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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信息化的角色定位与作用机制研究·

信息生态视域下新市民信息贫困成因及应对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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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市民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兴群体，亦是信息贫困问题最严重的信息弱势群体之一，解决新市民信息

脱贫问题尤为重要。文章基于信息生态的视角，分析了新市民信息贫困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市民信

息脱贫策略：培育新市民信息意识；制定新市民信息贫困综合性治理方案；完善新市民信息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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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New Urban Residents' Information Poverty Based
on a Theoretical View of Information Ecology Horizon

Abstract New urban residents is an emerging group 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as well as one of the most dis-
advantaged information groups facing information poverty. Inform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of new urban resident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poverty in a theoretical view of information ecology and some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such as fostering information awareness of the new urban residents, drawing
up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program to help the new urban residents out of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perfecting infor-
mation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new urban residents.
Key words new urban resident; information ecology; information poverty; inform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伴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涌入城市

并在城市安家落户的农村人口与日俱增， 成为城市

的 新 兴 群 体 ， 截 至 2014 年 末 ， 我 国 城 镇 化 率 达

54.77%［1］。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城市

化”这一木桶长板愈长，短板愈短，两极分化：一方面

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和城市化的整体水平；另

一方面进一步放大了原有的市民、 新市民间的信息

差距，使新市民成为城市信息贫困的“重灾区”。 新型

城镇化的背景，赋予了揭示信息化效果的重要视角，

即人的发展视角， 因为信息化目 标 本 身 就 包 含 着

“人”对效果的基本诉求。 文章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

视角，对新市民信息贫困的成因进行了细致分析，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新市民信息脱贫策略，以期为

新市民信息脱贫的实现以及城市信息生态和谐发展

提供思路与借鉴。

1 相关概述

1.1 信息生态理论

信息生态是生态学与信息管理学交叉衍生的新

概 念 ， 这 一 概 念 最 早 由 德 国 学 者 拉 斐 尔·卡 普 罗

(Rafael Capurro) ［2］在《信息生态进展》一文中正式提

出， 用来 表 达 生 态 观 念 和 日 益 变 得 重 要 和 复 杂 的

信 息环境之间的关联 ［3］。 信息生态理论的研究对象

主要包括信息人、信息资源和信息环境。 具体而言，

信息人即信息主体，是信息活动的真正主导者，是整

个信息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 信息人并非专指某一

个人， 而是个人与社会群体中所有可以接收和加工

信息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信息生命主体。 信息资源

即信息本体，是整个信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

既是构成信息环境的基础， 又是信息人及信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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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可或缺的对象要素，可以说，信息人是在创造与

使用信息中表达与实现自我并进一步与信息环境相

互作用的， 有什么样的信息就有什么样的信息人与

信息生态［4］。 信息生态环境是指信息人在活动过程

中 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将对其产生直接或间接 影 响

的 信 息 生 态 因 子 的 总 和 ［5］，具 体 而 言，包 括 信 息 本

体、信息时空、信息伦理、信息科学技术、信息基础设

施等［6］。 信息、信息人和信息环境构成了信息生态系

统的基本框架， 同时系统中广泛存在的各类信息生

态因子与信息人通过无时无刻不在发 生 的 相 互 作

用，推动着整个系统的变化与发展［7］。

信息 生 态 理 论 的 内 核 就 是 人 与 信 息 环 境 的 关

系，倡导信息生态的平衡，信息生态系统各项功能的

充分实现［8］。 信息生态视域下，新市民信息脱贫问题

研究是从人发展的视角出发， 考察信息人即新市民

面临着哪些信息困境， 并深究致使这些困境出现的

原因以及解决现有信息贫困、 从当前贫困状态跳脱

出来的有效方法； 不仅关注信息量与信息设施的差

距， 还对信息人的信息能力与信息素养的差距进行

考察。

1.2 新市民信息贫困研究

信息贫困意指行为主体因缺乏足够的机会和自

由将社会中丰富的信息资源为自身所用， 致使信息

实践受阻，信息资本缺失，信息需求无法得到满足［9］。

以往的研究中， 多将信息贫困群体集中在贫困区域

或是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口学特征上处于劣势的人［10］，

如西部地区的人口、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残疾人、青

少年等［11］。 然而信息贫困并不直接对等于经济和文

化等资本的贫困［12］，基于上述划分标准，新市民未被

视为信息的弱势群体。

新市民本质上是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下农民向

市民转化的过渡阶段， 处于未完成市民化的准市民、

半市民状态［13］，又被称为城市外来人口［14］、都市乡民［15］、

农转非、城市流动人口［16］以及城市新移民［17］。 新市民

群体是城市化进程中所衍生的城市新兴群体， 已成

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天津塘沽为例，截至

2013 年， 新市民人口数量几乎占到了常住人口数的

一半［18］。 新市民群体介于农民群体和市民群体二者

中间，普遍存在低受教育程度、低技能、低收入、信息

意识薄弱等问题 ［19］。 根据统计显示，新市民中仅有

5.35%属于长期合同工或固定工，而剩下的 94.7%多

为个体户、短期合同工或临时工［20］。 相较于市民群体

而言，新市民在经济、文化、技能、生活等方面均处于

劣势地位， 成为城市的边缘人和仅完成地理迁移与

户籍转换的“半市民”或“准市民”［16］，并在城市自发

形成“城中村”、“农村社区”，面临“信息孤岛”、“信息

鸿沟”等困境，显然是城市社会中的信息弱势 群 体

之一。 然而，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新市民的研究多从

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切入，研

究视角集中在新市民社会公平与社会融入、 新市民

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新市民社区认同与社区教育、新

市民就业与子女教育等 ［21］，基于信息视角对新市民

的研究却较为鲜见。 笔者以 CNKI、万方、维普三大全

文 数 据 库 为 基 础，将“信 息”与“新 市 民”、“都 市 乡

民”、“农转非”、“城市新移民”、“半市民”、“城市外来

人口”、“准市民”、“准市民” 一一组合为检索对象进

行检索，共检得 208 条记录（检索时间：2015 年 12 月

2 日），剔除无关条目，只余 23 条结果，且集中在对新

市民信息素养提升（如新市民子女信息素养培养 ［22］、

图书馆如何助力新市民信息素养提升 ［23］）、新市民信

息行为（如新市民信息障碍［24］、新市民信息查询行为
［25］）和新市民人口信息管理（如新市民综合信息系统
［26］、新市民信息化管理 ［27］）三方面，对新市民信息贫

困成因及信息脱贫策略的研究相对不足， 本文将基

于信息生态的视角对此进行初步探索。

2 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新市民信息贫困成因分析

基于信息生态的视角， 新市民信息贫困可以从

信息人、 信息资源以及信息生态环境三方面进行归

因分析。

2.1 信息人：“自贫困”与“被贫困”并存

新市民群体多由农民群体或农转非群体转变而

成，能动性和自主性较弱，文化主体意识淡薄，缺乏

文化权益的主动权 ［28］，加之能力有限或参与意识淡

薄，导致“自边缘化”和“自愿隔离”，即出现信息“自

贫困”的情况，具体表现为信息意识不强、信息需求

认知不足、信息需求表达不准、信息获取手段有限、

信息价值认知存在偏差、 信息甄别和选择能力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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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9］。 具体而言，信息意识不强、需求认知不足、需求

表达不准直接削弱了新市民在信息需求中的主体地

位， 使得信息资源生产、 传播的精准性受到严重影

响，降低了信息供给质量，为新市民信息资源供需失

衡埋下伏笔；信息获取手段有限、信息价值认知存在

偏差、 信息甄别和选择能力欠缺等导致纵然信息资

源可以有效供给， 新市民也难以发挥信息资源的实

际价值，造成信息“自贫困”。

在新市民市民化与信息脱贫过程中， 信息人既

包含新市民及新市民群体本身， 又包括与之紧密联

系的原有城镇居民和信息政策制定人、 信息组织机

构、信息传播部门、信息服务人员等。 城市信息基础

设施及公共信息服务本质上隐含着对知识、 技能的

要求，这些潜规则间接的阻碍新市民融入城市，对这

些设施的应用产生负外部性。 社会信息化环境以及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更是催化了这种负外部性的恶性

循环，使新市民信息“被贫困”，加剧了新市民信息贫

困的严重程度。

2.2 信息资源：供给与需求失衡

由于信息需通过各种媒体来实现价值， 社会信

息化环境下，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信息资源不仅包

括广泛存在的信息本身， 还包括信息所依附的各种

媒介。 信息在城镇信息生态系统中一方面作为粘合

剂，维持城镇居民与城镇信息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另一方面作为城镇信息生态系统中的加工与传递对

象，实现城镇信息生态系统的各种功能。

现实中， 新市民的信息需求与所获得的信息供

给仍处于失衡状态，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1）城市

治理者往往将视角集中在对新市民的身份安置与户

籍安置等物质层面上 ［16］，忽视了对新市民潜在信息

需求的有效挖掘， 对新市民的信息行为特征并不十

分了解，所提供的信息资源不能“对症下药”，形同虚

设，被新市民束之高阁；（2）认知信息资源的价值需

要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和信息素养， 但现实中的情

况是，新市民多来自偏远地区的农村，文化水平和信

息素养参差不齐［30］；（3）信息资源的有效供给对信息

资源的针对性要求较高， 而针对性强的信息资源要

求个性化定制生产，生产成本相对较高。 新市民在城

市生存尚有困难的条件下显然无力为信息资源的高

成本买单，这又进一步制约了信息资源的生产。

2.3 信息环境：信息爆炸与信息贫瘠共生

社会信息化环境下，新市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面

临新市民群体内部与外部双重信息环境，即宏观环

境与微观环境。 宏观环境为新市民 群 体 的 外 部 环

境，包括新市民群体利用现有信息技能、信息基础

设施、信息政策等推进自身信息素养提升过程中受

到的社会文化氛围、国家政策、社会团体活动、城市

信息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微观环境为新市民群体内

部环境，包括利用现有信息技能、信息基础设施、社

区信息化水平等推进自身信息素养提 升 过 程 中 新

市民所采取的自我调节机制、学习意识、社交生活、

亲友影响等。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大的社会信息环境发生三

个重要改变：（1）信息从不对称转变为对称，从“你不

会知道坐在那头跟你聊天的是不是一条狗” 到大数

据可以清晰分析出个人的社交圈子、数字脉动、日常

生活轨迹等细枝末节；（2） 信息生产与传播速度暴

增，城市数据呈几何级衍生，信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广度和深度始料未及；（3）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

信息的去中心化传播，通过社会化媒体，每个普通人

都成为信息节点，拥有自媒体的力量，都有机会成为

意见领袖［31］，大的信息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信息

爆炸对城市信息环境的承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 新市民生活环境以及社区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缺乏足够的信息环境和信

息氛围，新市民社区的信息服务也显得十分匮乏，进

而导致新城镇信息生态系统中信息爆炸与信息贫瘠

共生的窘迫局面， 新市民所依存的信息生态环境严

重失衡，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新市民信息贫困的

主要原因。

3 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新市民信息脱贫对策

3.1 培育新市民信息意识

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内

因是最根本的驱动力， 新市民信息意识的匮乏是致

使其信息贫困的根本原因。 信息意识的培育非传统

的科班教育所能实现，还需对症下药，才能取得实质

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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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育新市民信息意识可以通过对新市民进行

信息利用示范来实现， 让新市民从信息有效利用后

所产生的经济价值中意识到信息的多功能、高效益，

从而增强其信息意识，自发的接受信息教育，有意识

的去培养自身信息素养，提升信息技能。 若新市民参

与信息教育能切实有效的改善新市民现有的生活状

态，新市民参与信息活动的热情就自然会被激发。

（2）营 造 积 极 向 上 的 群 体 学 习 氛 围，建 立 和 完

善新市民信息技术培训和进修制度，由专职教师或

图书馆馆员对新市民进行信息基础知 识 和 基 本 技

能培训指导， 并运用激励机制， 激励新市民参与学

习，促成新老市民间手拉手“一对一”互助活动。 同

时，鼓励新市民之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培养其信息

传播意识，相互学习，进而培育良好的信息环境和

学习氛围。

（3）细分新市民信息贫困群体，精细挖掘对应阶

段的信息需求。 若供给的信息正是新市民所急需的

信息，那么自然就会对其有强烈的吸引力，驱动其自

发的学习，参加到信息教育中，进而提升其自身和群

体的信息素养水平；若供非所求，连基本的就业生存

都成问题时，宣扬精神方面的信息是无意义的。 帮助

新市民接触信息、 获取信息知识是最基本的脱贫要

求，只有不断优化信息资源组成结构，提升信息资源

的质量与立体性， 让新市民从信息中获得实实在在

的好处，才能真正的发挥信息资源的价值，提升新市

民的信息意识。

在培育新市民信息意识的基础上， 加强信息教

育，提升新市民信息素养便顺理成章。 信息活动的真

正主体是信息人，新市民信息素养的高低、信息意识

的强弱直接决定着新市民自我发展能力以及城市社

会生活适应能力的发展水平。 在新市民信息素养得

到全面提高的前提下， 真正激发新市民在城市信息

活动中的参与意识、主体意识，帮助其脱离信息贫困

的窘境，新市民成为城市的新主人翁便水到渠成。

3.2 制定新市民信息贫困综合性治理方案

新市 民 信 息 脱 贫 并 非 一 蹴 而 就 的 短 期 权 宜 之

计，而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新市民信息脱

贫需要政府、社会、社区的协作，需要来自信息工作

者和新市民的积极支持， 切实保证新市民信息脱贫

方案（或措施）的可实施性，联动性和系统性，势必要

创新治理机制体制，开发民间创新潜力等，而保障这

一切顺利实现需要一套综合性的治理方案， 既要包

括宏观上的信息政策、信息制度、信息扶贫工程的制

定规划和可持续的人财物力投入机制， 又要包含微

观上具体各部门的设立和扶贫计划的拟定。

首先，设立专职的负责部门，制定整体性的新市

民信息贫困治理草案和行动规划， 开展抽样的调研

工作， 对小样本的具有典型性的信息贫困新市民进

行培训和考察， 挖掘信息贫困新市民的信息行为特

点，并精细划分信息贫困状态，总结调研经验，制定

针对不同信息贫困程度的新市民采取差异化的脱贫

方案。 如自 2007 年以来，杭州市政府联合发改委、人

保局和财政局等 29 个部门成立了针对新市民的专

门机构“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32］，专门研究拟订与

新市民相关的各项政策措施，督促检查各辖区、各部

门的政策落实情况，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在新市

民信息脱贫工作中发挥了较大推进作用。

其次，可选取一些代表性示范区，将调研研究成

果投入实践，并进行阶段性的效果测评，进而修正不

足之处，经过几轮反复修正，将修正后的新市民信息

贫困治理方案推广，以示范区为标杆，进行示范区推

广建设，并建立可持续性的投入机制，实行脱贫工作

责任制，强化脱贫工作的责任考核。 与此同时，设立

专门的监管部门， 对新市民信息扶贫工作进行监管

和指导，保障新市民信息扶贫工作的稳定发展，切实

帮助新市民脱离信息贫困状态， 在新城镇中获得信

息能力，实现文化安置与身份安置的全面市民化。

最后，在具体工作实行上，可以借鉴欧美国家对

新移民信息扶贫的工作经验， 例如在针对新移民的

信息服务中， 美国图书馆根据新移民的信息需求特

点，整合了诸如住房、健康医疗、社会服务、教育培

训、就业参考、生活指南 ［33］、当地法律法规 ［34］等多种

信息资源，并“因材施教”，对新移民进行分阶段的信

息培训和教育， 量身打造非在校生的社会新移民信

息培养模式，与社区联合开展诸如趣味活动、朗诵会

等活动，在加强新旧市民融合的同时，渗透了获得信

息的渠道，促进了新市民信息发布、筛选、鉴别、分享

技能的提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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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完善新市民信息生存环境

3.3.1 优化信息资源存量，创新信息资源增量

信息资源存量是城市现有的与新市民信息服务

相关的信息资源的“全部家底”，优化信息资源存量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1） 存量资源总体数量。

加快信息资源建设，丰富信息资源形式，增加新市民

可利用信息资源的总体数量；（2） 存量资源内容含

量。 集成现有信息资源，促进信息资源发展集约化，

提升单位信息资源的内容含量；（3）存量资源区域分

布。 协调城市区域间、新老社区间的信息资源建设，

推进城市信息资源协作共享机制的形成和实施。

在优化信息资源存量的同时， 开发与创新信息

资源增量，增强信息供需的匹配性，为新市民提供有

针对性的信息，如城市最新动态，新市民子女教育安

置信息，就业信息等方面的信息。 新市民本就是新型

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兴群体， 要有针对性的提供信息

服务，创新符合其需求的新的信息资源尤为关键。 而

这种创新既体现在对新的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建设，

也体现在对原有信息的改造与调整。

3.3.2 完善信息基础设施，营造良好信息环境

完善信息基础设施要“软”、“硬”兼施，既要在新

市 民 活 动 范 围 内 推 进 广 播 电 视 网 络、 移 动 通 讯 网

络、互联网网络、社区信息服务平台等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又要通过报刊、图书、杂志、宣传手册、信息栏、

会议、讲座、人际交往、网络电视、数字广播、短信平

台、互联网等多样化的传播信息技能知识。 如赣州市

自 2009 年开始实施的“新市民工程”，从就业工程、

素质工程、安居工程等多个方面切入［36］，在培育新市

民信息素养， 提高信息基础设施利用率上取得了良

好成效。

与之相呼应，在政府实施相应信息工程建设，增

强信息丰富性的同时， 凸显公益性组织的社会价值

和公益性价值（如通过公益组织举办民间新市民信

息扶贫运动，开展信息体验活动，进行一对一信息技

能培训，与信息技能提升相关的亲子活动），重视社

会信息机构、信息组织的参与度，创新新市民社区信

息服务，扩大信息知识和技能的科普范围，将信息意

识嵌入到新市民思想中， 在社会上形成对信息能力

重视的共识，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

3.3.3 配备专职人员，提升信息服务质量

信息 服 务 人 员 信 息 素 质 高 低 与 服 务 意 识 的 强

弱， 直接对信息服务质量的好坏产生正面或负面作

用， 而信息服务质量的好坏又是新市民是否参与到

信息活动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新市民信息服务工作

的难度较大，服务内容又极其复杂，而单纯依靠当前

的信息服务队伍，如公安警察、社区委员会、图书馆

馆员等兼职， 混杂的人员组成必然出现知识结构不

尽合理、 信息素质参差不齐以及信息咨询能力有限

等实际操作困难，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 因此，

通过多种途径有计划、 有针对性的培养一批专职的

新市民信息服务队伍， 提升新市民信息服务人员的

整体素质不仅可以成功解决上述问题， 还可进一步

改进信息服务人员与新市民的交互关系， 加强二者

之间的交流，培育新市民信息主体意识与参与感，带

动更多的新市民参加到信息能力提升的活动中，加

强信息意识，走出信息贫困的窘境。

4 结语

正如德国当代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

马斯(Jurgen Habermas)所言“社会的拓展是与具体角

色的多样化、 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社会设计的个

人化同时进行的” ［37］，新市民的信息能力不仅关系

着自身实现城市社会化的内容及方式， 还深刻影响

着城市化的广度和深度， 以及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

量和发展速度。 解决新市民信息贫困问题，从个体的

角度分析，可以帮助新市民摆脱信息贫困，满足其自

身信息技能的诉求，提升新市民信息素养，实现市民

角色的成功转变；从整体的角度分析，新市民信息脱

贫将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人力支

持，促进新城镇社会资本增量的形成，提升城镇的承

载力。 新市民信息脱贫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服务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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