不能

解决问题、不知道去哪里查、信息太多不知道如何

选择、没有时间去查和付费太高。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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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农民信息行为数据获取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直接采用常规的问卷调

查方法和思路不能很好地获取农民信息行为的

数据。 由于农民群体语言与认知水平较低，戒备

心较强，因此在获取数据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需要当地的熟人带路或引荐，而且不能让

农民直接填写问卷；第二，应该采取“调查者提

问、农民回答”的方式获取数据，如果存在语言沟

通障碍，需要选择当地的熟人作为中间人帮助

沟通。

５ ２　 相关建议

（１）政府视角

从政府层面来看，目前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

建设已经较好，下一步的关键是要提升农民的信

息意识。 因为经过此次调查发现，很多农民生活

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他们信息匮乏，尽管身边

有很多专业性的和大众化的信息源，但仍然“不
知道去哪搜寻”，也不想主动去了解。 例如，政府

可以通过评选当地合理利用信息的“好榜样”，拍
摄“互爱互助”宣传视频来鼓励农民拓宽自身的

社交网络，从而增强其获取日常生活信息的意识

和途径。 此外，相关政府部门需要完善和监督信

息服务站的建设机制。 关于信息服务站的监督，
需要政府出台硬性考核指标，监督其真正把工作

落到实处，而不能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和指标。
针对研究中发现的信息服务机构推广性差，农民

不愿意主动获取信息的特点，需要进一步强化农

村信息服务站服务人员与农民的交流与沟通能

力，提高农村信息服务站的认可度和推广程度。
此外，还应定期给农民推送相关的个性化信息。

（２）信息服务机构视角

江苏省目前已有农家书屋和益农信息社等

多种农村信息服务机构，但是使用率很低。 主要

有两点原因：第一是推广力度不够，很多农民根

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信息服务机构；第二是服务

意识不高，信息服务机构的建设仅仅只是搭好台

子，没有走进农民，没有切实了解农民的信息需

求。 今后信息服务机构需要在加大推广力度的

同时，以农民的信息需求为中心，为农民提供定期

的信息培训讲座。 依据本研究调研结果，农民比

较关心天气、新闻、娱乐等日常生活信息。 因此，
信息服务机构在提供培训的内容方面，可在提供

相关农业信息技能培训的基础上，适当地增加一

些关于农民重视但在搜寻上存在障碍的日常生

活信息（如新闻）的搜寻技能培训。

６　 结语

本研究系统地调查了江苏省农民日常生活

信息搜寻行为的现状，但研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

之处，需要今后进一步探索。 首先，今后需要深入

到问题情境（如面临具体的信息搜寻任务）中分

析农民日常生活信息搜寻行为的规律和特点。 例

如，当农民面对不同类型的信息搜寻任务时，其获

取信息的行为有何差异？ 是否只有在面对紧迫的

信息搜寻任务时用户才会突破自身的小世界，而
向信息机构寻求援助？ 此外，本次调查的范围仅

仅局限于江苏省，今后有待进一步地扩大调查规

模，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最后，在数据调查方

法方面，需要继续通过深入访谈的方法分析农民

日常生活信息搜寻水平较低的原因及其内在

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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