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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熵权法的数字乡村微观测度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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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意义]通过对农村居民微观信息化指标进行研究，构建数字乡村微观测度模型，更全面深刻

地揭示个人内部信息化行为，了解农村居民对信息化公共服务的诉求和意见，是乡村振兴战略和社会主义数

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方法 / 过程]根据当前中国数字乡村的建设现状，首先用熵权法对微观信息化测度

指标进行了权重计算和筛选，确定测度指标模型；然后结合调查问卷数据结果，对中国农村居民微观信息化

水平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 /结论]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可以充分体现农村居民现代信息化发展水平的状

况；结果显示，应提高信息意识，拓宽村民信息获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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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personal informatization indicators of rural resi-

dents袁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measurement model of digital rural personal information袁 which can reveal the in-

ternal information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profoundly, and understand the demands and

opinions of rural residents on informatized public services. [Method /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rural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firstly uses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to calculate and

select the informatization micro-observation index, and determines the measurement index model. Then by combin-

ing with the questionnaire data, we study and evaluate the personal informatization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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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袁 信息技术向社会各个领域

迅速渗透袁 加强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尧 促进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1]遥 2004 年要2018 年中

央连续 15 年发布以 野三农冶 渊农业尧 农村尧 农民冤 为

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袁 强调了 野三农冶 问题的 野重中

之重冶 地位曰 2019 年 5 月袁 国家发布 叶数字乡村发展

战略纲要曳袁 提出数字乡村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和

转型进程[2]遥 所以袁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乡村发展的

背景下袁 只有深刻认识数字乡村的地位和作用袁 才能

对认识农村信息化工作的战略性和重要性袁 对指导开

展农村现代信息化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遥
信息化测度指的是利用某种方法或模型袁 对某个

区域或领域的信息化发展程度进行科学的定量描述遥
野信息冶 既是农村社会经济的战略资源袁 又是个人发展

的关键资源袁 个人对信息获取尧 利用的能力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其可以享受到的农村信息化成果的限度[4]遥
因此袁 要全面了解农村数字信息化水平袁 还需要进行

农村信息化个人层面的度量遥 当前袁 对农村居民微观

信息化测度指标的研究袁 主要集中在信息的个人使用

情况尧 信息需求获取利用尧 信息化公共服务等方面遥
在信息的个人使用维度中袁 付芳婧尧 曾桢等以贵州农

村信息需求与服务调查为例袁 对信息设备使用 渊电视尧
手机尧 互联网冤 等指标进行了讨论袁 提出相应建议[5]曰
丁玉霞对主要信息设备使用频率指标进行研究袁 讨论

村民信息使用的方便情况袁 以提高信息搜集和传播等

能力[6]曰 在信息需求尧 获取尧 利用维度中袁 刘敏尧 邓益

成等根据湖南省农民信息需求现状袁 从信息获取途径尧
信息机构提供的服务等测度指标进行调查研究袁 提出

村民信息需求的新变化和对策分析[7]曰 茆意宏尧 彭爱东

等从农村信息需求载体尧 获取途径尧 日常信息利用内

容等指标对江苏省农村居民进行了区域比较研究[8]曰 周

冉对信息获取渠道尧 信息获取难易度尧 信息购买意愿

等指标对南阳市农村居民信息需求和现状进行调查研

究袁 提出新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及建议[9]曰 在

信息化公共服务维度中袁 李静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尧
农村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等指标袁 对陕西省农村居民信

息需求和服务方面进行调研分析 [10]曰 马春燕以甘肃东

乡族自治县为例袁 从信息获取难易度尧 村民对信息服

务机构的满意度指标进行现状调查袁 对存在的问题进

行研究[11]曰 桂学文尧 王中尧等对中国包括农户信息行

为尧 信息服务内容尧 区域信息服务满意度指标进行现

状调查袁 提出改进的信息服务效果和出路[12]遥
野熵冶 的概念袁 最初是用来衡量通信过程中信息源

的不确定性遥 熵权法是根据指标原始数据变异性的大

小来确定各个指标的客观权重曰 通过计算某个指标的

信息熵袁 来反映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的多少袁 以确定

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作用大小遥 当前袁 在熵权法的

测度模型研究中袁 刘全基于熵的概念和性质袁 提出基

于熵的网络调查方案评价模型袁 运用于调查研究指标

权重和选择[13]曰 在城市信息化的研究中袁 李晓青尧 郑

蓉等应用熵权系数法袁 筛选评价指标袁 构建城市信息

化评价模型 [14]遥 任亮尧 张海涛等应用熵权 TOPSIS 模

型,构建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袁 评价智慧城市的

发展水平[15]遥 朱伟珠运用熵权法袁 确定指标权重袁 建

立了区域与信息化协调发展模型袁 测评京津冀区域信

息化协调发展状况[16]曰 在企业信息化评价中袁 陈力根

据诺兰模型和企业信息化指标隶属度矩阵袁 运用模糊

熵权法来评价企业信息化发展阶段[17]遥 汤英英尧 王子龙

等利用灰色关联极大熵法确定了指标权重袁 对生产性服

务企业信息化水平进行测度[18]遥 因此袁 根据以上研究袁
笔者运用熵权法建立数字乡村微观信息化测度模型袁 以

野个人冶 为中心袁 测量 野数字乡村冶 建设的人才储备尧
信息市场发展尧 新农村公共服务及推广等方面袁 是发展

野软实力冶 的测量袁 作为对宏观角度研究的补充和解释袁

[Results / Conclusions]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determines the weight of indicators, which can fully reflect the

status of rural residents'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we should raise the awareness of in-

formation and expand the channels for villagers to obtain inform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entropy weight method; digital village; information level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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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于乡村振兴现代信息化进程的推进中[19]遥

1 模型构建

1.1 初始指标

根据调查研究的内容袁 以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部

分尧 信息的使用情况维度尧 信息的需求尧 获取与利用

维度以及农村信息化公共服务维度等方面来设计问卷袁
作为指标选取的依据遥 调查问卷主要以单选题尧 李克

特五级量表形式编制袁 方便农村居民进行问卷填写袁
如表 1 所示遥
1.2 模型设计

1.2.1 模型变量

根据农村现代信息化的发展情况袁 通过问卷对个

人角度的调查内容袁 结合问卷指标的选取情况袁 确定

了农村居民信息化微观测度各指标变量袁 如表 2 所示遥
1.2.2 模型公式

常见的指标权重确定方法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

赋权法袁 主观赋权法主要包括德尔菲法尧 层次分析法曰
客观赋权法主要包括主成分分析法尧 变异系数法尧 熵

权法等遥 笔者选择客观赋权法中的熵权法袁 首先在主

观方面袁 运用调查问卷的形式确定农村居民微观信息

化初始指标曰 其次袁 在客观数据方面袁 通过计算指标

权重袁 对初始指标进行筛选袁 建立农村微观信息化测

度指标模型袁 弥补主观性过强的缺点袁 使结果更加科

学尧 合理遥 以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形式袁 对农村居民

微观信息化进行评价研究袁 为中国农村利用数字现代

化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袁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依

据[20]遥 熵权法的具体步骤包括院

调查类别 调查指标内容 指标选取来源 

被调查者基本信息部分 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 刘敏、邓益成；桂学文、王中尧；李红琴
[21]

；马春燕 

信息的使用情况维度 信息设备使用频率、更换频率 付芳婧、曾桢；丁玉霞 

信息需求、获取、利用维度 信息的重要性、内容、获取、购买意愿等 刘敏、邓益成；茆意宏、彭爱东；周冉；桂学文、王中

尧；刘家益、盛怡瑾
[22]

；陆信儒，李志刚等 

信息化公共服务维度 农村信息公共服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村民信息化满意度 李红琴；李静；桂学文、王中尧；蔡冠群；马春燕 

 

表 1 农村居民信息化微观测度初始指标

指标变量 指标变量说明 

年龄 1=18-25 岁；2=26-30 岁；3=31-40 岁；4=41-50 岁；5=51-60 岁；6=61 岁以上 

受教育水平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4=大专；5=本科；6=硕士及以上 

个人信息设备使用程度（1、手机；2、笔记本电脑；3、电视机；

4、台式电脑；5、平板电脑） 
1=频繁使用；2=经常使用；3=有时使用；4=很少使用；5=基本不用 

个人信息设备更换频率（1、手机；2、电脑） 1=1 年内；2=1-2 年；3=2-3 年；4=3-5 年；5=一般不换，除非坏了 

信息对个人的重要性 1=非常重要；2=比较重要；3=一般；4=不太重要；5=不重要 

获取信息的难易度 1=非常容易；2=比较容易；3=一般；4=不太容易；5=不容易 

购买有价值、有用信息的意愿 1=非常愿意；2=比较愿意；3=一般；4=不太愿意；5=不愿意 

接收农村信息的频率 1=总是；2=经常；3=有时；4=偶尔；5=没收到 

对农村新概念的了解程度 1=非常熟悉；2=比较熟悉；3=一般；4=不太熟悉；5=不熟悉 

对农民互联网培训的了解程度 1=非常熟悉；2=比较熟悉；3=一般；4=不太熟悉；5=不熟悉 

对农村信息服务站或信息服务中心的认识 1=非常熟悉；2=比较熟悉；3=一般；4=不太熟悉；5=不熟悉 

对村里设立了网络信息服务点的态度 1=非常重要；2=比较重要；3=一般；4=不太重要；5=不重要 

当地提供的公共信息能否满足个人需求 1=完全能满足；2=比较能满足；3=一般；4=较难满足；5=无法满足 

获得相关村务信息（包括财务、事务等）的难易度 1=非常容易；2=比较容易；3=一般；4=不太容易；5=不容易 

 

表 2 农村居民信息化微观测度指标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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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冤 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均为正向指标袁 因此

均采用公式①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遥
渊i袁 j∈N+冤 ①

式中袁 为问卷调查数据中第 个指标的第 项原

始值袁 max( )为第 i 项指标中的最大值袁 min( )为该

指标中的最小值袁 为原始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后的得分 渊即农村微观信息化测度指标评价系数冤遥
渊2冤 计算差异系数

第一步院 计算第 项指标袁 第 处指标值所占比重

袁 其中 表示对应的问卷调查数量遥
渊m∈N+冤 ②

第二步院 计算第 项指标的熵值 遥
③

第三步院 计算第 i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遥
=1－ ④

式中袁 代表乡村微观信息化测度指标的差异性袁
越大袁 数据差异性越大袁 指标的权重就会越大遥

渊3冤 确定指标权重

⑤

式中袁 为指标的个数 渊即乡村微观信息化测度指

标总个数冤遥
1.2.3 样本数据采集

调查问卷的进行方式有很多种袁 本次调查主要采

取随机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式袁 对收集到的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袁 侧重于反映中国农村居民的微观信

息化发展水平曰 在实施问卷调查过程中袁 采用纸质版

问卷与互联网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对问卷进行针对

性的发放袁 并进行数据收集遥 结合实地调研袁 共发放

调查问卷 150 份袁 收回 143 份袁 其中有效问卷 130 份袁
为增强调查的针对性和资料的完备性袁 适当进行了村

民访谈遥

2 数据分析

2.1 信效度检验

渊1冤 信度检验

信度渊Reliability冤袁 又称为可靠性渊Dependability冤尧
稳定性 渊Stability冤尧 一致性 渊Consistency冤尧 准确性

渊Accuracy冤袁 是指根据测验工具所计算出的结果的一致

性袁 考察调查问卷及结果的可靠性遥 笔者采用 Cron-

bachs Alpha 值与题项对变量所有题项的相关系数

渊CITC冤袁 对问卷中的量表题目进行信度检验遥
本次用户需求调查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00袁 信度系数较高袁 说明调研中使用的村民信息化

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袁 具体如表 3 所示遥

渊2冤 效度检验

效度也可以叫做正确性袁 指的是测量得到的值和

真实值之间的接近程度遥 首先认为袁 信度是效度的前

提袁 信度高的调查问卷袁 得到的效度不一定高曰 而问

卷得到的效度值高袁 那么信度一定高遥 当前在大多数

学术文献研究中袁 使用较为广泛的是对问卷进行内容

和建构效度检验遥 笔者通过对问卷的量表题部分进行

检验袁 可以得出 KMO=0.911>0.6袁 因此袁 问卷效度较

好袁 具体如表 4遥

2.2 熵权法指标筛选

首先袁 根据熵权法的方法过程袁 对问卷数据进行

标准化处理袁 得到农村微观信息化测度指标标准化数

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 项数 

0.900 0.879 19 

 

表 3 问卷信度检验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911 

近似卡方 9 514.617 

df 666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Sig. 0.000 

 

表 4 问卷效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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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曰 然后袁 利用公式② 尧 ③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熵

值计算袁 得到各指标熵值结果曰 最后袁 根据权重计算

公式⑤袁 得到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袁 如表 5 所示遥
根据熵权法指标权重的结果袁 可以得出权重较大

的指标在微观信息化测度指标模型中较为重要袁 权重

较小的指标说明对于农村微观信息化测度研究影响不

大遥 因此袁 将原始 19 个评价指标中权重小于 0.05 的指

标进行剔除袁 包括年龄尧 信息使用程度 渊手机冤尧 信息

对个人的重要性尧 对村里设立网络信息服务点的态度 4

个指标曰 说明对于农村微观信息化水平袁 受教育水平尧
信息使用程度 渊笔记本电脑尧 电视机尧 台式电脑尧 平

板电脑冤尧 信息设备更换频率 渊手机尧 电脑冤尧 获取信

息的难易度尧 购买有价值有用信息的意愿尧 接收农村

信息的频率尧 对农村新概念的了解程度尧 对农民互联

网培训的了解程度尧 对农村信息服务站或信息服务中

心的认识尧 当地提供的公共信息能否满足需求尧 获得

相关村务信息的难易度这 15 个指标较为重要遥 由此确

定农村居民信息微观测度指标模型袁 如表 6 所示遥

2.3 微观测度结果讨论

根据熵权法指标筛选结果袁 对受教育水平尧 信息

使用程度 渊笔记本电脑尧 电视机尧 台式电脑尧 平板电

脑冤尧 信息设备更换频率 渊手机尧 电脑冤尧 获取信息的

难易度尧 购买有价值有用信息的意愿尧 接收农村信息

的频率尧 对农村新概念的了解程度尧 对农民互联网培

训的了解程度尧 对农村信息服务站或信息服务中心的

认识尧 当地提供的公共信息能否满足需求尧 获得相关

村务信息的难易度这 15 个指标问卷数据进行讨论遥
2.3.1 信息的使用情况维度

渊1冤 信息设备使用程度

根据信息设备的使用频率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袁
农村居民中频繁使用和经常使用的数字信息设备包括

笔记本电脑和电视机袁 达到了 40%以上的比例曰 对于

台式电脑尧 平板电脑袁 很少使用和基本不用的比例较

大袁 多数调查对象表示没有该设备遥 由此可见袁 随着

网络通讯技术尧 多媒体技术和移动 4G 等技术的发展袁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年龄 0.048 62 基本信息（0.103 2） 

受教育水平 0.054 53 

信息使用程度（手机） 0.047 76 

信息使用程度（笔记本电脑） 0.052 57 

信息使用程度（电视机） 0.052 89 

信息使用程度（台式电脑） 0.053 76 

信息使用程度（平板电脑） 0.054 05 

信息设备更换频率（手机） 0.054 06 

信息的使用情况维度（0.473） 

信息设备更换频率（电脑） 0.054 76 

信息对个人的重要性 0.047 59 

获取信息的难易度 0.052 47 

信息需求获取利用维度（0.151 7） 

购买有价值、有用信息的意愿 0.051 65 

接收农村信息的频率 0.054 31 

对农业物联网、智慧农业、虚拟农业的了解程度 0.054 57 

对农民互联网培训的了解程度 0.054 33 

对农村信息服务站或信息服务中心的认识 0.054 16 

对村里设立网络信息服务点的态度 0.049 45 

当地提供的公共信息能否满足需求 0.054 23 

信息化公共服务维度（0.375 3） 

获得相关村务信息的难易度 0.054 25 

 

表 5 农村居民信息化微观测度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农业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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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通过互联网尧 电视可以广泛地获得和接收信息袁
农村居民的信息基本接入是没有障碍的袁 村民获取信

息的时候比较习惯于使用自己熟悉的信息设备 [23]袁 如

图 1 所示遥

渊2冤 信息设备更换频率

主要信息设备更换频率的调查显示院 对于信息设

备更换频率上来看袁 手机更换频率集中在 野2 年要3

年冶 和 野一般不换尧 除非坏了冶 这两个选择中袁 占比

达到了 33.59%和 28.24%曰 对于电脑更换频率袁 野一般

不换袁 除非坏了冶 的选择最多袁 达到了 72.52%曰 说明

手机依据自身的便捷性尧 可移动性袁 已经成为拥有量

和最频繁使用的现代信息设备袁 村民普遍拥有或使用曰
同时袁 农村居民的电脑使用频率较低袁 说明对互联网

数字信息技术接受较为缓慢袁 对现代信息系统的接受

能力有待开发袁 数字信息市场的发展潜力有待于进一

步激活袁 如图 2 所示遥

2.3.2 信息需求尧 获取与利用维度

对信息获取难易度调查后可以发现袁 超过 70%的

村民表示在家乡获取信息非常容易和比较容易袁 这部

分选择所占比例最大袁 其余 21.14%的村民表示获取信

息一般袁 很少村民认为获取信息不太容易或者不容易遥
由此可看出袁 当前对于农村数字化的发展以及获取能

力袁 有较好的前景[24]曰 最后袁 购买信息的支付意愿调

查结果表明袁 32.83%的村民表示愿意为提供的农村信

息服务付费袁 所占的比重比较高袁 说明村民是愿意接

受有偿获取信息的袁 比较重视信息的价值性和获取性袁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手机使用频率 

笔记本电脑使用频率 

电视机使用频率 

台式电脑使用频率 

信息设备使用程度 

平板电脑使用频率 

手机更换频率 

信息的使用情况维度 

信息设备更换频率 

电脑更换频率 

信息需求、获取 信息获取难易度 信息需求、获取与利用维度 

信息利用 信息购买意愿 

接收农村信息的频率 农村信息公共服务 

对农村信息新概念的了解程度 

对农民互联网培训的认识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对农村信息服务站或信息服务中心的了解程度 

公共信息需求满意度 

农村信息公共服务维度 

农村信息服务满意度 

获得村务信息的难易度 

 

表 6 农村居民信息化微观测度模型

图 1 信息设备使用频率

图 2 信息设备更换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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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一般的占 33.59%袁 其余表示不太愿意和不愿意袁
这两部分共占到 2/3袁 可以看出袁 当前农村居民希望付

出较小的成本获取有用的信息袁 更乐于接受便捷尧 免

费的现代农村信息服务袁 如表 7 所示遥

2.3.3 农村信息公共服务维度

渊1冤 对农村数字信息化公共服务的认识

通过对村民接收农村信息调查可以发现院 大部分

偶尔收到或者没有通过现代信息设备收到过农村信息曰
实地调查中了解到袁 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表示袁 生产尧
务农尧 养殖等工作主要是依靠长期经验的积累袁 或者

村民之间口头相互传播袁 对农村信息接收影响小 [25]曰
同时结果表明袁 对于农村信息的日常传播和普及袁 还

需要政府尧 相关服务机构借助现代信息化的时代和便捷

的渠道袁 进一步建设和发展袁 应该多利用互联网袁 给农

民提供便捷尧 及时的农村数字信息袁 结果如表 8 所示遥
对于农业物联网尧 智慧农业尧 虚拟农业等新概念

的了解可以得出院 大多数农村居民表示一般或者不太

熟悉袁 只是从平时相关新闻和交流中听说过这个概念袁
有 1/3 的村民表示没有听说过袁 从这一角度可以说明袁
今后相关部门需要提高对农村数字互联网新技术尧 新

知识的宣传袁 从更多的渠道让村民了解新信息尧 更好

地应用到生产尧 生活中[26]袁 如表 8 所示遥
渊2冤 对农村数字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认识与了解

在对农村居民或其家人对农民互联网培训了解程

度的调查中得出院 40.14%和 30.69%的人表示不太熟悉

和没听说过袁 可以看出袁 地方政府或组织在对村民互

联网知识的普及和系统培训上袁 现代化信息服务工作

开展还不到位曰 对于政府尧 企业尧 社会团体等主体是

否建立数字化信息服务站或信息服务中心上袁 结果显

示多数农村居民对相关情况并不了解袁 说明农村公共

信息服务宣传状况一般袁 农民较少通过专业的现代农

村信息服务体系来获得和利用知识遥 因此袁 应当在村

设立相关培训机构袁 向村民进行宣传袁 利用互联网将

先进的数字农业技术带给农村居民袁 让其体会到信息传

播的重要性袁 使其主动寻求和获得信息[27]袁 如表 9 所示遥

渊3冤 对农村信息服务的满意度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袁 对当地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

表示 野完全能满足冶 的仅占 5.34%袁 33.59%的村民表

示 野比较能满足冶袁 45.8%的村民回答 野一般冶袁 较少数

表示较难满足或无法满足曰 对于当前获得村务信息的

容易度来讲袁 约 22%的村民表示容易满足袁 选择一般

的占 42.27%袁 有 35.12%的表示不太容易或者不容易获

得村务信息曰 从以上两个问题中也可以反映出袁 村民

对于当前公共信息服务的满意度一般袁 有待提高曰 政

府或相关部门袁 应该根据村民的需求袁 加强对公共信

息服务工作的开展和信息公开服务工作的建设 [28]袁 如

表 10 所示遥

1.获取信息的难易度 2.信息购买意愿 

选项 占比（%） 选项 占比（%） 

非常容易 30.82 非常愿意 11.45 

比较容易 43.27 比较愿意 21.37 

一般 21.14 一般 33.59 

不太容易  2.76 不太愿意 25.95 

不容易  2.01 不愿意  7.63 

 

表 7 获取信息的难易度和信息购买意愿

1.接收农村 

信息的频率 

2.对农业物联网、智慧农业、 

虚拟农业的了解程度 

选项 占比（%） 选项 占比（%） 

总是收到  5.32 非常熟悉  4.35 

经常收到 13.61 比较熟悉  5.93 

有时收到 18.29 一般 18.13 

偶尔收到 43.22 不太熟悉 41.04 

没有收到 19.56 没听说过 30.55 

 

表 8 对农村信息化公共服务的认识

1.对农民互联网培训的认识 2.对农村信息服务站或信息 

服务中心的了解 

选项 占比（%） 选项 占比（%） 

非常熟悉  5.69 非常熟悉  7.32 

比较熟悉 10.38 比较熟悉 14.50 

一般 13.10 一般 19.85 

不太熟悉 40.14 不太熟悉 15.66 

没听说过 30.69 没听说过 42.67 

 

表 9 对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认识与了解

农业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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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展望

3.1 模型构成

在数字乡村微观信息化测度研究部分袁 运用熵权

法得出指标权重袁 将原来的 19 个初始评价指标筛选为

15 个袁 包括受教育水平尧 信息使用程度 渊笔记本电脑尧
电视机尧 台式电脑尧 平板电脑冤尧 信息设备更换频率

渊手机尧 电脑冤尧 获取信息的难易度尧 购买有价值有用

信息的意愿尧 接收农村信息的频率尧 对农村新概念的

了解程度尧 对农民互联网培训的了解程度尧 对农村信

息服务站或信息服务中心的认识尧 当地提供的公共信

息能否满足需求尧 获得相关村务信息的难易度这 15 个

指标问卷数据曰 从信息的使用情况维度尧 信息需求尧
获取与利用维度尧 农村信息化公共服务维度构建了微

观测度指标模型袁 对农村个人信息行为和公共信息服

务进行了研究遥
3.2 模型解释与启示

渊1冤 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袁 体现村民微观信息化

发展水平

应用熵权法对初始指标的权重进行了计算袁 建立

农村微观信息化测度模型遥 指标体系中信息的使用情

况维度和农村信息公共服务维度权重较大袁 说明农村

居民信息化发展水平在这两个方面有较大的差异袁 对

微观信息化发展较为重要曰 另外袁 指标中信息设备更

换频率 渊电脑冤尧 对农村信息新概念的了解尧 受教育水

平这 3 个指标权重最高袁 说明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

展袁 信息技术尧 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地完善袁 互联网尧

计算机使用等是区分村民个人信息水平的重要指标袁
同时人们获得信息越来越高效和便捷遥

渊2冤 应提高信息意识袁 拓宽个人信息获取渠道

调查结果显示袁 对于农村居民来说袁 虽然大多数

村民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袁 愿意接受农村现代化数字

信息服务袁 有希望改变当前状况的意愿袁 但是更愿意

接受成本较低尧 或者政府能免费提供的信息公共服务曰
农村居民个人信息行为的调查显示袁 村民多受制于教

育水平或者年龄因素袁 缺乏信息意识袁 这是农村数字

化建设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遥 因此袁 政府应继续把数字

信息化作为驱动现代化建设的先导力量袁 加快推进农

村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和信息服务示范区建设袁
使农民更广泛的获取和应用信息袁 拓宽信息获取渠道曰
同时袁 在今后的政府信息工作中袁 应该继续加大对农

村经济和教育的投入袁 提高村民文化水平袁 提升信息

素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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