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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研究围绕嫌介使用与中国农村居 民的现代性这一主题
,

探讨在大众嫌介

愈加发达
,

尤其是网络等新媒介形态逐渐步入农村居 民工作
、

生活的今天
,

嫌介使用与

农村居 民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

结果表明
,

大众传播嫌介的使用对于 中国农村居 民的现

代性有独立的预浏作用
; 特别是上 网相比其他的嫌介使 用能更好的预 测 当前中国农村

居 民的现代性
。

这给
“

传播与人的现代化
”

命题增添了网络时代的新的注解
,

充分地说明

了在我国农村大力推广和普及网络的重要愈义
。

【关键词〕嫌介使用
; 农村居 民 ; 现代性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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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关于现代化道路的讨论中
,

人的现代化

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得以凸现出

来
。 “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 ⋯⋯还没有从心理
、

思想
、

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

的转变
,

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

免的
。 ” l1] 在探讨促进或阻碍社会现代化和人的

现代化的各类因素时
,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现代

社会的重要部分
,

它与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

化的关系必然得到关注
,

因此
“

传播与人的现

代化被提到议事 日程
” I2] 。

在大众传播与人的现代化这一论题中
,

最

为人熟知的理论有勒纳的
“

移情说
” l3]

、

施拉姆

的
“

功能说
”‘4] 、

罗杰斯的
“

创新扩散说
”‘, ]
等

。

在

实证研究中
,

最为著名的是从 1% 2 年起美国

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英克尔斯 (Al e x Ink e -

le s) 领导实施的题为
“

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研

究
”

的计划 161 。

英克尔斯的研究通过命名为 OM

(O v e ra l l Mod e rn i ty Se a l e ) 的个人现代性 t 表
,

于 19 66 年在六个发展中国家完成了实证研

究
,

研究成果和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
,

尽管它并不是一个专门以大众传播媒介与

人的现代化为主题的研究
,

但是其得到的很多

结论
“

肯定和说明了大众传播媒介对人的现代

化的作用
” f7] 。

此外
,

卡尔 (L
.

A
.

K a hl ) 在类似的

研究中总结出标准的现代人具有的若千特点

之一就是
“

他尽 t 利用大众传播工具
,

他读报

纸
、

听广播
、

看电视
” l日] 。 我国学者从 197 0 年代

【收稿日期】 200 7 一02 一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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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关注
“

传播与人的现代化
”

这一领域
,

得到

的结论与国外的研究大致相同
. 19]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

农村居民的媒介使用与其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

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

的绝大多数
,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
,

提高农村居民的现代性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出

发点和归宿点
。

要想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提高农

村居民的现代性
,

首先必须理清其影响因素
,

本研究在当今的网络时代集中探讨中国农村

居民的媒介使用情况与其现代性的关系
。

基本

假设是
:

排除个人和社会因素
,

农村居民使用

大众传播媒介的 t 的不同将会影响到其现代

性 . 网络作为新煤介形态
,

对农村居民现代性

的预测作用高于其他媒介
。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

研究对象

研究采取分阶层抽样的方式
,

依据中国农

村各社会阶层人口 比例
,

在湖南省浏阳市 11

个乡镇抽取被试
,

共 1588 人
,

其中有效被试

13 0 8 人
,

包括男性 8 19 人
,

女性 48 0 人
,

另有 9

人性别不详
。

被试的详细情况见表 1
。

表示经常)
。

2. 2 农村居 民的现代性的 ..1 全

综合考察国内外已有的本领域研究
,

它们

共同的核心问题是对于人的现代性的测 t 没

有找到最佳方法
,

即
“

到底何种 t 表能最有效

地测量出观念现代化情况
,

仍然没有一致意

见
”110] 。

本研究针对上述问题
,

采用中国人人

格测 t 表 (C hi n

ese Pe rs 。

耐ity Asse s

~ ni

In ve n to ry
,

CP AI ) 的第二版中的
“

传统一现代性
”

(T 一M Sc al e) 分量表来考察人的现代性这一核

心变量
。

中国人人格测量表 (C PA I) 是基于中国文

化和社会发展现状
、

为中国人 t 身制作的一套

人格特质测查表 ll1]
。

C以 I 目前已经发展到第

二版 (C以卜 n )
,

研究结果表明该 t 表具有良

好的信效度
。

本研究采用 C以I一 11 中的
“

传统 -

现代性
”

分 t 表 汀一M Sc al e) 来测最中国农村居

民的现代性
,

该是表共有 16 个条 目
,

高分表示

居民的传统性高
,

低分表示其现代性高
。

本研

究的 T 一M t 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
.

75
。

结 果

表 1 被试的人 口 学分布 (有效百分比 )

户户口 肠肠 文化粗度 肠肠 年 曲 肠肠 阶层 肠肠

农农村 6 7 ))) 刁牵 9 石石 ‘ 20 3jjj 农立劳动者 33 涛涛

城城镇 3 1 111 初中 I 技位 3 ,」」 万卜29 2 1222 乡. 企业职工 10 夕夕

... 姻 马马 有中 l 中专 ”333 洲卜39 45 五五 t 吸机关甘理人员 18
,

888

已已婚 6 7 夕夕 大专及以上 邓」」 叨闷, 刀JJJ 企业, 理者 月JJJ

未未. 31 名名名 到卜, , s jjj 位育 I 科研产卫生人月 一, 石石

))))))) 印 l ,, 个休工商户 叭999

外外外外外出打工者 7222

1
.

中国农村居民的媒介使用情况

图 1 显示的是中国农村居民的媒介使用

情况
。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

在中国农村居民

的 日常生活中
,

电视依然是接触最多
,

使用最

为频繁的大众传播媒介 . 其次
,

报纸
、

杂志
、

书

籍也是接触较多的三种煤介
. 而当前农村居民

接触最少的是电影
、

广播和网络这三种媒介
。

图 1 农村居民的操介使用情况

2
.

媒介使用情况与个体现代性的侧 t

2
.

1 嫌介使用浏 1

本研究对被试的媒介使用情况进行了调

查
,

涉及的大众传播煤介有报纸
、

杂志
、

书籍
、

电影
、

广播
、

电视
、

网络等七种
,

采用四级计分

的方式 (1表示从不
,

2 表示很少
,
3 表示偶尔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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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的媒介使用与其传统
一现代性

的相关分析

为 了了解 目前农村居民的媒介使用情况

与其现代性的关系
,

我们对此进行了相关分

析
,

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

从表 2 我们可

以看出
,

除广播以外
,

农村居民的煤介使用的

频率与其传统
一现代性呈明显的正相关

,

这也

意味着
,

总的来说
,

煤介使用越多
,

农村居民的

现代性就越强
。

表 2 农村居 民传统一现代性与嫌介使用的相关

,,, 报纸纸 看杂志志 粉书书 粉电影影 听广... 粉电视视 上网网

传传统统 一
,

27 0. ....
‘

刁
.

254 * * ... 一0
.

19 1
⋯⋯

0
.

10 1二二 刁
.

明润礴礴 -O
.

07 1 ...
一滩16

⋯⋯
一一 现代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
P < 0

.

0 5 ; * * ,

P < 0
.

0 1 ; * * * ,

P < 0
.

(X) l

3
.

个人
、

社会变 t 与媒介使用对农村居民

现代性的回归分析

通过上文的相关分析
,

我们已经可以确定

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关

系
。

为了辨别是否存在独立的影响
,

我们控制

了性别
、

年龄
、

婚姻状况
、

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打

工过等变量
,

建立了回归方程
,

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

结果发现
,

媒介使用与农村居民的传统
-

现代性的相关系数降低 了
,

但是听广播和上网

对传统一现代性的影响仍然达到显著水平
。

这

说明
,

在控制了个人及社会因素的情况下
,

广

播和上网的使用频率对农村居民的现代性仍

有独立的预测作用
。

解释与讨论

通过本研究的分析
,

我们对煤介使用与中

国农村居民的现代性有了新的认识
。

对于上述

分析的结果
,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与

讨论
。

( l)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目前使用

最多的是媒介仍然是电视
。

此外
,

农村居民中

报纸的读者上升
,

读报已经成为农村居民仅次

于看电视的媒介使用行为
,

而传统的广播媒体

在农村越来越不为百姓关注
. 同时

,

网络这一

新兴的媒介形态已进入中国农村居民的工作

与生活并 日渐深入
。

本研究得到的关于农村居

民的媒介使用情况与 2《X刃 年方晓红等对苏南

农村的调查结果
l‘2]和 200 2 年复旦大学

“

大众传

播与社会发展
”

课题的调查结果 113] 大致相符
。

(2 ) 英克尔斯的研究表明
,

在控制了人 口

学以及社会经济学变最之后
,

大众煤介接触对

于个体的现代性仍具有显著的影响
。

ll’ l为了验

证英克尔斯的这一结论
,

表 3
.

3 中我们控制了

被试的性别
、

年龄
、

婚姻状况
、

受教育程度
、

是

否打工过等个人及社会因素
,

发现媒介使用与

现代性虽然相关降低
,

但是媒介使用的确对农

村居民的现代性有独立的预测作用
,

其中听广

播对传统性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

上网对现代性

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

(3 ) 从表 3
.

3 我们确认了煤介使用对农村

居民现代性的贡献
,

但在报纸
、

杂志
、

书籍
、

电

影
、

广播
、

电视
、

网络这几种大众煤介中
,

只有

听广播对农村居民的传统性有正向的预测作

用
,

上网对现代性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

我们

认为
,

正是农村的媒介生态的不断进化造成了

这种情况
,

网络这种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成

为带动农村居民观念更新和现代化的主要力

量
,

原有的传统媒介如今已经不再扮演这一角

色
。

我国台湾学者杨孝荣
、

陈昌国在他们各 自

的研究中分别证明了媒介接触
,

尤其是电视
、

广播
、

报纸等媒介在农村这种半封闭
、

半开放

的社会中
,

与居民的现代性有显著的正相关
1151 。

但这些研究是 19 80 年代左右在我国台湾农

村进行的
,

对于 2以巧 年在湖南浏阳实施的本

研究而言
,

得到的结论说明以往的研究结论已

经不符合当前的中国农村的情况
,

报纸
、

电视
、

杂志
、

书籍
、

电影等媒介与农村居 民的现代性

不具有预测作用
。

例如电视
,

本研究中其接触

率已经达到 3
.

84
,

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被试都

表示
“

经常看电视
” ,

这说明看电视这一媒介使

用行为不能用来表示农村居民的现代性差异
.

不仅如此
,

广播对于传统性还有正向的预测作

用
,

即经常听广播的人更加传统
,

我们推测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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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个人及社会因素与嫌介使用对农村居 民现代性的回归分析结果

预预侧变t 类型型 预侧变ttt 模型一一 模型二二

偏偏偏偏相关系数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数 偏相关系数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数

氏氏氏氏氏恤值值值 氏恤值值

个个人及社会因家家 性别别 刁
.

02 111 刁
.

01 888 刁
.

02 777 刁
.

02 333

年年年龄龄 0
.

14777 0
.

14 3 * * *** 0
.

12 333 0
.

122⋯⋯
婚婚婚姻状况况 0. (X) 777 0. 《义巧巧 刁

.

00 111 刁
.

00 111

受受受教育程度度 刁
.

44 555 刁
.

4 56 . * *** 一住25 333 刁
.

3 16⋯⋯
是是是否打工过过 刁

.

肠555 刁
.

05 9 ***

刁
.

肠 222 刁
.

仍5 ...

媒媒介使用状况况 看报纸纸纸纸 刁
.

以444 刁
.

05 111

看看看杂志志志志 刁
.

02 999 刁 .03 555

着着着书书书书 刁
.

似OOO 刁
.

02 222

看看看电影影影影 0. 以为为 0
.

(X为为

听听听广播播播播 0
.

1 1777 0
.

1 1 1
⋯⋯

看看看电视视视视 刁
.

02 111 刁
.

0 1 888

上上上网网网网 刁
.

1 3 888 ~ 0
.

16 5 . * ...

调调整后的 R ZZZZZ 0. 24444 0. 26 999

FFFFFFF 7 4
.

934 * * ... 36
.

】侧】* * ***

* ,

P< 0
.

05 ; * * * ,

P< 0
.

(X) l

可能因为广播曾经是农村的唯一大众媒介
,

在

当今这个媒介越来越多元的时代
,

那些仍旧喜

欢听广播的人反而是那些守旧的人
,

其传统性

反而更强 . 这也说明
“

在一定时空范围内
,

在某

些条件下
,

大众媒介传播可能有负作用
” 116) 。

与

这些传统煤介相对应的
,

网络这一新媒介在本

研究中体现了对农村居民现代性的正向预测

作用
。

虽然网络 目前在中国农村尚处于初级阶

段
,

但是毫无疑问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
。

以

CN MC 第 16 次和第 1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 在 2 (X) 5 年 7 月和 2砚X巧年 7 月

的统计数据分析
,

尽管网络在农村的渗透率仅

是其在城镇渗透率的 11 6
,

但是网民中仅农民

的数 t 在一年间就提升了 60 % ( l
,

23 6朋叉) 人至

1
,

% 8
,

(加X, 人 )
,

如果计入其他职业的农村居民
,

其增加的绝对数 t 和比率就更加可观
。

我们仅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网络在 目前农村社会中

的发展势头和不可忽视的巨大力 t
,

本研究的

结论更是让我们认识到网络使用已经成为当

前预侧农村居民现代性的可靠的媒介指标
.

因

此
,

在这个网络时代转换思路
,

促进中国农村

互联网建设和普及不仅具有建设信息社会的
“

刚性
”

的意义
,

同时也是提高人口素质
、

树立

现代意识
、

转变思维方式的
“

软性
”

价值
。

结 语

总的来说
,

相比人的媒介使用行为来说
,

人的现代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

在本研究明确

了媒介使用
—

尤其是上网—
与中国农村

居民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后
,

我们应该将目光

转向对媒介的建设上来
,

即如何通过媒介硬件

设施的架设
、

传播内容的提升
、

传播方式的转

变来促进中国农村居民的媒介使用
,

特别是促

使其中的非网民向网民转变
,

网民从
“

简单操

作
”

向
“

全面整合
”

过渡
,

长远来看这会对农村

居民的现代性提升产生积极作用
,

从而促进我

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和和谐社会建设
。

注释
:

【l ] [共l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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