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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信息贫困的
致贫机理与信息援助对策

◇郑素侠

一、信息贫困的表现及其致贫机理:信息资本的

视角

（一）信息意识匮乏

信息意识是个体获取和利用信息主观能动性的

强弱，直接影响到信息的利用效果。城乡二元经济

结构下，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信息化发展水平产生巨

大落差，再加上传统乡土文化的长期熏染，贫困地区

的“信息孤岛”现象严重。主要表现为:贫困人口对

信息与通讯技术了解甚少，对信息的价值和重要性

认识不足；长期固守传统的生产和耕作方式，缺少主

动获取减贫信息的意识。

（二）信息技能欠缺

质化的深度访谈表明，贫困户通过大众传媒（特

别是互联网）获取信息时，在技术操作上的信心不

足、技能欠缺，遇到困难或障碍后采取“中辍”行动，

即中途放弃使用新信息、新技术，是导致扶贫项目无

法得以持续推广的主要原因。

（三）信息利用效率低下

在一些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因信息加工和信息

处理能力较弱，无法高效利用扶贫信息，扶贫变成了

“拉手能站，撒手就瘫”，以致于扶贫项目无法持续开

展，项目被闲置甚至废弃的现象在各地贫困县都有

发生，造成扶贫资源的极大浪费。

总之，信息资本的不足，导致贫困人口在信息活

动中处于信息弱势，既无法对信息价值作出甄别和

评价，更无法高效利用信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信

息贫困阻碍了扶贫信息在贫困人口中的扩散、采纳

和推广，成为信息社会反贫困工作面临的一大障碍

和阻力。更甚者，信息贫困与物质贫困、精神贫困、

文化贫困等相互作用，由此延缓贫困的生命周期，甚

至再生出新的贫困。

二、面向农村贫困地区的信息援助:政策建议

（一）加强对农信息传播

物质贫困仅是贫困的主要形态之一，精神贫困、

文化贫困、能力贫困、信息贫困等共同组成了贫困的

多维层面。贫困的各种形态互为因果、效应叠加，共

同加剧了贫困的恶性循环。以传播信息消弭贫困，

应考虑到贫困问题的不同层面；对农信息传播，应侧

重于文化知识类、扶贫减贫类信息，并为信息互动建

立平台。

1.以文化知识类信息丰富贫困人口精神生活

经济发展落后，物质基础薄弱，受教育程度较

低，思想封闭落后等主客观因素，均可能使贫困人口

陷入精神和文化贫困。一些实证调查表明，贫困人

口的精神文化贫困主要表现为:（1）盲目敬畏自然，

相信宿命，生活懒散，“等、靠、要”思想严重；（2）固守

传统农耕方式，不愿尝试新科技、新良种，接受农业

知识和技术改良的动力不足；（3）文化、娱乐活动匮

乏，读书读报活动较少，电视媒体成为获取娱乐、打

发时间的主要工具。精神文化贫困与信息贫困、物

质贫困作为贫困的一体多面，互为因果、互相影响、

彼此加剧，共同构成贫困的恶性循环链。

建议政府持续开展“文化下乡”“图书下乡”等乡

村文化建设项目，为普及文化教育提供场所；传媒发

挥教育功能，开辟面向农村的专栏、专版、专题/频道

等，为贫困人口输送有益身心的知识与信息，丰富贫

困人口的精神生活，提升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

2.以扶贫减贫类信息增加贫困人口经济收入

扶贫项目的实施和贫困人口的参与效果，受制

于当地的信息传播和沟通条件。信息传播渠道的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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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以及信息的精准、充分传递，均有利于扶贫效果

的实现。建议农业技术研发机构联合当地媒体、网

站开辟扶贫专版、专栏、专题，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

口传播农业科技信息，推广扶贫项目，介绍脱贫经

验；农产品加工、销售部门与当地媒体、网站联合，通

过公益广告、新媒体平台拓展农产品的传播和销售

渠道，提高农业信息的传播效率。

3.建立信息互动平台为致力脱贫者答疑解惑

贫困人口在参与扶贫项目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与

困惑，需要扶贫专家、技术人员及时予以回应；贫困

人口之间关于农业知识、农业科技信息的讨论与交

流，有利于彼此汲取经验，树立战胜贫困的信心。建

议建立基于地方政府网站、企业网站的信息互动讨

论区，或开发信息互动终端APP，为贫困人口与扶贫

专家、技术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以及贫困人口之间

的信息交流，提供平台。通过主动的信息交流，贫困

人口获得自尊和自信，自我发展的能力亦得到锻炼

和提升。

（二）依托社区开展面向贫困人口的信息素养教

育

信息素养，是指一个人能够判断什么时候需要

信息，并且懂得如何去获取信息，如何去评价和有效

利用信息。在当今信息时代，知晓信息的功能，掌握

利用信息为个人生活服务的能力，以及甄别和判断

信息价值的能力，并积极参与信息社会，已经成为公

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贫困进入攻坚阶段的

今天，信息素养，不仅是贫困人口在信息社会必备的

基本素质，更是他们战胜信息贫困、获取自我发展能

力的工具。一些实证调查发现，在广大农村地区，受

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水平等的影响，贫困人口的信息

意识不强，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的能力较弱。信息

能力的有限，更限制了贫困人口对扶贫项目和扶贫

信息的采纳和参与。

建议由政府牵头，新闻传播、信息管理、计算机

与通信等相关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志愿者参与，以农

村社区为单位，开展面向贫困人口的信息知识讲座、

信息技能培训，培育贫困人口的信息素养。信息素

养教育应主要涵盖如下内容:（1）有关信息的基本知

识，包括信息的特性、价值等；（2）信息利用技能，包

括如何通过各类传播媒介获取生产生活信息，如何

甄别、判断信息的价值与用途，以及信息的再加工能

力；（3）信息参与能力，包括如何参与扶贫项目（信

息），如何通过扶贫项目（信息）的参与，获得学习能

力，以及可持续的自我发展能力。

（三）动员媒体参与贫困地区的“参与式扶贫”

“参与式扶贫”源于“参与式发展”的理念。经典

的“参与式发展”理念认为，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是

赋权社区民众，让民众成为社区发展的主体，并在发

展中获得自尊、自信和能力，从社区发展中受益。在

中国，“参与式发展”与“参与式扶贫”在云南、四川、

贵州、安徽等省的扶贫项目中得到了初步尝试，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但研究者同时发现，可持续的社区发

展依赖不同社区治理参与者的权力平衡和协商合

作，以及来自外部的社会工作者、NGO、媒体等形成

强有力的第三方力量，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扮演信息

沟通与协调角色。

借鉴西方国家媒体参与反贫困的做法与经验，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各级各类媒体，以传播者和

行动者的双重身份参与扶贫活动，在扶贫专家、技术

人员与贫困群体之间扮演信息传播和沟通协调的角

色。在扶贫实践中，以“接地气”的典型报道激励贫

困人口树立战胜贫困的信心和决心，消除贫困群体

普遍存在的负面心态；以新闻报道建构集体行动框

架，营造“共意性运动”的情感氛围，动员贫困人口积

极参与扶贫项目的开发、实施与效果评估，主动在与

贫困作斗争中担当角色，成为反贫困行动的主体；通

过“参与式扶贫”的开展，改变传统扶贫中政府唱“独

角戏”的局面，贫困人口的积极性、主动性得以充分

发挥，信息识别、信息加工和信息利用的能力得到提

升，并能够从扶贫项目（信息）中持续获益，从而实现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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