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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减贫语境 中 的公共 图书馆 ：职能与定位
＃

周文杰 白 钰

摘 要 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加深使信息贫富分化问题 日 益受到重视 。
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信息服务机构 ，有必

要站在信息减贫立场上准确把握 自 身在促进信息公平过程中 的职能与定位 。
本研究基于用户 中心视角 ， 以《个人信

息世界量表 》为测量工具 ，
对 ７５４ 名城市居 民和 ９９０ 名农村居民的信息贫富状况进行调査 。 研究发现

：
作为公共 图书

馆潜在或现实的用户 ，城乡 两个人群 中均普遍存在信息贫富分化现象 ； 在信息 资产的丰富程度方面 ，城市人群并不

一

定比农村人群更有优势 ；
公共图书馆的物理存在和实际使用对于城 乡 两个人群信息资产的丰富化都具有正 向效

应 。 依据以上发现 ，
本研究解析了信息社会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的职能与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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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
图 书馆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 了深刻变迁 ，

图

〇 研究背景书馆的传统业务 （ 如 图 书借阅 ） 面 临信息化 、 网

络化的严峻挑战 。 在信息社会背景下 ，信息作

图书馆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对于信息分化 为
一

种重要的 资源
，

一

方面对个人发展和社会

的关注 由来 已久 。 早在 １９ 世纪末
，

一

些政治家 、 进步正在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

另一方面 ，
由

思想家和图书馆学家推动了公共图书馆运 动的 于人们信息接受能力的 差别
，
信息贫富分化现

发生
［ ｎ

，其 目 的是通过建立 和完善公共图书 馆 象开始成为
一

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社会 问题 。 在

这一制度
，
保障公 民在工业社会中 的信息获取 此背景下

，
作为公益性信息 服务机构 的公共图

权利 。 事实上
，

公共图书馆一直被视 为启 蒙运 书馆
，
不仅需要密切关注 用 户的信息 贫 富状况

动以来促进社会进步的
一种

“

精华产品
”

［
２ ］

。 最 及影响因 素
，
更亟 待对公共图 书 馆是否可能 和

近几十年来 ，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 的 进
一

步加 如何有效参与信息贫 富分化的治理等 问题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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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减贫语境中 的公共图书馆 ：

职能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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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 的回 答 。 为此
，
本领域的研究者开始基于 公共图书馆基于用 户 中心理念而进行职能转型

信息社会的背景 ， 从信息减贫的角度 ，
重新思考 提出可资借鉴的建议 。

公共图书馆的职业价值和社会定位 。

有学者 已针对信息贫富分化现象及其与 图 １ 研究设计

书馆之间的关联展开 了一系列 研究 。 于 良芝等

以 中 国 ６ 座城市 的６０４８位城市居 民的调查数据１
．
１ 测量工具

为样本
，
分析 了城市人群 中 的信息贫富分化现本研究采用 《个人信息世界量表》作为测量

象
［
３
＿４

］

。 通过对照图书馆用户 和其他社会人群
，

工具 。

“

个人信息世界
”

是于 良芝教授基于 ２００３

周 文杰证实 了城市公共图书馆用 户 的个人信息 年以来所获取的 ３００ 多份访谈 、调研数据
，
通过重

世界在诸多维度 上优于其他社会人群
［
５

］

。 上述 点分析其中 ４０ 位访谈对象的信息实践而归纳 出

研究从
一定程度上揭示 了信息贫富分化的客观 的

一

个用 以分析人们信息贫 富状况的理论框架 。

存在 ，
并将信息贫富分化现象与 作为社会设计 于 良芝提出

，
个人信息世界是个人作为信息 主体

信息空 间的公共图书 馆服 务相关联 ， 但由 于这 的活动领域 ， 其状态 由个人信息世界 的 内容 、
边

些研究聚焦于对信息贫富分化现象的探索性分 界和动力三大要素界定 。 具体而言 ，
可及信息 源

析
，且在样本选取的范 围上也仅涉及了 城市成 （ Ａ ｖａ ｉ

ｌ
ａｂｌ

ｅ Ｉ
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 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ｓ ） 、 可获信息源 （

Ａ ｃ －

年人群
，
尚 有许多重要问题亟待后续研究来解ｃｅｓ ｓ

ｉ
ｂ ｌｅ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

ｉ
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ｓ

） 、基础信息源 （
或称惯

决 。 诸如 ，
于 良芝 、周 文杰等所发现的 广泛存在 用信息源 ，

Ｈａｂ ｉ ｔ ｕａ ｌＩ ｎｆｏｒｍ ａｔ ｉｏｎＳｏ ｕｒｃｅｓ ） 和信息 资

于中 国城市成年人群 中 的信息贫富差距是否具 产 （ Ｉ
ｎｆｏｒｍａｔｉ ｏｎ Ａ ｓｓｅ ｔｓ

）构成 了个人信息世界 内容

有普遍性 ， 城市人群中 的信息贫 富分化的具体 要素的 四个维度
；
时 间 、空 间 和智识

（
Ｉ
ｎ ｔｅ

ｌｌ
ｅｃ ｔｕａ

ｌ

特征有哪些 ，
农村人群 中是否也存在着类似于Ｓｏｐ

ｈ ｉｓｔ ｉｃａｔｉｏｎ
）构成 了个人信息世界边界要 素 的

城市人群的信息贫 富 分化现象和 特征
，
与其他 三个维度

；无意识的信息实践和知觉性信息 实践

社会人群相 比
，

图书馆用户在信息贫 富 程度上 则被整合为个人信息世界的动力维度 ［
６

］

。

的优越性是否源 自 图 书馆的物理存在 以及他们《个人信息世界量表 》是 ２０ １２ 年 以来 ，
由于 良

对图书馆的实际使用 ， 是由 于成为 图书 馆用 户 芝教授及其团队成员针对个人信息世界测度开发

而使其信息富 裕 ，
还是 因其信息本身的信息富 的一个工具 。 这

一工具已 被证 明具有较高的信效

裕而更高概率地成为图书馆用户 ？度 ，并对中 国情境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４

‘

５ ７］

。

本研究 旨在承继前述于 良芝 、
周 文杰等关于

信息贫富分化的研究发现 ，
进一步解析公共信息１ ． ２ 样本

服务部 门与信息贫 富分化现象之间 的关联性 。如前所述 ， 本研究着眼 于 中 国城乡 的 二元

具体而言 ，
本研究站在用 户的立场

，
针对公共 图 分化结构

，
旨在通过对 图书馆用 户信息贫 富状

书馆在信息社会背景下 的职能和定位进行实证 况及其对图书馆使用行为 之间 的关联分析 ，
考

分析 ，着重 回 答如下研究 问题 ： 在城 乡 二元的社 察图书馆干预信息贫困 的可 能性和 必要性 。 为

会结构下
，
作为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对象的社会 实现此研究 目 的 ，

本研究选择了城
、
乡 两个有代

人群中是否普遍存在信息贫富分化现象 ；作为
一 表性的样本群体 。

种社会设计的信息空间 ，
图书馆的物理存在 与用城市样本人群来 自 于广东省 东莞市 。 东莞

户信息富裕有何关联 ；
用户对图书馆的实际使用 市作为改革开放 以来迅速崛起的工业城市

，

既是

是否有利 于其信息富裕 ？ 图书馆职业 以公益性 中 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
一

，

也是 国 内 公共图书

信息服务为己任
，
以促进社会公平为基本 的价值 馆体系覆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

一

。 最近十几年

追求 。 本研究在回答上述研究问题的基础上 ，
为 来 ，

该市经济总量
一

直位列全 国 同类城市前列 ，

２ ０１ ７ 年１月Ｊａ ｎｕａｒ
ｙ ，

２０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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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创新而 出 色的公共图 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成就 全部城市受访者 的 ３６ ． ７４％ 。 本研究把城市人群

已得到了 国 内外图书馆界的普遍认可
，
先后获得 的职业分为六种类型 ： 专业人员 、

管理人员 、
办

诸多重要奖项 。 显然 ，
选择这样

一

座城市为样 事人员 、
制造业等行业工人 、

销售人员 、服务业

本
，
对研究中国城市公共图书馆具有

一定的代表 人员 。 其中 ， 专业人员 大致等 同 于通过专业能

性 。 截至 ２０ １ ５ 年末
，
东莞市 常住人 口８２５ ．４ １ 万 力认定职称职级的

“

专业技术人员
”

，

这些人员

人
，其中城镇常住人 口７ ３３ ． １ ３ 万人 ［

８
］

。 本研究通 多供职于学校 、
医 院 、研究所等机构 ；

管理人员

过多阶段分层抽样
，

最终调查 了７ ５４名东莞居民 。 指在各类机构 中承担管理职责 的人员 ， 例 如政

由 于本研究仅将 民族这
一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 府机构 的领导人

、
企业的管理者等 ； 办事人员则

行分析 ，
无意比较不同民族间信息贫富方面 的差 指在各类机构 （ 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 ） 非专业技

异
，
因此在调査 中只将民族区分为

“

汉族
”

和
“

非 术 、非管理岗位从事 日 常事务性工作的人员 ，
例

汉族
”

。 所调查 ７５４ 名居 民 中
，
７ 人民族信息缺 如

，
不承担领导职责的公务员 、

企事业单位 中 的

失 。 汉族 ６８９ 名
， 其中 男性 占 ５４ ． １４％

，
女性 占 文秘人员等 ；

由 于工人类型较多 ，本研究侧重调

４５ ．８６％
；
非汉族 ５８ 名

，
其中男性占 ５６． ９２％

，
女性 查 了制造业 、交通业及类似行业的从业者 ；

销售

占 ４３ ．
０８％ 。 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 比例 。人员是指直接从事市场营销等 活动 的人员

；
月艮

表 １ 进
一

步展示了城市样本人群 的收人和 务业人员则涵盖了餐饮 、
娱乐 、家政等行业的从

职业状况。 由 表 １ 可见
，

各职业人群的收人均显 业者 。 对于无法归人上述类型 的人员 ，

本研究

出
“

中间大 、两头小
”

的态势 ，
这与 日 常生活 中人 将其纳人其他类 。 由 调 查结果可见

，

本研究 的

们收人状况 的
一

般分布非常相似 。 整体而言
，

城市样本人群 中各职业人群均有涉及 ，
相对而

４００ １
—

５５００元收人的受访者所 占 比重最高 ， 占 言
，
办事人员 、

管理人员 占 比较高 。

表 １ 城市样本人群个 人职业与 月收入状况

职 业类 型
个人 月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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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管理办事 制造 业 、交通业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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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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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以下２０３０ １ １１ ３２０

１００ １

—

２５００４１０４ ０１２１２

２ ５０ １

—

４０００ １ ０２６５ １２７６３ ８２１ ６０

４００ １
—

５ ５００３ ５ ２９６９ ５７ １ ４２２４２３０

５５０ １
—

７０００２５ ２０２２１ ２３４２８８

７ ００ １

—

８ ５００ １ ５１ ５８５６３２５４

８ ５０ １

—

１ ００００６９６０ １３０２５

１ ０００ １以上８２５１０ ３００３７

总计 １ ０５１ ２５１ ６０１ ０５３４７２２５６２６
＊

＊ 由 于样本量较大 ，
每个维度上都不 同 程度地存在

一

些缺失值
（
例 如 有些受 访者 未填此项 ，有 些 受 访者填 的

内 容 明显不 符合实际 ，
如年龄大 于 １ ００ 等

）
。 在针对具体 维度进行计 算 时 ，

消 除 了 这些缺 失值 。 因此
，
每一个具体

维度上参与 计算 的 实际 样本数小于总 样本数 。

本研究还对城市样本人群的年龄和教育水 市样本人群的主体 ， 占总人数的 ８４ ． ４３％ 。

平进行了调查 （见表 ２ ） 。 就年龄而言
，

本研究所本研究 的农村样本人群来 自 甘肃省 。 甘肃

涉及的城市样本人群的平均年龄为 ３０ ． ６ １ 岁
；
就 省地处西北

，

自 然条件严酷
，
经济发展水平长期

教育水平而言
，
高 中 到 大学水平 的受访者是城 滞后于东部地区 。 近年来 ，尽管甘肃各级政府投

总第四十三卷 第二二七期Ｖｏ ｌ ．４３ ．Ｎ ｏ ．２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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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城市样本人群教育水平便取样
，
在甘肃农村调查 了９９０ 名 居 民 。

汉族
—

＾

＾
￣

￣

｜

百分 比 （ ％ ）９ ０３ 名
，
其中男性 占 ４７ ．６２％

，
女性 占 ５２ ．３８％

；非

小学 以下３〇４３汉族 ７６ 名
， 其 中 男 性 占 ５ ２． ６ ３％

，
女 性 占

小 学
＋

１ ４２ ． ００４７ ． ３ ７％ 。 另有 １
１ 名民族信息缺失 。

初 中
＾

８４１ ２ ． ００
￣

与城市样本人群略有不同的是
，

本研究所涉

＾Ｐ ？及的农村汉族受访者中
，

女性 比例略 高于男性 。

＾——本研究在调查 中根据农村实际对受访者所从事
女 举］

ＱＯ〇〇
ｙ

ｎ

＾ ——— 的工作类型进行划分 。 具体而言 ，
把居住地位于

硕士７１
． ００



＾


；



＾
—

甘肃农村 ，但在本研究展开调査时不从事 自 雇型

ＴＯＯ１
＾０００

＾

生产活动 （ 如
，
在 自 家农 田上进行种植或养殖

） ，

而是赴外地务工 （
如

，
在城市建筑工地务工 ） 或在

人了大量的财力
，
努 力改善公共文化服务 条件 ， 居住地附近受雇 于他人 （

如
，
受访者居住地周边

但由 于历史欠账过多 ，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 ，

甘 的企业或土地承包商 ）
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员界定

肃省各级各类公共图 书馆的普及程度仍然不尽 为务工者 。 其中 ，
外地务工指在城市或家乡 以外

如人意 。 在
一

定程度上
，
甘肃农村浓缩 了 现阶 务工的人 ，本地务工则指在其居住地周边务工的

段 中 国农村的许多特征 。 截至 ２ ０ １ ５ 年年底
，
甘 人 。 本调查所涉及 的本地从事种植和在本地或

肃省 共 有 人 口２５９９ ． ５５ 万
，

其 中 农 村 人 口
外地务工者居 多 （ 见表 ３ ）

，
占 总人数的 ５９ ． ９％ 。

Ｉ４ ８２ ．４９万 ［

９
】

。 由 于农村居 民在文化程度 、居住 就收入而言 ，
月 收人在 １〇〇 １ 

一

４ 〇〇〇元的受访者

环境 、
沟通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

，

笔者组织来 自
占样本人数的 ７ ０． ８％。 上述调查结果与笔者对甘

甘肃农村的在 校 大学生组成调查小组
，

通过方 肃农村的观察 比较吻合 。

表 ３ 农村样本人群个人 月收入与职业状况
￣

个人 月 收入

＂＂＂＂

｜ ＞

职 业

（ 元 ）本地 种植
｜

本地养殖
｜

外地务工
｜

本地务工
｜

政府部 门
｜

事业 单位
｜

企业 工作
｜

其他合

５００以下１ ３１０２０１０
１ ５３２

５０１
—

１ ０００３９５５２ １０１２１ ４８ ７

１００１

—

２０００３８１ ３３ ６４９５２０８１ １ １ ８０

２００ １
—

３０００２５８３７３ １１ ８２９１ ６０
１
６４

３００ １

—

４０００６７２７２６４１ ９１ ２２１ ０３

４００ １
—

５０００４４６４４６１ ２ １４ １

５００ １

—

６０００２ ２ ２ ０ ２ ２ ４ ０１ ４

６００ １以上２２３００１２０１ ０

总 计 １ ２９４２１ １６１ ３ ３３３７９５６４３


６３ １

农村样本人群的平均年龄为 ２９ ． ９９ 岁
，
教育程表 ４ 农村样本 人群教育水平

度大量集 中在高中冲专 、职业高中层次 ，
这一层次教 平数量百分 比

（
％

）

的人数 占农村样本总人数的 ６８ ．０２％ （见表 ４
） 〇小 学 以下５ １５ ．

１ ９

小学７２


７ ． ３３

〇 变鼉臟与编码高 中，中ｔｗ中

－

本研究的主要变量来 自 《 个人信息世界量＾^

表 》 。 在这
一

测量工具 中
，
原始变量多 为二分大 学６０ ． ６ １



￣̄

或多分类变量 。 本研究根据这
一量表 的使用规总 计９ ８２１ ００ ． ００

２０ １ ７
年 １月Ｊａ ｎｕａｒｙ ，

２０ １ ７



中Ｂ ｆｆｌ木作学权Ｊｏ
ｕ

ｒ
ｎ ａｌｏｆＬ ｉ

ｂｒａｒ
ｙ
Ｓｃ

ｉ
ｅｎ ｃｅ ｉ ｎＣｈ ｉｎ ａ

则
［
３

，
４〃 ］

，

对个人信息世界三要素八维度进行赋 制 。 本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变量及其编码信息如

分处理 。 为方便分析 ，
将这些变量转化为百分 表 ５ 所示 。．

表 ５ 主要变量及编码
＇

变量样本量均值标准差
｜

类型
｜说 明

一

可及信息源１７４３３ １
．２２０ ． ８３定距可及信息源 维度 的 百分制 得分

可获信息源１７４４ ２７ ． ３ ７１ ７ ． ８５定距可获信 息源 维度 的 百分制 得分

基础信息源１５ ９ １６３ ． ３ ５２８ ． １ ９定距基础 （ 惯用 ） 信息源维度的 百 分制 得分

信息资产 １５９２ ３３ ． ７９ １
８ ．７９定距信 息资产维度 的 百分制 得分

时间１７４２ ３６ ． ２２２ １
． ５３定距时 间 维度 的 百 分制 得分

空 间１７４４ ２６ ． ７９２３ ． ３６定距空 间 维度 的 百分 制得分

智 识 １ ５６９４６ ． ７７２ １ ． ０２定距智识 维度 的 百 分制 得分

动 力１４４４ ５ ８ ．

１ ３２ １
． ６６定距动力 维度 的 百 分制 得分

图书 馆的１ 

＝ 周 边 五公 里存 在 图 书 馆 （
图 书 室 ） ，

〇

＝ 不

此
１７４３１

． ０９０ ． ９９定类六 士
物理存在存在

图书 馆的 １
＝ 最近半年 内使用 过 图 书馆／ 图 书 室

１７４４１ ４９ １９ ３吉 ＃
实际使 用

＆
 ２ ＝ 最近半年 内未使用 过 图 书 馆／ 图 书 室

性别１７４４１ ． ４９ １０ ． ５０定类 １
＝ 男 ， ２ 

＝ 女


上 ― １
＝
０
—

１７岁 ， ２
＝
 １

８
—

３０岁
，

３

＝
４ １
—

５０岁 ，
５
＝

特１ ７３ ９２ ． ６ ，０ ． ９ ２紐
５卜⑷ 岁 ，

６
＝
６〇 岁 以 上


．

民族 １７３３０ ． ９９０ ． ３ １
定 类 １

＝ 汉族 ，
０ ＝ 非 汉族

农村样本人群 ：

１
＝本地种植

，
２ 

＝ 本地养殖
，
３＝ 外

８５５４ ． ８２ ． ５９地务工
，
４ ＝本地 务工

，

５＝ 政府工作人 员
，

６＝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
，

７
＝企业工作人员 ，

８＝其他

职业
 定 类


城市样本人群
：
１＝ 专业 人员

，
２＝ 管理 人 员

，
３

６４４３ ． ２６ １
． ７ １＝ 办事人 员

，
４＝制 造业

、
交通业及类似工人

，
５

＝销 售人 员
，
６

＝服务业人 员 ，７＝ 其他

农村 人 群 样 本 ： １＝５００ 元 以 下 ，
２＝ ５０ １

—

１０００元 ， ３
＝
１００ １

—

２ ０００元 ，４
＝

２ ００ １

—

３０００

６６８３７４ １ ４７

元 ， ５
＝

３００ １

—

４０００元
，

６＝ ４００ １

—

５ ０００元 ，
７

＝
５ ００１

—

６０００元
，

８
＝
６００ １ 元以上

收入  定序

城市样本 人群 ：
１
＝
１〇 〇〇 元 以 下

，

２
＝
 １００ １

—

２ ５００元
，

３ 
＝

２３０ １

—

４０００
元 ，

４
＝

４００ １
—

５５００

７２９４ ．

１ ３１
． ５ ６一

，
＿

＿

兀
，

５ 
＝

 ５５０ １

—

７ ０００兀
，

６
＝
７００ １

—

８ ５００兀
，
７

＝
８ ５０ １ 

—

１ ００００元
，
８＝ １ ０００ １ 元 以上

＾Ｔ＾ １ 
＝小学以下

，

２＝小学 ，
３＝ 初中 ，

４
＝高 中／中 专／职

教育水平１
６８ ７ ４ ． ９３１ ． ８２定序 丨 丨 甘 七 ｃ。 撕丄 。 播丄

业高 中 ， ５ ＝大专 ，６＝ 大学 ， ７ ＝硕士
，
８ ＝博士

注
：①可及 信息源 、可获信息 源 、基础 信息源 、信息资产 、 时 间 、 空 间 、 智 识和动 力 八个 变 量 的 原 始 数值 通过赋

分及百 分制 转 换 ， 最终 转化 为最小值为 ０ 、最 大值为 １ ００ 的定距 变 量 。 ②城 乡 之 间 的 职业 类 型无法直接 比 较 ， 因

此
，
本研究仅对 职业 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 没有将其纳入最终 的 回 归分析 。 ③ 由 于城 乡 之 间 存在着比 较大 的 收入

差 距 ， 为便 于描述 性统计分析 ，
分别 对农村和城市人群在 收入变量进行编码 ，在最终的 回 归分析 中 ， 对整个样本人

群统一 编码并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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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图 书馆资源相对稀缺。 近年来
，
虽然

“

农家 书

２ 研究假设屋
” “

图书流动车
”

等 旨在弥补农村地区公共图

书馆空白 的项 目 得 以实施 ，但城 乡 之间在公共

２
．
１ 公共图书馆用户贫富分化整体状况检验图书馆布局上的差距仍显 而易 见 。 事实上 ， 国

本部分重在为 图 书 馆用 户 是否存在信息外的研究者也注意到 了人们会因居住的地理区

贫富 分化提 供证据 。 换言之 ，
只要 用 户 群体 位不同而使得信息贫 富状况会有所不 同 。 如 ，

中存在广 泛 的信息贫 富分 化现象 ，
公共 图书Ｃｈｅｎ

．
Ｃ ｏｒｎｆｉｅ

ｌｄ 等基于不 同的样本人群
，
将地理

馆就有必要将职业行为 与信息贫 困干预结合区位的 中心度
（
Ｇｅｏ

ｇ
ｒａ
ｐ ｈ

ｉ ｃＣ ｅｎ ｔｒａ
ｌｉ

ｔ
ｙ ） 归结为 影

起来 。响数字鸿沟的因素之一 ［

１ ４＿ １ ５
］

。

最近数十年来
，
诸多学科领域围 绕数字鸿综上所述

，

按照 同质分化的思 路
，

我 国城市

沟
、
数字不平等 、

知识沟 等展开 了 大量研究 。 这 （或农村 ） 人群会因经济社会环境的相似性而信

些研究充分证实 了信息贫富分化现象的客观存 息贫富状况趋 同 ， 而城 乡 之间会 因经济 社会环

在
，并在很大程度上把信息贫富分化归 因于经 境的相异性导致信 息贫 富状况差异化 。 据此

，

济社会地位的 差距 。 例如 ，

Ｌ
ｉｅｖｒｏｕｗ 和 Ｆａｒｂ

［
ｕ）

］本研究提 出如下两个假设 。

通过对信息贫富分化领域大量研究文献进行分假设
１ ：城 市人群 与农村人群 内 部信 息 贫 富

析后指出
， 同质分层视角 是迄今为 止信息分化 状况趋 同

研究 的主流 。 这类研究视角
一般把信息视作私上述假设进而可分解为如下两个可进行统

有商品
，

认为人们社会经济地位 的优劣决定其 计检验的子假设 ：

得到这种商品 的多寡 。 早期 的 同质分层信息分假设 １

－

ａ
：
城 市人群中 的 信息 富裕者与 信 息

化研究 以针对信息穷人与富人的研究为代表 ，
贫 困 者在 个人信息世界得分方 面 无显著差异

认为如 同任何私有商品
一

样 ，
拥有更多 财 富或假设 １

－

ｂ ：农村人群 中 的信 息 富裕者与 信 息

其他方面社会优势的人更容易 获取 和使用 信贫 困 者在 个人信 息世界得 分方 面 无显著差 异

息
，

而且信息作 为商品也可 相互交换 。 此类研假设 ２
：
城市人群与农村人群之 间 信息 贫 富

究至少可追溯到 Ｂ ｅｒｅ
ｌ ｓｏｎ 于 １９ ４９ 年针对美 国图状况不 同

书馆使用情况展开的研究
，
这项研究发现人们上述假设进而可分解为如下两个可进行统

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对 图 书馆 的使用情况正相 计检验的子假设 ：

关
［

１ １
］

。
１９７５ 年

，
Ｃ ｈｉ

ｌｄｅｒｓ 和 Ｐ ｏｓｔ 出 版 了 《美 国 的假设 ２
－

ａ
：
城 市人群 中 的信 息 富 裕者与 农村

信息穷人》

一

书
，
验证了信息贫困与经济 和社会 人群 中 的信息 富裕者在 个人信 息世界得分方 面

地位有关
１

１ ２
］

。 在同质分层视角 的研究 中
，

最著 存在 显著差异

名 的当数 Ｔｉ ｃｈｅｎ〇ｒ
、
Ｄ〇ｎ〇ｈｕｅ 和 Ｏ ｌ ｉｅｎ 提 出 的

“

知假设 ２
－

ｂ
：
城市人群 中的信息贫 困 者与 农村

识沟
”

假说 。

“

知识沟
”

假说认为 ， 信息流人社区 人群 中的信息 贫 困 者在个人信息世界得分 方 面

时
，
会进一步增大经济社会地位优势人群与 劣 存在显著差异

势人群之间 的鸿沟
，
从而使现有的不平等更趋

恶化
［ １ ３ ］

。 ２
．
２ 图 ＩＳ馆的物理存在及实际使用程度与用户

城乡 二元结构是 当代中 国社会的
一

个重要 信息贫富状况关联分析

特征 。 我 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信息源的物理存在与人们信息 活动及其后

上受到 了城 乡 二元结构 的影响 。 例 如
，

在我 国 果之间存在着 紧密关联 ，
以 数字鸿 沟 名义展开

尚不完善的公共图书 馆服务 体系 中 ，
绝大多数 的关于信息贫富分化的研究为此提供 了大量证

公共图书馆集 中于城市地区 ，
广大农村地区公 据 。 目前

，
关于数字鸿 沟最广 为人知 的定义是

２ ０ １７ 年１月Ｊ ａｎｕａ ｒ
ｙ ， 

２０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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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学抵Ｊ
ｏｕ ｒｎａｌ ｏｆ Ｌ ｉｂ ｒａｒ

ｙ
Ｓｃ ｉ ｅｎｃｅ ｉ ｎＣｈ ｉ ｎａ

由美 国商务部提 出 的 。 这
一定义把数字鸿沟界 ｔｉｏｎ

）
与 人 们 的 信 息 状 况 存 在 关 联

定为
“

计算机和 Ｉｎｔｅｒｎ ｅ ｔ 的获取 （ Ａｃｃ ｅｓｓ ） 率之 间Ｄｉ
ｍａ

ｇｇ ｉ
ｏ 等认为 ，

性别 和年龄 （ Ｇｅｎｄ ｅｒ ａｎｄＡｇ
ｅ

）

的差异
”
［

１６ ＿ １ ７
］

。 不难看 出 ，
人们处于数字鸿 沟不 对信息 贫 富 状 况 存 在 影 响

［
２ １

］

。 Ｃｏｒｎｆｉｅ ｌｄ 和

同侧面 的 很重 要 原 因 之
一

， 是对 计 算 机 和Ｒａ ｉ
ｎ

ｉ
ｅ 检验了教育水平之于人们信息贫富状况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等信息源获取的缺失 。的影响
［ ？

。 Ｈ〇ｆｆｍａｎ
、
Ｎ〇ｖａ ｋ 等则发现

，
民族和种

公共图书馆作为促进社会信息公平的一种 族 （
Ｅｔ ｈｎｉ ｃ ｉｔ

ｙ
ａｎ ｄＲａｃｅ ） 对人们信息贫 富状况也

制度安排
，
其物理存在与人们 的信息 贫 富状况 存在一定程度 的影响

［ ２ ２４ ］

。 为此
，

要证实 图 书

之间有何种关联 ？ 澄清这
一 问题

，
不仅有助于 馆物理存在与用 户信息资产丰 富化之间的实际

理解公共图 书馆制 度存在 的合理性 ，
也对公共 关系

，
需要控 制 收人 、

教育等诸多人 口统计学

图 书馆职能 的设计和服务理念的转型具有重要 变量 。

意义。 于 良芝教授所提 出 的个人信息世界概念基于上述原 因
，
本研究提 出如下假设 。

框架为理解用 户的信息行为及由此而产生 的信假设 ３ ：
在控制 人 口 统计 学特征的 前提下

，

息贫富分化的后果提供了
一个整 体性 理论视图 书馆 的 物理存 在对 用 户 信息资产 丰 富化具有

角 。 基于个人信息世界概念 ，
从用 户对 图书馆 积极效应

这
一信息源 的使用及其产生的结果这

一

视角展显然
，信息源 的物理存在只 是促进用户 信

开分析 ，
将有助于 理解 图 书馆何 以可能促进信 息 富裕化的一个潜在 因素 。 信息源真正发挥信

息 富裕化 。 如前文所述
，

个人信息世界 由 内 容 、 息减贫效用 的前提
，

是用户真正使用 此信息 源 。

动力 和边界三个要 素构成 。 其 中 ，
个人信息世 从另

一

个角度看 ， 即使就近不存在信息源
，
在具

界的 内容要素指信息主体活 动 的对象 ， 共包括 有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能力 的前提下
，
用 户可

四个维 度 ， 即可及信息源 、可获信息源 、基础信 能在更大 的范 围 内寻找信息源 。 可见
，
信息源

息源 和信息 资产 。 这 四个维度之 间 的关系 是 ： 的物理存在与用 户对信息源的使用有 明显 的 区

可及信息源指 明 了个体周 边物理存在 的信息 别 。 为此 ，
本研究调查 了用 户在过去

一

年是否

源
，但是 ，并非所有可及信息 源都会成为可获信 在 图书馆开展过信息搜索 、

阅读／浏览 、参观 、
学

息源
；

而可获得信息源 中
，

只有那些能够被用 户习等信息获取活 动
，
并将此作为对图 书馆实际

常规性利用 的信息源才进人 了 个体基础 信息源 使用情况的测度 。 与假设 ３ 相类似
，
本研究 以用

的范畴 ；
最终 ，

只有部分基础信息源真正被信息 户对图书馆的实际使用 为主 要解释变量 ，
解析

主体利用并产生信息效用 ，
这便是信息 资产 。 其与个体信息贫 富状况之间的关系 。 这

一分析

因此
，
信息 资产是个体对信息源 加 以利用 的认 框架可以具体化为假设 ４

。

知结果
，
所体现的是信息源真正被纳 人 到个体假设 ４ ： 在控制人 口 统 计学特征 的前提下

，

认知结构 中从而产生信息效用 的部分 。 可见
，

对 图书 馆的 实际使用 对 用 户 信息 资产 丰富化和

信息资产作 为衡量个体信息富裕程度的重要尺智识水平 的提升具有积极效应

度 ，
既凝结了信息源 的物理存在 的潜在影 响 ，

也

体现了人们对信息 源进行加 工 、
消化和使用 的３ 研究结果

认知结果 。 因此
， 作为物理存在 的公共 图书馆

对用户信息贫富状况的影响 ，
在很大程度上体３ ．

１ 生活环境具有相似性的人群内部的信息贫

现在对其信息 资产的影 响 。 同 时 ， 研究发现
，
人 富分化现象

们 的信息贫富状况受诸多因 素 影响 。 例 如
，

Ｅｂｏ３ ． １ ． １ 城市人群中 的信息 富裕组与贫 困组 比较

发现
，
收人明显影响人们 的信 息贫富状况Ｗ １

。分析

Ｌｏｓｈ 、
Ｍ ｃＬａｒｅｎ 和 Ｚａ

ｐｐ
ａ

ｌ
ａ 则发现 ， 职业 （ Ｏｃｃｕ

ｐ
ａ －在关于贫 富分化的研究 中 ，

通常根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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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在关键变量 （ 如经济收人 ） 上均值的大小将表 ６展示了对城市人群中 的信息富裕组和

其分为富裕者 、贫富居 中者 和 贫 困者 。 本研究 信息贫困组进行独立样本 ｔ检验的结果 。 由表 ６

关注的是信息贫富 分化现象
，

因此 以受访者在 可见
，
在个人信息世界 的八个维度上

，

城市人群

个人信息世界各维度上得分 的高低
，
通过快速 中 的信息富裕组均显著优于信息贫困组。 这表

聚类 （
Ｋ
－

ｍ ｅａｎＳＣｌ ｕｓｔｅ ｒＡｎａｌ

ｙ
ｓｉｓ ） ，将城市人群分 明

，
即使对于生活在相似的社会经济环境 中 ，信

为信息贫富状况不 同 的三组
，
其中信息贫 困组 息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仍然非常 明显 。 本研究

共 ２ １ ６ 人
，
信息富裕组共 ２０４ 人

，
其余 ３３４ 人为 所提出 的假设 １

－

ａ 被否定 。

信息贫富居 中组 。

表 ６ 城市人群 中信 息富裕组与贫 困组各维度均值比较

维度组别样本量均值标 准差ｔ

贫困 组２ １ ６１ ８ ． ８９ １ ６ ． ５４

可及信息 源


－

１ ４ ． ７４
＊＊

富裕 组２０４４４ ． ５９ １９ ．０８

贫 困 组２ １ ６１ ８ ． ６５ １ ５ ． ０５

可获信息 源－

１ ６ ． ２ １

－ ＊

富裕 组 ２０４４４ ． ５３１ ７ ． ５ ７

基础 （ 惯用 ）贫 困 ？２ １ ６３ １
． ３４ １６ ． ８ １



－

３７ ． ９０
＊＊

信息 源富裕 组２０４８５ ． ８８ １ ２ ．

１
５

贫 困 组２ １ ６１ ４
． ４６８ ． ２９

信息资 产－

３ ３ ． ２３

＊ ＊

富裕 组２０４５０ ．７５１ ３ ． ５６

贫 困 组２ １ ６３ １ ． １ ７２０ ． ０ １

时 间－

１ ３ ．

１ ２
＊＊

富裕 组２０４５３ ． ７７ １ ４ ． ６９

贫 困 组２ １ ６１
１

． ２６ １ ３ ． ０６

空 间


－

１ ８ ． ５ ８

＊＊

富裕 组２０４４ １ ． ００ １ ９ ． ２７

贫困 组２ １ ６２６ ． ９３１ ７ ． ８ ７

智 识－

１ ９ ． ８４

＊＊

富 裕组２０４５９ ． ６３１ ５ ． ７２

贫困 组２ １ ６４５ ． ９ １２２ ． ５０

动 力


－

１ ２ ． ８ ３
＊＊

富裕 组２０４７ １
．２９ １ ７ ． ５４

？

ｐ
＜ ０ ． ０５ ，

＊？

／＞
＜０ ． ０１ ， 文 中 表６

－

９同 。

３ ． １ ． ２ 农村人群 中 的信息富裕者与贫 困者之间 结果表明 （ 见表 ７ ） ， 农村样本人群中 的信息富裕

的 比较者在个人信息世界八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 高于

对农村样本人群进行快速聚类分析 ， 仍将 贫困组 。 与本研究对城市人群 的分析类似 ，
即

其分为三组 ，
其 中信息富裕组有 １９ ２ 人

，
信息贫 使生活在相似 的社会环境 中

，

农村人群 中 的信

困组 １ ５６ 人
，
其余为信息贫富居 中组。 进而对农 息贫富两极分化仍然 明显 。 本研究所提 出 的假

村样本人群 中的信息 富裕组与贫 困组在个人信 设 １

－

ｂ 也被否定 。

息世界八维度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 。

２ ０ １７ 年１月Ｊａ ｎｕａ ｒｙ ， ２０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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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农村人群 中信息富裕组与贫 困组各维度均值比较
维度组别样本 量均值标准差ｔ

贫 困 组１ ５６１ ８ ． ５ １１ ６ ． ７６

可及信息源
－

１７ ． ７６
＂

富裕组１ ９２５２ ． ６ １
１ ８ ． ６３

贫 困组１ ５６１ ４ ． ９３１ ２ ． ３ ９

可获信息源


１ ９ ． ２２
＂

富裕组１
９２４４． ３ ６１ ６ ． ４２

基础
（
惯用

）贫 困组


＾＾１ ３ ９５

＿

３ 丨 ９４
＂

信息 源富裕组１ ９２８ １ ． ７８１ ７ ． ３ １
？

贫 困组１
５６１ ３ ． ２９５ ． ９２

信息资产


２５ ．

１ ９

＂

富裕组１ ９２５０ ．６ １１ ７ ． ７ １

贫 困组１ ５６１ ３ ． ４６１ ５ ． ８６

时 间
－

１ ５ ． ２５
＊ ＊

富裕组１ ９２４３ ． ５０２０ ． ０３

贫 困组１ ５６１ ０ ． ３９１
３ ． ３０

空 间
－

２５ ． ２８

＊ ＊

富裕组１ ９２５９ ．２６２０ ． ９６

贫 困组１ ５６３ ３ ．０９１
９ ． ２２

知 识－

１ ５４８

＊ ＊

＇
、

富裕组１ ９２６
１

． ３０ １４ ． ７６
＇

贫 困组１ ５６４８ ． ９０２０ ．０９

动 力
－

１ ２ ． ８ ７

＊ ＊

富裕组１９２７３ ． ５９１ ５ ．７ １

综合上述分析可 以发现
，

无论是城市人群目和其他项 目 中 的现场经验
，

出 现这一结果也

还是农村人群 ， 其内 部都存在着 明显 的信息贫 具有
一定 的合理性。 例 如 ，

笔者此前针对农村

富分化现象 。 整体而言 ，
信息贫富 状况不 因人 居 民 的

“

信 息 源 视 野 （ 丨
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
ｏｎＳｏｕｒｃｅ

们生活于相似 的社会环境而趋 同 。 由 此
，
本研Ｈｏｒｉ ｚｏｎ ）

”

进行研究时发现
，
农村人群 中很多人

究所提 出 的假设 １ 被否定 。因具有较大 的人际交往网络而完善 了 自 己 的知

识结构
，
从而变得信息富裕

［
２４

］

。 另外 ，
由 于本研

３． ２ 城乡两个人群之间的信息贫富状况比较究所涉及的农村样本人群中 ，
有 １ １６ 名受访者长

３ ． ２ ．
１ 城乡 两个人群 中 的信息 富 裕组之 间的年在外地务工

， 占农村受访者总数 的 １ ８ ． ３８％ 。

比较由于我 国农村劳动 力 中介市场 尚 不完备 ， 多数

既然城乡 两个人群 中都存在信息 贫富 分化 外 出务工农民的工作机会是 自行寻找 。 这意味

现象 ，那么城市人群 中 的信息 富裕者是否 比农 着
，
除非有着 比较敏锐的信息 意识

，
否则这些农

村人群中 的信息富裕者更
“

富
”

呢 ？ 为 回答此问民工很可 能找不到 合适的工作机会 。 而且
，
农

题
，笔者对城 乡 两个人群 中 的信息 富裕者进行 民工外 出务工的工期

一般较短
，

很多农 民工需

了独立样本的 ｔ 检验 。 如表 ８ 所示
，
在可及信息 要在每年过完春节后重新寻找工作机会 。 显

源维度上 ，
农村人群 中 的信息富 裕者 明 显优于 然

，
在劳动力 中介市场不完备 的情况下 ，

年年都

城市人群 中 的信息 富裕者 。 这
一

结果与 人们 的 能够找到合适工作机会的农民
，
在把握信息 的

日 常经验恰恰是相反 的 。 按 常理 ，
城市 中信息 能力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 这些具有较敏锐信息

源更加 富集
，
这
一

人群 中 的信息 富裕者应 当具 意识的农 民进入城市或外 乡 务工后
，
仍然会敏

有更广泛 的可及信息源 。 结合笔者此前在本项 锐地
“

发现
”

身边 的信息 源 。 按这个 逻辑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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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农民 中 的信息 富裕者不仅因拥有相对宽广 反倒对周边信息源不是非常敏感 。 例 如
，
专业

的人际信息 网 络而信息 富裕
，
也会 因 及时

“

发 的研究者对 自 己 领域的专业信息源 （
如专业数

现
”

其外 出 务工地有价值的信息源而信息 富裕 。 据库 ） 非常熟悉 ，但常常
“

忽视
”

与朋 友交流或者

与此相反
，
城市中尽管信息基础设施相对完善 ，

从公共图 书馆 中获得信息 。 然而 ，
仅就本研究

但对城市 中 长期定居 的人群而言
，
却 因生活 习 所获取的数据而言

，

尚 无法完全解释城市人群

惯 （
如缺乏人际信息交流 ） 等诸多原因而

“

忽视
”

中 的信息 富 裕者为何会倾向 于忽 视周 边信息

身边的信息源 。 笔者观察发现 ， 由 于其从事工 源 。 这
一 问题需要后续研究的跟进 。

作的专业性程 度相 对较高
，
城市 中 的精英人群

表 ８ 城乡 两个人群 中信息富裕组均值 比较
＿

维 度组别样本量均 值标 准差ｔ
＿

城市２０４４４ ． ６２１ ９ ．０ ８

可及信息源－

３ ． ９９
＊ ＊

农村１ ９２５２ ． ６
１１

８ ．６３

城市２０４４４ ． ７３１ ７ ．５ ７

可 获信息源


０ ． ０２７

农村１ ９２４４ ． ３ ６１ ６ ．４２

基础
（
惯 用

）
城 市


２０４



８

＾
８４



１ ２ ．２６＿

信息 源农村１ ９２８ １ ． ７８
１ ７ ． ３ １

城 市２０４ ５０ ．７３１ ３ ．５９

信息资产 ０ ． ２ １ ９

农村 １９２５０ ． ６ １１ ７ ．７ １

城 市２０４５３ ．７７１ ４ ．６９

时 间


５ ． ９６

＊＊

农村 １ ９２４３ ． ５０２０ ．０ ３

城 市２ ０４４ １
． ００１ ５ ． ６８

空 间


－

９ ． ０８
＊ ＊

农村 １
９２５ ９ ． ２６２０ ． ９６

城 市２０４５９ ． ６２１ ９ ．２ ２

智 识－

１
．

１ ６９

农村 １ ９２６ １
． ３０１ ４ ．７ ６

域 市２０４７ １
．

１
６

１ ７ ． ５ ９

动 力
－

１
． ３９６

农村１ ９２７３ ． ５ ９１ ５ ．７
１

如表 ８ 所示
，
在可获信息源维度上 ，

城乡 两 却不再有 明显优势 。

个人群中 的信息 富裕者并没有 出 现显著差异 。从基础信息源维度 的 比较结果来看
，
城市

这表明
，
虽然农村人群 中 的信息 富裕者具有更 人群 中 的信息富裕者显著优于农村人群 中 的信

大的人际信息 网络 ， 并更可 能敏锐地发现身边 息富裕者 。 本研究中
，
基础信息源主要涵盖过

的信息源
，
但是

，

就人们对身边信息源 的实 际使 去半年 中受访者使用过的 图 书 、杂志 、报纸 、 电

用情况而言 ， 城 乡 两个人群 中 的信息 富裕者并 视
、网 站 、

人际信息源 和专业数据库等信息源 。

没有很大差别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表明 ，
农村人 城市人群 中 的信息富裕者在基础信息源维度上

群 的受访者 即便能够敏锐地发现
一些有价值的 的得分更高 ，

由此表明
，
同为 信息 富裕者 ，

城市

信息源
，
但也未必有机会真正使用这些信息 源 ，

人群在使用信息源类型的 多样性方面明显优于

从而导致了农村人群 中 的信息富裕者虽然在可 农村人群 。 但是
，
进而 比较城 乡 两个人群在信

及信息源方面具有优势 ，
但在可获信息源方面 息资产维度上 的得分却发现 ，

这两个人群并无

２０ １ ７ 年 １ 月Ｊａ ｎｕａｒ
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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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意 义上 的显著差异 。 根据 《个人信息世界 述
，
在缺乏工作 中介的情 况下

，
很多农村信息

量表》 ，信息资产与基础信息源所测度 的信息源 富裕者能否获取有用 的 信息直接关乎其能否

类型完全
一

致
，
只 是信息资 产进

一

步测度 了 受 找 到合适的 工作
，

进而对其生 活产 生重大影

访者在过去半年 中 使用这些信息源 的频率 。 这 响 。 因此 ，
农村信息富裕者更可能积极主动地

说明
，

即使城市人群在 日 常使用信息源 的多样 使用 周边信息 源 以获取信息 。 相 比之下
，
城市

性方面具有优势 ，但如 果考虑到对这些信息源 人群的工作 、生活状况较 为稳定
，

使 用周 边信

使用 的频率时 ，
这种优势就消 失 了 。 也就是说

，
息 源的主动性也可能下 降 。 然后 ，

正 如前文所

农村信息富裕者所使用信息源的类型不如城市 述
，
与可及信息源维度相类似 ，

仅就本研究所

富裕者多样 ， 但就对这些信息源 的使用频率而 获取的证据
，
上述解释仅仅是一种 可 能而非必

言 ， 城乡两个人群 中的信息 富裕者并无明显 区 然 。 对于这
一问 题的进一步澄清 ，

同样需要后

别 。 正因为 如此 ，
这两个人群才能成为各 自 所 续研究的跟进 。

属更大人群中相对信息富裕的那一部分 。由表 ８ 可见
，
在智识和动力 两个维度上 ，

城

如表 ８ 所示
，
在时间和 空 间两个维度上 ， 城 乡两个人群 中 的信息 富裕者均值差异不显著 。

乡 两个人群 中 的信息 富裕者表现 出 相反 的状 据此可 以认为
，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信息 富

态
：城市信息富 裕者在时间 维度上显著优于农 裕者

，

其智识水平和动 力状态均达到
一个较高

村信息富裕者
，
但就开展信息活动场所的 多样 水平 ，

因此
，
两个人群在这 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没

性而言
，

农村信息富裕者更具优势 。 本研究认 有 明显差别 。

为
，
城市信息富 裕者 在 时间 维度上 的优势更多３ ．２ ． ２ 城乡 两个人群信息贫困组之间的 比较

地源 自 于其职业属性 。 本研究所获得的城市样上文分析发现
，
城市人群 中的信息富裕者

本人群 中
，
管理人员 、专业人员 和 办事人员 共 并不

一

定比农村人群中 的信息 富裕者更加 信息

３９０ 人
，
占有效样本数的 ６２ ． ３％

；
而在农村样本 富裕 。 那么

，

农村人群 中 的信息贫困者是否会

人群 中 ，
绝大 多数从事 种植 、养殖行业或务工 。 比城市人群 中 的信息贫 困者更加信息贫 困呢 ？

显然
，
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等方面工作的人群 ，

表 ９ 展示 了城乡 两个人群 中 的信息贫困者在个

为完成工作
，
就需要花大量时间获取信息 。 但 人信息世界八个维度上得分独立样本 ｔ 检验的

对于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人群及以体力劳动为 结果 。

主的务工者而言 ， 其工作本身并不需要花非常与信息富 裕者相 反
，

在可及信息 源 维度上

多的时间 获取信息 。 本研究认为
，
所从事职业 城乡 两个人群 中的信息贫 困者得分无显著差

类型 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 了 农村信息 富裕 异
，
但在可获信息源维度上 ， 城市信息贫困者得

者每天花在信息搜索 、 阅读／浏览 、参观 、学习等 分显著高于农村信息 贫 困者 。 如 前所述
，
农村

方面的时间比城市信息富裕者少 。 农村信息 富 信息富裕者在可及信息源上的优势在很大程度

裕者在空 间维度上的优势再次验证了前文对于 上源 自 这
一人群较为宽广 的人际信息源 。 对农

这
一

人群在可及信息源维度上优势的解释 。 根 村信息贫困人群而言
，
这种 人 际信息源的优势

据《个人信息世界量表 》 ，
空 间 维度 测度 了受访 消失了 。 而且

，

生活于农村相对弱势的人群常

者在过去
一年 中

，
图书馆 、展览馆 、课堂或培训 常缺乏外 出 务工的 能力 和机会

，
这个 留守于 乡

场所 、会议
、 书 店／报 刊亭 、车站 、旅行途 中等场 村的群体在生活环境和信息需求方面都与信息

所获取信息 的状况 。 与 可及信息源相类似 ，
农 富裕人群不可同 日而语 。 对于城市信息贫 困者

村信息富裕者再次在这个维度上优于城市信息 来说
，

上述逻辑也基本成立 。 概括而言
，
城乡 两

富裕者 。 本研究认为 ，
这一状况与 前述农村信 个人群 中 的信息贫 困者 的可及信息源都同样贫

息富裕者的生活 、工作特征 紧密关联 。 如 前所 乏 。 然而 ，
由表 ９ 可见

，
城市信息贫 困者在可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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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城乡 两个人群中信息贫困组均值 比较


维度组别样本量均 值标准差ｔ

．城市２ １ ６１ ８ ． ８９ １ ６ ． ５４

可及信息源 ０ ． ２４８

农村１ ５６１ ８ ．４６ １ ６ ． ７２

城市２ １ ６１ ８ ． ６５１ ５ ． ０５

可获信息 源 ２ ． ８ ２

＊＊

农村
１ ５６１ ４ ．４９ １ ２ ． ４６

基础 （
惯用 ）城市２ 丨

６３ １
． ３４ １ ６ ． ８ １



２ ． ４９

＊

信息 源农村１ ５６２７ ． ２３
１４ ． ０４

城市２ １ ６ １ ４ ． ４６８ ． ２９

信息资产


１
．４３４

农村１ ５ ６ １ ３ ． ３５５ ． ９４

城市２ １ ６３ １ ． １ ７２０ ． ０ １

时 间


９ ．
１ ７８

＊＊

农村１ ５ ６ １ ３ ． ４８１５ ． ８ １

城市２ １ ６ １ １
． ２６ １ ３ ．０６

空 间 ０ ． ６ １ ８

农村１ ５６ １ ０ ． ４ １１ ３ ． ２６

城市２ １ ６３ ３ ．

１７１ ７ ． ８ ７

智 识 ３ ． ２２

＊＊

农村１ ５６２６ ． ９３１ ９ ． １ ８

城市２ １ ６４５ ． ９ １２２ ． ５０

动 力－

１
．４ １

８

农村１ ５ ６４９ ． １ ２２０ ． ２１

信息源维度上明显优于农村信息 贫困者 。 本研 贫困者在其职业特性及生 活环境等诸因素 的影

究认为
，
即使与农村信息 贫 困者一样缺乏可及 响下

，

尽管其相对信息贫 困
，
但在智识水平上仍

信息源 ，但城市人群从各种不 同信息源获取信 优于农村信息贫困者 。 同样 ，
因 为信息 贫 困者

息的机会仍然大于农村信息 ？贫 困者 。 由 于信息 消极被动 的信息行为
，

在动 力维度上城 乡 两个

贫困者的共同特征之
一是

，
这些人群的 信息行 人群 中 的信息贫 困者并无显著差异 。 总之 ，

由

为常常较为被动 。 由于 城市 中 相对完善 的信息 表 ９ 可见
，

在可及信息源 、信息 资产 、空间和动力

基础设施 ， 城市信 息贫 困者被动
“

暴露
（
Ｅｘ

ｐ
ｏ
－维度上

，
城 乡 两个人群 中 的信息贫 困者都同样

ｓｕｒｅ ）

”

于信息之下 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农村信息 信息贫困 ，
而在可 获信息源 、

基础信息源和 时间

贫困者
，
由 此使城市信息贫 困者在可获信息源 维度上

，

城市信息贫困者则具有相对的优势 。

维度上优于农村信息 贫 困者 。 与 此相类似 ，
城综上所述 ，

本研究所提出 的假设 ２ 没有得到

市信息贫 困者在基础 信息源维度也具有相对的 完全支持 。

优势 。 但是
，

从信息 资产的角度看 ，城 乡 两个人

群 中 的信息贫 困者都同样
“

信息贫困
”

。 与信息３ ．３ 图书馆物理存在对于用户信息资产的效应

富裕人群相类似 ，
由 于城市 人群 的职业特征等如前所述

，
内 容 、边界 、 动力 是个人信息世

诸多原因
，
城市信息 贫 困者在 日 常用于信息 活 界概念框架 的三个要素 。 其 中

，
个人信息世界

动的 时间 方面 明显优于农村信息 贫 困 者 。 但 的边界和动力都与信息主体长期 的生活方式和

是
，
无论城乡 哪个人群中的信息贫 困者 ，实际都 习惯有关

，
而信息资产则 不仅反 映 了 个体信息

缺乏 主动积极的信息获取行为 ，
因此

，
在空 间维 获取积极性和 主动性

，
也体现 了个体长期行为

度上
，

这两个人群并无显著差异 。 而城市信息 实践的认知积淀 。 基于这 种考虑
，
本研究认为

，

２ ０ １７ 年１月Ｊａｎｕａ ｒｙ
，

２０ １ ７



中田 ｆｆｌ本作学权Ｊ
ｏｕ 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 ｂ ｒａｒ

ｙＳ
ｃ ｉ ｅｎｃｅ ｉ

ｎＣｈ ｉ
ｎａ

如果图书馆对于用户 的信息贫富状况干预是有 因变量的模型中 ，
当控制 了性别 、年龄 、

民族 、收

效的
，

则 图 书馆的物理存在和使用状况应 当对 入 、
教育水平等人 口统计学变量后

，

图书馆的物

信息资产的积 累具有一定的效应 。理存在对于其用户 信息资产的富裕化有着显著

如表 １ ０ 所示
，

在 以 整体人群 的信息资产为 的正向 效应 。 由 此 ，假设 ３ 得到 了支持 。

表 １ ０ 图 书馆的物理存在对于不同 人群信息资产的影响
整体人群富裕组居 中组贫困 组城 市人群农村人群

１ ． ５ ５６１
． ２３ ８０ ． ８ １ ０－

０ ． ０２６００ ． ５ ８４２ ． ４０６

＊

性别
；



（
１

． ８ ７
）（ １

． ６６
）（

０ ． ７６
）（

－

０ ． ０２ ）（ ０ ． ４６
） （

２ ． １ ９
）

－

０ ． ０７３４
－

０ ．０ ５６６０ ． ０４０００ ．

１ ４２
－

０ ．

１ ４８
－

０ ． ０３２５

年龄

（

－

１
． ５４ ）（

－

１ ． ３６
）（

０ ． ６６
）（ １

．

１ ４ ） （

－

１ ． ７７
）（

－

０ ． ５６
）

０ ．４０４０ ．

１
３６－

０ ．４ １ ５－

２ ． １ １ ６ １
．７４７

－

１ ． ６８６

民族


：



；



：

—

（
０ ．２２

）（
０ ．０９

）（

－

０ ． ２ ３
） （

－

０ ． ４２ ）（ ０ ． ７６
）（

－

０ ． ５３
）

１ ． １ ６７
＊ ＊ ＊

０ ．
１
６３ ０ ． １ ９０ １ ． １ ２７

＊＊

１
． ０５７

＊


１

．

１ ６９

＊

收入

（
５ ． ３ ７

） （
０ ． ６３

） （
０ ． ６３

）（
２ ．６９

）（
２ ．４４ ）（

４．０４
）

４ ． ６８ １

＂ ＊

０ ． ６８ ５

＊

１ ．４９４
“ ＊

２ ． ５ ５５
＊ ＂

 ４ ．

１ ４３
＂ ＊

４ ． ９２５
＊ ＂

教育 水平
；



；

—

（
１ ７ ． ５２ ）（

２ ． ４５
） （

３ ． ７７）（ ４ ． ２９ ）（
６ ． ８４

）（
１６ ．

１ ３
）

图书 馆的 ６ ． ６５５
＊ ＂－

０ ． ２１ ４
－

０ ．４ ３７－

１ ． １ ６８７ ． ０８４

…

 ６ ． ４２４

…

物 理存在（ ７ ． ６９
） （

－

０ ． ２５
）
（

－

０ ．４ ２
）（

－

０ ． ５３
）（

５ ． ３５ ）（ ５ ． ２７ ）

４ ． ８７７１ １ ． ９９
＊＊ ＊

２９ ．２６
＊＊＋

３ ０ ． ９３

＊＊ ＊

９ ．２ ８６
＊

４ ． ０４７

截距 项

（ １ ． ７４
）（ ４．７７ ） （

８ ． ４７
）（

４ ． ６９
）（

２ ． ０５
）（ ０ ． ９９ ）

Ｎ１ ４９５３４０５ １ ９３８４６７８８ １ ７

注 ： 括号 内 数值为 ｉ 值
＊


ｐ
＜ ０ ． ０５

，

＂

ｐ
＜０ ．０１ ，

＂ ＊

／＞
＜ ０ ． ００ １

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 问题是
，
公共 图书馆 是整个社会人群

，

而不是特定信息贫 富程度 的

的物理存在是否对信息贫富程度不同的人群具 某个人群 。

有不同的效应 ？ 或者说
，
图书馆 的物理存在是另外一个需要关注 的问 题是 ，

图书 馆的物

否会对信息 贫 困者 的信息 富 裕化产生更大影 理存在对于城 乡 两个人群是 否有不 同的效应 ？

响 ？ 为回答这些问题 ，
本研究进 而对整 体样本 基于 中 国社会的城乡 二元结构 ， 是否存在城市

人群进行聚 类后
，
分析 图 书 馆的物理存在之于 或 乡村人群信息 富裕化更依赖于 图书馆的物理

信息贫 富状况不 同 的三组人群的具体效应 。 如 存在 ？ 为此 ，
本研究进而检验了 以城市人群和

表 １０ 所示
，
当 以 富裕组 、居中组和贫 困组的信息 农村人群 的信息 资产为 因变量并控制人 口统计

资产为 因变量时 ， 在控制人 口统计学特征 的前 特征的情况下
，
图 书馆的物理存在所产生 的效

提下
，
图书 馆 的 物理存 在不再具有显著效应 。 应 。 如表 １０ 所示

，
在城乡 两个人群中 ， 图书馆的

这在
一

定程度上说明
，
图书 馆物理存在之于人 物理存在均对人们信息资产具有显著 的正 向 效

们信息富裕化的影响并非特别 指 向 某个阶层 ，

应 。 这进
一步说明

，
公共图书馆物理存在 的意

而是全局性的 。 换言之
，

公共图书馆 的受益者 义在于兼顾城市和 乡 村 ， 在二元结构 的社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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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
，
无论城市还是 乡村

，

建设公共图书 馆有益 用对信息资产具有显著的正 向 效应 。 而 对信息

于居 民信息 富裕 。贫富状况不同的人群而言 ，
上述效应并不显著 。

由此可得出 与上文基本
一

致 的结论
，
即对图 书

３ ．４ 对图书馆实际使用之于人们信息资 产的 馆的实际使用之于人们信息资产的富裕化是一

效应种整体效应
，
并不单独对特定信息贫 富状况 的

图书馆的物理存在并不意味着用 户 的 自 动 人群起作用 。 进
一

步检验 了城 乡两个人群后发

使用
，

为此
，
本研究检验了对图 书馆的实际使用 现

，
对图书馆 的实际使 用对这两个人群均有显

之于不 同人群信息资产的影响 。 如表 １ １ 所示
， 著的正 向效应 。

当 以整体人群为因 变量时
，
对图 书馆的实 际使



表 １ １ 对图 书馆的实际使用对于不 同人群信息资产的影响


整体人群富 裕组居 中 组贫 困组城市人群农村人群

２ ． ０８ ６ 

＊
－

０ ．７３ ５ １
． ０３ ７１ ． ５６５

＊

１
． ２７６２ ． ５ ５ ３

＊

性别

（ ２ ．４９
） （

－

０ ．４６ ） （
０ ． ９７

） （
２ ． ０８ ）（

１
． ０３

）（
２ ．３ ３

）

－

０ ． １ ７４ 

…

０ ．０９６５０ ． ０２６２－

０ ． １ １０
＂
－

０ ． １ ９７
＊
－

０ ． ０４５ １

年龄

（

－

３ ．７ １
）（

０ ． ７ ８
） （ ０ ．４３

） （

－

２ ． ７７ ）
（

－

２ ． ５２
） （

－

０ ． ７７
）

１ ． ９９４－

０ ． ６４４－

０ ． ３９７ １ ． ６９６ ２ ． ６３ ５０ ． ８ １ ０

民族

（
１ ．３０

） （

－

０ ．

１
７

）（

－

０ ．２３
）（ １

． ３２
）（ １

． ２２
）（ ０ ．３ ９

）

１
． ００６

＂ ＊

０ ． ８ ９４
＊

０ ．

１ ３ ３
－

０ ．０３ ７００ ． ９２０
＊


１

． ３ ３Ｔ
＂

收入

（
４ ．５７ ） （ ２ ．

１ ５ ） （ ０ ． ４５ ）（

－

０ ．

１ ４ ）（ ２ ． ４３
）
（ ４ ．５２

）

２ ． ７ １ ５

？ ＊＊

０ ． ８２７

＊

０ ． ６２７

＊

０ ． ２３６ １ ． ５０２

＊＊＊

４ ． ９００
＊ ＂

教育水平

（
１ ３ ． ９ １

） （
２ ． １ ０

） （
２ ． ５ １

） （
１ ． ２５

）（ ５ ． ９９ ）（ １ ５ ． ９３ ）

图 书馆 的８ ． １ ７９
＊ ＂－

０ ． ３４９－

１ ． １ １２－

１ ． ９ ３０８ ． ５ ９
１

＊ ＂

６ ． ７０ １

＊ ＂

实 际使用（ ８ ．９２ ）
（

－

０ ．

１ ９
）（

－

０ ． ９５
）（

－

１
． ７８

）（
６ ． ７３

）（
５ ． １ ９

）

１ ６ ． ３ ５


…

４ ０ ． ７８


…

３４ ． １ ４


…

１ ５ ． ０ １

…

２３ ． １ ３


…

２ ． １ ９２

截距项

（ ７ ．０３ ）
（
７ ． ３ ８ ） （ １ １

． ９９
） （

７ ．

１ ０
）（

６ ． ７９
）（

０ ． ６８
）

Ｎ １ ５７ １３９７５４６３７６７ ５４８ １ ７

注 ： 括号 内 数值为 ｆ 值

＞＜０ ． ０５
，

＊ ｍ

ｐ
＜０ ．０１

， 

＊＊

＞ ＜０ ． ００ １

信息 服务 的 本 质 和 形 式 。 例 如
，
Ｃｈａｔｍ ａｎ 在

４ 讨论 １ ９８０
—

１ ９９ ０ 年代 以
“

信息世界
” “

小世界
”

等名

义
，
展开 了

一系列研究 ，
揭 示 了人们 日常信息 活

２ ０世纪 ７ ０年代 以来 ，
用户 中心 的理念开始动中 的主观性和情境性 。 Ｄｅｒｖ ｉ ｎ 所发展的意 义

被信息产品的开发者 和信息服务 的提供者广泛 建构 （ Ｓｅｎ ｓｅ
－Ｍ ａｋ ｉｎ

ｇ ） 学说更彻底地从认知建构

接纳 。 其重要原因之一
，

是在
“

后 现代化
”

的背 的 视 角 对 人 们 的 信 息 行 为 做 出 了 解 释 。

景下
，
人们信息行为的个性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

Ｓａｖ ｏ ｌａ ｉｎ ｅｎ 则 从信息 源视野 （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Ｓｏｕ ｒｃｅ

大量研究者开始反思 以整齐划一的方式为用 户Ｈｏｒｉｚｏ ｎ
） 的角度

，
解析了人们 如何通过信息源偏

提供信息的局 限性 ，
并着手于从用户 角 度理解好

（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ｒ ｃ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的

“

过滤
”

，

有

２０ １ ７ 年 １ 月 Ｊａｎ ｕａｒｙ ，

２ ０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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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地使用信息源获取信息 ，满足其信息需求 。 应该如何开展服务 ？ 显然 ，
对于信息能力本来就

本研究正是以于 良芝
、
周 文杰等人关于信息 贫 很高的信息富裕者 ， 低水平 的信息服务并无很大

富分化及其与公共图书馆关联性研究为基础 ，
的实际意义 。 但是 ， 如果把服务 的重点放在高层

深人考察 了信息 贫富 分化的 普遍性 ， 并检验 了次 、高技术含量的信息服务上 ，
则信息贫困者很

图书馆物理存在 和对图书馆 的实际使用之于人 可能会被
“

逐 出
”

图书馆 。 本研究认为 ，
如果没有

们信息富裕化的效应 。 本研究主要站在用 户 中 对用户信息行为可靠的把握 ， 图书馆职业很可能

心的角 度 ，
从用 户 中普遍存在的信息贫 富分化 陷于两难处境 。 这又进

一

步强化 了前文关于加

人手
，
分析和检验图书馆在解决信息贫 富分化 强对用户信息行为认识重要性的论述 。

这一社会问题过程 中 的角 色 。 基 于实证数据和第 四 ，
由于肩 负的使命有所不同 ，

公共图书

理论判断 ， 需要对在信息社会背景 下公共图书 馆与其他类型 的图书馆之间应该在分享共同理

馆的职能和定位问题做 出 回答 。论基础 的 同时
，

提供迥然不 同 的服务 。 所谓共

首先
，

由本研究 的相关发现 可以看 出 ，
准确 享理论基础

，
是指无论何种类型图书馆 ，

在对用

认识和定位用户对于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重要 户信息行为 的理论解释方面应该具有一致性 ，

意义 。 正如前文所揭示的 ，

一

方面
，

从个人信息 惟其如此 ，
图书 馆职业才能在信息 资 源组织方

世界的角度看 ，
用 户 中贫富分化清晰地存在着 ； 式等核心 问题上凝聚共识 ，

取得进展 。 但是
，
与

另
一

方面
，
当对城 乡 信息贫 困或富 裕者进行 比 提供

“

数字服务
” “

专题咨询
”

等服务 的学术型图

较时又发现 ，
这些人群 在个人信息世界各维 度 书馆不同

，

公共图 书馆更重要的职能是作为
一

上 的得分相互交错 。 这表明 ，
在信息社会背景 个信息富集 的空 间 、场所和 平台而存在 。 这个

下 ， 用户 的 信息行 为极其复 杂 ，

图 书馆事业发 平台不为特定信息贫富 状况 的某个人群而建 ，

展
，
必须对用户信息需求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 而是具备 为不同 信息贫 富状况的用 户提供教

其次 ， 图书馆职业需要切实基于信息社会 育 、学习 、娱乐和发展等资源 的能力 。

的背景 ，
认真思考若干具体问题。

诸如
，
在社会

信息化转 型的背景下 ， 作为 以公益性信息服务５ 结论

为天职的公共图 书馆应 当服务于谁？ 对于信息

富裕者
，

公共图书馆所提供的 服务是有 价值的以 《
个人信息世界量表 》为工具 ，

本研究对

吗 ？ 是否应 当将公共图 书馆的职能直接定位为 中 国城乡 两个人群的信息贫富分化现象 ，
以及

服务于信息贫 困者 ？ 由 本研究所获取的证据来 公共图书馆的物理存在与 对图书馆的实际使用

看
，

由 于城 乡 两个人群 中均存在着 明显 的信息 之于人们信息资产 的影 响进行实证分析 。 主要

贫富分化现象
，
而 图 书馆对人们 信息资 产 的影 结论包括 以下 内容 。 ①作为公共图书馆信息服

响是
一

种整体效应
，
并不仅仅局 限于对特定信 务的对象

，
城乡 两个人群 中都普遍存在着信息

息富裕程度 的某
一人群 。 可见 ，

在信息社会背 贫富分化现象 。 ②无论是信息富裕者还是贫 困

景下
，

图书馆的 服务应 当广泛涵盖信息 富裕者 者
，

城市人群 的信息贫 富状况并不一定 明显优

和贫 困者 。 因此 ，
本研究认为

，

在信息社会背景 于农村人群 。 ③图书馆的物理存在作 为
一

种 整

下
，
公共图书馆的主要存在形态是作为 一种信 体效应对居民的信息资产丰富化有着积极的影

息平 台 （
而不是信息渠道 ） 而存在 。 在这个平台 响

，
但这种影 响 并不指 向 特定信息 富裕程度 的

上
， 只有附 加 了教育 活 动 、 辅助 用 户 认知 的 活 人群

，
城乡 之间在此方面无差异 。 ④对图书 馆

动 ，其存在才有意义 。的实际使用同样对整体人群 （
既对城市人群

，
又

第三
，
图 书馆职业还需要思考另 外

一个问 对农村人群
）
的信息资产具有积极效应

，

且不指

题 ：面对信息贫富状况悬殊 的人群 ， 公共 图书馆 向特定信息富裕程度的人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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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尽管证实或证伪 了研究假设 中所提 用户信息相对富裕而更倾向 于使用 图 书馆 ？ 此

出的
一

些问题
，但对这些问题 的 回答 事 实上 引外

，
本研究提 出 公共 图 书馆主要是

一

个实现教

发 了更多 的思考 。 诸如
，
为什么 农村信息 富裕 育 、学 习功能的平台

，
但如何基于用 户 的信息贫

者在可及信息源 和空 间两个维度上优于城市信 富状况实现对信息 资源 的建设与组织 ？ 对于这

息富裕者 ，
其背后的机理是什么 ？ 再如

，
究竟是 些问题的 回答

，

尚 待后续研究的持续跟进 。

使用 图书馆导致用户 更加信息富裕
，

还是 因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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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Ｃ

：
Ａｕ ｔ

ｈｏ ｒ
， 

２０００ ．

［
１ ８

］Ｅｂｏ Ｂ ．Ｃ ｙ
ｂｅｒｇ

ｈｅ ｔｔｏｏｒｃ
ｙ
ｂｅｒ ｔｏ

ｐ
ｉａ ？Ｒａ ｃｅ ， ｃｌａ ｓｓ

，
ａｎｄ ｇ

ｅｎｄｅｒ ｏｎｔｈｅＩ ｎｔｅｍｅ ｔ
［
Ｍ

］
．Ｗｅ ｓｔｐｏ ｒｔ

，
ＣＴ

：
Ｐｒａｅ ｇｅｒ ， 

１ ９９８ ．

［
１ ９

］ＬｏｓｈＳＣ ．Ｇｅ ｎｄｅｒ
，
ｅ 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ａｌ ，


ａｎｄ ｏ ｃｃ ｕ

ｐ
ａ ｔ ｉｏｎａｌ

ｄ
ｉ ｇ ｉ ｔａｌ

ｇ
ａ
ｐ
ｓ

［ 
Ｊ

］
．Ｓｏｃ ｉ

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Ｃ ｏｍ
ｐ
ｕｔ ｅｒ Ｒｅ ｖｉｅｗ

，
２００４

，
２２

（
２

） ：

１
５２

－

１
６６ ．

［
２０

］Ｍｃ Ｌａｒｅｎ Ｊ ， Ｚａｐｐ
ａ ｌａＧ ．Ｔｈｅ

４ ４

ｄｉ

ｇ
ｉ
ｔ
ａ ｌｄ ｉｖ ｉｄｅ

＂

ａｍｏ ｎｇ
ｆｉｎａ ｎｃｉａｌ ｌｙ

ｄ ｉｓａｄｖａｎ ｔａｇｅ ｄ ｆａｍ ｉ ｌ ｉｅｓ ｉｎ Ａｕ ｓ ｔｒａ ｌ ｉ ａ
［ Ｊ ］

． Ｆｉ ｒｓ ｔＭｏｎ
？

ｄａ ｙ
， ２００２ ， ７ （ １ １

） ： 
１ ２

－

１ ９ ．

［
２１

］Ｄ ｉｍａ
ｇｇ

ｉｏ Ｐ
，
Ｈａｒｇｉ ｔｔ ａｉ Ｅ ， Ｃ ｅｌｅ ｓ ｔｅＣ ， ｅｔａ ｌ ．Ｄ ｉｇｉ ｔａ ｌ

ｉ
ｎｅｑｕａｌ

ｉ
ｔｙ ：

ｆｒｏｍ ｕｎｅｑ ｕａ ｌａｃ ｃｅ ｓｓ ｔｏ ｄｉ ｆｆｅｒｅｎ ｔ ｉａｔ ｅｄｕ ｓｅ
［
Ｍ

］

． Ｎ 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ｕ ｓｓｅ ｌｌ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

ｉｏｎ ，


２００４ ：３ ５ ５
－

４００ ．

［
２２

］Ｈｏｆｆｍａ ｎＤ
，
Ｎｏｖ ａｋ Ｔ

，
Ｓｃｈ ｌｏ ｓｓｅｒＡ ．Ｔｈｅ ｅｖ ｏｌｕ ｔ ｉｏ ｎｏｆ  ｔｈｅｄ ｉｇ ｉ ｔａ ｌｄ ｉｖ ｉ

ｄｅ
：
ｈｏｗ

 ｇ
ａ
ｐ
ｓ ｉ

ｎＩ ｎ ｔｅｒｎ ｅｔａｃｃｅ ｓｓｍ ａ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ｅ ｌｅｃ
？

ｔ ｒｏ ｎｉ
ｃ ｃｏｍｍｅ ｒｃ ｅ

［
Ｊ

］
． ＪＣＭＣ ，

２０００
，
５

（
３

） ：
３
－

１ ２ ．

［
２３

］Ｎｏ ｖａｋＴＰ
， 
Ｈｏｆｆｍａ ｎＤＬ

，
Ｖｅｎｋ ａｔｅ ｓｈＡ ．Ｄ

ｉｖ ｅｒ ｓ ｉ ｔｙｏｎｔ
ｈｅ Ｉｎ

ｔ
ｅｒｎ ｅｔ ： ｔｈｅ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 ｓｈ ｉ

ｐｏｆｒａｃｅ ｔｏ ａ ｃｃｅ ｓｓａｎｄｕ ｓａｇｅ

［
Ｃ

］
／／Ｑｕｅｅ ｎｓ ｔｏｗｎＭＤ ． Ｐａ

ｐ
ｅｒ

ｐ
ｒｅ
ｐ
ａｒｅｄｆｏｒ ｔ ｈｅ Ａｓ

ｐ
ｅｎＩｎ ｓ ｔｉ ｔｕ ｔｅｄＦｏ ｒｕｍｏ ｎＤ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ａｎ
ｄ

ｔ
ｈｅ Ｍｅｄ ｉａ ，

１ ９９７ ．

［
２４

］
周文杰

，
闫慧

，
韩圣龙 ．基于信息源视野理论的信息 贫富分化研究 ［ Ｊ ］

． 中 国图书馆学报 ， ２０ １
５

， ４ １
（

ｌ ｈ ５０
－

６１
．

（ Ｚ ｈｏｕＷ ｅｎ
ｊ
ｉ
ｅ

，
ＹａｎＨｕ ｉ

，ＨａｎＳｈｅｎｇｌｏｎ
ｇ ，
Ｅ ｘｐ

ｌｏｒｉ ｎ
ｇ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ｏｎｄ ｉｖ ｉｄ ｅｂａｓｅｄｏ ｎａｔｈｅｏ ｒｅ ｔ ｉ ｃａｌｖ

ｉｅｗｏｆ

ｉ 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 ｏｎ ｓｏ ｕ ｒｃｅ ｈｏｒｉ ｚｏｎ ［ Ｊ ］
． Ｊｏ 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ｂ ｒａ ｒ

ｙＳ
ｃｉ ｅｎｃｅ ｉ

ｎＣ ｈ ｉ ｎ ａ
，
２０ １ ５

 ，
４ １

（ １
） ：

５〇
－

６ １ ．

）

周文杰 西 北师 范 大 学 商 学 院 副 教授 ， 中 山 大 学 资讯 管理学 院 东 莞 图 书 馆博 士后 创新 实 践基地博

士后 。 甘肃 兰 州 ７３ ００ ３０ 。

白 钰 西 北 师 范 大 学 商学院硕 士研究 生 。 甘肃 兰 州 ７３ ００３ ０ 。

（
收稿 日期

：
２０ １ ６

－

１卜３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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