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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信息服务能够促进信息公平吗？
———公共图书馆对信息贫富分化的干预效果考察∗

周文杰

摘　 要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２ 年对东莞市 ２ ７８９ 位成年人调研获得的数据，以个人信息世界贫富状况为信息贫富分化

的操作性定义，综合考察公共图书馆对于信息贫富分化的干预效果。 主要结论有：以个人信息世界的贫富状况来

衡量，中国城市成年人群中存在信息贫富分层化现象。 公共图书馆用户的个人信息世界优于一般人群。 其中，在

信息资产、动力、智识和时间维度上，公共图书馆用户中的信息富裕者明显优于一般人群中的同层次群体；在基础

信息源、信息资产、动力、智识和时间维度上，图书馆用户群体中信息贫困者的得分均值都高于一般人群中的同层

次群体；在信息资产、智识和时间维度上，图书馆用户群体中的信息贫富居中人群明显优于一般人群中的同层次

群体。 表 ５。 参考文献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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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ａｔ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ａｎｄ ｅ⁃
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ｍｏｒｅ ｓｍｏｏｔｈｌｙ．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ｈａｌｔ ａｔ ｔｈ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ｕｓ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ｏｆ ｕｓ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ｍ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ｅｖｅｌ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ｄ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ｏｒ ｐｏ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Ｔｈｕｓ ｗ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５ ｔａｂｓ． ５８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ｄ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引言

信息化浪潮正在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产生深

刻的影响。 据统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中国网

民规模达 ６ １８ 亿，仅 ２０１３ 年就新增网民 ５ ３５８
万人［１］ 。 然而，互联网并非自动惠及所有人。
大量证据表明，互联网在为人类社会创造便利

与财富的同时，也正在加剧社会的信息贫富分

化［２－４］ 。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呼吁，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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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应加强对信息贫富分化现象的干预和

治理［３，５－７］ 。
人类对信息贫富分化问题的关注由来已

久。 早在 １９ 世纪末，一些追随启蒙运动的政治

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就大力倡导建立和完

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以保障各阶层公民对

知识和信息的获取［８］ 。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

加深，公共信息服务机构及其职业活动已成为

各国政府干预和治理信息贫困的基本手段之

一，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促进社会信息公平成为

各国干预信息贫富分化的基本制度安排。 在我

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公共图书馆作为公

益性信息服务机构，承担着为公民提供知识信

息服务的职责。 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大力促

进公共图书馆建设，从国家层面初步构建了比

较完善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
各类文化机构从业人员达 ２２８ ８４ 万人，全国共

有公共图书馆 ３ ０７６ 个，２０１２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

共发放借书证 ２ ４８５ 万个，总流通人次４３ ４３７万
人次［９］ 。 同时，我国政府通过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

室建设计划等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努力构建覆

盖城乡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 ２０１２ 年，全
国公共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共拥有计算机 １７ ３
万台，电子阅览终端 １０ １４ 万台，电子图书 １０
０２５ ３４ 万 册， 电 子 阅 览 室 面 积 ４６ ９５ 万 平

方米［１０］ 。
面对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深

刻转型，作为专事信息服务的机构，公共图书馆

能否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一如既往地对信息贫

富分化的干预发挥积极作用，就成了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 着眼于这一问题，本研究选取了

一座信息化程度较高、公共图书馆体系相对健

全的城市———广东省东莞市为研究案例，以个

人信息世界的贫富状况为信息贫富分化的操作

性定义，通过实证调查，对公共图书馆在信息贫

富分化干预中的效果进行考察。
本文后续部分的基本结构是：首先，对关注

当代社会信息贫富分化及其干预措施的相关研

究进行回顾，揭示本研究得以展开的现实基础

和必要性。 其次，阐释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并提

出研究假设。 第三，对本研究的样本、数据及测

量工具进行说明。 第四，基于调查数据检验本

研究所提出的假设。 第五，讨论实证研究的结

果，并概括主要发现。

１　 文献回顾

１ １　 当代社会对信息贫富分化现象的研究

国内外信息贫富分化相关研究大致以数字

鸿沟、数字不平等、信息分化、信息沟、知识沟等

名义展开，其中以数字鸿沟 ／ 数字不平等和知识

沟名义展开的研究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
数字 鸿 沟 指 计 算 机 和 因 特 网 的 获 取

（ａｃｃｅｓｓ）率之间的差异［１１］ 。 Ｇｏｏｄｅ 认为，数字鸿

沟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进化过程［５］ ：第一

阶段的数字鸿沟研究强调“获取”（ａｃｃｅｓｓ），第二

阶段的数字鸿沟研究强调“技能和使用” （ ｓｋｉｌｌ
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第三阶段的数字鸿沟研究关注信息

不平等如何反映和强化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

等。 数字鸿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数量庞大的成

果，但也招致了大量的质疑［１２－１６］ 。 为克服数字

鸿沟研究的局限性，大量学者进而转向数字不

平等研究。 闫慧发现，数字不平等是对数字鸿

沟简单分析方法的扬弃，数字不平等研究更强

调数字化差异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等不平

等，更加重视信息通讯技术（ ＩＣＴ）主体多样化，
并试图将 ＩＣＴ 的社会化置入多维度的视角

之下［１７］ 。
１９７０ 年，Ｔｉｃｈｅｎｏｒ 等提出了知识沟假说，其

基本内容是：“随着大众媒体信息不断‘浸入’社

会系统，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比社会地位低者更

快地吸收这些信息，以至于两者之间的知识沟

趋于加宽而非弥合。” ［１８］ 知识沟假说提出后，大
量研究者开展了实证研究。 Ｇｒａｂｅ 发现，与低教

育水平者相比，高教育水平者的综合交流能力

和对具体媒体信息进行解读的能力更强［１９］ 。
Ｐｒｉｃｅ 等发现，高教育水平者对公共事务议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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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５

有更加广博的知识储备［２０］ 。 Ｇｒａｂｅｒ 证明，潜在

的认知框架增强了高教育水平者对新信息的识

别和获取［２１］ 。 Ｖｉｓｗａｎａｔｈ 等发现，受过更好教育

的人不仅与社会的整体融合度高，并且能够有

效地从社会网络中获取人际信息资源［２２］ 。
ＭｃＬｅｏｄ 等发现，高教育水平者更多使用印刷媒

体等“信息富集媒体”，而低教育水平者则主要

依赖于电视等信息源［２３］ 。
总之，数字鸿沟、数字不平等及知识沟等相

关研究从不同侧面证实，ＩＣＴ 接入不均等及人们

之间的认知差距等因素造成了信息贫富分化现

象。 既然信息贫富分化已被证明是一种广泛存

在的社会现象，就有必要对现有制度安排在干

预信息贫富分化中的实际效果进行考察。 从这

个意义上说，数字鸿沟、数字不平等及知识沟的

存在，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１ ２　 信息贫富分化干预与治理的研究与实践

鉴于社会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一现实，
学术界、政府及社会组织对于信息贫困的干预

与治理给予了更多的重视。
建立和完善公益信息制度是国家层面信息

贫富分化干预和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２４］ 。 以美

国为例，１９７７—１９９０ 年，美国国会制定了 ３００ 余

项有关信息政策的公共法律，由此奠定了美国

公益信息制度的基础［２５］ 。 闫慧认为，美国公益

制度发展历程中的标志主要包括：宏观层面的

图书馆制度、公益组织制度和公益捐赠制度、公
益信息基础设施与电信服务制度、社群公益信

息服务制度、信息素养的公益培育制度等［２６］ 。
学术界针对公益性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开展的研究，丰富了对信息贫富分化的干预和

治理的理论认识。 李蓉、陈玉龙等认为，公共信

息资源开发有利于满足社会主体的信息需求，
从而实现维护信息公平的目的［２７－２９］ 。 闫慧认

为，以免费或者很低的市场价格为服务对象提

供公益信息服务，是信息资源公益性开发的工

作方法和机制，提供公益信息服务的主体包括

政府相关信息机构，政府资助的科技信息机构，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及提供公益信息

服务的第三方组织和个人［２６］ 。
迄今为止，各国政府及相关组织采取了多

种多样的信息减贫策略。 其中，通过建立公益

信息服务体系，完善保障信息公平的社会制度，
从而实现对信息贫富分化的有效干预和治理，
这一思路在政府和学术界已渐成共识。 既然公

共信息服务已被作为干预信息贫富分化的基本

路径，则有必要对公共图书馆在信息贫富分化

干预和治理中的实际作用予以考察。 这种必要

性，构成了本研究得以展开的基本背景。

２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２ １　 整体性理论视角下的信息贫富分层化现象

当代社会的信息贫富分层化现象已得到许

多研究者的关注。 如，ｖａｎ Ｄｉｊｋ 提出了网络社会

的三层阶级结构［３］ ：①信息精英，由高教育和高

收入水平、占据最好的工作职位和社会地位、
１００％接入 ＩＣＴ 的人群构成；②参与者，由中产阶

级和工人阶级组成，这些人的确能够获取计算

机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服务，但与信息精英相比具有较低

的数字技能，所使用的 ＩＣＴ 设备种类也较少；③
被排斥者，这个阶层无法获取计算机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服务，因此被排斥于很多社会领域之外。 Ｆｕｃｈｓ
发现，人们在计算机等 ＩＣＴ 资源的获取、使用和

获益能力方面的不平等，通过社会分层的过程

造就了信息社会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阶级差

别［３０］ 。 Ｈａｒｇｉｔｔａｉ 指出，人们对数字媒体的使用

情况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

关系，因此，数字不平等是现有社会经济地位不

平等在信息时代复制的结果［３１］ 。
也有诸多学者针对信息化背景下当代中国

社会的结构进行了研究。 如，Ｃａｒｔｉｅｒ 等对中国城

市化进程中的“跨域社会网络”（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所导致的信息不平等和社会分层进行

了研究［３２］ 。 在此基础上，Ｑｉｕ 提出，中下阶层是

中国社会的主体，这一阶层包括普通百姓及各

种弱势、被边缘化或遭系统打压的群体。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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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较差，文化教育水平也较

低，且常在政治权力关系中处于从属状态。 但

是，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这一阶层的成员

已加入到了中国的信息社会之中，从而形成“信

息中下阶层”（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ａｖｅ Ｌｅｓｓ） ［３３－３４］ 。 闫

慧基于 ＣＮＮＩＣ 等相关统计数字的分析，把当代

中国数字化社群及其成员划分为五个层次：数
字精英、数字富裕、数字中产、数字贫困与数字

赤贫［２６］ 。 陈鹏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农

村数字鸿沟问题，针对数字鸿沟在不同社会结

构条件下所表现出的实践形态及其社会文化意

义进行解析，认为中国农村数字鸿沟问题实质

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
即社会结构的断裂［３５］ 。

现有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代社

会信息贫富分层化的现状，但也存在着明显的

局限性。 Ｈａｉｄｅｒ 发现，由于明显的经济决定主义

趋向，研究者倾向于把信息贫富分化视为城

市—农村、西方—本土、发达国家—发展中国

家、有文化者—文盲之间的二元对立，从而把经

济上的贫困与富有作为判定信息贫富的主要依

据；而现有研究中存在的技术决定主义趋向，也
限制了人们对信息贫富分化的全面理解［３６］ 。 为

了克服这种局限性，不断有研究者呼吁，信息贫

富分化的研究应跨越结构与主观能动性之间的

理论鸿沟，从整体性理论视角考察信息贫富分

化现象［３７］ 。 个人信息世界概念正是在此背景

下，适应整体性理论视角的需要而提出的，旨在

综合揭示和测度信息不平等的概念框架［３８－４０］ 。
本研究以个人信息世界的贫富状况为信息贫富

分化的操作性定义，预期基于对个人信息世界

的测度，从信息的贫富状况（而不是社会经济地

位的差异）揭示样本人群中存在的信息贫富差

距。 基于上述理论背景，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１：如果以个人信息世界的贫富状况来

衡量，样本人群可被划分为若干信息贫富程度

不同的层级。

２ ２　 公共图书馆对信息贫富状况不同人群的影响

自启蒙运动以来，通过设计专门的社会空

间以促进知识与信息的公平化，一直是政治家、
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孜孜以求的目标。 在各种

各样的社会机构中，以公共图书馆为代表的公

共文化服务机构以维护信息公平为天职，在“启

蒙”的历史进程中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责任。
自 １９ 世纪中后期以来，公共图书馆作为一

个专为公民信息获取而设计的社会空间，一直

是各国政府促进信息公平的重要选择。 很多研

究者都从不同侧面证实了公共图书馆的存在对

于促进信息公平的积极作用［４１－４３］ 。 在社会信息

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大量研究者从信息贫富

分化干预的角度，重新审视公共图书馆的社会

价值。 另有研究者从多个角度阐释公共图书馆

参与信息分化治理、促进信息社会发展的作用

和方式［４４－４７］ 。 ＤｅＭａａｇｄ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考察

公共图书馆对信息化背景下社区发展的影

响［４８］ 。 Ｊａｅｇｅｒ 认为，公共图书馆领域的研究者

与实践者应当更积极地参与相关社会政策的制

定过程，以便更深入地参与信息社会问题的解

决［４６］ 。 另外，也有研究者针对现有一些公共图

书馆政策所导致的不良社会后果进行考察。 Ｃｅ⁃
ｉａｎｏ 发现，美国部分城市关闭公共图书馆的行为

不仅无助于本地经济的发展，相反进一步加大

了当地的数字鸿沟［４９］ 。
我国研究者针对信息社会背景下公共图书

馆的作用也进行了大量探讨。 吴慰慈回顾公共

图书馆的发展历史，指出，公共图书馆在维护信

息公平，保障公民权利及弥平数字鸿沟，推动和

谐发展方面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５０］ 。 李超平

等提出，公共图书馆在城市文化发展战略中具

有资源保障、提高城市文化和克服数字鸿沟的

作用［５１］ 。
面对社会的深刻转型，公共图书馆是否仍

然能够承担消弭信息贫富分化的历史使命，这
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 这一问题进而可转化

为如下假设：
假设 ２：就当代中国城市成年人群而言，公

共图书馆用户的个人信息世界优于一般人群。
这一假设进而可分解为如下子假设：

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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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２－ａ：公共图书馆用户中信息富裕者的个

人信息世界优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
假设 ２－ｂ：公共图书馆用户中信息贫困者的个

人信息世界优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
假设 ２－ｃ：公共图书馆用户中信息贫富居中

者的个人信息世界优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贫富

居中者。

３　 研究设计

３ １　 样本说明

本研究以广东省东莞市为研究案例，采用问

卷调查的方法获取数据。 根据研究目的，确定发

放问卷的总数量为３ ０００份，计划在东莞图书馆总

分馆内发放１ ５００份，馆外发放１ ５００份。 最终在

馆内以方便取样的方式发放并回收问卷 １ ５００
份，在馆外回收问卷１ ２８９份，共回收问卷２ ７８９
份。 在２ ７８９位受访者中，男１ ５３９人，占 ５５ ２％；
女１ ２５０人，占 ４４ ８％。 共有１ ６６５位受访者在问

卷中报告了自己的年龄，最小 １１ 岁，最大 ８２ 岁，
全部受访者平均年龄为 ２８ ６９ 岁。 在本研究展开

个人信息世界测度的同时，还对东莞社会阅读状

况进行了调查。 因此，本次调查产生两方面的研

究成果：一是对社会阅读与信息贫富分化关系的

解析①；二是本文对公共文化服务与信息贫富分

化之间关系的解析。 关于样本人群、抽样步骤及

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请见上文。

３ ２　 数据整理与清洗

对在东莞图书馆总分馆发放的问卷，本研究

采用了下述数据整理方法：首先，剔除了年龄项

缺失或受访者年龄小于 １８ 岁的问卷；其次，剔除

了未通过“测谎”题目的问卷。 最终得到完全符

合要求的问卷 ３９３ 份。 针对一般人群，首先剔除

年龄项缺失的受访者，然后采用了同样的“测谎”
控制。 经过上述步骤，最终得到 ７６７ 份有效问卷。

３ ３　 测量工具

本研究以个人信息世界的贫富状况为信息

分化的操作性定义，选用于良芝教授编制的“个

人信息世界量表”作为测量受访者个人信息世

界贫富程度的工具，并添加了对性别、年龄、民
族、收入、职业和教育水平等变量进行测度的

问项。
３ ３ １　 “个人信息世界量表”的信度

本量表采用重测法进行信度检验，以南开

大学商学院 ２０１１ 级本科生为测试对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间进行了两次测试，共得到可以匹配的样

本 ２７ 个。 研究者对测试前后得分进行配对样本

ｔ 检验，并计算了相关系数。 检验结果表明，所
有变量在前后两次测度中的得分均不存在显著

差异②，各维度均在 ０ ００１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

关。 据此认为，本量表都具有较满意的重测信

度。 进而，本研究对量表进行一致性检验后发

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系数为 ０ ９０９。 对照现有统

计标准③，可以确认本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

致性。
３ ３ ２　 “个人信息世界量表”的效度

根据 Ｃｈａｔｍａｎ 的研究，由于社会和文化标准

规制人的信息行为，在特定人群中会形成“小世

界”，从而造成了信息贫困［５２－５５］ 。 本研究参照

Ｃｈａｔｍａｎ 的标准，选择天津市西青区一个建筑工

地的农民工为调查对象。 在该工地共发放问卷

６０ 份，收回有效问卷 ５９ 份。

０４５

①

②

③

冯玲，周文杰，黄文镝． 社会性公共文化联动对于信息贫富分化的干预效果研究———来自东莞社会阅读调

查的证据［Ｊ］ ． 图书馆，２０１５（１）：４８－５４．
本部分关于测试前后得分差异显著性的 ｔ 检验使用了于良芝教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在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

资源管理系组织的“信息资源管理论坛”上的相关数据分析结果。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系数可信程度的参考范围：信度≤０ ３０：不可信；０ ３０＜信度≤０ ４０：初步的研究，勉强可

信；０ ４０＜信度≤０ ５０： 稍微可信；０ ５０＜信度≤０ ７０： 可信［最常见的信度范围］；０ ７０＜信度≤０ ９０： 很可信［次
常见的信度范围］；０ ９０＜信度： 十分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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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对南开大学学生和西青区农民

工的个人信息世界量度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
验发现，南开大学的学生在各维度上的得分均

显著（ｐ＜０ ００１）高于西青区农民工。 进一步分

析发现，上述两个群体之间在各维度上得分的

差异均极其显著（ ｐ＜０ ００１），因此，本量表很好

地契合了信息贫困研究领域现有研究的理论发

现，能够有效区分不同人群个人信息世界的丰

富程度，由此证实了本测量工具的效度。

４　 研究结果

４ １　 样本人群的信息贫富分化现状

根据个人信息世界的概念［５６］ ，本研究从个

人信息世界的内容、边界和动力三个要素入手，
基于可获信息源、可及信息源、基础信息源、信
息资产、信息实践的类型与频率，及受访者获取

信息的时间、空间和受访者的智识水平八个维

度①，对东莞居民个人信息世界的测度结果进行

聚类分析。
通过快速聚类（Ｋ⁃ｍｅａｎ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依据东莞

城市居民个人信息世界的丰富程度，把样本人

群聚合为三类：第一类 ２０７ 人，第二类 ３４６ 人，第
三类 ２１４ 人。 观察表 １ 发现，三个聚类较清晰地

反映了东莞居民信息分化的现状：第一类人群

在各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其他两类，因此把这

一类视为信息富裕人群；第三类人群在各维度

上的得分均低于其他两类，把这一类视为信息

贫困人群；第二类人群在各维度上的得分介于

第一类和第三类之间，把这一类视为信息贫富

居中人群。 由此可见，以样本人群的个人信息

世界丰富程度来衡量，东莞居民中存在着比较

清晰的信息贫富分化层级，假设 １ 由此得到

支持。

表 １　 东莞居民信息分化状况

个人信息世界参数 变量名称
最终聚类中心（均值）

富裕组 居中组 贫困组

内容

可及信息源 ６ ８３ ５ ２９ ３ ５９

可获信息源 ６ ３４ ５ ３ ２８

基础信息源 ８１ ４５ ６８ ０６ ２７ ８

信息资产 １６２ ３７ ９８ ９ ４０ ５３

边界

时间 ３ ０２ ２ ６６ １ ９８

空间 ６ ８ ４ １８ ２ ４９

智识 ２４ １２ １９ ３２ １２ ４３

动力 信息实践的类型与频率 ７１ ４９ ６１ ４６ ４９ ９２

４ ２　 公共图书馆对信息贫富状况不同人群的

影响分析

为进一步对比分析图书馆用户与一般人群

在信息贫富方面的差异，本研究还专门针对图

书馆用户进行聚类分析。 表 ２ 表明，图书馆用户

中也可聚合出三类信息富裕程度不同的人群：

第一类共涵盖 １１３ 个样本，各维度得分最高，属
“信息富裕组”；第二类共涵盖 １８５ 个样本，各维

度得分居于“信息富裕组” 和“信息贫困组” 之

间，属“信息贫富居中组”；第三类共涵盖 ９５ 个

样本，各维度得分最低，属“信息贫困组”。

０４６

① 个人信息世界的概念模型包括八个维度，但在可及信息源、可获信息源和信息活动的空间维度的测度中已把

“实体或虚拟的图书馆”作为得分项纳入其中，因而本研究没有在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图书馆用户和一般人群之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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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图书馆用户信息分化状况

个人信息世界参数 变量名称
最终聚类中心（均值）

富裕组 居中组 贫困组

内容

可及信息源 ９ １２ ６ ４９ ５ ０６

可获信息源 ８ １１ ５ ８４ ４ ７５

基础信息源 ８０ ６９ ６９ ３ ３８ １４

信息资产 １７１ １６ １１０ ９８ ５９ １８

边界

时间 ３ ３ ３

空间 ８ １９ ６ ５５ ５ ０２

智识 ２６ １６ ２２ ２６ １４ ３５

动力 信息实践类型和频率 ８０ ６６ ５０

４ ２ １　 图书馆用户中的信息富裕者与一般人

群中信息富裕者的比较

分析表 ３ 可见，图书馆用户中的信息富裕

者在基础信息源、信息资产、信息实践的类型和

频率、智识和时间五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均高

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这表明，图书馆用

户中信息富裕者的个人信息世界优于一般人群

中的信息富裕者，据此认为，假设 ２ － ａ 是成

立的。

表 ３　 两类人群中信息富裕者个人信息世界相关维度得分比较

变量名称 组别 Ｎ 均值 标准差
均值方程的 ｔ 检验

ｔ Ｓｉｇ （双侧）

基础信息源
一般人群 ２０７ ８０ ６９ ７ １１

图书馆用户 １１３ ８１ ４５ ７ ４６
０ ８９７ ０ ３７

信息资产
一般人群 ２０７ １６２ ３７ ２６ ３

图书馆用户 １１３ １７１ １６ ２３ ２２
－２ ９７６ ０ ００３

信息实践类型和频率
一般人群 ２０７ ７１ ４９ ２２ ２２

图书馆用户 １１３ ８０ ２３ １８ ９７
－３ ７０４ ０ ０００

智识
一般人群 ２０７ ２４ １２ ８ ３４

图书馆用户 １１３ ２６ １６ ７ ５７
－２ １６４ ０ ０３１

时间
一般人群 ２０７ ３ ０２ １ １１

图书馆用户 １１３ ３ ３８ １ １４
－２ ７４３ ０ ００７

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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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而对五个维度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后发

现，图书馆用户中的信息富裕者虽然在基础信

息源维度上的得分高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富裕

者，但二者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Ｐ ＞ ０ ０５）。
而在信息资产（Ｐ ＜０ ０１）、信息实践的类型与频

率（Ｐ＜０ ００１）、智识（Ｐ＜０ ０５）和时间（ Ｐ＜０ ０１）
的得分方面，图书馆用户中的信息富裕者则显

著高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
４ ２ ２　 图书馆用户中的信息贫困者与一般人

群中信息贫困者的比较

在信息公平的语境下，信息贫困者是一个

更应该受到关注的群体。 由表 ４ 可见，在基础信

息源、信息资产、信息实践的类型和频率、智识

和时间五个维度上，图书馆用户中信息贫困者

的得分均高于馆外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 可

见，假设 ２－ｂ 也是成立的。
进而对均值进行 ｔ 检验后发现，图书馆用户

和一般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在信息实践的类型

和频率维度上无显著差异（ Ｐ ＞０ ０５），但在基础

信息源（Ｐ＜ ０ ００１）、信息资产（ Ｐ ＜ ０ ００１）、智识

（Ｐ＜０ ０５） 和时间（ Ｐ ＜ ０ ００１） 维度上存在显著

差异。

表 ４　 两类人群中信息贫困者个人信息世界相关维度得分比较

变量名称 组别 Ｎ 均值 标准差
均值方程的 ｔ 检验

ｔ Ｓｉｇ （双侧）

基础信息源
一般人群 ２１４ ２７ ８ １４ ５１

图书馆用户 ９５ ３８ １４ １５ ０９
－５ ７０９ ０ ０００

信息资产
一般人群 ２１４ ４０ ５３ １９ ０５

图书馆用户 ９５ ５９ １８ １９ ７７
－７ ８４８ ０ ０００

信息实践类型和频率
一般人群 ２１４ １２ ４３ ７ ６３

图书馆用户 ９５ １４ ３５ ６ ９５
０ ０４ ０ ９６８

智识
一般人群 ２１４ ４６ ９２ ２４ ４６

图书馆用户 ９５ ４９ ８ ２３ ９３
－２ １６５ ０ ０３２

时间
一般人群 ２１４ １ ９８ １ ２

图书馆用户 ９５ ２ ６４ １ １５
－４ ５２ ０ ０００

４ ２ ３　 图书馆用户中的信息贫富居中者与一

般人群中信息贫富居中者的比较

信息贫富分化的干预不仅需要关注处于

“富裕”和“贫困”两个极端的人群，也需要关注

介于其中的“信息贫富居中人群”。 表 ５ 显示，
与信息富裕者与穷困者类似，图书馆的存在对

信息贫富居中者的个人信息世界产生了较全面

的影响———在每个维度上，图书馆用户得分的

均值都高于一般人群。 这表明，假设 ２－ｃ 也是

成立的。
进一步进行 ｔ 检验发现，图书馆用户与一般

人群中的信息贫富居中者在基础信息源（ Ｐ ＞
０ ０５）和智识（Ｐ＞０ ０５）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值

无显著差异，而在信息资产（ Ｐ ＜０ ００１）、时间（ Ｐ
＜０ ００１） 和参与信息实践的类型和频率 （ Ｐ ＜
０ ０１）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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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两类人群中信息贫富居中者个人信息世界相关维度得分比较

变量名称 组别 Ｎ 均值 标准差
均值方程的 ｔ 检验

ｔ Ｓｉｇ （双侧）

基础信息源
一般人群 ３４６ ６８ ０６ １３ ２８

图书馆用户 １８５ ６９ ３ １１ ３９
－１ １２６ ０ ２６１

信息资产
一般人群 ３４６ ９８ ９ １６ ６６

图书馆用户 １８５ １１０ ９８ １７ １９
－７ ８７８ ０ ０００

信息实践类型和频率
一般人群 ３４６ ６１ ４６ ２３ ５６

图书馆用户 １８５ ６５ ６４ ２４ ０７
－３ ４８５ ０ ００１

时间
一般人群 ３４６ ２ ６６ １

图书馆用户 １８５ ２ ９７８４ １ ０２
－３ ９７９ ０ ０００

智识
一般人群 ３４６ １９ ３２ ８ ０５

图书馆用户 １８５ ２２ ２６ ８ ２７
－１ ９３４ ０ ０５４

５　 讨论与结论

５ １　 讨论

本研究所获得的证据表明，样本人群中图

书馆用户的个人信息世界在多个维度上明显优

于一般人群。 尽管本研究并没有对图书馆的物

理存在之于其用户个人信息世界富裕化的作用

进行因果检验，但基于图书馆职业的本质属性

和本领域其他研究者的发现，笔者认为上述现

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图书馆与用户之间

的良性互动造成的。 一方面，公共图书馆的存

在，使其用户获得了更便捷、高效的信息源，从
而丰富了个人信息世界，最终在信息分化中处

于有利的一端；另一方面，对于个人信息世界原

本就丰富，在信息分化中已处于相对优势的居

民而言，公共图书馆的存在则进一步扩大了这

种优势，使其更加“信息富裕”。 基于这一良性

互动，最终图书馆用户的信息富裕程度在整个

社会人群中处于“信息偏富”的位置。
具体而言，公共图书馆对其用户个人信息

世界的优化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５ １ １　 公共图书馆通过影响人们的信息源选择

倾向而对其信息贫富状况产生影响

Ｓｈｅｎｔｏｎ 等关于“信息宇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ｅ） ［５７］ ，Ｃｈａｔｍａｎ 关于退休妇女的“信息世

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５４］ ，Ｔａｙｌｏｒ 的“信息使用

环境”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５８］ 等的研

究从不同角度证实了人们周边所存在的信息源

与其信息贫富状况之间的联系。 本研究认为，
公共图书馆之所以对人们的信息贫富状况产生

直接影响，首先在于其自身是一个知识信息富

集的优质信息源。 具体而言，作为社会信息空

间的公共图书馆与信息相对富裕者之间存在着

一种潜在的良性互动：由于公共图书馆是一种

优质的信息源，越是频繁使用公共图书馆的人

群，其信息富裕化的可能性越大；反之，越是信

息富裕的人，因其信息能力与需求等方面的优

势，越有可能选用诸如公共图书馆等知识信息

富集的信息源。 然而，对于信息贫困者而言，很
可能呈现出另一种方式的互动：由于较少使用

图书馆等优质信息源，其沦为信息贫困者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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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较大；反之，信息贫困者在信息能力与意识

方面的劣势，也很可能导致其被排斥于图书馆

等优质信息源之外。
依据个人信息世界的概念［３７－４０，５６］ ，在信息

主体周边所存在的信息源中，有一些信息源得

到了人们的常规性利用。 这些信息源对于信息

主体而言不仅在物理、时间及智识上是可及的，
而且也是他的利用习惯可及的，个人信息世界

理论把这部分资源称为基础信息源。 本研究发

现，图书馆用户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信
息贫富居中者在基础信息源维度上的得分无显

著差异。 这一结果说明，对于信息富裕者和信

息贫富居中者来说，不管他们是否利用图书馆，
其常规性利用的资源类型（消遣型、知识型、实
用型等）并没有明显区别。 换言之，这两个人群

的相对信息富裕更多地体现在他们更倾向于从

知识信息富集的信息源获取他们惯用的资源类

型，而不体现在资源类型本身的差异上。 图书

馆用户和一般人群中的相对信息富裕者在此维

度上并无显著差异。 但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

发现，图书馆用户和一般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

在基础信息源（即惯用的资源类型）维度上差异

显著。 这表明，虽然同样在整体上趋于信息贫

困，但利用图书馆的信息贫困者更关注信息源

的知识性和实用性。
综上所述，是否将公共图书馆作为信息来

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在信息贫富分化

格局中的位置。 本研究认为，公共图书馆对于

人们信息贫富分化的直接影响，恰恰体现在人

们是否有条件、有能力将其纳入自己的信息获

取渠道，从而获取优质的知识信息服务。
５ １ ２　 公共图书馆通过影响人们的认知行为

而对其信息贫富状况产生影响

由前文数据可以看出，无论处于信息贫富

分化的何种等级，图书馆用户与一般人群在个

人信息世界的信息资产和时间边界方面都存在

显著差异。
根据个人信息世界的概念，信息资产是指

产生了认知结果的信息产品和资源［３７－４０，５６］ 。 人

们在信息资产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实际使

用过的信息和已经纳入个人认知结构的信息较

多。 从目前公共图书馆的职业活动来看，这一

机构主要以知识信息资源的整序和提供为使

命。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图书馆用户在信息资

产方面具有优势，但这种优势所体现的更多是

图书馆对其用户信息贫富状况的间接影响。
即，很可能是因为图书馆用户先具有了较强的

认知能力，然后才通过使用图书馆这一优质信

息源而获得了更富裕的信息资产。 当然，随着

图书馆对用户认识干预能力的增强（如图书馆

开展更多的学习型、教育型项目），这种间接影

响也可能直接化。 与此相类似，图书馆用户的

个人信息世界具有更宽的时间边界，也体现了

图书馆对人们信息贫富分化的间接影响。

５ ２　 结论

本文以个人信息世界贫富状况为信息分化

的操作性定义，考察了公共图书馆在信息贫富

分化干预中的作用，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以个人信息世界的贫富状况来衡量，

中国城市成年人群中存在着较清晰的信息贫富

分层化现象。
第二，公共图书馆用户在信息富裕程度方

面优于社会普通人群。 具体表现在：首先，图书

馆用户中的信息富裕者在信息资产、信息实践

的类型和频率及个人信息世界的智识和时间方

面的得分显著高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
其次，图书馆用户中的相对信息贫困者在基础

信息源、信息资产、智识水平和用于信息活动的

时间方面也显著高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贫困

者；最后，图书馆用户中的信息贫富居中者在信

息资产、信息实践的类型和频率，以及时间维度

上都明显优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贫富居中者。
总之，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优质信息源，具

有直接影响信息贫富分化的潜力。 这启示我

们，加强公共图书馆硬件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完
善社会信息空间，是十分必要的。 另一方面，公
共图书馆在很多方面对于人们的信息贫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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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间接影响，而这些间接影响的直接化乃至

扩大化的前提之一，是图书馆通过对人们的认

知行为产生影响，进而促进信息富裕化。 由此

产生的启示是，图书馆职业不应当仅仅止步于

信息资源的整序和提供，还应把自己的职业行

为努力扩展到深度参与用户的认知活动（如学

习、教育活动）之中。 只有如此，才能提高图书

馆职业对于信息社会背景下各层次人群信息分

化的干预能力。 而这种能力的获得，不仅是图

书馆职业社会价值在信息时代的体现，也是关

注信息贫困治理问题研究者的学术使命所在。

本研究通过对东莞图书馆用户和一般人群

在个人信息世界各维度上得分的比较，系统分

析了这两个人群在信息贫富状况方面的差异。
尽管本研究获得了诸多发现，但也存在一定局

限。 如本研究侧重于对公共图书馆用户和一般

人群信息贫富状况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但公

共图书馆对社会各阶层人群信息富裕化之间是

否存在因果关系，尚需后续研究的跟进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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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胡鞍钢，周绍杰 新的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 Ｊ］ ．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３）：３４－５０ （ Ｈｕ

Ａｎｇ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Ｓｈａｏｊｉｅ Ａ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ｗｉｄｅｎ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ａｐ”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２（３）：３４－５０ ）

［ ５ ］ 　 Ｇｏｏｄｅ Ｊ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ｄｉｖｉｄｅ： ｈｏ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 ．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０， １２（１）：４９７．

［ ６ ］ 　 胡鞍钢， 熊义志 我国知识发展的地区差距分析：特点、成因及对策［ Ｊ］ ． 管理世界，２０００（３）：５－１９ （ Ｈｕ

Ａｎｇａｎｇ， Ｘｉｏｎｇ Ｙｉｚｈｉ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ｒｅａ ｇａｐ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ｒｏｏｔｓ

ｔｈｅｒｅｏｆ， ａｎｄ ｏｕｒ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Ｊ］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００（３）：５－１９ ）

［ ７ ］ 　 胡鞍钢， 熊义志 中国的长远未来与知识发展战略［Ｊ］ ．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３（２）：１３６－１４９ （ Ｈｕ Ａｎ ｇａｎｇ

Ｘｉｏｎｇ Ｙｉｚｈ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ｏｎｇ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３

（２）：１３６－１４９ ）

［ ８ ］ 　 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 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ＣＬ Ｐｒｅｓ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９５：８２－９８．

［ ９ ］ 　 民政部规划财务司规划统计处，文化部财务司规划统计处等六部门 ２０１２年社会事业发展报告［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３－１０－２７］． ｈｔｔｐ： ／ ／ ｃｗｓ ｍｃａ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ｊｂｇ ／  （６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ｎ⁃

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ｔ 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２０１２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３ － １０ － ２７］． ｈｔｔｐ： ／ ／

ｃｗｓ ｍｃａ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ｊｂｇ ）

［１０］ 　 文化部财务司 全国２０１２年文化发展基本情况［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１０－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ｔｅｓｔ ／ ２０１２－

０４ ／ １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１１０５８３ ｈｔ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２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３ － １０ － ２７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ｔｅｓｔ ／ ２０１２ － ０４ ／ １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１１０５８３ ｈｔｍ ）

０５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一卷　 第二一八期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１８

［１１］　 ＯＥＣＤ ／ ＤＳＴＩ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１ － １１ － ０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ｓｔｉ ／ １８８８４５１ ｐｄｆ．

［１２］ 　 Ｊｕｎｇ Ｙ， Ｑｉｕ Ｌ， Ｋｉｍ Ｙ 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ｄｅ”［Ｊ］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１， ２８（６）： ５０７－５３５．

［１３］ 　 Ｓｅｌｗｙｎ Ｎ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Ｊ］ ．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４， ６（２）： ３４１－３６２．

［ １４］ 　 Ｗａｒｓｃｈａｕｅｒ Ｍ Ｄｅｍｙｓ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ｂｉｎａｒｙ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ｅ⁃ｎｏｔｓ ｄｏｅｓｎｔ

ｑｕｉｔ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２００３，２８９（３）： ４２－４７．

［１５］ 　 Ｗａｒｓｃｈａｕｅｒ 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８６－９０．

［１６］ 　 Ｗａｒｓｃｈａｕｅｒ Ｍ， Ｋｎｏｂｅｌ Ｍ， Ｓｔｏｎｅ 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ｔｙ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Ｊ］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０４， １８（９）： ５６２－５８８．

［１７］ 　 闫慧 数字鸿沟研究的未来：境外数字不平等研究进展［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１（ ４）： ８７－ ９４ （ Ｙａｎ

Ｈｕｉ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４）： ８７－９４ ）

［１８］ 　 Ｔｉｃｈｅｎｏｒ Ｊ， Ｇｅｏｒｇｅ Ａ， Ｃｌａｒｉｃｅ Ｎ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Ｊ］ ．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７０， ３４（２）：１５９－１７０．

［１９］ 　 Ｇｒａｂｅ 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ｒｏｕｓｉｎｇ ｎｅｗｓ：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ａｐ［ Ｊ］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０， ２７（２）：３－２６．

［２０］ 　 Ｐｒｉｃｅ Ｖ Ｊｏｈｎ Ｚ Ｗｈｏ ｇｅ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ｎｅｗｓ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３， ５７（２）：１３３－１６４．

［ ２１］ 　 Ｇｒａｂｅｒ 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ｇｅ［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Ｌ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２００１：１４９－１７６．

［２２］ 　 Ｖｉｓｗａｎａｔｈ Ｋ， Ｇｅｒａｌｄ Ｍ， Ｅｒｉｃ Ｓ， ｅｔ ａｌ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ｉ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ｏｕｎｄ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ａｐｓ［Ｊ］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０，２７（２）： ２７－５０．

［２３］ 　 ＭｃＬｅｏｄ Ｄ，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ｍ Ｍ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４， ７１（２）： ４３３－４４２．

［２４］ 　 赖茂生， 闫慧 关于中国公益信息制度的战略思考［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１（ ８）： ５－ １１ （ Ｌａｉ Ｍａｏｓｈｅｎｇ

Ｙａｎ Ｈｕｉ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１（８）： ５－１１ ）

［２５］ 　 杜佳 国家信息政策法规体系研究———基于“国家信息政策法规数据库”的实证分析［ Ｍ］． 北京：北京图

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１２ － １８ （ Ｄｕ Ｊ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ｌａｗ：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１２－１８ ）

［２６］ 　 闫慧 中国数字化社会阶层研究［ Ｍ］．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２ － ２８ （ Ｙａｎ Ｈｕｉ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３：２２－２８ ）

［２７］ 　 李蓉． 我国信息资源公益性开发与利用的公共政策分析［Ｊ］ ． 情报科学，２００８（６）： ８１７－８４３ （ Ｌｉ Ｒｏｎｇ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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