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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朱剑提出 “集约化的要义在于对有限

资源的整合和充分利用以获取最大的效益， 而并不一定要

把分散在各校的编辑部整合到某一高校或企业实体中去，

现代化的资讯条件完全可以做到不受行政区划和管属限制

的异地整合。 这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集约化。 [3]”王素琴认

为 “最理想的方案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学报网站， 可以叫

做 ‘中国高校学报网’。 这个网站实行企业化管理， 它以

股份制形式集资成立， 获得初始的注册资本、 固定资产和

流动资金。 尝试编辑出版和发行分离， 通过出版网络化、

发行企业化， 达到学术价值传播最大化。 [4]” 笔者认为， 由

“单打独斗” 转变到 “开 放 合 作”， 各 个 高 校 学 报 加 强 合

作， 通过与一定范围内院校或企业联盟， 跨越行政区划和

管属限制的异地整合， 利用数字平台使其在规模上、 经营

上、 传媒业务的运作方式上有较大突破， 不仅仅是几个高

校学报编辑部或者企业的简单组合， 而是政府要加大投资

力度， 给予学报人、 才、 物的扶持和政策支持， 调整优化

学报结构， 组建强有力的期刊集团， 加强品牌建设， 开拓

市场， 从而结束各自为战的学术期刊的孤岛状态， 构建传

播、 生产和运营平台， 真正实现规模效应、 产业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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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区位偏僻、 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农村来说，

如何克服少数民族农村信息化建设的 “最后一公里”

难题， 对于少数民族农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2011—2012 年， 笔者组织西南民族大学师 生 30

余人， 面向 内 蒙 古、 新 疆、 宁 夏、 广 西、 西 藏、 云

南、 贵州、 青海、 甘肃、 湖北等省、 自治区少数民族

地区发放调查问卷 34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230 份， 对

我国主要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媒体使用习惯， 重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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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2011—2012年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 我们看到， 手机已成为少数民族农 （牧） 民的日用品， 对

于区位偏僻、 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农村来说， 手机出版有望成为突破少数民族农村信息传播瓶颈的最优选择。

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对手机出版如何真正 “嵌入” 少数民族农 （牧） 民的生活， 并对少数民族农村的经

济发展起到 “提振” 作用，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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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网络的使用情况展开调查。 我们根据统计数据

看到， 手机这个 “带着体温的媒体”， 已成为少数民

族农 （牧） 民的日用品； 手机由于具有即时传播、 购

置价格低、 接入互联网便捷等独特优势， 手机出版①

有 望 成为 突 破少 数民 族 农村 信 息传 播 瓶颈 的 最 优 选

择 。 但 是 ， 从 目 前 少 数 民 族 农 村 最 需 要 解 决 的 问

题———发展经济来看， 手机出版还未能在少数民族农

村的经济发展中扮演至关重要的信息传播角色。 手机

出版如何真正 “嵌入” 少数民族农 （牧） 民的生活，

并对少数民族农村的经济发展起到 “提振” 作用？ 对

此， 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探

索。

一、 手机媒体： 少数民族

农村信息传播的最佳平台

样本大众媒介设施拥有情况 （多选题）

1.电视 ： 98% （其中拥有两台及两台以上的占

10%）； 2.手机： 90%； 3.固定电话： 66%； 4.电脑：

5.1%。

从数据来看， 电视是少数民族农村最为强势的媒

体： 98%的少 数 民族 家 庭拥 有电 视， 89%的农 （牧）

民在空闲时间看电视。 由此， 我们看到， 电视在少数

民族农村的强势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几乎所有家庭

都拥有电视机， 二是九成的农 （牧） 民在空闲时间的

主要活动是看电视。 但是， 在调查中也了解到， 少数

民族家庭主要收视内容以电视剧、 综艺节目为主； 其

次， 在现行的传播格局下， 最贴近百姓的乡镇、 村一

级的实用信息进不了电视传播系统。

再与电脑农业相比较， 少数民族农村的手机传播

具备的优势更为明显。 电脑农业是近年来农业部重点

推进的惠民工程， 它利用现代的互联网技术来查询、

发布实用农业信息。 但电脑农业所需的成本比较高，

需要有电脑， 要能够联通互联网， 而且要求家庭成员

中必须有一名具有一定文化程度， 能操作电脑和应用

农业系统的 “明白人”。 从调查数据来看， 拥有电脑

的少数民族农村家庭仅 5.1%， 低于全国农村电脑拥

有率 7%， 而且基本上是为孩子上学而购置， 这些电

脑很少有接入互联网的。 因此， 在少数民族农村， 要

在短期内大面积推广普及电脑还缺乏基础。

然而， 手机媒体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有着电视、

电脑 所无 法 具备 的 优势。 单从 中 国 最 大 的 移 动 运 营

商———中国移动来看， 移动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络，

八横八纵的全国骨干网， 覆盖了国内 100%的行政村，

97%的 人 口， 个 人 用 户 超 6 亿 ， 签 约 集 团 客 户 超 过

300 万家。 ②此外， 还有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两家， 也

各有自己的全国移动网络。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 90%
的少数民族家庭拥有手机，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

中国的移动运营商已对少数民族农村基本实现了全面

覆盖。 在此基础上，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手机信息传

播具有以下独特优势：

其一， 手机是 “影子媒体”。 近年来， 民族地区

的突发性自然、 地质灾害有所上升， 手机贴身、 即时

的传播使得农民在田间地头， 甚至于身处崇山峻岭、

茫茫草原上， 都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与农牧业相关的

重要信息。

其二， 手机传播是突破地理空间限制的最低成本

选择。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大多地理偏僻、 交通不便，

人口居住一般比较分散， 相比于有线电视与互联网，

手 机传 播 不必 进行 线 路铺 设， 只需 依 托 移 动 通 信 网

络、 以无线电波的方式实现传播。 因此， 在现代传媒

中， 手机传播是化解少数民族农村的区位偏僻、 交通

劣势与散居问题的最佳方案。

其三， 手机价格低廉。 目前来看， 国内智能手机

价格也只在千元左右， 实际上， 几百元的手机一样可

以上网。 据 《第 3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 截至 2012 年 6 月底， 手机成为我国网民的第一

大 上网 终 端。 而 在 2012 年 刚 开 始 上 网 的 新 网 民 中，

农村网民比例达到 51.8%， 这一群体中使用手机上网

的比例高达 60.4%， 使用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比

例只有 45.7%和 8.7%， 而新网民中城镇人口使用手机

上网的比例只有 47.2%。 ③这一结果显示， 相 比 于电

脑， 手机对农村网民， 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村网民的增

长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据我们在云南省牟定彝族

聚居区的调查， 中老年人的手机拥有率不低， 但是一

般是较为便宜与过时的机型， 只用来通话， 很少接收

短信， 不上网。 年轻人的手机则是人手一部， 而且作

为年轻人的 “面子货”， 手机价格不菲， 一般都超过

千元； 他们用手机上网是家常便饭， 但是主要是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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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游戏， 下载音乐。 可见， 手机已全面介入他们的日

常生活， 成为天天见面、 时时不离身的日用品。

二、 少数民族农村手机出版

存在严重失衡现象

目前来看， 手机出版业务主要是五个 领 域 :手 机

报、 手机广播、 手机电视、 手机电影、 手机小说。 从

理论上讲， 在少数民族农村， 手机报与手机广播可以

广泛运用于传递农 （牧） 民生产、 生活所需要的各种

实用信息， 而手机电视、 手机电影、 手机小说则可以

满足农 （牧） 民日益增长的文化、 娱乐需求。 但是从

实际调查数据来看， 手机报、 手机广播这些在城市中

已经十分普及的手机出版业务， 在少数民族农村中并

未得到广泛运用， 手机出版甚至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

衡现象。

手机接收新闻、 实用信息的情况 （多选题）

1.很多， 32人， 占 13.9%； 2.有一些， 不算多， 84
人， 占 36.5%； 3.很少 ， 80 人 ， 占 34.7%； 4.基本没
有， 34人， 占 14.7%。

在受访者中， 90%的人拥有手机， 从 “手机接收

新闻、 实用信息的情况” 看： 选择 “很多” 与 “有一

些， 不算多” 的为 50.4%； 此外， 手机很少接收新闻、

实用信息的为 34.7% ， 但是， 居然有 14.7%的手机用

户基本没有接收过新闻或实用信息。 由此可以看到，

虽然手机拥有率高， 但是对于少数民族农村过半的手

机用户来说， 手机仅仅是作为一种通讯工具来使用，

尚 未 能利 用 其媒 体功 能。 这个 大 致有 两 大 方 面 的 原

因， 一是目前大量开发的手机报、 手机广播等手机出

版业务， 基本上是为城市手机用户量身定做的， 对农

村 市 场尚 无暇 顾 及， 更 遑 论经 济落 后 的 少 数 民 族 农

村。 二是农 （牧） 民由于语言障碍、 文化水平相对低

下等原因， 对于使用手机的各种功能， 或者说有意识

地利用手机来获取发家致富信息方面的能力还比较欠

缺。

媒体发布的信息， 认为较可信的是 （多选题）：

1.认为电视可信的 168 人， 占 73%； 2. 认为报纸
可信的 121 人， 占 52.6%； 3. 认为广播可信的 40 人，

占 17.4%； 4. 认为网络 (新华网、 人民网等) 可信的
52 人， 占 22.6%； 5. 认为手机短信可信的 10 人， 占

4.3%。

从 “可信的媒体信息” 的统计数据来分析可以看

到： 最被信任的信息来源是电视、 报纸这两种传统的

主流媒体。 73%的人认为电视是可信的， 52.6%认为

报纸可信。 信任度较低的依次为： 网络 (人民网、 新

华 网 等 官 方 网 站 ) 可 信 的 占 22.6%； 广 播 可 信 的 占

17.4%。 传统主流媒体在少数民族农村仍有高公信力。

与 高 普 及 率 （90%的 人 拥 有 手 机 ） 不 成 比 例 的

是， 信任度最低的是手机短信， 认为可信的为 4.3%。

可见， 其一， 电视、 报纸等传统主流媒体长期积累所

形成 的 高公 信力， 是 左右 样 本 选 择 的 重 要 原 因。 第

二， 在今天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 手机成为人际传播

的工具， 人际传播依然是最重要的传播样式， 这就是

为什么除了来自亲友、 同事的短信较相信外， 少数民

族农 （牧） 民对其他来源的手机信息信任度极低。

少数民族农 （牧） 民对手机这个 “新媒体” 上所

传播的新闻及实用信息虽然疑虑重重， 但是这并不代

表农 （牧） 民没有信息需求。 农民希望获取的信息主

要是产品需求、 市场价格以及生产科技信息， 农民对

有效信息的关注度集中表现在及时、 准确、 实用几个

方面， 同时他们对这几类信息获取的数量和质量满意

度均不超过 30%。 相对全国农村来说， 少数民族农村

又是经济最落后的区域， 这昭示着手机出版在少数民

族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中是会大有市场的。

三、 嵌入： 以手机出版为中心

整合少数民族农村信息平台

手机、 网络等新媒介普及后，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

念叫 “嵌入性”。 “嵌入性” 理论是经济社会学家所

提出的， 指的是经济活动不是在真空里进行， 而是嵌

入于社会结构之中。 从上文统计数据可以看到， 如今

手 机 已全 面 进入 少数 民 族农 村 家 庭， 成 为 “影 子 媒

体”， 但也仅仅是进入， 而非 “嵌入”。 什么才算是真

正的 “嵌入”？ 如果手机出版成为少数民族农村所需

要的各种实用内容、 服务提供者， 同时链接各种商业

资源、 消费资源， 这个时候， 手机出版就能变成少数

民族农村真正意义上的桥梁、 媒介、 平台， 因为它能

够有效地 “嵌入” 到少数民族农 （牧） 民的工作圈、

生活圈、 消费圈当中， 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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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 对于 手 机出 版 的运 营者， 还 是对 于 少 数 民 族 农

（牧） 民都是双赢。

要在少数民族农村发展手机出版， 第一个障碍是

语言。 2009 年， 由西南民族大学与北京网道信通合作

研制的彝文手机诞生。 彝语手机是继成功推出维语、

蒙语、 藏语、 哈语手机后的第五种民族文字手机， 这

对保护现有的少数民族语言， 促进我国的少数民族语

言信息化具有重大意义。 少数民族文字手机技术的成

熟， 将 为 少数 民 族农 村 发展 手机 出 版 提 供 巨 大 的 支

持。

在 对 农 手 机 出 版 方 面， 国 内 已 有 先 行 者 。 2006
年底， “农信通” 覆盖 我 国中 西 部的 近 20 个 省 份，

“农 业 新 时 空 ” 已 经 发 展 了 120 万 农 村 用 户 。 2007
年， 中 国 移动 湖 北公 司 推出 《楚 天 农 村》 农 民 手 机

报， 面向全省农村提供适合农民需要的建设新农村的

新闻和信息。 2010 年 6 月， 由农民日报社主办的 《中

国农民手机报》 正式上线， 这是农业部加强 “三农”

工作指导服务的一件大事。 它以手机为载体， 搭建一

个新型农业信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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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对农手机出

版业务的开拓， 为我国农村的信息服务走出了新的路

子。 但是， 对于少数民族农村来说， 以上这些对农手

机出版还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农村地广人稀， 各个民族地区的经

济水平、 地理条件、 民风民俗千差万别， 想靠一份手

机报包打天下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如 《中国农民手机

报》 面向全国农村， 主要任务是发布农业政策而非提

供实用农业信息， 所以定位的第一读者群是农村基层

干部， 第二读者群才是农民。

在这种格局下， 少数民族地区的手机出版要做到

贴近区域的发展实际， 将手机出版做成少数民族农村

实用信息平台。 本文中所指这个区域， 主要是乡镇一

级， 建议采用 “1+1” 模式， 即一个手机信息平台主

要依托本地的一个致富项目来进行建设。

此外， 要加强手机出版的内容策划。 “出版者提

供给读者的是内容产品， 也是精神产品， 在这个内容

为王的时代， 内容的优劣直接影响市场销量。 所以民

族出版机构要着力培养策划编辑的选题敏感度， 对热

点话题能另辟蹊径， 创造品牌影响力。 ”［1］手机出版内

容应注重选取媒体上与本民族、 本区域关联度高的热

点话题， 才能提升受众的关注度。

少 数 民 族 农 村 的 手 机 出 版， 需 要 政 府 的 政 策 扶

持， 多种方式开展手机信息服务。 政策扶持， 指的是

对少数民族农村的重点发展项目给予政策支持， 因为

少数民族农村的手机出版全部依靠政府投入是不现实

的， 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是贫困地区， 自身的经济实

力有限， 所以在做手机信息平台的时候， 政府建设少

部分的手机出版示范点， 其他多数区域可以考虑交给

电信运营商来做。 这样会产生一个问题： 电信运营商

介 入 少数 民族 农 村的 手 机出 版 后， 是 以 政 府 宣 传 为

主， 还是以传递实用信息、 经济发展为主？ 对于这个

问题， 笔者以为可借鉴中央级媒体改制的做法。 2011
年， 新闻 出 版总 署 首先 在 决策 上 明 确 功 能、 区 分 性

质， 提出功能决定性质、 性质决定体制、 体制决定机

制； 具体来说， 将报刊分为时政类与非时政类两种，

时 政类 报 刊以 宣 传为 主， 非 时 政类 主 要 参 与 市 场 竞

争。 按照中央媒体改革的先例， 可以将少数民族地区

的媒体按照性质来区分其功能， 承担宣传任务的主要

交给党媒来做， 而手机信息平台则主要承担传播实用

信息的任务。 理清体制后， 以手机出版为中心， 在少

数民族文字手机技术的支持下， 整合少数民族农村信

息平台， 使之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指服务提供者使用文字、 图片、 音频、 视频等表现形

态， 将自己或他人创作的作品， 经过选择和编辑加工， 制作

成数字化出版物， 并通过无线、 有线网络或内嵌在手机媒体

上， 供用户利用手机或类似的移动终端进行阅读或下载的传

播行为。

②戴忠著 《中国移动用户规模超过 6 亿 网络覆盖 97%人

口》， 来源： 凤凰网科技， 2011 年 9 月 27 日。

③数据来源：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网址： http://www.

isc.org.cn/zxzx/ywsd/listinfo-21627.html。 时间： 2012-07-20 10: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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