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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向农村的信息服务已经基本形成包括政府部门、通信运营商和社会化媒体等多元主体的服务体系。 基

于对中央和地方有关政策文件的文本分析以及对天津郊区农村的实地调研，从信息服务主体、信息渠道、依托平台、
服务方式等方面对政策和实地情况进行对比梳理。 研究发现：农村创业人员主体地位在相关政策中得到确认，相关

信息服务亦得到强调；部分政策尚未在农村地区有效实施，农村现有信息服务体系与农村创业信息需求仍然存在较

大差距。 建议从服务主体职能界定、信息资源整合、信息服务规范化、创业主体信息能力赋权等方面完善面向农村

创业的信息服务体系，相关决策部门整合信息化、创业创新、扶贫脱贫等政策中涉及农村创业信息服务的资源，进一

步优化面向农村创业者的信息服务机制，强化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为主的专业化主体信息服务能力，形成精准化的农

村创业信息服务体系完善策略。 图 １。 表 ４。 参考文献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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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ｓｏ ａｄｏｐｔ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ｗｏｒｋ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ｌ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 ｒｏｏ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ｃａｎ ｓｈｅｄ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 ｆｉｇ． ４ ｔａｂｓ． ３１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０　 引言

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简称 “双

创”）、“互联网＋”、精准扶贫等政策引导下，返
乡创业活动由零星自发走向规模集聚状态，返

乡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士兵等人员的“双创”主

体地位进一步得到确认，据初步统计，近年来返

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 ５７０ 多万①。 “十三五”规

划及信息化、扶贫脱贫等政策中，上述引导政策

得到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我国启动信息化工作

以来，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的贫弱状

０８８

① 农业部新闻办公室．鼓励和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能和活力［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１２－０１）［２０１６－１２－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ａ．ｇｏｖ．ｃｎ ／ ｚｗｌｌｍ ／ ｚｗｄｔ ／ ２０１６１２ ／ ｔ２０１６１２０１＿５３８７１３８．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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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有所改观，借助现有的信息服务体系有效获

取和利用相关信息是农村创业人员开展创业活

动的现实要求。 同时，在信息与通信技术（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ＣＴ） 变

革实现新突破的发轫阶段和数字红利充分释放

的扩展阶段的“十三五”时期，做好农村创业信

息服务也是政府和相关信息服务部门的要务。
本文基于如下两个前提。 其一，政策文本

是一定时期内相关社会主体行动的指南，即社

会部门、个人等主体会按照政策的引导去实施

与政策一致的行动，从而实现政策的目标。 面

对农村“双创”背景，这种前提体现在来自政府、
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不同主体对农村创新和

创业的扶持、响应、服务和参与。 其二，相对于

政策而言，相关社会主体的行动存在一定的时

滞和偏差，需要适时对其加强引导或对政策表

述做出调整。 由于政策相对于实践活动具有一

定的超前性，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同社会主体对

政策的理解、接受和反应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

有可能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政策实施过程

中出现偏差。 因此，我们在对农村创业信息服

务体系考察时，既需要对有关政策文本进行解

读，挖掘其深层次“隐喻”的内容，借此理解农村

创业信息服务体系的“应然”状况；同时，也需要

基于农村创业信息服务的田野调查，分析“实

然”与“应然”之间的差距，借此作为建议策略完

善或修改的依据。
基于上述现实背景和前提，本文试图从图

书馆信息职业视角关注社会信息问题，并以保

障信息有效查询和获取的使命［１］ 为出发点，关
注并回答如下问题：现有相关政策文本中面向

农村创业的信息服务体系是如何构建的？ 目前

已经基本形成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和“双创”服

务体系能否满足当下农村创业的信息需求？ 面

对“双创”背景下的农村创业需求，农村信息服

务体系应当如何发展和完善？ 基于上述问题，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通过对农村创业信息服务主

体、信息渠道、依托平台、服务方式等方面进行

梳理，为不同信息服务主体在农村创业信息服

务中的职能界定提供参考，并据此提出农村创

业信息服务体系完善的对策建议。
本文对创业政策文本和田野调查两方面开

展研究，文本分析对象主要是中央和地方部门

发布的可公开获取的政策文本，田野调查是笔

者对天津郊区农村和相关服务机构的实地调

研。 目前已经基本形成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
很大程度上是从中央到地方相关部门自上而下

推动的结果，不同地域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存

在较多的共性，因此本文构建的对策建议在更

广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１　 文献述评

本文旨在探讨农村创业信息服务体系，由
于其典型的农村地域属性及其指涉群体的特殊

性，故而将其上位类概念农村信息服务一并纳

入文献回顾考察范围。 鉴于“三农”问题在中国

社会情境的重要性，如何在农村有效实施信息

服务，长期以来一直是信息服务、农村发展和公

共政策等领域关注的问题。 关于农村信息服务

体系的研究，至少涉及服务对象、服务主体、服
务内容、服务体系等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图书情报和“三农”问题研究领域。

１．１　 服务对象与需求

农村信息服务对象，即农村信息服务面向谁

提供服务，这是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首先需要

回答的问题。 现有文献中常见的“农村信息服

务”作为笼统提法，通常用“农民”或“农村居民”
来界定服务对象，前者通常用来描述从事农业劳

动的群体（强调农业职业属性），后者侧重在农村

地区生活的群体（强调农村生活属性）。 例如，面
向“农民”，相关研究［２－３］ 明确指出农村信息服务

应该从“面向农村”转向“面向农民”，并且结合新

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呼吁面向“新农民”构建农

村信息服务体系。 面向“农村居民”，由于该群体

缺乏阅读习惯等原因［４］ ，农村现有信息服务体系

在服务内容及服务质量等方面无法满足其信息

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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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此外，由于农民社会角色的多元性，在农

村这个地域概念意义层面，“农民工”“职业农民”
“农村劳动力”等不同提法，往往实际上与“农民”
“农村居民”等概念指涉的群体存在重合。 由此

可见，当前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实际上将农村地域

的群体都纳入了服务对象的范畴，其需求集中体

现在农业科技、医疗卫生、教育、社区等方面［５］ ，
大多数科学研究和公共决策也相应以这些领域

的普遍均等信息服务为基本导向，在一定程度上

存在对不同群体差异化信息需求关照不足的

弊端。

１．２　 服务主体与模式

服务主体的确认决定着服务职能的责任划

分问题，并且直接影响服务提供方式和手段。
学界普遍认可的一种看法是，政府或其支持的

公益机构应当承担起农村信息服务的主要职

责，“自上而下”也顺理成章成为农村信息服务

的主要制度安排依据。 然而，由于缺乏服务针

对性，除了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之外，农民实

际上很少利用这种“自上而下” 途径提供的信

息［５－６］ 。 电信运营商等商业化信息机构的涉农

信息定制服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针对性

不足的问题，但因其服务收费模式与购买力的

脱节使得其未能被广泛接受［２］ 。 此外，凭借其

专业化的信息素养和实践经验，图书馆职业对

农村信息服务相关主管部门和机构众多资源的

整合，可以弥补现有信息供给方式的缺陷和信

息供给导向的不足［７］ 。 图书馆职业的参与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他主导力量的有益补充，
然而，由于“在政策话语和话语实践上对专业化

公共图书馆使命” ［８］ 的偏离，目前乡镇图书馆却

无法真正完成图书馆职业的使命。 面对这样的

困境，搭建综合信息平台［４］ 进而改变信息服务

单一模式，探索并实施政府主导、市场牵引、第
三部门补充的多主体复合型供给机制［９］ ，成为

近年来的主要话语。

１．３　 服务体系与渠道

面向农村的综合性和专业化信息服务体系

是不同主体实施的服务设计，前者以多功能的

“一站式”服务机构为主体，后者以高效的农业

技术推广机构为主体。 综合性信息服务体系覆

盖农业生产、居民生活、生态休闲、科技示范等

多个领域，冯献等人［１０］ 指出该体系应由“自上

而下”向“个性化、多样化、精准化” 方向发展。
同时，该体系对“供”关注过多而对“需”关注不

足，存在实体信息服务机构功能缺失、信息供需

不匹配、信息服务设施与农村居民间存在距离

等问题［１１］ 。 农业专业化信息，是指专门用来支

持农业生产或经营活动的信息。 例如，在大多

数国家，由政府的农业管理部门、研究部门、农
业技术推广部门或专门的农业信息中心等承担

满足农村专业化信息需求的职责［５］ 。 专业化信

息服务体系，例如科技信息［１２］ 、政策信息［１３－１４］

服务体系往往强调政府的核心主导地位，由政

府与专业化机构协同提供相关信息服务。
多元化的信息传播渠道对于提升农村信息

服务效果至关重要。 研究表明，人际网络、大众

传媒、新媒体等渠道都是影响农村信息服务体

系效果的因素［１５］ 。 于良芝、张瑶将农民选择信

息渠道的价值取向归结为“方便快捷、易于使

用、可以信赖” ［５］ 。 新媒体环境下，传播渠道的

多元化为丰富农村信息服务体系提供了机会，
然而研究表明［１６］ ，电视和人际传播仍然是当前

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而由于新媒体扩散

带来的组织传播弱化、大众媒介传播错位、体制

内外传播的交织与抵消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农村信息传播的有效性。 同时，资源和服

务分散、政府与专业化信息服务组织职能界定

不同、信息服务与农民文化隔阂等方面存在的

矛盾，成为当前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存在的关键

问题。

１．４　 面向农村创业问题情境的信息服务

创业信息服务是创业活动有效开展的保

障。 关于创业阶段需求，按照孕育、创立和初创

这三个阶段分析创业信息需求，重心集中在创

业者对信息的吸收理解以及将其转化为解决问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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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策略［１７］ 。 而信息需求［１８］ 、 社会网络规

模［１９］ 、机会识别与市场研判［２０］ 、创业质量［２１］ 等

方面往往成为农村创业过程中信息能力研究的

重点考量因素。 关于创业信息服务保障，公共

信息服务平台是创业信息服务的关键基础设

施［２２］ 。 例如，赵奇钊等人重点考察农民工返乡

创业的信息服务体系中利益相关主体和农民工

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２３］ 。 赵媛等人指出农民创

业信息服务权益及相关保障主体（如政府、公共

图书馆等）的义务与责任［２４］ 。
关于图书馆创业服务，来自美国的案例表

明，公共图书馆可以面向创业企业提供信息资

源、教育培训和空间等方面的服务［２５］ 。 面向草

根创业群体，周寅提出建设面向应用、易于获取

的多元化普惠型服务体系［２６］ 。 此外，提供创客

空间和创业培训等特色服务也是图书馆参与创

业服务实践的路径［２７－２８］ 。

１．５　 研究述评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不难发现目前农村信

息服务体系的研究整体上呈现两种思路。 其

一，针对特定地区或服务体系（综合性或专业

性）进行考察，进而提出改进和完善对策。 其

二，基于对农民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分

析，提出信息服务体系完善建议。 就大多数成

果所反映的现实情况来看，专业信息服务体系

在农村地区依托于农技站等基础设施，相对较

早地出现在农村生活中，在实际农业生产中扮

演技术宣传和推广的角色。 综合性信息服务体

系伴随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信息进村入户等工

程开展，相对较晚进入农村，但目前在农村居民

生活、生产、学习、娱乐休闲等领域已经在发挥

积极影响。 然而，创业信息服务究竟归为综合

信息服务的一类，还是作为专业信息服务单独

加以考察，目前尚缺少充足的理论支撑。
面向农村创业的信息服务，至少存在以公

共政策为代表的政府部门话语和以创新创业实

践事实为代表的实践经验话语等两种话语体

系。 其中，政府部门话语体系强调利用公共政

策来实现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引导，即突出相

关主体“需要做什么和怎么做”；实践经验话语

则更多从具体情境的实践主体利益出发，更加

注重公共政策对农村创业带来的实际影响，进
而表现出“实际做什么和怎么做”，相关主体的

实践活动和认知可以视为对公共政策的反馈。
面对农村创业信息服务的现实，有必要结合上

述两种话语体系实现对现实问题的全面理解和

把握。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对象界定与问题描述

农村，通常指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居民生

产和生活的地域。 同时，在特定政策话语体系

中，它往往指代与城市相对的一种社会区域。
处于农村地区的居民可以从事种植业等传统农

业，也可以从事特种养殖、加工、物流等其他生

产或服务活动。
传统意义上，农村地区的居民被笼统冠以

“农民”的称谓，其实是将生产劳动分工和居住

地域两个维度混为一体，在这个意义上，“农民”
与“农村居民”具有相同内涵。 当前中国语境下

的农民，从广义上讲包括整个第一产业（包括农

林牧副渔等行业）的劳动者，从狭义上讲，是指

居住在农村地区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

权属背景下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群。 从狭义

概念出发，农民在分配给自家的土地上从事农

业生产劳动属于本职劳动，而此外的诸如专业

养殖、加工、服务、餐饮、销售等活动可列入农村

创业活动范畴。 基于这一界定，创业人员（ Ｅｎ⁃
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不完全等同于“创客” （ Ｍａｋｅｒ），后者

指勇于创新并将创意转化为现实的人，创新是

其本质属性；而前者的外延相对宽泛，为了实现

创业目标而从事新的劳动方式都可以归入此

类，既包括基于创新创意的“创客”群体，也包括

通过探索、模仿、尝试等方式进入新领域或者采

用新方式、工艺在原有领域从事生产服务活动

的群体。 例如，原来从事传统农作物种植的农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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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转变为无公害果蔬种植的专业户，我们可称

之为农村创业人员；而将艺术设计与果蔬种植

结合起来提供创意瓜果的人群则可以被称之为

“创客”。 随着“双创”在农村地区的开展，具有

创业信息需求的农村创业人员应当归入哪一类

信息用户，如何梳理其信息服务需求并采取相

应的保障机制，越来越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
涉及农村创业信息服务的对口政府部门包

括农村农业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化、发
展改革、科学技术、文化广播新闻、民政、财政、税
务等部门，公共信息服务部门包括公共图书馆、
信息（情报）所及其他社会组织。 就天津地区而

言，天津市农业工作委员会（简称“天津市农委”）
作为农村农业事务行政管理归口部门，与信息

化、公共服务、贫困帮扶等政府职能部门共同处

理辖区内农村创业的信息保障行政事务，各级公

共图书馆、信息所（中心）、农科院所等组织在一

定程度上承担着信息保障的社会责任。
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①对相关政策文本

进行分析，提取其中关于农村创业信息服务的

表述和“隐喻”；②基于对相关主体在农村创业

信息服务过程中的实践活动观察和访谈，分析

不同主体在农村创业信息服务体系中的角色及

对政策的响应情况；③对比政策与实践的差距，
梳理完善农村创业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议。

２．２　 数据采集

（１）政策文本：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网站（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相关部委网站和天津市政府信息公开专栏

（ｈｔｔｐ：／ ／ ｇｋ．ｔｊ．ｇｏｖ．ｃｎ）等政务信息公开途径，获取包

括国务院、相关部委及天津地方等涉及“双创”、信
息化、扶贫脱贫等相关主题的政策文本。

（２）田野调查：采用观察法对农村村民自治

组织、信息服务机构、创业服务组织等进行考

察，并对涉及上述机构或组织的相关人员进行

访谈，包括农村创业人员、村干部、驻村干部、大

学生村官和信息服务机构人员等人群。

２．３　 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对相关政策文件的分析，提取其

中关涉农村创业信息服务的内容，由此形成农

村创业信息服务的政策依据。 继而，依据田野

调查的质性数据描述当前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及

相关主体的反馈。 进一步，通过比较分析现实

实践与政策依据，反思当前农村创业信息服务

的政策框架和信息服务体系，提出针对性的完

善策略。

３　 农村创业信息服务的政策文本分析

政策文件是一定时期内政府和社会相关主

体实施相关活动的依据，其本身的文本表述体

现出决策部门对相关社会活动的引导意图。 这

种文本表述可能是明确表达的要求，也可能是

暗含意义的隐喻。 由于农村创业的信息服务体

系问题涉及“双创”、“三农”、信息化和扶贫脱贫

等主题。 因此，本文选取的政策文本主要基于

上述四个方面的“国发”“国办发”及有关部委和

天津市的 １６ 份政策文件，其中“编号”为便于文

本分析所作的随机流水序号，具体如表 １ 所示。

３．１　 政策文本中的农村创业信息服务利益相关

主体

相关政策文本中农村创业信息服务涉及的

利益相关主体主要包括三类：服务对象群体、服
务责任主体和服务参与主体。 其中，服务对象

群体实际指农村创业人员（不同政策文本的表

述概念有所区别，见表 ２），而服务责任主体则一

致落实为政府相关部门（主要为农业、信息化、
科技、文化等行政管理部门），社会组织、行业组

织、企业、第三方服务机构等作为参与主体与政

府部门协同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０９２

① 因不同地方政府行政部门设置差异，“农村工作委员会”“农业局”“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等不同称谓

并存，其职能均涵盖农村创业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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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文本分析涉及的政策文件

编号 文号 标　 　 题

Ｌ０１ 国发［２０１５］３２ 号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Ｌ０２ 津政办发［２０１６］７ 号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

干政策措施意见任务分工的通知

Ｌ０３ 国发［２０１５］５３ 号 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

Ｌ０４ 国办发［２０１５］４７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

Ｌ０５ 国办发［２０１６］８４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

Ｌ０６ 国办发［２０１５］９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Ｌ０７ 农加发［２０１５］３ 号 农业部关于实施推进农民创业创新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的通知

Ｌ０８ 农办加［２０１５］１７ 号 农业部办公厅共青团中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农村青年创业富民行动的通知

Ｌ０９ 农办加［２０１５］９ 号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民创新创业服务工作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意见

Ｌ１０ 津政办发［２０１５］７３ 号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Ｌ１１ 国发［２０１５］２３ 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Ｌ１２ 国办发［２０１５］７８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

Ｌ１３ 国办发［２０１６］８７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支持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Ｌ１４ 国发［２０１４］４０ 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

Ｌ１５ 国发［２０１６］７３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通知

Ｌ１６ 国发［２０１６］６４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计划的通知

表 ２　 政策文本中农村创业信息服务对象群体

表述概念 涉及文本

农民
Ｌ０５、Ｌ０７、Ｌ０９、Ｌ１０、Ｌ１１、Ｌ１２、Ｌ１３、

Ｌ１５、Ｌ１６
（返乡）农民工 Ｌ０３、Ｌ０４、Ｌ０５、Ｌ０９、Ｌ１１、Ｌ１３、Ｌ１４

农村青年 Ｌ０１、Ｌ０２、Ｌ０４、Ｌ０７、Ｌ０８、Ｌ１０、Ｌ１１
返乡创业人员 Ｌ０１、Ｌ０２、Ｌ０４、Ｌ０５
（返乡）大学生 Ｌ０４、Ｌ０５、Ｌ０８、Ｌ１５

（返乡）退役军人 Ｌ０４、Ｌ０５、Ｌ０９
大学生村官 Ｌ０７、Ｌ０９、Ｌ１５
农村劳动力 Ｌ０２、Ｌ１０、Ｌ１１

基层创业人员 Ｌ０１、Ｌ０２
新型职业农民 Ｌ０７、Ｌ１３
（农村）贫困户 Ｌ１５、Ｌ１６

农村居民 Ｌ０２
农村妇女 Ｌ０４
下乡人员 Ｌ０５
农村能人 Ｌ０９

　 　 由政策文本中农村创业信息服务相关利益

主体的分布情况大体可知，服务提供的责任主体

与传统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的责任主体基本一致，
仍然为与“三农”问题相关的行政部门。 但此次

强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途径鼓励行业协会、产
业联盟等行业组织和第三方服务机构等社会主

体共同参与，有可能构成农村创业信息服务方式

创新和服务体系完善的突破点之一。 农村创业

信息服务对象的表述在不同政策文件中有所差

别，由表 ２ 不难发现，不同概念之间并非完全互

斥关系，例如“农民”在通常意义上等同于“农村

居民”，而“返乡创业人员”实际包含“返乡农民

工、大学生、退役军人”等群体。 而且，这些对象

并未强调“创客”，而是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实现对

农村创业人群的界定。 从政策文本整体来看，任
何具有创业潜力的农村人群都应当纳入农村创

业信息服务体系，这一点毋庸赘言，通过政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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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特定群体的强调不难发现，返乡创业人员

（包括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和农村青年

应当作为重点服务对象。 这些人群在文化知识、
社会阅历、创新潜质等方面的优势，使得他们更

容易成为农村创业的成功者。

３．２　 政策文本中有关农村创业信息服务的内容

及特征

对政策文件中涉及农村创业信息服务的相

关文本进行梳理（受篇幅所限略去编码过程展

示），相关表述归结为表 ３ 所示。

表 ３　 相关政策文件关涉文本及其编码归类

类属 编码 原始文本

平台与

基础设施

发布平台 建立创业政策集中发布平台（Ｌ０１、Ｌ０２）

创新平台 提高各类……创新平台和基地的服务能力……（Ｌ０３）

基层服务平台 加强基层服务平台和互联网创业线上线下基础设施建设（Ｌ０４）

基层综合

公共服务平台

……进一步推进县乡基层就业……农村基层综合公共服务平台、农村社区公共服务

综合信息平台的建设（Ｌ０４）支持……、信息服务平台、……建设（Ｌ１３）

创业创新平台
努力搭建农民创业创新平台。 ……依托农业部“信息进村入户试点”等平台……

（Ｌ０７）

信息平台 推进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和信息平台建设，……（Ｌ０５）

基础设施

支持电信企业加大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建设投入，改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和服

务体系。 ……（Ｌ０４）加快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作（Ｌ１２、Ｌ１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Ｌ１２）加快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覆盖（Ｌ１５）增强农业信息化发展支撑能力（Ｌ１５）

资源

信息资源
加强创业创新信息资源整合（Ｌ０１、Ｌ０２）……拓展乡村信息资源、……为基层创业提

供支撑（Ｌ０１、Ｌ０２）

知识
加强创业创新知识普及教育，……（ Ｌ０２）丰富信息内容服务，普及农业科技知识，

……（Ｌ１５）

科技 加快公共科技资源和信息资源开放共享（Ｌ０３）

数据 加强政府数据开放共享，……（Ｌ０１、Ｌ０２）

服务

公共服务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积极开展面向返乡下乡人员的政策咨询、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

（Ｌ０５）针对……特殊人群的实际需求，整合利用网络设施、移动终端、信息内容、系统

平台、公共服务等，积极发展网络公益……（Ｌ１５）推进农村社区信息化建设，推动城

乡信息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数字鸿沟（Ｌ１５）

电子商务
支持农民依托平台网络发展电子商务（Ｌ０７）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大力发展

农产品电子商务，提高农村物流水平（Ｌ１３）

技能培训

面向返乡下乡人员开展信息技术技能培训……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利用……新一代信

息技术开展创业创新（Ｌ０５）对农民、合作社和政府人员等进行技能培训，增强农民使用

智能手机的能力（Ｌ１２）支持农民创业创新。 ……实施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培训五年

行动计划。 ……（Ｌ１３）开展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提升农民信息化应用能力（Ｌ１５）

应用开发
鼓励……面向返乡下乡人员开发信息应用软件，……（Ｌ０５）加快推进网络扶贫移动

应用程序（ＡＰＰ）开发使用（Ｌ１５）

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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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属 编码 原始文本

服务 服务模式

完善专业化、网络化服务体系（Ｌ０１、Ｌ０２）积极推动社会公共众扶。 提高各类公益事

业机构、创新平台和基地的服务能力……（Ｌ０３）进一步健全农民创业创新服务体系。

……为农民创业创新提供综合性服务（Ｌ０７）大量开展专业类服务，……开展信息服

务和各类公益活动。 ……开展信息引导（Ｌ０７）加快公共就业信息服务信息化。 ……

推进政府、社会协同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Ｌ１１）大力推进信息进村入户，拓展

“１２３１６”的“三农”综合信息服务（Ｌ１５）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协调服务

机制，构建社会扶贫信息服务网络（Ｌ１６）

　 　 由表 ３ 可以看出，相关政策文本中涉及农

村创业信息服务的相关规定集中体现在平台与

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建设和服务建设这三个方

面，在内容方面体现出如下特征。
（１）强化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和综合服务体

系建设

多份政策文件明确指出推进“信息进村入户”
工作，与对电信服务提出的“提速降费”要求相得

益彰，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服务普及

提供了保障。 发布平台、创新平台、基层服务平台、
基层综合公共服务平台、创业创新平台的建设，虽
然在名称和功能侧重点上有所差异，但信息采集、
组织、发布等功能是基本一致的。 此外，当下新技

术的服务向农村延伸也得到进一步凸显，例如，对
农民网上创业，大力发展“互联网＋”和农村电子商

务、农村物流等方面的强调。
（２）注重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

传统农村信息服务注重农业技术推广等内

容，资源内容和传播渠道相对单薄。 在“双创”背

景下，加强创业创新信息资源整合，拓展乡村信

息资源，加强创业创新知识普及教育，丰富信息

内容服务，加快公共科技资源和信息资源开放共

享，以及加强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等要求被明确提

出，为农村创业信息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了资源

建设的指导方向。 多源信息的整合与共享机制

成为当下农村创业信息服务的重点任务。
（３）鼓励多主体参与服务供给

政府通过直接提供、购买服务或联合提供

等方式实现相关服务的多元供给，综合服务和

专业服务并重发展。 例如天津市农委、国家统

计局天津调查总队等六部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发布的

《关于印发 ２０１６ 年促进农民增收政策措施的通

知》中规定，“对农民创业提供免费创业培训、创
业能力测评、提供创业项目、创业指导、政策咨

询、法律援助以及提供创业担保贷款等一条龙

服务”。 其中涉及相关政府部门、人力资源市

场、社会培训机构、法律咨询机构、金融保险担

保公司、公益组织等不同性质主体的共同参与。
面向农村创业信息需求，在倡导由政府主导的

公益性和均等化服务的同时，鼓励行业协会、产
业联盟等行业组织和第三方服务机构等社会主

体参与服务供给，由政府和社会机构协同提升

农村创新创业信息服务水平。

３．３　 政策文本中农村信息服务的隐喻表述

前一小节对政策文本显著提到的相关文字

进行梳理，这是一种直接提取文本内容进行理

解的方法。 由于政策文本的简约和精炼特征，
对于未能直白表达的文本，通过挖掘其背后的

“隐喻”，同样有助于对其中关涉农村创业信息

服务的内容的把握。 隐喻，既是一种语言现象，
也是一种认知现象。 Ｌａｋｏｆｆ 与 Ｊｏｈｎｓｏｎ 认为隐喻

本质是通过 Ｂ 事物来理解和体验 Ａ 事物［２９］ 。
隐喻可以用来作为分析和理解文本的工具。 例

如， Ｌ０１ 文件中 “ 大力发展第三方专业服务。
……不断丰富和完善创业服务” 的“第三方服

务”隐喻包含“信息咨询”等信息服务。 受篇幅

所限，本文略去政策文本的隐喻分析编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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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展示其分析结果。
尽管在原始政策文本中，信息服务的相关

内容有可能被“公共服务” “综合服务” “宣传”
“推广”等话语所包含或替代，通过分析这种“隐

喻”对信息服务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把

握政策文本对农村创业信息服务体系的要求。
政策文本尽管来源不同，但其对创业信息服务

的隐喻基本可以归纳为如下类别。 ①信息产品

与服务和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关系，特别是信息

服务与公共创业就业服务、综合服务之间的关

系。 由于信息在当前社会的普遍性，信息服务

在很多语境中被默认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组成

部分。 ②创业信息服务与第三方专业服务的关

系。 由于领域的交叉性，“政策服务” “科技服

务”“咨询服务”等由相应专业机构提供的专业

服务，实际上与信息服务都存在重合或包含关

系。 ③创新创业公共服务资源开放共享与信息

公开的关系。 创新公共服务资源开放共享途径

为信息公开，政府信息仍然是创业信息服务的

关键来源。 ④创业信息服务渠道与电子商务的

关系。 创业信息渠道通畅是电子商务开展的前

提，电子商务的开展为进一步拓展创业信息服

务渠道提供了契机。 ⑤创新与创业对接和信息

保障之间的关系。 实现创新向创业的转化过

程，需要以完备的信息保障为前提。
此外，从政策文本的隐喻还可以抽象出创

业信息服务内容、创业信息服务类型、创业信息

渠道等命题的构成要素。
（１）创业信息服务内容：创业信息服务在具

体内容方面，至少包括创业咨询、创业培训、科
技信息、政策信息、网络接入等内容。

（２）创业信息服务类型：创业信息服务依据

服务方式而呈现的不同表现，至少涵盖创业信

息平台、创业讲坛和论坛等具体服务类型。
（３）创业信息渠道：创业信息服务从服务主

体到服务对象的通道，至少包括创业联盟、虚拟

空间、电子商务平台、相关活动发布平台、线上

虚拟众创空间等不同渠道。
通过上述隐喻分析不难发现，现有政策提

供了相对完备的政策框架，其中涉及创业信息

服务的基础设施、服务平台、相关制度等结构性

因素，也覆盖了激活创业者能动性因素的创业

培训等内容。 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地区创业信

息有效查询和获取的诉求至少在现有政策层面

得到了回应。

４　 不同主体对农村创业信息服务的认知

基于对天津郊区农村创业情况的田野调查

（数据来源见表 ４），提取村干部、农村创业人员、
信息机构工作人员等不同主体对农村创业信息

服务的看法，作为质性分析的依据。

表 ４　 田野调查质性数据来源

调研时间 调研地点 对象 主要调查内容

２０１６０８ ＸＱ 村干部、创业人员 农村基础信息设施、图书室、信息源、信息渠道

２０１６０８ ＮＨ 创业人员 创业类型、信息需求、信息获取来源等

２０１６０８ ＪＺ 农创服务机构 基础设施、服务内容、服务对象等

２０１６０８ ＷＱ 农创空间 服务对象、服务形式、信息资源等

２０１６０８ ＪＨ 特色种植户 创业类型、信息需求、信息获取来源等

２０１６１０ ＪＮ 返创大学生 创业类型、信息来源、信息需求等

２０１６１２ ＢＤ 特色种植户 创业类型、信息来源、信息需求等

２０１７０１ ＷＱ 花卉种植户 创业类型、信息来源、信息需求等

２０１７０１ ＪＨ 创业服务机构 服务对象、服务形式、服务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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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创业形式多样，覆盖面广，包括农村电

商、电器零售、农产品加工、农村超市、特色食

品、家庭农场、特色果蔬花卉种植、特色养殖、乡
村旅游、机械维修、书报店、社区服务、居家养

老、幼儿园、文艺演出等方面，表现出利用农村

资源、面向农村服务、体现农村特色的特征，更
加注重增收、致富等经济发展目标。 其中，既包

括创新性较高的“创客”创新创业，也包括传统

农业和副业在新形势下做出的探索。

４．１　 农村基础信息服务设施相对齐全，但对服

务效果看法不一

随着“信息进村入户”等农村信息化工程的

稳步推进，天津地区农村宽带互联网、移动通信

等基础信息服务设施已经齐全。 例如，据笔者

在 ＸＱ 区 Ａ 村调研发现，该村虽为天津市贫困

村，但“全村互联网覆盖 １００％，全村各个路口监

控摄像头无死角布控，村委会大院设有监控室，
通过 ２０ 余块显示屏可一周 ７ 天 ２４ 小时无间断

监控。 村民学校（党员活动室、天津远教终端站

点）配有远程会议摄像头、液晶显示屏、触摸屏、
台式计算机等数字化设备。 村委会设有图书阅

览室，藏书量 １ ０００ 余册。” （ 访谈记录编号：
ＴＪ１６０８０１）从基础设施方面看，相应的硬件准备

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 然而，除了互联网之外，
Ａ 村的大部分信息设施集中存放在村委会大院，
在笔者调研的一个工作日内并未发现有居民前

往使用。 同时，根据笔者的观察，居委会大院设

有门卫，平时大门处于关闭状态，有事进入需要

门卫许可。 这种相对封闭的物理空间管理方

式，或许是导致居民不愿意或者难以接近公共

信息设备设施的原因之一。
据该村干部 Ａ１ 表示，作为“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该村的冬瓜和萝卜颇有影响，其中冬

瓜还获得过市农委颁发的“金农奖”。 村里成立

了具有创业性质的合作社，由村长担任企业领

导，希望将如此具有优势的农产品推向更大的

市场。 然而，目前全村蔬菜主要靠附近的农产

品批发市场批量发往天津市区及其他省份销

售，以农户自行联系为主。 零星农户依靠互联

网尝试电子商务，网上销售诸如萝卜等农产品，
但目前尚未形成规模。 村干部 Ａ２ 指出目前村

里各项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基本到位，为农村

创新创业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现在大家还在摸

索阶段，尚未形成规模效应。
同样在 Ａ 村，部分特色蔬菜种植户反馈道，

乡镇和村里对创业确实提供公共服务，比如专

题政策宣讲、技术讲座等，“村里大喇叭是个重

要的信息渠道。 村民了解村里的重要信息还是

靠它。”（访谈记录编号：ＴＪ１６０８０２） 位于村委会

大院的广播站仍然是村民眼中获取信息最重要

的渠道。 面对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手段，不少

人的态度仍然是“好玩但不一定好用，真假难

辨”。 （访谈记录编号：ＴＪ１６０８０３）互联网作为娱

乐工具的功能深受居民认同，但其在创业信息

服务方面的显著效果却未能形成共识。

４．２　 信息资源相对丰富，但缺乏整合和针对性

结合农村地区已有的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和

服务体系，加上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的普及，农村创业相关的信息资源在数量和种

类上都呈现出丰富的状态。
结合田野调查数据，农村创新信息需求及

主要信息源如图 １ 所示。 与农村创业人员相关

的创业机会、投融资、政策、市场动向、技术应

用、科学知识、技能培训、竞争合作等信息，来源

于包括政府部门、传统媒体、社交媒体、人际网

络等不同的信息源，对于信息质量、准确性等方

面的判断已经构成“信息超载”情境下部分农村

创业人员的负担。 例如，“（信息）真真假假太乱

了，……咋样才能想了解啥就能获得啥，而且保

证获得的不是假的，我天天都在琢磨这个问

题。”（访谈记录编号：ＴＪ１６０８０３） “现在的网络很

方便，各种社交媒体也很方便，但那些都仅仅是

工具，不然很快就会被（信息）淹没，根本找不到

北。”（访谈记录编号：ＴＪ１６１２０１） 这些反馈表达

了上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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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农村创业信息需求及主要信息源

４．３　 农村创业信息服务渠道有限，创业人员依

赖“自服务”
如果对现有信息服务体系无法形成有力的

认同，农村创业人员会转向其他渠道寻求信息

满足。 如 Ａ 村部分创业人员更多依靠自己探索

一样，ＷＱ 区的 Ｂ 村一名从事特色花卉养殖的创

业人员表示：“当初创业的点子，听南边一个亲

戚说的，……因为信得过就干了” （访谈记录编

号：ＴＪ１６０８１１），并且在创业过程中遇到资金周

转和花卉病虫害等问题时，他首先尝试的途径

还是“懂行的亲戚朋友” “信用社上班的哥们”
“人缘和交际圈子”。 当问及是否向农技站等专

业组织寻求服务时，受访者指出“找过农技站，
人家毕竟还是公家人，办事得慢慢靠（等）。” “不

到万不得已，一般不轻易麻烦人家（政府部门或

下属的机构）。”（访谈记录编号：ＴＪ１６０８１１）。 值

得一提的是，ＷＱ 拥有农村创业示范基地和众创

空间等先进的创业服务平台。 不少受访者认为

“里面环境不赖，有空调有咖啡，很高档。” “不是

谁想进就能进。” “不如在小酒馆谈生意方便。”
（访谈记录编号：ＴＪ１７０１０１）。

返乡大学生 Ｊ 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着手实施自己

的创业计划，创业的想法“来自家人偶然的提

醒”，但真正有了创业动机之后，需要“了解更多

的政策信息、融资信息、市场信息、供应链信息

等，除了依靠父亲的关系网络之外，还借助了不

少自己的人脉资源。 每天有大量时间用于各种

沟通，手机和电话几乎不断。” （访谈记录编号：
ＴＪ１６１００１）这种创业确实是从多个创业服务渠

道获取信息，但仍然是以家人、亲戚等信得过的

人际网络作为铺垫。
依赖人际网络获取创业信息服务的情况在

很多受访者身上得到体现，组织提供的信息服

务之所以未能获得广泛认同，原因之一便是个

别服务机构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行政部门” 特

征，让普通创业者望而却步，在深层次上更体现

了农村创业信息服务组织缺乏有效的精准服务

设计。
传统媒体、互联网及社交媒体、人际网络这三

类信息源是迭代关系。 在信息数量方面互联网及

社交媒体无疑处于显著优势地位，但在信息质量和

可信度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优劣之分。 在个别情

况下，由于社会资本的影响，人际网络在一定意义

上比其他信息源更受农村创业人员的青睐。

５　 讨论与建议

５．１　 讨论

（１）农村创业信息基础设施与服务

农村专业信息服务涵盖技术推广、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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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市场拓展等面向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

展的特定渠道信息，综合信息服务则是涵盖农

村文化娱乐、医疗健康、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更加

宽泛的服务。 根据前文对政策文本的分析，现
有“双创”政策文本中“农村创业人员”已经作为

创业创新主体占有一席之地，但作为双创保障

的信息服务却未能与金融、税收、技术转移等方

面一同被置于显著地位，处于话语弱势地位甚

至沉默状态。 表面上看，农村创业拥有来自农

村信息化和“双创”等多元政策的交互关照，旨
在推进农村信息化进程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和

“双创”背景下的服务体系（诸如创业咖啡、众创

空间、孵化器等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实际上

尚未形成与农村创业人员的信息需求的有效对

接，这类专业信息需求反倒处在信息化、扶贫脱

贫、创业创新等多重话语体系的夹缝中而显得

无所适从。 作为专业信息服务的农村创业信息

服务，需要体现其服务对象和服务主体的精准

性。 农村创业信息服务最终演变为创业者“信

息自服务”，这种现象在当下对“双创”高度重视

的政策环境下是难以理解的。
来自结构方面的因素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制

约着农村创业信息的传递和获取。 政府主导的

“双创” 服务政策在农村地区已经取得显著进

展，涉农主题的“创客空间” “创新工坊”等物理

实体及其服务便是该政策产物。 在面向农村创

业信息服务方面，这些设施与业已存在的乡镇

图书馆（室）、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等农村文化

信息基础设施类似，作为基层基础设施体系的

组成部分而存在，往往与基层权力体系存在一

定的依附关系，普通村民对其关注和利用程度

尚未取得预期效果。 此外，由于“千条线”与“一

根针”的关系，上级主管部门对农村基层基础设

施的完善要求，令部分基层单位不得不在有限

的空间挂上各种牌子以示呼应。 然而，与经济

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显性指标相比，信息服务

效果在农村地区往往不是那么凸显。
（２）对农村创业者信息能力关注不足

可行能力是阿马蒂亚·森用来解释贫困和

发展问题的重要概念［３０］ ，表现为人类行为的实

质自由（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即在具体情境下

实际上可以享有的自由。 参考这一概念，个体

在信息行为方面的可行能力［３１］ 至少涉及信息主

体的信息意识、信息技能、可用资本等内容，是
人们的信息行为在一定语境中所具备的行为能

力。 也就是说，农村创业人员实际上能获得什

么样的信息和从中获取什么样的效用，并不完

全取决于其自身信息素养或者信息本身，而是

结构因素和能动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农村

创业人员群体相对庞杂，需求多元与能力分化

并存，缺乏精准性信息服务注定无法有效满足

其创业信息需求。 只有在信息用户的主观建构

过程中，信息才能获得其价值，这个过程与用户

所处的具体情境密切相关。 信息资源数量的丰

富，并不必然意味着信息服务到位和成功。 并

非所有信息主体都清楚自己要什么，并因此能

够有效获取和利用信息，很多人在信息洪流面

前并未意识到实际上已经陷入别无选择的信息

困境。
目前，基于“双创”背景下的中央、行业和地

方三类主体发布的政策文本分析，农村创业者

在政策话语体系中的“双创” 主体地位得到确

认，特别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

人等特殊群体在农村创业关注对象中被提升到

突出地位。 同时，这种话语同时表达出如下隐

喻：这些在政策文本中被凸显的农村地区创业

人员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居民，他们至少

有外出务工、求学、参军等经历，与固守在农村

的居民相比，他们有更高的个人素养（包含信息

素养）和更丰富的社会资本，从而也具有更高的

创业成功可能性。 这些人群在知识结构、信息

素养和人脉关系等方面与传统农民相比具有整

体优势；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分化等结

构性因素影响，他们在实际获取和利用创业信

息方面仍然受限于农村地区已有的信息渠道。
此外，来自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有助于保证

和巩固在信息方面的优势，反之亦然。 例如，村
干部、农业合作社社长等职务如果由同一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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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群体成员担任，那么对于自上而下途径的信

息就具有独特的获取优势，并且有过滤扩散的

权力。 如果信息主体拥有结构性资源的优势，
那么在信息获取和利用方面也就拥有更多的可

行能力。 这就意味着，这种情况下信息资源不

再是自由流动且共享的资源，很有可能成为既

得利益的维护工具。
在农村创业情境下，不同创业主体的信息

需求和信息能力存在很大差异，政策制定者有

必要将信息需求的复杂性以及信息能力的不平

等考虑到信息服务体系的完善对策之中。 那

么，农村创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不只是以信息

提供为目标，而是重在以信息用户（农村创业人

员）的“赋权” （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为导向，即增强他

们在创业过程中获取和利用信息的可行能力。
（３）基层信息服务组织的缺位

与传统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相比，政府已经

意识到自身无法承担起全部的信息服务职能，
在相关政策文件中明确表示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等方式引入社会组织等其他社会主体参与

相关服务的提供，这是一个有利于激活农村创

业信息服务体系的举措。 然而，当下社会力量

介入仍显薄弱，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壮大。 不同

参与主体在农村信息服务体系中的角色和职能

定位及其如何实现协同服务，都是兼具理论和

现实意义的问题。
乡镇图书馆和乡村图书室，作为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的载体，由于其广泛分布和深入基层

的特点，有望承担起农村创业基层信息服务组

织的职能。 然而，由于我国现有公共文化政策

讨论农村图书馆服务的方式主要集中在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层面，有悖于“公共图书馆服务应该

覆盖所有人”向农村延伸这一目标的实现［８，１１］ ，
实质上无法真正履行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的职

能。 那么，在农村地区，图书馆作为信息服务主

体在这种意义上是缺位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

着公共图书馆在农村创业信息服务体系中无所

作为，相反由于其普遍性、综合性和公益性等属

性，相比其他信息服务主体具有更加包容的服

务定位。 在农村地区公共图书馆如能真正发挥

其职能（而不仅仅停留图书室意义层面），基层

公共图书馆有望承担起农村创业信息服务集成

平台的角色。
此外，尽管信息服务在现有政策文本中并

未得到显著的体现，在很多语境下被“公共服

务”“保障机制” “基础设施”等文本所代替或涵

盖，但在具体机制表述中实质上是强调了来自

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的信息服务

功能。 然而，田野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现有的创

业信息服务体系与政策文本的隐喻存在明显的

缺口，特别是针对性的公共信息服务处于缺失

状态，服务提供主体的角色定位亦处于模糊状

态。 当前面向创业的单向服务体系和面向农村

的信息服务体系均无法有效适应当前农村创业

的需要。

５．２　 实践建议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就农村创业信息服务

领域在实践方面建议如下。
（１）依托现有农村信息服务体系，整合相关

创业信息资源，建立健全面向农村创业的综合

信息服务和专业信息机制。 已有的信息服务体

系基本是各个条块系统“自上而下” 的制度安

排，这样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对实际信

息需求的反馈难以落实，往往行政安排优先于

农村创业者的实际需求，信息服务的效果难以

保证。 职业的公共图书馆或信息中心有望提供

统一平台，将乡镇图书馆纳入公共图书馆体系，
充分发挥图书馆的公共文化、信息服务、空间服

务等功能，并将公共图书馆功能向农村延伸。
（２）关注农村创业人员的信息需求情境，提

升精准服务能力。 农村创业人员在信息获取和

理解方面的可行能力存在差异，信息服务要同

时关注创业人员在具体创业情境下获取和采纳

信息的真实能力。
（３）理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农村创业人

员等不同主体的角色定位，建立协同联动的农

村创业信息服务体系。 政府部门下属的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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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机构主要负责科技推广，市场化组织提供网

络等基础设施，社会组织承接部分政府职能参

与公共服务，专业信息机构负责信息资源管理

组织和综合性信息服务，在保证普遍均等服务

的基础上，与相关部门协同承担创业信息专业

咨询工作。 上述不同服务依托公共信息服务平

台（如职业公共图书馆） 实现 “一站式” 服务

供给。

５．３　 研究展望

基于前述分析，农村创业信息服务体系应

当由现在的面向创业和面向农村转向面向农村

创业者，以创业者创业信息需求为出发点开展

信息服务，进而提升农村创业人员在创业过程

中获取和利用信息的能力，是未来农村创业信

息服务的取向。 有必要摒弃传统的单一视角，
采用综合考虑创业环境的结构性因素和创业人

员能动性因素的综合性视角，进一步对农村地

区创业信息服务进行考察。 借鉴阿马蒂亚·森

的“可行能力途径”，构建农村创业人员的可行

信息能力框架，并据此测度其不同能力成熟度，
进而实施不同的赋权策略，有望在信息职业话

语体系中构建针对农村创业信息服务问题更为

有效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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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 Ｚｈａｎｇ Ｙ，Ｙｕ Ｌ Ｚ．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９，４１（２）：６３－７０．

［ ７ ］ 于良芝，谢海先．当代中国农民的信息获取机会：结构分析及其局限［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３，３９（６）：９－

２６．（Ｙ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Ｘｉｅ Ｈａｉｘｉａ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３，３９（６）：９－２６．）

［ ８ ］ 于良芝，李亚设，权昕．我国乡镇图书馆建设中的话语与话语性实践：基于政策文本和建设案例的分析［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６，４２（４）：４－１９．（Ｙ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Ｌｉ Ｙａｓｈｅ，Ｑｕａｎ Ｘｉ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４２（４）：４－１９．）

［ ９ ］ 员立亭．基于农民需求视角下的农业信息供给问题研究［Ｊ］ ． 现代情报，２０１５，３５（１０）：２７－３１，３７．（ Ｙｕａｎ 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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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三卷　 第二二九期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２２９

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３５（１０）：２７－３１，３７．）

［１０］ 冯献，李瑾，郭美荣．“互联网＋”背景下农村信息服务模式创新与效果评价［ Ｊ］ ．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６（６）：

４－ １５． （ Ｆｅｎｇ Ｘｉａｎ， Ｌｉ Ｊｉｎ， Ｇｕｏ Ｍｅｉｒｏ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ｏｄ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６ （ ６）：

４－１５．）

［１１］ 刘丽．农村居民信息需求与信息服务现状研究：以安徽亳州 Ｙ 村田野调查为基础［ Ｊ］ ． 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５

（４）：６２－６８．（Ｌｉｕ Ｌ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Ｙ ｉｎ Ｂｏ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２０１５（４）：６２－６８．）

［１２］ 何溢钧，莫青争，叶波．广西农村科技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现状分析及对策［Ｊ］ ． 南方农业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１）：

１５９－１６２．（Ｈｅ Ｙｉｊｕｎ，Ｍｏ Ｑ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Ｙｅ Ｂｏ．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６，４７（１）：１５９－１６２．）

［１３］ 杨木容．面向农村的政策信息服务模式研究［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１，５５（ ７）：５ － ９，８１． （ Ｙａｎｇ Ｍｕｒｏｎｇ．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ｄｅ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１，５５（ ７）：５－

９，８１．）

［１４］ 郑文晖．农村政策信息服务需求的调查与分析［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１，５５ （ ７）：１０ － １４，１１７． （ Ｚｈｅｎｇ

Ｗｅｎｈｕｉ．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１，５５（７）：１０－１４，１１７．）

［１５］ 李瑾，赵春江，秦向阳，等．农村信息服务综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村级视角的调研

分析［Ｊ］ ． 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１，４４（１９）：４１１０－ ４１２０．（ Ｌｉ ｊｉｎ，Ｚｈａｏ Ｃｈｕｎｊｉａｎｇ，Ｑｉｎ 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ｖｉｌ⁃

ｌａｇｅ－ｌｅｖｅ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Ｈｕ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１， ４４ （ １９）：

４１１０－４１２０．）

［１６］ 闵阳．西部农村政策信息传播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Ｊ］ ． 新闻界，２０１４ （ １１）：１７ － ２１，３８． （ Ｍｉｎ Ｙａ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Ｊ］ ． Ｐｒｅｓｓ Ｃｉｒｃｌｅｓ，２０１４

（１１）：１７－２１，３８．）

［１７］ 邓卫华，蔡根女，易明．农民创业信息需求现状调查与特征探析：基于对３８２个创业者的调查［ Ｊ］ ． 情报科

学，２０１１，２９（１１）：１７１４－ １７２１．（ Ｄｅｎｇ Ｗｅｉｈｕａ，Ｃａｉ Ｇｅｎｎｖ，Ｙｉ Ｍ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３８２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２９

（１１）：１７１４－１７２１．）

［１８］ 赵西华，周曙东．农民创业现状、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Ｊ］ ． 江海学刊，２００６（１）：２１７－２２２．（ Ｚｈａｏ Ｘｉｈｕａ，Ｚｈｏｕ

Ｓｈｕｄｏ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Ｊ］ ． Ｊｉａｎｇｈａｉ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６（１）：２１７－２２２．）

［１９］ 蒋剑勇，钱文荣，郭红东．社会网络、社会技能与农民创业资源获取［Ｊ］ ．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１）：８５－１００．（Ｊｉａｎｇ Ｊｉａｎｙｏｎｇ，Ｑｉａｎ Ｗｅｎｒｏｎｇ，Ｇｕｏ Ｈｏｎｇｄｏ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ｅｎ⁃

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１）：

８５－１００．）

［２０］ 高静，贺昌政．信息能力影响农户创业机会识别：基于４５６份调研问卷的分析［ Ｊ］ ． 软科学，２０１５，２９（ ３）：

１４０－１４４．（Ｇａｏ Ｊｉｎｇ，Ｈｅ Ｃ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ｔｏ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ｄ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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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振佳　 程乐天： 面向农村创业的信息服务体系： 政策分析和田野调查
ＦＡＮ Ｚｈｅｎｊｉａ ＆ ＣＨＥＮＧ Ｌｅｔｉ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７

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４５６ ｓｕｒｖｅｙｓ［Ｊ］ ． Ｓｏｆ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２９（３）：１４０－１４４．）

［２１］ 李萍．能力结构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 Ｊ］ ．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２）：４２ － ５１． （ Ｌｉ

Ｐｉｎｇ． 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２）：４２－５１．）

［２２］ 张波，谢阳群，邵康．基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创业信息资源共享参与者角色分析［ Ｊ］ ． 情报杂志，２０１３

（１０）：１６８－１７３．（Ｚｈａｎｇ Ｂｏ，Ｘｉｅ Ｙａｎｇｑｕｎ，Ｓｈａｏ Ｋａ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１０）：１６８－１７３．）

［２３］ 赵奇钊，郑玲．武陵山区农民工返乡创业信息服务对策研究［Ｊ］ ． 高校图书馆工作，２０１５，３５（２）：６１－６３，９６．

（ Ｚｈａｏ Ｑｉｚｈａｏ，Ｚｈｅｎｇ 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ｐｅａｓ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ｏ ｓｔａｒｔ ａ 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ｂｙ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ｈｏｍｅｔｏｗｎ ｉｎ Ｗｕ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２０１５，３５

（２）：６１－６３，９６．）

［２４］ 赵媛，王远均，薛小婕．大众创业背景下的我国农民信息获取现状及改善对策［ Ｊ］ ．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２）：１２１－１３１．（Ｚｈａｏ Ｙｕａｎ，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ｊｕｎ，Ｘｕｅ Ｘｉａｏｊｉ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ｏｒ ｏｆｆ－ｆａｒｍ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ｓ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２）：１２１－１３１．）

［２５］ 申蓉．美国公共图书馆为创业企业服务的实践及启示［ Ｊ］ ．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５（ １０）：７１ － ７４． （ Ｓｈｅｎ Ｒｏ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１０）：７１－７４．）

［２６］ 周寅．面向创业创新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探索 ［ Ｊ］ ． 新世纪图书馆， ２０１６ （ ３）： ６５ － ６７． （ Ｚｈｏｕ Ｙｉ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ｎｅｅｄｓ［ Ｊ］ ．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１６（３）：６５－６７．）

［２７］ 叶洪信．万众创新创业与高校图书馆服务［Ｊ］ ．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５（１）：１３４－１３５，１４１．（Ｙｅ Ｈｏｎｇｘ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 １ ）： １３４ －

１３５，１４１．）

［２８］ 游湄，黄丰，陆叶．创新创业教育视阈下图书馆特色信息服务实践［ Ｊ］ ．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２０１２，２４（１２）：

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４．（Ｙｏｕ Ｍｅｉ，Ｈｕａｎｇ Ｆｅｎｇ，Ｌｕ Ｙ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ｏｕ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２０１２，２４（１２）：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４．）

［２９］ Ｌａｋｏｆｆ Ｇ，Ｊｏｈｎｓｏｎ Ｍ．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ｗｅ ｌｉｖｅ ｂｙ ［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５．

［３０］ Ｓｅｎ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Ｋｎｏｐｆ，１９９９．

［３１］ 樊振佳．可行能力视角下的信息不平等 ［ Ｊ］ ． 图书馆建设， ２０１４ （ ９）： １１ － １６． （ Ｆａｎ Ｚｈｅｎｊｉ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９）：１１－１６．）

樊振佳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讲师。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程乐天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本科生。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２－０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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