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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拥有三分之二以上农业人口的中国，“三农”问题是需要长期高度重视的问题。
以农民群体信息能力的研究作为切入点，无疑是很有意义的选题。
社会群体的信息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我国社会的信息能力整体的发
展仍然处于严重的不平衡、不对称状态，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更是严重滞后。
国务院历年的一号文件反复明确要求：“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用信息技术装备农业”；“加强农村
一体化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服务模式，启动农村信息化示范工程”；“积极推进农村信息化。
按照求实效、重服务、广覆盖、多模式的要求，整合资源，共建平台，健全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积极
探索信息服务进村入户的途径和办法”。
该书围绕西部农村这一特定群体，开展了大量调研、数据分析和社会互动实践，初步建立了该群体信
息能力测试的定性、定量指标体系和分析模型。
通过剖析群体信息能力与服务问的矛盾，提出了建设全新的“教育-科研-农村合作”的区域信息共享
机制以及整体推进政策，构建区域共享服务建设的政策建议。
研究成果对于我国西部农村的信息化发展和我国社会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该书内容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1）信息采集覆盖面广，数据准确、翔实。
研究工作开展了三种类型的调研工作：一是直接调查，二是采取集中调研与培训相结合方式，三是调
查员深入社区、家庭进行抽样调查。
整个调研工作包括了西部的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宁夏、西藏、新疆以及重庆共9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的30个县中的54个典型样本。
（2）从信息的获取、吸收、交流、消费、运用、组织与创新信息能力7个方面，结合意识、方法、手
段、途径、信息源5大要素，完善并建立了群体信息能力评测体系与分析模型；设计完成了支持多项
查询组合分析功能的软件平台；建立了含20余万条数据的基础数据库；从而保证了数据分析结论的科
学性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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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农村群体主观能动性发挥为目标，抓住信息能力增长这个突破点，寻求实现社会主体需求与信
息能力提高的有效途径，是从根本上启动信息共享原动力，选择的是一种实现信息共享持续发展的根
本解决方案。
成果以广大农民为研究主体，具有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显著特征。
通过建立群体信息能力测试的定性定量化的三层指标体系和分析模型，调研和分析出西部农村群体信
息观念、信息知识和信息能力的现状及特征，以及受经济、地理交通等社会客观因素和学历、年龄、
性别、职业、政治面貌等主体背景因素影响下所呈现出的能力变化特点。
剖析出由信息观念、知识和能力不足所形成的信息能力弱势与服务间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发展现象，在
矛盾冲突中分析形成发展服务的政策取向，由此创新性地提出了建设全新内涵的“教育—科研—农村
合作”的区域信息共享服务机制的发展对策与措施，以保障信息服务与农村现实的对接，促进区域信
息共享。
    本书可作为农业信息化、信息服务、信息资源建设和信息素质等领域的研究人员以及相关行业的从
业者、管理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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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农业、农村以及农民问题永远是我国发展与建设最重要的问题之
一，特别是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三农”问题更为突出。
而研究“三农”问题中“农民”这个最具有生命活力的因素，探讨西部农村中农民群体的信息能力培
育与改善方法，对加快西部社会进步与和谐发展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与重要价值。
目前，东西部的经济差距巨大，城乡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东西部之间、城乡间产生显著的数字鸿沟。
因此，各级政府应强力主导，通过加大基础网络、平台和资源建设力度，在农村推广三电合一、村村
通、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等一系列工程，来创造条件促进现代农村的信息化建设，努力减小与城镇的差
距。
然而，这些措施仅仅初步保障了农村的社会群体拥有获取信息的基础条件，解决的是他们“可以获取
信息”的问题，而对于他们“为什么要用信息？
怎么用信息？
用信息来做什么？
”等一系列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同时，由于广大的西部农村中的农民文化素质整体偏低，在面对飞速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以及信息这
样抽象的概念与事物时，并不能正确地领会与理解；加之其接受培养、教育的机会有限，经济条件也
较差，因而试图通过他们自我提高，达到与目前飞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同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显然，研究可行的方法与策略，制定合理的方针政策，帮助他们跟上时代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农民作为农村发展中信息接收、使用、信息共享的主体之一，其自身的信息能力在信息服务推广中还
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农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服务？
政府职能部门和服务机构提供哪些服务才能为他们所接受？
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集结为如何帮助他们逐步提高信息能力，而这又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
目前已有许多信息服务项目将开展农民信息需求调研和对农培训作为建设措施之一，但是各种培训更
多的是针对服务推广中的具体问题开展的，侧重点一般在于提高农民掌握服务方特定的资源与平台功
能的能力，而很少从农民信息能力以及传统价值观的改造本身着手对农民的自立精神与能力进行全面
、系统的培养。
因此，建立一套健全、完善、长效的教育培训机制来保障和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的信息能力显然是重要
的。
同时，这也是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对新型农民这一现实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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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部农村群体信息能力培育及区域信息共享机制研究》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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