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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纸媒阅读的媒介生态分析 

———以湖南农村为例

余习惠，彭倩敏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纸媒在农村的传播一直处在发展的边缘，特别是在电视、网络发展加快的情况下，纸媒对农传播更显得贫乏无力。
湖南农村受众纸媒阅读的现状就令人堪忧：农村受众阅读报刊的数量有限，希望阅读的报刊种类不足，同时还存在报刊送达

时间延迟、购买渠道狭窄等问题，这与我国农村的媒介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和文化生态环境是农村纸媒阅读困

境的外在原因，媒体自身系统环境是农村纸媒阅读困境的内在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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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６月，“湖南农村信息传播的现状及发
展对策研究”课题组４名成员采用实地考察和问卷
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调研湖南农村纸媒的阅读现

状。调研的内容主要涉及到阅读条件、阅读习惯、

阅读愿望、购买渠道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实地考察

及问卷调查的范围包括地域范围、职业范围、年龄

范围。地域范围包括位于湘北华容县的南山乡和

终南乡、汉寿县的新兴乡和罐头嘴镇，位于湘东醴

陵市的孙家湾乡和清水江乡、茶陵县的湖口镇和虎

踞镇，位于湘西北永顺县的两岔乡和青坪镇、龙山

县的石牌镇和白羊乡，位于湘西南洞口县的江口镇

和古楼乡、隆回县的高平镇和麻塘山乡等８个县市
的１６个乡镇，共计走访乡镇政府１６个，乡镇事业
单位１２３个，乡镇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种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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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个体工商户）２３６个，村委会４８个，村民住户、
居民住户４０２家。地域对象充分考虑了能代表湖
南高、中、低经济收入状况的典型乡镇。职业范围

包括乡镇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村干

部、企业职工、种养专业户、个体工商户、村居民，年

龄范围包括乡镇１６岁以上的自然人。本次问卷调
查具体各个乡镇按最小样本１００份问卷来发放，共
计发放问卷 １６００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１５８０份
（样本比例的选择依据，以茶陵县虎踞镇职业分布

情况作范例，其他乡镇按实际职业分布情况配额抽

样。虎踞镇总人口３万，常住人口２．８万，除开常
年在外地务工的只有１．７万，其中１６岁以上人口
约１．１万。职业分布情况如下：乡镇机关工作人员
４５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２００余人，村干部８６人，
企业职工（包括长期的和临时的）８００余人，种养专
业户１５０余人，个体工商户 ２００余人，村居民约
９０００人。发放问卷１００份，其中乡镇机关工作人员
１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２人、村干部１人、企业职
工８人、种养专业户２人、个体工商户２人、村居民
８４人。）。

媒介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媒介各构成要

素之间、媒介之间、媒介与外部环境之间关联互动而

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和谐的结构状态。［１］它由媒

介群体和媒介生存发展的内部外部环境共同组成。

本文将从“媒介生态”的角度，结合属于宏观生态领

域的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和属于微观生态

领域的自身系统环境，对农村纸媒阅读的困境进行

分析，以求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其失衡的原因。

　　一　农村纸媒阅读的困境

调查显示，９５．５％的人有阅读报刊的愿望。在
广播电视走进千家万户、在乡镇机关单位和企业乃

至村居民拥有电脑数量越来越多、在每家甚至每人

都随身携带手机的今天，报刊在农村仍然有受众市

场。他们认为报刊阅读不受时间、地点、环境的限

制，不误农时，不和其他的事情发生冲突，不需要广

播电视网络等设备，不懂的内容可以反复多次阅

读，等等。当然，在大众传播中，电视、手机（网络）

是农村受众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电视媒介具有

声画并茂、及时的优点，受到农村受众的亲睐，手机

（网络）以快速及时而内容海量的优势吸引越来越

多的受众，而报刊作为过去的第一媒介继续发挥着

应有的作用，至今仍然是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渠

道。他们希望通过报刊了解时事、增长知识、娱乐

休闲等。

但是，农村纸媒阅读的现状并不理想。农村受

众阅读报刊的数量有限，希望阅读的报刊种类不

足，同时还存在报刊送达时间延迟、购买渠道狭窄

等问题。

１．农村受众阅读报刊的数量有限，报刊主要集
中在乡镇政府、村居委会、学校。问卷调查显示（图

１），在１６个乡镇接受调查的１５８０人中，虽然每个
乡镇个人订阅报刊的数量不等，但总的说来，数量

都极少，所占比例只有４％。在走访和问卷调查中
发现，订阅报刊的主要是单位，乡镇机关工作人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村干部、企业职工都有阅读报

刊的习惯，综合起来，经常阅读报刊的人所占的比

例是２８．５％。

图１　订阅报刊和阅读报刊人数百分比

调查还显示（图２），乡镇报刊订阅主要集中在
乡政府各部门、村居委会、学校。数据显示，政府各

部门、村居委会、学校三者所占比例平均７０．９％，最
高的达到７４．６％，最低的也达到６２％；乡镇政府各
部门订阅报刊所占比例最高的达到３０．２％，最低的
也达到１７．７％；村居委会订阅报刊所占比例最高的
达到３６．８％，最低的也达到１６．８％；学校订阅报刊
所占比例最高的达到２９％，最低的也有１４．９％。

那么，阅读报刊的农村受众主要是哪些人？乡

镇事业单位的干部及职工、教职工及学生、村干部、

村能人及核心人物。

图２　乡镇政府、村居委会、学校订阅报刊百分比

２．农民受众希望阅读的报刊种类不足，专业
报刊所占比例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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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中发现，湖南农村各乡镇报刊居前几位的

是《人民日报》《湖南日报》《新湘评论》《求是》，每

个乡镇都订阅了。其次是各地州市的日报和晚报，

如《岳阳日报》《岳阳晚报》《常德日报》《常德晚

报》《株洲日报》《株洲晚报》《邵阳日报》《邵阳晚

报》《湘西团结报》等。这是值得肯定的，农村受众

能通过党报党刊了解国家大事、省情市情。

调查显示（图３），湖南农村各乡镇报刊以党政
报刊为主，如《人民日报》《湖南日报》《求是》以及

各地州市的日报，占４６％；其次是行业报，如《湖南
工人报》《今日女报》《中国财经报》《中国劳动保障

报》《大众卫生》《湖南科技报》等，占３８％。农民受
众需要的农村政策及农村经济信息报刊所占比例

太小，只有１０％，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图３　农村受众阅读报刊种类百分比

调查显示（图４），在农民受众所需的信息中，
他们最希望了解的依次是农村政策信息、农林产品

信息、实用技术信息、产品销售信息、市场信息、新

技术使用信息、新品种信息。农村政策信息包括粮

食生产、种养殖业、林业、教育、经济、科技、卫生、文

化等各个方面，涉及到千家万户农民的利益，好的

农村政策是农民最关心也是最期盼的，需求达到

９９．５％；农林产品信息、实用技术信息、产品销售信
息也是农村受众最希望了解的，农林产品的种植、

实用技术的使用、产品销售的市场行情都是关系到

农民经济收入最直接的因素，因此受到普遍的关

注，需求分别达到９８．１％、９７．４％、９０．２５％；市场信
息、新技术使用信息、新品种信息也是农村受众尤

其是年轻的农村受众最希望了解的，需求分别达到

７６．６％、７５．９％、７２．１％。
３．报刊送达时间延迟，购买渠道狭窄。调查发

现（图５），农村报刊送达时间普遍延迟，新闻变成
了旧闻。一般情况下，《人民日报》、《湖南日报》及

地市党报送达乡镇政府大概需要２～３天，其他的
往往需要４～６天甚至更长。一般情况下，达到乡

镇政府、学校、医院的时间最短，在２－３天之内；离
乡镇政府较远的村送达时间最长需两个星期，有时

候长达一个月。

图４　农民受众专业信息种类需求百分比（多项选择）

图５　农村报刊送达时间百分比

调查中发现，农村报刊销售渠道极少，错过订

报时机则一报难求。与城市发达的报刊销售渠道

相比，乡村的报刊销售还处于起步状态。在城市

里，想看报纸杂志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可以到

报社以及邮局订购，可以到书店或是街道的报亭购

买，而像《潇湘晨报》之类的都市报每天都有大量的

推销人员和送报人员。然而，在乡镇，想要买一份

报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除了定期在邮局订购

就要到县城才能买到。

　　二　经济和文化生态环境是农村纸媒阅读困
境的外在原因

　　农村纸媒阅读的困境，可以从客观的经济因素
方面来探究。我国农村经济的落后现状客观上限

制了农村受众对纸媒的阅读。近年来，农民收入虽

然在不断增长，但收入的大部分来源仍然是农业生

产所得。尽管政府实行了各种农业补贴政策，调动

了农民积极性，但农业投入不断升高，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居高难降，农民收益增加空间越来越小。为

了增加收入，有相当多的青壮年农民选择外出打

工。据统计，两岔乡每年外出务工人员占到全乡的

近二分之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低收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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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农民自身的文化水平较低，只能从事体力方

面的工作，因此所得工资较低。同时，虽然私营企

业在农村有一定数量的发展，但近年受到宏观经济

影响，大部分企业发展的速度明显放慢，效益下降，

使得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农民无法得到额外的

收入。根据恩格尔系数分析，目前我国农村的恩格

尔系数仍高居不下，［２］“媒介购买力”（即用在媒介

消费的经济能力）相对较低也就不难理解了，何况

是在各媒介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纸质媒体。

文化生态环境，是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借以

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

条件。［３］较之于城市，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相对落后，

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和吸纳。更

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村受众的文化水平偏低。在

我国农村地区，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虽然

农村地区有文化水平较高的老师和企业单位员工

以及退休干部，但比例很小，而在受教育程度较高

的一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或求学的情况下，整体受

教育程度仍然较低，他们对于纸媒的消费需求相对

来说缺少主动性，虽有了解信息的强烈愿望，但因

纸媒阅读条件受限，也只好作罢。

　　三　媒体自身系统环境是农村纸媒阅读困境
的内在根源

　　随着数字技术在媒体传播中的广泛运用，媒介
环境日益丰富而复杂。纸媒不仅受到电视、网络等

新媒体的冲击，其自身的受众定位以及发行机制也

受到严重的挑战，这是农村纸媒阅读陷入困境的内

在根源。

１．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冲击。在农村地区，
电视的普及对于报刊的发行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很

多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不是传统的报纸杂志，而是

带有娱乐性、选择性的电视节目。特别是现在的电

视节目形式越来越创新的情况下，大大影响农村受

众对纸媒的阅读。其次，中国互联网产业规模的不

断扩大，根据ＣＮＮＩＣ统计，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我国
网民规模达６．１８亿。［４］互联网上各个新闻网站的
发展，不但在信息量上比报刊有优势，而且新闻信

息的及时更新，比报刊更具有时效性。中国移动推

出的以服务“三农”为目标的信息化服务“农信通”

的建立，通过手机可以看天气预报、种植养殖技术、

市场行情等各种信息。

２．纸媒受众定位失衡、传播发行机制不完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媒体出于对生存危机的考虑，

不可避免地追求短期高效益。由于城市经济繁荣，

面向城市消费者的报刊种类繁多，特别是以各个日

报或报业集团为代表的报刊，由于资金充沛、覆盖

率广、信息来源大、受众广泛，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

广告效应。与此相反，在纸媒尚未在农村传媒市场

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点时，纸媒不

会也不可能花费昂贵的代价冒险抢占农村市场。

因此，面向农村的报刊，特别是纯粹的农村报、农民

报，种类很少。目前我国涉农报纸仅占全国报纸总

量的３．１７％。纯粹的农村报、农民报只有１７种，占
全国报纸比重的１％。［５］加上媒体对“三农问题”的
弱化，大众传媒对农村受众的漠视，使农民与农业

在媒介内容中缺失。少量关于农村的报道又多是

典型宣传，引不起农民的阅读兴趣，也导致农村地

区阅读报纸的受众在减少。

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得不到满足必将影响到

以后对于媒介的使用。销售渠道很多时候决定着

销售状况，从而影响报刊的发行，农村地区的销售

渠道狭小导致了买卖双方的传播不到位。像有些

农业报纸上时令性实用技术、发家致富的农村商业

信息，时间过了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作用，更谈不上

指导了。传播发行机制不完善是限制农村地区报

刊阅读的瓶颈。

　　四　调节农村纸媒生态平衡的途径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地市党报的‘主阵

地’就是农村，为农村服务是地市党报应尽的职责。

现在为城里人服务的报纸很多，为农民服务的报纸

确实少得可怜。”［６］要改变这种现状，要调节农村纸

媒生态环境，需要政府、媒体、大众三方面共同来

承担。

１．政府的政策支持与引导。加快农村经济建
设步伐、缩小城乡差距是改变农村纸媒阅读困境的

外在动力。农村的经济建设有待政府的宏观经济

政策支持，“仓廪实而知礼节”，文化建设是以经济

建设为基础的，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

筑。只有经济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达到平衡，

农村纸媒阅读的困境才有望得到改变。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报纸属于党和政

府的重要喉舌工具，因此，加强对农政策的宣传、对

农信息的传播，是纸媒的责任，同时也是政府的责

任。政府应重视纸质媒体对农村发展的促进作用，

从政治的角度推动纸质媒体融入农村社会生活，丰

富农村纸质媒介资源，提高纸媒对农传播效果；政

府应加强对纸质传播媒介的经济管理，在财政上加

大对涉农纸媒的资金支持；政府还应对纸质媒介的

运行机制和传播环境进行政策调控，为纸媒在农村

的发展提供更广的空间。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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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加强纸媒自身对农村市场的认识。虽然农
村的平均消费水平低，但基数巨大，市场广阔。媒

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发展之余，更应该认识

到农村传媒市场的空间和价值。农村作为报纸杂

志传播中薄弱的一环，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因此，

报纸等纸质媒体要转变观念，采取积极适合农村市

场的市场开发和传播策略。在面对农村受众时，不

但要考虑到他们的经济水平，还要考虑到他们的多

种信息需求。就是对农村纸媒的广告，城乡也要有

所区别，铺天盖地的房地产广告更适合城市受众，

而养殖业加盟广告或者务工信息则更适合农村受

众。纸媒只有充分认识农村市场，才能在电视、网

络媒介强势进军的农村市场占有自己的份额。“为

了让周边的广大农户获得更多有效的科技信息，陕

西眉县科技专家大院定了２０多份与农业相关的报
纸杂志，更是将当地农户需求的信息收集起来，重

新进行编写，力求文字通俗易懂，深受当地广大农

户的欢迎。”［７］这是值得借鉴的。

３．建立成熟的传播发行机制。建立一个全方
位的传播发行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经济效益。

建立新的对农传播发行机制可以借鉴城市报刊的

经验，在主要乡镇建设报刊亭，通过蔓延方式展开，

使想买报纸的农户不至于没有卖而买不到，订阅不

到。其次，提高邮局的邮递速度，也可以与其他快

递合作。在选择对农发行的队伍时，应当注意队员

的素质，不要因为农村目前的市场低迷而消极懒

散，而是用更积极的心态去拓宽销售渠道，开辟新

的、具有特色的传播发行策略。《潇湘晨报》的发行

机制是可以借鉴的。它不但有一般报刊常见的发

行方式，还会组织工作人员到小区挨家挨户进行宣

传、或借助其他活动进行宣传，这样创新发行方式

的方法使得报刊的销售量不断增加。

同时，纸媒信息不但要以纸质方式传播，更应

该加强自身数字化道路的建设，特别是借助数字化

传输技术，建立新型的纸质媒体数字化媒体终端。

面对新媒体的冲击，纸媒不能坐以待毙，而是要从

根本上改变升华。因为电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率

慢慢增加，建立专门的农业网站，增加除文字外的

声音图像信息内容已成为可能。智能手机的发展

使得开办农民手机报成为必要，“２０１１年６月７日，
由农民日报社主办的中国农民手机报正式上线，将

以手机为载体，用快速便捷的方式为广大农村基层

干部和农民群众提供‘三农’政策、科技、市场、农

情、气象等信息服务。”［８］“２０１１年１月，《赣州农民

手机报》以其健全的信息采集发布机制、完善的组

织结构保障、全免费的发行模式、１１０万农民的覆
盖范围成为赣州民生实践的一抹亮色。”［９］纸媒向

线上媒体转型是大势所趋。纸媒在农村的实物销

量命运依旧未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在互联

网的浪潮下寻求重生。

大卫·雷·格里芬指出，“生态运动的兴起使

我们进一步意识到，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着

的，我们应当同我们的总体环境保持某种和

谐。”［１０］媒介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系统，媒介自身

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社会的经济生态环境、文化

生态环境以及受众之间联系密切，这样才构成了媒

介生态系统。因此，农村受众的纸媒阅读要想取得

理想的成效，就必须妥善处理好媒介各要素之间的

关系，达到整体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１］邵培仁．媒介生态学［Ｍ］．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５．

［２］李　颖．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成因及对策研
究———基于财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视角［Ｊ］．经济问题
探索，２０１０（６）．

［３］范大平．论中国农村文化生态环境建设［Ｊ］．求索，２００５
（２）．

［４］ＣＮＮＩＣ．第３３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１－１８］．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ｔｅｃｈ／２０１４－０１／１６／ｃ＿１２６０１５６３６．ｈｔｌｍ．

［５］李成砚．涉农报纸如何在农业科技传播中发挥作用
［Ｊ］．今传媒，２０１２（６）．

［６］蒋玉生．新农村建设下的地市党报之“根”［ＥＢ／ＯＬ］．
［２０１４－１０－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１ａ３．ｃｎ／ｃｎｎｅｗｓ／ｄｚｃｂ／
２００９－１０／１０６９５．ｈｔｍｌ．

［７］谭　英．中国乡村传播实证研究［Ｍ］．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３２．

［８］于文静．中国农民手机报开通上线［ＥＢ／ＯＬ］．［２０１１－
０６－０９］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１－０６／
０７／ｃ＿１３９１５７７１．ｈｔｍ．

［９］刘占明．赣州农民读上手机报［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１２－
３０］．ｈｔｔｐ：／／ｒｏｌｌ．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１－１２／２７／ｎ３３０３２７２３９．
ｓｈｔｍｌ．

［１０］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Ｍ］．王成兵，译．北
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２７．

责任编辑：李珂

０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