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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数字贫困成因、状态及其关系结构研究
———基于山西省晋中市的田野调查

孙晓宁　 甄瑾慧

摘　 要　 本文主要关注“数字中国”背景下农村居民数字贫困的成因、状态及其关系结构,研究样本是来自山西

省晋中市左权、灵石、太谷、和顺、榆社五县的 50 位农村居民,采用一对一深度访谈方法获取田野调查数据,通过

质性编码进行探索性分析。 结果表明:①当前农村居民数字贫困状态重点表现为数字化物质贫困、数字化素养贫

困和数字化意识贫困三个方面;②农村居民数字贫困成因包含数字化努力不足、数字化支持欠缺以及数字化体验

不佳三个维度;③三种数字贫困成因对数字贫困状态形成 10 条作用路径,其中既包括三种成因维度对数字贫困

状态的直接影响,也包含以其中某个维度作为中介变量形成的间接影响。 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农村居民数字

贫困成因与状态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 研究发现,数字化体验为数字贫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与消减实

践土壤,基于前述质性分析,本文从信息生态理论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综合视角提出了我国实施农村居民

数字贫困消减行动的若干建议。 图 1。 表 6。 参考文献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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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rigins status
 

quo
 

and
 

relational
 

structure
 

of
 

rural
 

residents
 

digital
 

poverty
 

in
 

the
 

era
 

of
 

Digital
 

China .
 

The
 

research
 

samples
 

were
 

from
 

50
 

rural
 

residents
 

in
 

the
 

counties
 

of
 

Zuoquan 
Lingshi Taigu Heshun

 

and
 

Yushe Jinzhong
 

City Shanxi
 

Province.
 

The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one-to-
one

 

in-depth
 

interview
 

to
 

obtain
 

field
 

survey
 

data and
 

conducts
 

exploratory
 

analysis
 

on
 

the
 

origins status
 

quo
 

and
 

relational
 

structure
 

of
 

rural
 

residents
 

digital
 

poverty
 

through
 

qualitative
 

cod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
 

current
 

digital
 

poverty
 

of
 

rural
 

resident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digital

 

material
 

poverty digital
 

literacy
 

poverty
 

and
 

digital
 

consciousness
 

poverty moreover the
 

digital
 

literacy
 

poverty
 

and
 

the
 

digital
 

consciousness
 

poverty
 

gradually
 

replace
 

the
 

digital
 

material
 

poverty
 

and
 

become
 

main
 

types
 

of
 

the
 

current
 

rural
 

residents
 

digital
 

poverty secondly the
 

origins
 

of
 

rural
 

residents
 

digital
 

poverty
 

include
 

three
 

dimensions insufficient
 

digital
 

efforts lack
 

of
 

digital
 

support
 

and
 

poor
 

digital
 

experience the
 

insufficient
 

digital
 

efforts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wo
 

sub-categories insufficient
 

time
 

and
 

insufficient
 

experience digital
 

112

通信作者:孙晓宁,Email:
 

arborxs@ 163. com,ORCID:
 

0000- 0003- 1759- 2543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
dressed

 

to
 

SUN
 

Xiaoning,
 

Email:
 

arborxs@ 163. com,ORCID:0000-0003-1759-2543)



孙晓宁　 甄瑾慧:农村居民数字贫困成因、状态及其关系结构研究———基于山西省晋中市的田野调查
SUN

 

Xiaoning
 

&
 

ZHEN
 

Jinhui:The
 

Origins,Status
 

Quo
 

and
 

Relational
 

Structure
of

 

Digital
 

Poverty
 

among
 

Rural
 

Residents:Based
 

on
 

a
 

Field
 

Survey
 

in
 

Jinzhong
 

City,Shanxi
 

Province

2022 年 5 月　 May,2022

support
 

includes
 

three
 

parts material
 

support policy
 

support
 

and
 

emotional
 

support digital
 

experience
 

is
 

found
 

to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origins
 

of
 

digital
 

poverty and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Digital
 

experienc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dimensions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credibility privacy

 

concern perceived
 

affordance findability
 

and
 

other
 

factors which
 

have
 

not
 

been
 

mentioned
 

in
 

previous
 

studies thirdly the
 

three
 

origins
 

of
 

digital
 

poverty
 

form
 

10
 

action
 

paths
 

contributing
 

to
 

the
 

digital
 

poverty
 

status
 

quo including
 

both
 

the
 

direct
 

impact
 

of
 

the
 

three
 

origins
 

on
 

the
 

digital
 

poverty
 

state
 

and
 

the
 

indirect
 

impact
 

formed
 

by
 

one
 

of
 

the
 

dimensions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origins
 

and
 

status
 

quo
 

of
 

rural
 

residents
 

digital
 

poverty.
 

It
 

is
 

found
 

that
 

digital
 

experience
 

provides
 

a
 

broader
 

research
 

area
 

that
 

inspires
 

measures
 

for
 

reducing
 

digital
 

poverty.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lement
 

the
 

digital
 

poverty
 

reduction
 

ac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from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ecology
 

and
 

the
 

public
 

culture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igital
 

service
 

ability
 

of
 

rural
 

residents we
 

can
 

t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ultural
 

content
 

resources network
 

platform
 

improvements
 

and
 

expand
 

the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scenario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a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enhancement
 

of
 

rural
 

residents
 

digital
 

awareness we
 

can
 

popularize
 

digital
 

knowledge
 

to
 

convey
 

the
 

role
 

and
 

value
 

of
 

the
 

Internet
 

to
 

rural
 

residents
 

life
 

and
 

production.
 

Digital
 

skills
 

training
 

can
 

also
 

be
 

started
 

by
 

implementing
 

special
 

action
 

plans
 

such
 

as
 

digital
 

literacy 
 

and
 

digital
 

capacity
 

enhancement 
 

in
 

rural
 

areas.
 

In
 

terms
 

of
 

public
 

policy
 

intervention designers
 

and
 

policymakers
 

need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s
 

the
 

strategic
 

basis and
 

to
 

bridge
 

the
 

use
 

gap .
 

1
 

fig.
 

6
 

tabs.
 

49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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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China. 　 Digital
 

poverty. 　 Rural
 

residents. 　 Digital
 

experiences. 　 Information
 

ecology.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0　 引言

“数字中国”既是我国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重

要阶段,也是当下实施的一项战略举措。 一些

新兴数字技术不仅成为驱动社会与经济发展的

蓬勃力量,而且催生出一批新产品、新业态,进
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类已经进入了

“数字化生存” [1] 时代。 然而,数字社会同样面

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现实。 尤其新

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范围的爆发,不仅突显了

在线学习与办公、远程医疗与休闲等创造的社

会与经济价值,同时也将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

不平等效应[2-3] 体现得淋漓尽致。 信息与通信

技术(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接入水平导致了不同程度的数字包容与数

字排斥现象[4] ,这加剧和扩大了不同地域以及

社会各阶层、种族与性别之间的差距[5] 。 权威

数据[6-7] 显示,我国农村地区的光纤、4G 覆盖率

以及互联网普及率在“十三五”末期达到了较高

水平,数字乡村建设初见成效。 尽管我国在消

弭数字鸿沟、数字不平等[8] 方面做出了艰苦卓

绝的努力,但受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资本或

资源要素[9] ,年龄、性别、教育背景等人口统计

学指标[10] 以及信息素养、能力等个体要素[11] 的

影响和制约,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在拥抱数

字化 生 活 ( digital
 

living ) [12] 、 撷 取 “ 数 字 红

利” [13] 的进程中依旧面临很大的困境,数字贫

困成为数字时代产生的一种新型贫困形式。
数字贫困由数字不平等、数字鸿沟概念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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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继承发展而来[14-15] ,数字不平等、数字鸿沟导

致了数字贫困现象的产生[11] 。 传统意义上,数
字贫困被定义为缺乏基于 ICT 的产品与服

务[16] ,数字贫困者则被认为是获取基于 ICT 的

产品与服务机会有限的个体[17] 。 本研究认为,
除了囿于获取机会,数字贫困还表现为个体对

基于 ICT 的产品与服务接受能力的欠缺。 基于

这样的理解,数字贫困可能存在于任何人口群

体,但在经济贫困地区会尤为突出。 数字贫困

增加了农村地区贫困现象的复杂性[18] ,也带来

了诸多社会问题,如拉大了城乡差距、限制了经

济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等,进一步加剧了社会

不平等[19] 。
自 2015 年以来,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方略[20]

来保证脱贫攻坚工作的顺利开展,数字贫困同

传统贫困问题一道成为扶贫工作者面临的一项

严峻挑战。 由于数字化意识淡薄、数字化素养

与数字化技能低下等原因[14] ,以及经济资本、文
化资本、社会资本等结构性因素[9] 的叠加作用,
农村居民在配合数字贫困消减行动上表现乏

力,产生了诸多难题。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方

法在山西省晋中市的农村展开田野调查,通过

对访谈文本的编码分析,并结合前人研究成

果[9,14] ,进一步系统性地探讨我国农村居民数

字贫困的成因与状态问题,并着重描绘二者之

间的重要关系,研究结论能够为“数字中国”背

景下我国进一步设计、制定农村居民数字化减

贫政策以及实施有效可行的农村居民数字贫困

消减行动提供建议和参考。

1　 研究综述

为了对数字贫困研究现状有个整体的了

解,笔者以“数字(化)贫困” “ digital
 

poverty” 为

检索词来分别获取中、英文实证研究文献。 这

些文献普遍采用社会科学定量或质性研究方

法,多从相对落后的国家与地区获得研究样本,
研究重点集中在数字贫困的表现维度、影响因

素与应对措施三个领域。

1. 1　 数字贫困的表现维度

很多对数字贫困现象的研究都是从其表现

开始的。 数字化能力尤其是可行能力[18] ,如信息

获取、供给和应用能力[21] ,是表征数字贫困的关

键指标。 另外,技术接受[16] 也常用来揭示和描述

数字贫困的表现,主要包括 ICT 采纳动机[10] 、ICT
采纳愿望[11] 、ICT 接受程度[16] 等。 其中,ICT 采

纳动机受到年龄[10,22] 、性别[10] 、受教育程度[10] 的

影响,负担能力[11] 、可及性[11,23] 、可用性[11,23] 和

低 ICT 素养[10] 等造成了 ICT 采纳愿望的不足。
对于数字贫困表现维度的考察,不仅能够

帮助研究者厘清数字贫困的范畴与界限,更为

后续深入分析讨论其他问题奠定了基础,如数

字贫困的影响因素、数字贫困消减政策设计等。

1. 2　 数字贫困的影响因素

数字贫困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包括

宏观的结构性因素,中观的政策性、社会性因素

和微观的个体性因素。 结构性因素着重表现为

城乡阶层结构[11,17,23] 、经济发展水平[11,23] 等维

度。 政策性因素重点体现为政府对可利用的基

础设施和技术[22] 的投入,量化指标包括移动电话

支付能力、电脑普及率、互联网及宽带接入能力、
移动电话普及率等[24] 。 社会性因素多表现为数

字贫困群体拥有的资本,如社会资本[9,15,23](如社

会网络的强关系与弱关系[18] )、经济资本[9,23,25] 、
文化资本[9,25] 、政治资本[9,23] 、信息资本[26] 等。
个体性因素中最为显著的是个人或家庭的经济

收入[11,17,23] , 其 次 是 人 口 统 计 学 特 征, 如 年

龄[10,22,25] 、性别[10,11,17,23] 、教育背景[10,17,22,23] 等以

及与之相关的学习能力[22] 、ICT 素养[11] 等。
影响数字贫困的诸多因素并不是割裂存在

的,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的多重因素的叠加与组

合,给数字贫困群体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束缚了

他们迈向数字社会的步伐与决心。

1. 3　 数字贫困的应对措施

学者们已经提出了数字贫困消减应对的诸多

思考。 根据政策设计目标、对象以及方针、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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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同,本研究将相关文献中的数字贫困应对措施分

为国家或地区、社会、社区以及个体四个层面。
其一,国家或地区层面。 以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21,24] 为核心着力点的 ICT 政策与数字化战

略(如“宽带中国”) [11,14] 始终是数字贫困应对

研究最为关注的话题。 学者们讨论的角度与范

畴多元丰富,如社会人口因素对于 ICT 政策的重

要性[24] 、ICT 政策的干预与评估[11] ,以及农村

ICT 政策的赋权( empowerment)问题[17] 。 此外,
新兴信息技术的研发[13] 和信息产业的推动[16]

亦不容忽视,如远程计算中心( telecenter) [10] 、开
源软件( Open

 

Source
 

Software) [16] 等。 另外,国

家区域发展重大战略举措[16] 与 ICT 政策的有机

融合,建立信息公益与保障制度[25] ,完善偏远及

农村地区数字化服务补偿机制[27] ,也是设计消

减数字贫困宏观政策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其二,社会层面。 首先,积极推动数字化理

念[27] 与数字化知识[21] 的普及,提高社会整体的

数字化水平与认知[14] ;其次,持续促进社会各个

层面的协同联动,如传统公益信息机构与公共文

化服务机构(包括公共图书馆[9,21,27,28] 、数字图书

馆[29] 、乡村图书馆[11,19] 等)、民间公益机构和非

营利组织[9,14,21] 、中小学校[11,19,21,27] 、高校及科研

院所[11] 乃至第三方评估机构[9,11] 等,并重视社会

网络[18] 为数字贫困社群带来的差异效应。
其三,社区层面。 社区参与对于消减数字贫

困具有特殊的价值[11,21,23] 。 公共数字化空间[14] 、
智慧社区[19,24] 等的建立,以及“电脑服务亭” “微

家园” [24] 等多功能、新式社区中心[11,19] 的投放,
为针对数字贫困群体实施一对一、任务导向型的

数字化技能培训[11,14,19] 提供了空间与设施保障。
其四,个体层面。 提高数字贫困群体的可

支配收入[11,14,25,29] 、教育与文化水平[9,11,19,25,29]

无疑是消减数字贫困最为基础的前提。 此外,
有别于传统理念当中对 ICT 投入的过度关

注[9] ,以人为中心、激发数字贫困个体的内生力

量成为当前消减数字贫困政策设计的核心理

念。 比如,充分考虑数字贫困类型[9,14,18] 以及数

字贫困群体[27] 的异同,确保弱势群体的数字化

权益[19] ,以及注重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个

性化[29] 、精准化[27] 与市场化[14] ,注重网络生产

和消费活动的草根化、高效化[14] 等。
总之,关于解决数字贫困问题,从治理主体

的角度而言,政策的设计、制定与执行[9] 无疑秉

轴持钧,除此之外,包括非政府组织(Non-Govern-
mental

 

Organizations,NGO)、文化与公益信息机

构、社区、在线社交网络等在内的多元协同与综

合参与亦不可偏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必

要的基础设施(数字化技术、平台、设备等)投入

以及数字贫困者经济收入、教育水平的提升,数
字减贫策略的制定应以人为本,关切生计需求,
注重数字权利,倡导数字包容,在政策设计上充

分考虑人口与地理特征,针对不同社会群体如妇

女、农民、老年人、青少年或在校生等进行目标明

确的政策干预,而非一概而论。 另外,在政策实

施后期阶段,需要综合评估策略的有效性和适用

性,及时、滚动对数字贫困治理方案做出修订。

2　 研究设计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间,课题组成员

通过一对一深度访谈,对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

的 20 位农村居民以及灵石、太谷两县(注:太谷

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撤县设区)的 10 位农村居

民进行田野调查。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5 月

间,采取同样的调查方式在山西省晋中市和顺、
榆社两县共获得 20 个有效样本。 其中,左权县、
和顺县在 2019 年 4 月前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榆社县在 2020 年 2 月前属于山西省贫

困县。 相较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山西省农村居

民的数字化基础水平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30] 。
对于样本的选择,本研究尽可能兼顾不同性别、
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差异带来的影响。 受访者

的基本情况描述如表 1 所示,总体样本共包含

28 名女性、22 名男性,年龄段分布为中老年 16
人、中年 15 人、青年 13 人、青少年 6 人,职业类

型主要涵盖务农、个体户、全职家庭主妇、基层

村干部、学生以及无业(待业)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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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访者基本情况描述

编号 性别 年龄段 职业描述 受教育程度
S1 女 中老年 个体户(蜂蜜销售) 小学以下
S2 女 中老年 全职家庭主妇 初中
S3 男 中老年 务农 小学
S4 女 青年 高中生 高中在读
S5 女 中年 全职家庭主妇 小学以下
S6 女 中老年 全职家庭主妇 初中
S7 男 青年 基层村干部(村委会) 大学
S8 男 中老年 个体户(开饭店) 初中
S9 女 中年 基层公务员(乡、镇政府) 大学专科
S10 女 青年 无业 高中
S11 女 中年 务农 初中
S12 女 中老年 个体户(粮油销售) 小学
S13 男 青年 务农 高中
S14 女 中年 务农 小学
S15 女 中年 个体户(水果销售) 初中
S16 男 中年 出租车司机 初中
S17 女 青年 个体户(小卖部)+务农 高中
S18 女 青年 基层公务员(乡、镇政府) 大学专科
S19 女 中年 务农 初中
S20 女 青年 务农 高中
S21 女 中年 务农 小学
S22 男 中年 务农 初中
S23 女 青年 无业(大学毕业待业) 大学本科
S24 女 中老年 务农 小学
S25 男 青年 出租车司机+务农 大学专科
S26 女 青年 无业(大学毕业待业) 大学本科
S27 女 中年 全职家庭主妇 初中
S28 女 青年 无业 高中
S29 女 青少年 中专生 中专在读
S30 男 中年 基层村干部(村委会) 初中
F1 女 中老年 务农 初中
F2 男 青少年 小学生 小学在读
F3 女 中年 务农 高中
F4 男 中老年 务农 小学以下
F5 男 中年 基层村干部(村委会) 大学专科
F6 女 中年 个体户(卖豆腐)+务农 初中
F7 女 青少年 高中生 高中在读
F8 男 中老年 务农 小学以下
F9 女 青年 全职家庭主妇 初中
F10 男 青少年 初中生 初中在读
F11 男 青年 出租车司机 高中
F12 男 中老年 务农 初中
F13 女 中年 个体户(粮油销售)+务农 小学
F14 女 中老年 全职家庭主妇 小学
F15 男 青少年 小学生 小学在读
F16 男 中老年 务农 初中
F17 男 中老年 基层村干部(村委会) 中专
F18 女 中老年 务农 初中
F19 男 青少年 高中生 高中在读
F20 男 中老年 务农 小学以下

　 　 注:①年龄段的划分标准为:18 岁以下为青少年,18—30 岁为青年,31—50 岁为中年,51—60 岁为中老年,60
岁以上为老年;②受教育程度中“小学以下”包括文盲、小学学业未完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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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过程中采用参与性的对话方式,给予

受访对象充足的回忆与思考时间,引导其谈论

与受访主题相关的亲身体验和个人看法。 每一

位对象的受访时间为 30—60 分钟。 50 名受访

对象共形成 8. 5 万字的访谈资料。 分析过程中

选择其中 2 / 3 的文本进行质性分析,另外的 1 / 3
用于后期的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保证数据处理

的一致性,所有访谈资料均由一名访谈者进行

整理、编码。 另外,研究人员在研究伦理上进行

了充分、谨慎的考虑,确保不会对参与者造成任

何风险或伤害,事先向每一位受访者阐明了访

谈资料仅用作学术研究而非他用的立场。
本次访谈主要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

①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数字化设备的基本

情况描述;②受访者在使用数字化设备时会出

现哪些问题,当出现问题时一般会通过什么方

式去寻求帮助;③受访者对当前的数字化生活

存在什么样的感受;④受访者对未来使用数字

化设备或者接受相关培训抱有哪些期待。 本研

究通过获取受访者回答上述问题的访谈资料并

进行编码分析,来探索农村居民在数字贫困中

所处的主要状态、形成原因及二者所形成的关

系结构路径。

3　 研究发现

3. 1　 农村居民数字贫困的状态类型

解决农村居民的数字贫困问题,首先应该

明确其当前所处的数字贫困阶段与状态。 在最

初的研究当中,学者们更多地关心“第一代”数

字鸿沟问题,即“接入沟” 所带来的数字贫困。
所谓“接入沟”泛指数字贫困者与富有者在 ICT
与互联网接入、家庭电脑、软件等数字化资源拥

有等方面的差距[31-33] 。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国

家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投入的日臻完善,绝大部

分农村地区的“接入沟”逐步填平[6-7] 。 2020 年

“中央一号文件” [34] 提出,在 2020 年基本实现

行政村光纤和 4G 网络普遍覆盖。
在闫慧等[9,14] 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访谈

数据进行编码,将受访对象的数字贫困划分为

数字化物质贫困、数字化素养贫困和数字化意

识贫困三类,如表 2 所示。

表 2　 数字贫困状态类型

状态类型 子范畴 核心解释 受访者编号 相关访谈片段

数字化
物质贫困

数字设
备短缺

家里缺少相应的信息技术工具 S3 家里没有电脑,我们也不会用,孩子们
都不在家,电脑那么贵,买下也没有用

资金投
入欠缺

家里缺少资金,不愿意为购买数
字化设备花钱

F9 娃娃们上学就挺花钱的了,买个好手机
动不动就好几千,我是舍不得

数字化
素养贫困

操作技
能缺乏

缺乏数字化设备、软件相关的安
装、使用等基础性技能

S12 手机被孩子不小心按成飞行模式,我也
不会换

数字认
知局限

不能正确或全面理解一些数字化
理念或实际应用

S11 我一直分不清楚充值和提现以及微信
余额都指的是什么

数字化
意识贫困

数字需
求低迷

满足于当前现状,不愿意尝试数
字化设备或使用互联网,甚至产
生数字排斥

F12 上网那些都没啥用,农民嘛种好咱的地
就行了

数字观
念片面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数字化
设备或互联网等的作用乏善可
陈,因此不愿意接触

S2 有了电脑,孩子就天天打游戏呀,那就
坏了事

安全意
识过度

过度担心数字或网络欺诈行为的
发生

S30 手机上的消息太多了,假的也很多,被
骗的人也很多,我大部分时候都不看

学习态
度消极

因认为没有用或学不会,而不愿
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数字化设备
的操作以及互联网的使用

S23 没必要学习这些,又学不精通,可能学
完就忘了,最后还是啥也没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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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访谈资料发现,在数字化物质贫困层

面,受访者着重表现在数字化设备的主观购置

意愿上。 由于收入较低,农村居民需要在充分

考虑其经济能力和家庭项目开支的基础上来权

衡数字化设备投入带来的价值效益。 综合判

断,国家宏观层面的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不再是

当前制约农村居民数字脱贫的关键。 “数字中

国”背景下的数字贫困主要表现为“第二代”数

字鸿沟所带来的“使用沟”贫困,即不同个体使

用 ICT 时在动机、意愿、态度、行为、技能和意识

等层面表现出来的差距[32,33,35] 。 也就是说,在
数字化物质贫困逐步消弭之后,当下农村居民

数字贫困状态的核心落在了数字化素养和数字

化意识的双重贫困上。 数字化素养贫困泛指人

的一种数字适应性能力,一方面表现为农村居

民对数字化应用认知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表

现为数字化设备操作技能的欠缺。 数字化意识

贫困是对人们参与数字化活动过程中有关需

求、认识、习惯、态度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的综

合描述,具体有农村居民数字需求低迷、数字观

念片面、安全意识过度、学习态度消极四种表

现。 综合来看,数字化素养贫困和数字化意识

贫困逐渐替代数字化物质贫困成为农村居民数

字贫困的主流类型,这直接导致他们在融入数

字化生活过程中面临很多困境与难题。

3. 2　 农村居民数字贫困的主要成因

(1)数字化努力不足

数字化努力是指数字贫困者在以摆脱数

字贫困状态、全面融入数字化世界为目标的

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态度,主要包括

投入 的 时 间 以 及 为 此 积 累 的 经 验 两 个 层

面 [ 14] 。 分析访谈资料发现,农村居民的数字

化努力不足是数字贫困的主要成因之一,一

方面是缺乏投入破解数字贫困问题的时间,
另一方面则是缺少支撑数字贫困消减行为的

经验积累。
如表 3 所示,在时间缺乏子范畴中,居民多

因忙于个体劳作、外出打工或带孩子等生活事

务,未能发现和意识到数字化应用给日常生活

带来的价值。 使用经验是指用户在数字化设备

接触和采纳过程中获得的对于设备自身及其外

部联系的认识。 经验匮乏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

数字化行为持续进行的兴趣和信心,随即减少

在数字化生活中投入的精力,导致数字贫困的

产生。

表 3　 数字化努力不足

主范畴 子范畴 受访者编号 相关访谈片段

数字化努力

时间缺乏 S1
没去参加过什么宣传教育活动,我天天卖蜂蜜呢,没时间去管

这些

经验匮乏 F6
跟着他们点过拼多多,后来也跟着买成了个东西,过几天再弄又

看着不太对劲,就放弃了

(2)数字化支持欠缺

本研究对于数字化支持的理解建立在社会

支持内涵的基础之上。 所谓社会支持[36] ,是指

个体在社会网络中对他人的普遍或特定支持行

为的感知,这些支持可以增强个体的能力或者

减轻对他们不利的结果。 社会支持包括情感

(如信任、爱、移情作用等)、工具(如金钱、时间

等资源)、情报(指某一特定领域的信息或建议)

以及评估(指对个人的评价反馈) 等方面的支

持。 本研究认为,数字化支持是指信息环境下

数字用户能够或者应当获取的社会支持。 综合

前人的观点[14,37] ,本研究认为数字化支持包括

物质性支持(如空间、设备等)、政策性支持(如

培训、信息等)和情感性支持(如鼓励、关心、感
召等)三个层面,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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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数字化支持欠缺

主范畴 子范畴 受访者编号 相关访谈片段

数字化支持

物质支持

政策支持

情感支持

F5
京东、顺丰给送到咱村里,可别的快递只放在县城或者镇上不管了,还是

不方便

S6
看电视上有些社区的老人们都能坐在一起上网学习,多好啊! 我们这实

在没条件,同龄人都不会,一起学才好

S18
村里没有搞过这些活动,但是政府需要有这个,村里大部分人才开始接

触网络,什么都不懂,容易被骗

F7
我爹、妈、叔、婶他们我都教过呢(使用智能手机上网),可有时候咋教也

记不住,唉(叹气),他们还说我没耐心,我哥更不管这些事儿了

　 　 调研结果显示,公共网络空间对数字贫困

消减行动具有明显的支撑作用。 例如,在公共

区域上网过程中,农村居民容易受到周围人网

络行为的影响。 集体上网既能激发居民的数字

化知识学习兴趣,也能提升其数字化设备操作

技能。 然而,尽管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接入

沟”基本填平[6,7] ,但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网络

空间上的投入明显不足,如本次田野调查所及

区域(包括设有小学的村庄在内)都没有可供使

用的公共上网场所。 同时,因快递公司服务范

围所限,多数农村在快递投送与临时存放方面

遇到了很大的障碍,这直接导致农村居民在线

购物意愿普遍较低。
数字化知识科普宣传与培训无疑是提高居

民数字化素养快速、简单而又有效的一种方式,
但本次田野调查中,只有个别邻近县城的乡镇

组织过数字知识的普及推广与教育宣传活动,
且农村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很弱。 因缺少互联网

知识科普与教育培训活动,农村居民对互联网

的认识存在较大局限,部分人甚至认为上网根

本没有任何法律安全保障。 另外,培训形式的

灵活性与内容的丰富性也是细节层面所忽略的

问题之一。
家人和朋友等的精神鼓励和帮助是提高

数字贫困人群数字化兴趣、素养和技能的关

键 推 动 因 素。 代 际 学 习 (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 38] 成为农村居民数字贫困消减的

一种快速而又稳固的方式,也是其在获得数

字化产品与服务使用帮助过程中一种主要的

心理诉求。
(3)数字化体验不佳

数字化体验源自于人机交互领域的用户体

验( User
 

Experience) [39] 以及体验经济( Experi-
ence

 

Economy) [40] 等概念,泛指信息环境下用

户在使用一项数字化产品、系统或服务过程中

所建立起来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 与前文所述

的“使用经验”不同,数字化体验更加强调初始

接触数字化设备时产生的情感反应或智性感

悟,它能够决定数字化用户后期的参与度或持

续使用意向。 访谈发现,无论是在数字内容、
系统还是服务方面,数字化体验不佳直接导致

农村居民数字贫困的产生。 具体而言,数字化

体验涉及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可信度、隐
私关注、感知示能性、可找到性等维度,如表 5
所示。

感知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 、感知易

用性( Perceived
 

Ease
 

of
 

Use)的概念源自于信息

系统领域的技术接受模型[41] 。 感知有用性指

一个人相信使用一个特定的系统可以提高其

工作表现的程度;感知易用性指一个人容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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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特定的系统的程度。 访谈发现,在对不

同类型、功能与作用的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体

验过程中,农村居民表现出较大差异的感知有

用性。 同时,受限于数字化素养水平、学习能

力,数字贫困者对数字化系统的感知易用性普

遍较低, 多表现在 下 载、 注 册、 登 录 等 操 作

层面。

表 5　 数字化体验不佳

主范畴 子范畴 受访者编号 相关访谈片段

数字化体验

感知有用性 S22
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大家都是在搞什么碎片化时间,还有什么浅阅

读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感知易用性 S8 现在科技发达了,好多东西你下载下来不知道咋用

可信度 F20 像抖音、快手上那些东西,我觉得多半是假的,不太能信

隐私关注 S7
个人信息被泄露了,这种中奖的短信一般都是诈骗,以后碰到自己

需要填写信息的一些应用的时候,会特别注意

感知示能性 S30
手机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其实好多 APP 和我的全面屏并不匹配,
导致我这个全面屏没有什么用

可找到性 S26
很难一下子找到你想要的,里面夹杂的各种广告居多,而且还难以

发现,经常点错,进去看才发现是广告

　 　 可信度是对值得信任的质量的一种描述,
来源于人的判断与感知。 影响可信度感知的

指标包括来源特征、消息与介质等。 网络可信

性概念的提出者 Fogg[42] 将测度网络可信性的

角度分为操作者(提供网站的组织或人员) 、内
容(网站提供的信息和功能)和设计(有关网站

的结构和属性,包括信息设计、技术设计、美学

设计和交互设计) 。 在数字化体验情境下,用
户所感知的可信性内涵包括信息内容的可信

性、技术系统的可信性、信息环境的可信性以

及服务供给的可信性。 访谈发现,大量的重复

信息、过时信息、不实信息给农村居民的数字

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干扰与困惑。 部分受访者

甚至认为,任何形式的信息技术与系统的主要

目的都是“挣钱” (即攫取商业利益) ,而缺乏对

于人性、道德、伦理等价值的考虑,因而持续使

用意愿低下。
隐私关注[43] 是指由于可能泄露隐私而引

起的内在关注。 在信息环境下,隐私关注代表

了信息用户对于隐私的主观感知。 访谈发现,

农村居民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隐私关注。 从个人

信息保护的角度而言,这是农村居民的一种先

进意识,理应让人感到欣慰。 然而,在复杂的

数字环境下,农村居民成为电信诈骗、隐私侵

犯等不法行为的重点目标群体。 目前数字内容

治理的空间仍然较大,仅有的几次数字化体验

带来的侵害、困扰或经济损失让数字素养本来

就低下的农村居民的数字化体验更是大打折

扣,甚至产生严重的数字排斥行为。 事实上,
隐私关注同可信度一道,都是价值敏感设计

( Value
 

Sensitive
 

Design,VSD)理论[44] 的重要组

成部分。
感知示能性( Perceived

 

Affordance) [45] 指用

户对构件所能采取的行动的感受或理解。 在信

息系统领域,感知示能性是评价 IT 构件的交互

设计和使用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测度依据[46] ,
包括感知物理示能性、感知认知示能性、感知控

制示能性、感知情感示能性。 访谈发现,农村居

民对部分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相关功能的理解与

把握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比如,一些受访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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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微信作为一种即时通信工具,对于查找信息、
小程序乃至支付等功能并不知晓或存在认识

偏颇。
可找到性(Findability)指用户可以找到他们

需要的东西。 在数字化环境下,可找到性很大

程度上是用户对于信息查找结果的一种主观判

断,一般代表了用户的搜索体验。 访谈发现,多
数农村居民难以通过搜索引擎工具或在线购物

平台主动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3. 3　 农村居民数字贫困成因对状态的作用路径

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贫困的成因(数字

化努力、数字化支持以及数字化体验)对其状态

(数字化素养贫困与数字化意识贫困)形成了 10
条主要的作用路径,具体表现方式如表 6 所示。
在这些路径当中,既包括数字化支持、数字化努

力以及数字化体验对数字贫困状态的直接影

响,也包括其中某个维度作为中介变量对数字

贫困状态的间接影响。

表 6　 农村居民数字贫困成因对数字贫困状态的作用路径

序号 典型关系结构 具体影响路径 受访者编号 相关访谈片段

①
数字化支持→
数字 化 素 养

贫困

政策支持→操

作技能缺乏
F8

对人家来说简单,对咱就难多了……宣传培训啥的应该

挺有用的,如果说有年轻干部们给咱老年人没事教一教

怎么使用这些东西(数字化设备),那肯定是比自己瞎胡

琢磨学得快、学得好

情感 支 持 →
操 作 技 能

缺乏

S12
实在是不能每天麻烦他,他在家还好,不在家上班了也挺

忙的,有时候人家也不耐烦,就说每天跟我说还不知道,
哎呀,我们这老人了,肯定是记不住、学得慢这新东西

②
数字 化 支 持

→ 数 字 化 意

识贫困

政策 支 持 →
数字 需 求 低

迷 / 学习态度

消极

S21
自己也没有参与过什么宣传活动,村里头没见过,也不太

想去学习什么新的东西,就是希望用的这些软件更加方

便简单

③

数字 化 支 持

→ 数 字 化 体

验 → 数 字 化

素养贫困

政策 支 持 →
可信 度 → 数

字认知局限

S18

政府确实是需要搞一搞这个(宣传、培训),我还算年轻

的,能分出来这个广告新闻的真假,村里这些人现在都会

用微信了,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新闻吧,一眼就知道是假

的,说些什么免费给你什么东西,村里那些人也不懂,想
占小便宜,难免会上当

④

数字 化 支 持

→ 数 字 化 努

力 → 数 字 化

意识贫困

情感支持→经

验匮乏→学习

态度消极

S5
别人不告诉一遍,肯定也不会下载,自己不喜欢麻烦,就
是有什么用什么,看见别的就是看一下

⑤
数字 化 努 力

→ 数 字 化 素

养贫困

经验匮乏→数

字认知局限
S15

人家说就在 12306 上买就行,我一直用的携程,那次让我

老公看票,我在携程上就莫名其妙多掏了几十块钱,说是

抢票了,但是我老公在 12306 上正常价格就买到了

经验匮乏→操

作技能缺乏
F16

(在微信钱包上)之前也存了一些钱,那回在城里买扬锨,
咋也没支付成,密码记错锁住了还是咋地,让人帮忙点也

没弄成,看着人家都挺方便也眼红,反正是不咋会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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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典型关系结构 具体影响路径 受访者编号 相关访谈片段

⑥

数字 化 努 力

→ 数 字 化 体

验 → 数 字 化

素养贫困

经验匮乏→可

找到性→操作

技能缺乏

S11

自己在家一般就是看闭路,也不去网上搜,有时候想起来

个什么电视剧电影的,也想看了,就问问闺女,自己试着

搜了两次,不好找,有时候搜出来的是采访这个电视剧的

呀什么的,哎呀,还是找不上能看的,就不用了

⑦

数字 化 努 力

→ 数 字 化 体

验 → 数 字 化

意识贫困

经验 匮 乏 →
可信 度 → 安

全意识过度

S1
用东西都是要别人帮忙,别人告诉我点哪里,是什么,我
才知道。 遇到新的自己也就不敢乱点,手机里绑的卡有

钱,一不小心点错扣了钱咱也不知道,可不敢乱点

经验 匮 乏 →
感知 易 用 性

→ 学 习 态 度

消极

S12
一开始他登上我微信,我就不会再登了,还得打电话让他

教我登微信,他就跟我说填验证码什么的,我一开始都不

想学,麻烦的,又有账号又有密码的,我也记不住

⑧
数字 化 体 验

→ 数 字 化 素

养贫困

可信 度 → 数

字认知局限
S8

看见人家网上的东西可好了,说的天花乱坠的,但是自己

还是将信将疑,想买不敢买,我老婆总被骗,买那些网上

的保健品,天天吃,也没见着吃出什么效果来

隐私关注→数

字认知局限
F20

老听人们说这个上当了那个受骗了,那些电话、身份证、
银行卡咋就被坏人给知道了,还有年轻人还敢在上面处

对象,所以说网上的东西八成不是真的

感知 易 用 性

→ 操 作 技 能

缺乏

S10
需要注意的东西太多了,实在一不小心就弄错了,还有就

是自己不会对比,闺女老说我看上东西以后先不要买,和
别的比比

⑨
数字 化 体 验

→ 数 字 化 意

识贫困

感知 有 用 性

→ 学 习 态 度

消极

S2
就是上网图个方便,其他的对我也没有什么用。 我也不

想上网能学习呀什么的,好是好,我就是图个高兴

感知 示 能 性

→ 数 字 需 求

低迷

F1
现在这手机就是联系个人方便多了,也能打发时间,别的

也使不上劲,看着年轻人老用,自己不知道还有啥用处

可信 度 → 安

全意识过度
S5

这些东西我就去店里头买,人家还给试试,看看我能不能

用,多花个钱也愿意,出事儿就能去找他们,网上找谁去。
网上肯定也有好东西了,我就是一分钱也不想被他们骗,
不去冒险

可信 度 → 学

习态度消极
S6

网购风险也大,质量不好呀或者是不小心骗了你钱呀,不
好,不想去学这个

隐私关注→数

字需求低迷
S22

我打电话和别人说一个商品,有时候我能看到相关的推

送,然后让我细思极恐。 所以我现在处于一个尽量减少

网购的状态,哪怕多花一点儿钱

⑩

数字 化 体 验

→ 数 字 化 努

力 → 数 字 化

素养贫困

感知 易 用 性

→ 经 验 匮 乏

→ 操 作 技 能

缺乏

S10

(女儿)就给我多下载了几个看书的软件,说是记住书名

去不同的软件上搜搜看吧,她也不确定,可是太麻烦了,
自己也不熟悉,一开始还找了几次,每次都找不见,后来

就算了,就只看免费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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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支持与情感支持是农村居民数字化素

养贫困与意识贫困的直接作用要素,而数字化

体验、数字化努力在其中又可能会产生部分中

介效应。 ①数字化支持→数字化素养贫困。 以

农村基层数字化知识宣传、教育与培训为首要

表现的政策支持的缺失(或落实不到位),以子

女为首要代表的亲属关系所承载的代际学习支

持的不足,是引起农村居民数字化设备操作技

能缺乏的两个直接因素。 ②数字化支持→数字

化意识贫困。 政策支持的欠缺会引起农村居民

数字需求的低迷以及数字化知识学习动机的不

足,使其常常抱有“无所谓” “随便”之类的消极

态度。 ③数字化支持→数字化体验→数字化素

养贫困。 因政策支持的欠缺,农村居民对于数

字化设备的使用常常过度谨慎,甚至导致了数

字排斥现象的出现。 ④数字化支持→数字化努

力→数字化意识贫困。 因情感支持的欠缺,农
村居民难以形成对数字化设备使用的有效经

验,致使挫败感与失落心理的产生,背离了最初

对于数字化生活的热忱与向往。
经验匮乏是引起农村居民数字化素养贫困

与意识贫困的重要因素,而数字化体验又在其

中发挥了明显的中介效应。 ⑤数字化努力→数

字化素养贫困。 数字化设备使用经验的匮乏,
直接导致农村居民数字化设备操作技能的缺

乏,同时,也可能引起其对数字化相关服务理解

的错位,这些都是数字化素养贫困的主要表现。
⑥数字化努力→数字化体验→数字化素养贫

困。 经验的匮乏往往让农村居民难以通过数字

化设备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容易形成负面的

数字化体验,最终导致操作技能的缺乏。 ⑦数

字化努力→数字化体验→数字化意识贫困。 尽

管安全意识值得提倡,但过度的谨慎可能会扰

乱农村居民融入数字化生活的正常节奏。 使用

经验的匮乏影响了农村居民对于数字化产品与

服务的信任,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担忧金钱利益

的无故损失;同时,使用经验的匮乏直接降低了

农村居民的感知易用性,进而减弱了其对于数

字化知识的学习兴趣。

数字化体验导致了农村居民数字化素养贫

困与意识贫困状态的产生,而数字化努力又在

数字化体验对数字化素养贫困的作用过程中发

挥了中介效应。 ⑧数字化体验→数字化素养贫

困。 信任的缺失以及隐私的顾虑,直接引起农

村居民对数字化产品与服务及其内容理解上的

偏颇,即在数字认知上产生局限性;感知易用性

的不足又引发其在数字化设备操作上的不便。
⑨数字化体验→数字化意识贫困。 一些农村居

民将互联网仅仅作为娱乐消遣或社交沟通的工

具,却忽略了其对于生活与农业生产活动的价

值,为此不愿在数字化知识的学习方面花费更

多的精力;部分农村居民甚至对互联网持坚决

否定的态度,缺少明显的数字需求;因为缺乏信

任或担心隐私泄露,农村居民表现出对数字化

产品与服务的过度警惕,或者不愿意投入精力

去学习相关知识。 ⑩数字化体验→数字化努力

→数字化素养贫困。 在初始体验中,感知易用

性较低容易引起农村居民对数字化设备使用经

验的不足,进而带来操作上的不熟练。
通过对深度访谈文本的编码,上文分析了

当前农村居民数字贫困状态的改变情况与基本

类型,以及数字贫困成因的三重维度,进而讨论

了数字贫困成因对状态的作用路径,最终构建

了农村居民数字贫困成因与状态关系结构模

型,如图 1 所示。
该模型主要由数字贫困状态以及数字化支

持、数字化努力和数字化体验四个实体组成。
数字贫困状态包括数字化物质贫困(数字设备

短缺、资金投入欠缺)、数字化素养贫困(操作技

能缺乏、数字认知局限)、数字化意识贫困(数字

需求低迷、数字观念片面、安全意识过度、学习

态度消极)三个组成部分。 数字化支持包含物

质支持、政策支持和情感支持三个方面,政策支

持、情感支持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数字化素养贫

困与意识贫困(关系结构①、②),二者又可以通

过数字化体验、数字化努力作用于数字化素养

贫困与意识贫困(关系结构③、④)。 数字化努

力包括经验匮乏与时间缺乏两个层面,其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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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村居民数字贫困成因与状态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

验匮乏是农村居民数字化素养贫困的直接原因

之一(关系结构⑤),同时也通过可找到性、可信

度、感知易用性形成对数字化素养贫困与意识

贫困的间接作用(关系结构⑥、⑦)。 数字化体

验主要包含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可信度、
隐私关注、感知示能性、可找到性等要素,形成

对数字化素养贫困与意识贫困的直接作用路径

(关系结构⑧、⑨),以及通过数字化努力对数字

化素养贫困产生间接的影响(关系结构⑩)。

4　 研究启示

4. 1　 数字化体验对于数字贫困研究的理论

价值

数字化体验主要由用户体验概念发展而

来,并与数字化支持、数字化努力以及数字化贫

困状态相互作用,构成了图 1 所示的农村居民

数字贫困成因与状态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 首

先,数字化体验为数字贫困研究提出了一种新

的切入视角以及一个更为深入的整体性分析框

架。 同时,在“使用沟”替代“接入沟”成为数字

鸿沟主要表现的前提下,数字化体验理念的提

出,促使学者们在讨论数字贫困问题时获得了

从“以 ICT 政策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再次升

华的可能性,即“以人的数字化体验为中心”。

用户体验的诸多要素因此也成为了数字贫困研

究的新变量,这样有助于从微观意义上把握数

字贫困者的认知、情感与行为等规律。 而在数

字化产品与服务的设计中,宜将实用性和便捷

性作为基本价值进行考虑,并充分重视信任、隐
私等核心权益,注重强化数字贫困者对各项功

能设计的理解与认可,便于他们在其中发现和

找到真正需要的东西。
从学科与理论的角度来看,传统的数字贫

困研究以图书馆情报学、社群信息学为基础,数
字化体验的切入则增加了信息系统、人机交互、
行为科学、认知科学、人类工效学等学科参与的

机遇。 基于这种认识,信息系统领域中诸如技

术接受模型、D&M 信息系统成功模型、任务技术

匹配模型、技术接受与使用统一理论等研究系

统与用户关系的理论模型也能够在数字贫困问

题研究中找到新的突破口。 因此,数字化体验

一方面丰富和拓展了数字鸿沟、数字不平等的

理论范畴,另一方面也为信息系统、人机交互等

领域提供了更具广袤的研究土壤。
于研究方法而言,价值敏感设计强调在信

息系统设计中,对涉及文化、社会和道德层面的

价值如信任、隐私、安全和人性等进行充分考

虑,包含对概念调查、技术调查与经验调查的系

统性整合与迭代。 未来,学者们可以考虑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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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敏感设计与社会科学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相

结合来观察数字贫困者对信息技术产品的反

应。 另外,移动经验取样法 ( mobile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mESM) [47] 或许是探索数字贫

困人群数字化设备与系统使用行为的一种新的

选择。 mESM 能够获取移动互联网情境下用户

日常的、纵向的情感与体验动态密集数据,支持

个性化的信息行为研究,形成对传统田野调查、
民族志、深度访谈等方法的有力支撑。

4. 2　 信息生态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视角

下的农村居民数字贫困消减策略

农村居民数字贫困主要因数字化努力不

足、数字化支持欠缺以及数字化体验不佳综合

作用、相互刺激所造成。 我们在继续加大 ICT 投

入之余,更需要数字贫困应对主体的多方位协

同。 本研究从信息生态理论的角度,结合“十四

五”期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思路[48] ,综
合考虑农村居民数字贫困的消减策略问题。 信

息生态是一个人为的系统,由信息环境、信息、
信息人等基本要素构成[49] 。 在本研究中,信息

环境要素着重表现为数字贫困者获得的数字化

支持,信息要素反映在数字贫困者的数字化体

验里,信息人要素则呈现于数字贫困者的数字

化努力与数字化体验中;此外,信息生态中各个

要素的相互作用也映射到数字贫困成因与数字

贫困状态之间的多重作用路径中。
(1)规范数字化内容,优化数字化服务

由于开放性强、准入性低等特征,数字资源

在助力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仍存在诸多亟需

完善之处。 上述研究表明,对于数字化产品与

服务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可信度、隐私

关注、感知示能性、可找到性等的欠缺,是农村

居民数字化体验不佳的问题根源。 可见,无论

是从资源、内容而言,还是从承载资源、内容的

系统而言,信息本身对农村居民数字贫困消减

行动的影响是最为直观、显著的。
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化服务能力,可以尝

试将强化数字文化内容资源建设、网络平台建

设及拓展公共文化服务智慧应用场景作为切入

点。 其一,以满足农村居民日趋多元的数字需

求为目标,增加数字资源数量、创新数字资源样

态,融合新媒体思维,建设具有农村与地方特色

的数字资源库群。 其二,在设计层面须权衡数

字平台与系统的有用性和易用性,避免过于复

杂的操作,同时注重隐私、信任等价值敏感因素

的考虑,增强数字化设备的“沉浸式” “互动式”
体验,增加农村居民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 其

三,应强化数字内容的发布审核与过滤机制,从
来源与传播角度对信息进行有效的控制,避免

低水平、重复以及不健康数字内容给农村居民

带来的信息蒙蔽与不信任感。
(2)强化数字化意识,培育数字化素养

本研究样本表现出较多的数字兴趣缺乏、
需求低迷以及数字技术焦虑、数字排斥等情形。
数字化素养贫困和数字化意识贫困成为当前农

村居民数字贫困的两种主流状态,而信息素养

是“数字化生存”时代[1] 人们必不可少的一种基

本能力。 为此,提升农民的数字化素养应成为

我国数字乡村建设中的一项长期战略目标[6] ,
激发农村居民数字需求的内生力量是数字贫困

消减行动的基本前提。
数字技能培训是增强公共文化服务实效性

的一种重要方式。 就农村居民数字化意识的提

升而言,一方面,可以利用数字知识科普宣传,
向农村居民传递互联网在信息搜寻、网络购物、
农产品推广(如直播带货) 等方面的作用和价

值,进而激发其对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主动接触

的意愿;另一方面,可以从“数字扫盲” “数字能

力提升”等专项行动计划着手开展数字技能培

训,并以核心利益和生计需求为关切,促进数字

化服务供需的精准对接,切实解决农村居民使

用数字产品或智能设备时遇到的实际困难。 比

如,青少年可以利用网络资源来辅助课程学习,
弥补课堂的欠缺和不足;常年务农的村民可以

通过网络了解农业生产技术和方法,还可以接

触电子商务,在网上销售和推广自己的农产品;
而对于老年居民来说,因子女外出务工或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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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长时间缺少陪伴,线上交流和网络休闲在一

定程度上能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此外,农村的

问诊就医条件相对落后,而在线健康、远程医疗

信息会给居民的寻医问药带来极大便利。
(3)完善数字化支持,改善数字化环境

多年来政府推行的“网络通信覆盖工程”等

惠民政策成效明显,解决了绝大多数农村居民

的数字化“接入沟” 贫困问题。 本次田野调查

中,绝大多数农村缺乏公共网络空间场所以及

与之相匹配的信息帮扶政策。 下一步,在公共

政策干预上,设计者与制定者需要以推进城乡

公共文化服务协同与区域均衡发展为战略依

托,做更多的“使用沟”消弭考虑。
在政策支持层面,首先,应以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社会化发展为契机,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农

村数字化公共体验设施建设,并借力“春雨工

程”“阳光工程” “圆梦工程”等志愿服务行动来

创造更丰富、更多元的农村数字化支持手段;其
次,发挥公共图书馆作为区域性知识、信息和学

习中心的空间价值,充分利用乡村图书馆、农家

书屋等信息机构场所开展数字化知识讲座、展
览以及数字化设备互动、推广等活动,帮助农村

居民获得良好的数字化“入门级”体验;再次,发
挥基层扶贫干部、第一书记的关键作用,将数字

贫困消减作为日常扶贫工作计划的一部分,引
导农村居民成为数字化社会的新进力量,使其

充分享受“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权利和尊严。 在

法律法规层面,切实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数字

权益,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风险防范意识,避免

隐私泄露、虚假营销、网络诈骗等行为的屡屡发

生;与此同时,公安部门须持续发力打击网络违

法犯罪,通过营造干净的网络环境来增强农村

居民对数字化生活的信心和期待。
作为一个动态演化的整体,信息生态系统

中的信息环境、信息、信息人等要素之间只有有

序协同才能达到平衡稳定的状态。 归根结底,
农村信息生态的活动主体是农村居民。 因此,
在政策设计上,需要以人的数字化体验为中心,
有意识地满足数字贫困者的具体需求,否则数

字技术的推广有可能会排斥或进一步损害深陷

数字化困境中的农村居民[5] ;在政策制定中,应
约束和控制数字内容的发布,促进网络环境的

整体改善;在政策执行时,应强化农村居民的信

息意识,创新数字化素养教育的载体、形式,为
其提供系统、丰富的数字化支持,最终在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健全的进程中加快农村居

民摆脱数字贫困的节奏和步伐,促使其信息收

益与知识技能获取最大化,在新时代的数字海

洋里畅游自如。

5　 结语

本研究首先分析了当前农村居民数字贫困

的基本状态,并通过与前人研究结论的比较,讨
论了农村居民在数字化物质贫困、数字化素养

贫困与数字化意识贫困等状态上的改变。 其

次,讨论了农村居民融入数字化社会过程中产

生数字贫困问题的三种核心原因,即数字化努

力不足、数字化支持欠缺与数字化体验不佳。
再次,重点对农村居民的三种数字贫困成因与

数字化素养贫困、数字化意识贫困之间的关系

结构进行探索性分析,并构建了农村居民数字

贫困成因与状态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 最后,
从研究视角、要素、学科、理论及方法等角度讨

论了数字化体验这项新的研究变量对数字贫困

研究的理论价值;并基于信息生态理论与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总体思路,从信息本身(数字

内容)、信息主体(农村居民)、信息环境(数字设

施)三个方面提出实施农村居民数字贫困消减

行动的几点应对策略。 在当下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
本研究的相关结论对助力农村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以及农民充分

享受“数字经济”红利、全面融入数字化社会的

政策设计提供借鉴和启示。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构建的农村居民数字贫

困成因与状态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缺乏动态特

征,即在灵活展现数字贫困产生机制与过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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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不尽如人意;另外,受深度访谈样本的区域代

表性与数量限制,相关结论的普适性仍需要进

一步检验。 在未来的研究中,一方面可以扩大

抽样范围,全面深入讨论农村居民数字贫困成

因与状态之间的潜在关系;另一方面,在较大规

模样本数量的基础上,探讨数字贫困群体的不

同类型[9] 对成因与状态之间关系路径的调节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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