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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信息转移模型探讨

杨玲梅

（华南农业大学 图书馆，广州 510642）

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为了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高校图书馆挖掘已有资源潜力，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信息转移，以期

提高农民的文化与信息素质、提高农业生产力、丰富农民精神与物质生活，值得探讨。[方法 / 过程]本文分析了影响农民吸

收知识信息的主要原因，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知识信息转移的变化特点，目前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模式及不足。

为更有效做好对大多数农民的知识信息转移服务，笔者选取高校图书馆、农村图书馆、涉农企业、农民作为从高校图书馆发

出到农民接收的知识信息转移的过程主体，探讨构建了两条知识信息转移的新路径模型和构建了 4 种知识信息转移的过程模

式。[结果 / 结论]提出了创新高校图书馆体制机制，建设“三农”精准知识资源库与传播系统，提升乡村人员获取知识信息

能力，拓宽知识信息转移渠道，缩小知识信息转移情境差距等对策，以实现高效将知识与信息转移给农民，为中国实施乡村

振兴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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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2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 野路线图冶遥 广大农民是实施乡村振兴的主要参

与群体袁 其文化信息素质的高低是农业能否实现现代

化的关键遥
农民素质的提高对农民的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袁

提升农民素质是使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1]遥 中国对农民

科普工作一直高度重视袁 也取得了巨大成绩遥 但目前

农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还存在一些问题袁 不能满足乡

村振兴的需要袁 主要包括农村科技文化服务体系不够

完善袁 农村依然缺乏优质科普资源和媒介袁 文化建设

不够袁 对农民的精神生活服务有所忽视等[2]遥 在乡村振

兴背景下袁 中国农村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袁 大量

的惠农信息向农民群体传递袁 虽然目前农民获取惠农

信息的路径众多袁 但因信息量过大袁 农民的知识结构

没有判断与接收所需信息的能力袁 在获取惠农信息的

过程中仍存在着众多阻碍袁 农民对农业信息的精准需

求依然得不到满足[3]遥 2019 年 1 月袁 教育部研究制定

了 叶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渊2018要
2022 年冤曳袁 计划通过 5 年时间袁 使高校成为乡村振兴

战略科技创新和成果供给的重要力量尧 高层次人才培

养集聚的高地尧 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和政策咨询研

究的高端智库遥 为响应国家与教育部的号召袁 许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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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高校图书馆如何服务乡村振兴进行了积极的研究

与探索袁 如乡村振兴背景下袁 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

的可行性和必要性[4,5]曰 高校图书馆为乡村振兴提供服

务的资源和人才优势[6,7]曰 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的机制 [8,9]曰 高校图书馆参与农村书屋建设袁 服务

乡村公共文化研究 [10,11]曰 高校图书馆文化扶贫工作研

究[12,13]等遥 这些研究都阐述了高校图书馆具有为乡村振

兴服务的能力与责任袁 高校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丰富

的知识信息资源和人才资源袁 挖掘潜力袁 向农民提供

所需的知识信息转移服务袁 为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与

信息素质尧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尧 丰富农民的物质与

精神生活贡献力量遥 知识转移概念是美国创新研究领

域的技术与创新管理学家 TEECE 于 1977 年提出的袁
知识转移是将知识从拥有者转移到接收者袁 并被接收

者吸收知识的过程[14]遥 国内外对知识转移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企业知识管理尧 产学研协同创新尧 知识溢出等

领域[15,16]遥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袁 高校图书馆在服务乡村

知识信息转移的主要研究有院 帮助农村图书馆资源建

设尧 三下乡咨询知识转移服务等[17,18]曰 向农民提供知识

转移服务的职能与策略研究[19,20]曰 促进乡村阅读工作的

推广尧 加强对乡村基层群众的培训服务等价值策略研

究[21]曰 助力农村文化振兴策略研究[22]等遥 对高校图书馆

服务乡村振兴知识转移的路径模型与过程的模式研究

不多遥
本研究从知识信息转移角度袁 在分析目前影响农

民吸收知识的主要原因尧 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知

识转移的变化特点尧 以及目前高校服务乡村振兴主要

路径模式的基础上袁 选取高校图书馆尧 农村图书馆尧
涉农企业尧 农民作为从高校图书馆发出到农民接收的

知识信息转移的过程主体袁 探讨构建了两条高校图书

馆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转移的新路径和 4 种知识信息

转移的过程模式袁 提出了高校图书馆更好服务乡村振

兴知识转移的实现对策遥 旨在把高校图书馆的知识信

息最大化尧 更有效地转移给农民袁 达到提高农民的文

化与信息素质尧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尧 丰富农民的精

神与物质生活的目标袁 助力乡村振兴遥

2 影响农民吸收知识信息的主要原因

知识信息除了扩散外袁 还需要吸收袁 才能完成整

个知识转移过程遥 农民是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的

知识信息接收方袁 农民的知识信息吸收能力直接影响

知识信息转移效果遥 在知识信息转移中袁 影响农民吸

收知识信息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遥
2.1 农民接收知识信息的意识与能力

由于历史与国情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袁 中国

农民生活环境相对封闭尧 落后袁 受到的教育尧 接受的

文化尧 掌握的科技水平都有限袁 农民普遍存在文化水

平低尧 文化素质不高尧 思想保守尧 信息意识薄弱尧 信

息知识欠缺的情况袁 不易接受新知识尧 新技术曰 同时袁
他们接收生活尧 生产所需要的知识信息一般都是通过

政府与村委会组织的培训尧 有限的书籍杂志尧 农村展

览推广会散发的资料尧 亲朋手机转发尧 参加的合作社

组织尧 中央电视台节目等袁 接收的知识系统性差袁 接

收的信息对称性不强袁 普遍不能将接收到的知识信息

转换成所需的精神财富与经济价值袁 客观存在农民接

收知识信息的意识与能力不足[23-25]遥 解决这一问题袁 需

要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与科技认知能力遥
2.2 农民接收知识信息的经济条件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袁 虽然我们消灭了

农村家庭的绝对贫困袁 但相对贫困仍然存在袁 农民仍

存在长期稳定增收的困难与机制[25]遥 目前农民的收入

来源主要基于 3 个方面院 外出打工的收入尧 外出小本

经营的收益尧 乡村产业的经营获益[24]遥 首先袁 经过 40

年改革开放的发展袁 目前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的外销

与内销越来越困难袁 企业能吸收接纳进城农民工的数

量也越来越少袁 不少农民工面临需要返乡创业的选择袁
打工收入面临增收难和断流的可能曰 其次袁 农民外出

小本经营大多是从事餐饮尧 服务尧 小贸易等项目袁 由

于资本金的不足和技术门槛低袁 面临巨大竞争压力袁
难以做大规模和获得规模效益袁 收入大多仅相当于获

得劳动力的报酬袁 经营不善还面临亏本曰 第三袁 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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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经营袁 主要是个体户尧 家庭农场尧 加盟专业合

作社尧 加盟 野公司 + 农户冶 的模式袁 其收入主要是生

产经营收入尧 土地流转收入尧 参与加盟企业劳务的收

入袁 由于缺乏技术尧 资金尧 管理经验尧 市场信息袁 以

及农资等经营成本的不断增加尧 自然灾害风险等袁 自

营农业产业者很难获得较好的经营性收入袁 收入的稳

定性经常不可持续曰 加盟经营者虽能获得土地流转收

入尧 劳务性收入尧 分红收入等袁 但由于要看加盟企业

的效益袁 收入也不高且不稳定[26-28]遥 因此袁 农民的经济

条件还难以快速提高遥 知识与信息共享需要一定的经

济成本袁 而且获得的知识与信息的效果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袁 农民经济条件的有限袁 限制了农民花太多的经

济开支来接受新知识和新信息袁 他们对知识尧 信息共

享存在经济成本考虑的制约遥 解决这一问题袁 需要找

到可持续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与方法遥
2.3 农民接收知识信息的场所与组织

多年来袁 在各级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组织的多方参

与下袁 农民能近距离接受文化尧 获取知识信息的场所

与组织袁 如农家书屋 渊室冤尧 文化站尧 农村经济合作

社尧 野公司 + 农户冶 利益连接体尧 涉农培训组织尧 音

像服务企业等有较大的建设与发展袁 但距离快速传递

足够的知识与信息给农户还存在较大差距袁 尤其是不

发达地区的农村受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袁 这些场

所与组织发展仍然缓慢遥 首先袁 农家书屋 渊室冤尧 文化

站等因得不到政府或社会提供的可持续性经费支持袁
办屋 渊室冤尧 办站场所规模小袁 设施简陋袁 藏书数量与

门类不足袁 服务管理水平低袁 农民喜欢的可读资源不

齐全袁 不能很好发挥图书屋 渊室冤尧 文化站的作用曰 第

二袁 由于农村分散居住尧 人口不集中袁 知识尧 信息尧
网络的需求市场分散尧 规模不大尧 市场服务价格与农

户承受能力有差异等袁 致使面向农村的涉农知识尧 信

息服务的市场难以快速形成和发展袁 市场机制对 野三
农冶 知识服务与传播的作用发挥不出来曰 第三袁 农村

经济合作社尧 野公司 + 农户冶 利益连接体尧 涉农培训

机构尧 音像服务企业等都是企业行为袁 他们主要培训

与利益体相关的管理知识尧 生产技术知识和市场信息袁

培训传播的知识面比较窄[3,29,30]遥 因此袁 农民接收知识

信息存在场所与组织方面的制约遥 解决这一问题必须

继续加强农村知识信息传播场所建设和创新传播组织

形式遥
2.4 农民接收知识信息的设备和网络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尧 数字化技术尧 云技术尧 网络

技术的发展和各级各类社会信息化网络的建设袁 越来

越多的知识尧 信息传播靠数字化和互联网实现遥 虽然

经过多年的乡村 野益农信息网冶 野农村电商网冶 等网

络的建设袁 农民的网络消费与利用需求也正在逐步形

成袁 农村入网家庭户数和人数在逐步增加袁 但由于农

村思想观念滞后尧 农户经济水平低尧 农村电商人才缺

乏尧 农村物流体系覆盖不全尧 农民的电脑操作技术和

网络操作技术的培训与普及不到位等原因袁 仍严重制

约着多数农户对购置电脑和网络利用的积极性袁 城市

与农村之间家庭购置电脑和入网的差距仍然很大袁 截

至 2020 年 3 月 28 日袁 中国网民规模为 9.04 亿人袁 手

机网民规模为 8.97 亿人袁 其中袁 农村网民规模为 2.55

亿人袁 占网民整体的 28.2%袁 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

为 46.2%袁 而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76.5%袁 农村与

城市差距仍显著[31-33]遥 当今时代袁 知识信息的互联网共

享是知识信息传递普及的重要实现形式袁 农户电脑购

置率低尧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偏低仍较大制约了当前中

国农村的知识信息的流动遥 只有继续加强农村信息网

络建设和提高农民收入袁 才可提升中国农村的知识信

息的流动遥
2.5 农民接收知识信息的转移情境

知识信息发送方与接收方之间的距离因素袁 被许

多学者称之为 野知识转移情境冶袁 包括了两者之间的物

理距离尧 文化距离尧 制度距离等各方面的物理环境与

人文环境的差异遥 物理距离越大袁 传输过程中失真也

越大袁 使知识难以准确转移曰 文化距离包括了语言差

距尧 文化差距尧 认知模式差异袁 文化距离越小袁 知识

转移效果越好曰 制度距离包括了两者的技术体系 渊如
网络平台冤尧 人际交流环境[34,35]遥 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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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转移中袁 图书馆与农民之间的知识转移情境相差

很大袁 因此袁 农民接受新知识与信息的转移过程存在

一定程度的情境制约遥 只有通过搭建中间平台袁 缩小

两者之间的距离遥 才有助于促进知识信息转移遥

3 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知识信息

转移的变化特点

图书馆知识转移的定义袁 笔者认为石艳霞等对图

书馆的知识转移的新定义较为恰当[36]遥 高校图书馆服

务乡村振兴的知识转移具有一般知识转移的特征袁 即

包括了知识的特性尧 知识发送方尧 知识接受方尧 知识

转移途径尧 知识转移情境五大要素遥 同时袁 如前文所

述袁 目前农村特有的社会背景与农民独有的个体特征袁
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对精准知识信息的需求袁 决

定了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下的知识信息转移袁 与

图书馆平时的知识信息转移有区别和变化袁 笔者经过

查阅文献和思考梳理袁 概括出以下变化特点遥
3.1 知识信息转移载体尧 类型和内容尧 方式

的变化

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信息接收方主要

是农民袁 他们与图书馆之间的物理距离尧 知识距离较

远袁 这决定了转移的知识信息内容重点必须是与 野三
农冶 相关的知识信息和提高农民基本素质的文化知识

信息遥 因此袁 转移的载体需要侧重于网上虚拟文献曰
转移的知识信息类型更多偏向于有关农民信息素养的

培训尧 农业知识信息咨询等隐性知识 [9,37,38]曰 转移方式

必须简单尧 生动尧 易接受遥
3.2 知识信息转移受体尧 方向的变化

高校图书馆平时的知识信息转移受体主要是知识

信息转移意愿强的大学生与教师袁 他们与图书馆的文

化距离近尧 文化素质高袁 容易发生双向知识信息转移遥
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袁 知识信息转移受体主要是

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群体遥 农民知识文化水平低尧 生

活环境与生活水平低袁 大多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袁 接

受知识信息的内在动力与意愿不足袁 接受能力差袁 因

此袁 知识信息转移不容易发生袁 知识信息转移以单向

转移为主遥
3.3 知识信息转移途径的变化

高校图书馆服务大学生尧 教师的知识信息转移途

径多元化尧 灵活化袁 除了利用纸质文献借阅尧 网络途

径以外袁 还可以开展各种类型的知识讲座尧 培训等多

种形式的转移途径遥 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袁 由于

与农民物理距离远袁 农民居住又分散袁 因此知识信息

转移途径主要是通过网络实现袁 转移途径相对较单一袁
对信息网络技术环境要求更高袁 这与农民获取信息的

条件与接受能力又不匹配袁 因此袁 其知识信息转移不

容易发生遥
3.4 知识信息转移情境的变化

高校图书馆服务大学生尧 教师袁 其知识转移环境

主要发生在城市尧 校园袁 二者之间的物理距离尧 文化

距离尧 制度距离都很近遥 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袁
其知识信息转移环境在农村袁 环境条件相对恶劣尧 封

闭尧 落后袁 农民思想保守袁 知识信息转移情境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袁 其知识信息转移过程更复杂尧 困难遥

4 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信

息转移路径与过程模式探讨

高校图书馆如何克服前述影响农民吸收知识的因

素袁 以及对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知识转移变化特

点进行甄别应用袁 以实现更好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信

息转移袁 笔者从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知识信息转

移的新路径与过程模式两方面进行了探讨遥
笔者通过查阅文献袁 梳理近年来广东高校服务乡

村振兴的实践袁 概括出目前高校服务乡村五大板块振

兴 渊产业振兴尧 生态振兴尧 文化振兴尧 人才振兴与组

织振兴冤 的主要路径模式有以下 4 种院 ①科技特派员

模式遥 根据地方需要袁 高校从本校科技特派员人才库

中选派科技特派员进驻地方镇村袁 对口帮扶当地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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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转移路径模型

Fig.1 Knowledge transfer path model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技事项遥 ②科技人员下乡模式遥 高校的学院尧 科技处尧
新农村研究院等二级单位袁 不定期组织科技人员下乡袁
到当地对接农企或村镇单位袁 进行科技服务尧 科技推

广尧 农村书屋建设尧 人文服务等遥 ③合作协议模式遥
当地政府就需要解决的问题袁 包括市尧 县区尧 乡镇的

乡村振兴总规划或单项规划尧 专业干部队伍培训尧 人

才培训尧 技术讲座尧 专项建设规划尧 合作办学等袁 向

高校的相关专业团队发邀请袁 经过招投标流程以科技

咨询协议形式袁 完成协议目标遥 ④学生暑期下乡模式遥
主要是高校团委尧 学工处尧 研究生处尧 图书馆尧 学院

等组织本科生尧 硕士生利用暑假袁 由老师带队下乡进

行社会实践和社会服务袁 包括项目调研尧 图书捐赠尧
科普宣传等遥

分析这 4 种主要路径模式袁 各高校为各地乡村振

兴服务做出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贡献袁 主要体现在下

列方面院 制订乡村振兴的各类规划尧 农业产业园项目

规划尧 涉农企业技术服务尧 当地新农村建设规划尧 乡

村振兴专业干部队伍培训尧 短期专业人才培训袁 以及

部分专题科普等遥 这些路径模式袁 除科技特派员模式

外袁 大都是不定期尧 不定量尧 非可持续模式袁 而且不

能达到对乡村大多数农民的知识与信息转移的普适性

目标遥
作为高校图书馆一名工作人员袁 为了乡村振兴更

普适性地服务大多数农民的知识与信息转移袁 笔者在

梳理上述高校服务乡村振兴路径模式基础上袁 探讨构

建了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知识与信息转移的两条

新路径模型与 4 种过程模式遥
4.1 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知识信息转移

的两条新路径模型

笔者选取高校图书馆尧 农村图书馆尧 涉农企业尧
农民作为从高校图书馆发出到农民接收知识信息转移

的过程主体与节点袁 构建了两条知识信息转移的新路

径模型 渊图 1冤遥
在图 1 模型中袁 第一条路径是高校图书馆到农村

图书馆 渊中介平台冤 到农民袁 这条路径主要转移普通

文化知识袁 以提高农民的文化与信息素质遥 第二条路

径是高校图书馆到涉农企业 渊中介平台冤 到农民袁 这

条路径主要转移农业科技尧 市场等信息知识等袁 以提

高农民的劳动生产力遥 这两条路径模型具有实操性强

与可持续的特点袁 农民在这两条知识转移路径中获得

知识与信息并消化尧 吸收和应用袁 同时袁 农民又将新

的知识与信息需求反馈回农村图书馆 渊或涉农企业冤尧
高校图书馆袁 形成一个农民接收知识与信息的螺旋式

上升循环遥
在这个知识信息转移路径模型中袁 各参与主体的

主要作用与功能如下遥
4.1.1 外部知识源

模型中的外部知识源袁 是高校图书馆的外部隐性

知识资源遥 其主要功能是院 高校图书馆将外部隐性知

识资源 渊科普知识尧 农业技术尧 科研成果尧 市场信息尧
政策信息等冤袁 经过采集尧 整理尧 归纳尧 归类后袁 以知

知识转移方 知识转移与接受方 知识接收方

外部知识源

农村图书馆

涉农企业

高校图书馆 农民

杨玲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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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库尧 网站等各种显性知识的形式袁 转变成为高校图书

馆拥有的专项服务乡村振兴的精准知识资源库之一遥
4.1.2 高校图书馆

模型中的高校图书馆袁 是知识与信息发送方遥 其

主要功能是院 ①利用高校图书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信

息资源袁 通过图书情报专业人才袁 对馆藏涉农科普知

识尧 农业技术尧 科研成果尧 农业信息等进行收集尧 提

炼尧 加工袁 整合成为专项服务乡村振兴的精准知识资

源库曰 同时袁 采集尧 整理尧 归纳尧 归类外部知识源充

实专项服务乡村振兴的精准知识库源遥 ②通过图书馆

已建立的电子信息网尧 数字化设备与软件袁 链接外部

公共信息网袁 开展线上对农村尧 农民的知识信息转移

服务遥 ③利用高校图书馆丰富的人才资源袁 联合高校

各学科的专业人才袁 组成服务乡村振兴知识转移的人

才队伍袁 在收集到模型路径中农村图书馆尧 涉农企业尧
农民反馈的所需精准知识信息基础上袁 通过组织下乡

活动袁 以专题培训尧 推广资料发放等形式袁 与路径中

农村图书馆尧 涉农企业进行对接袁 由农村图书馆尧 涉

农企业组织农民进行线下知识信息转移遥
4.1.3 农村图书馆

模型中的农村图书馆袁 是连接高校图书馆与农民

的中介平台之一遥 农村图书馆袁 包括农家书屋尧 文化

站等袁 属于农村文化设施的一部分袁 服务对象主要是

农民遥 但是袁 目前大多农村图书馆基础设备仍薄弱袁
馆藏资源陈旧袁 功能单一 渊多数仅借阅功能冤尧 缺乏专

业管理人才尧 服务需求趋弱尧 信息化能力匮乏袁 供需

失衡袁 知识转移能力较差[39,40]遥
在本路径模型中袁 农村图书馆起着连接高校图书

馆与农民的桥梁作用袁 其主要功能是院 ①除继续加强

设施与馆藏建设袁 服务好农民的日常知识需求外袁 积

极收集提升本地农民文化素质尧 信息素质所需要的精

准知识信息袁 加以整理后袁 及时向对接的高校图书馆

反馈曰 ②与高校图书馆联动袁 定期组织农民参加高校

图书馆组织下乡的线下培训尧 知识推广等遥 高校图书

馆通过农村图书馆这个中介平台袁 达到提升农村图书

馆知识转移能力袁 调动起农民的阅读兴趣袁 培养他们

的阅读习惯袁 增强农民的知识转移接受动力遥

4.1.4 涉农企业

模型中的涉农企业袁 是另一个连接高校图书馆与

农民的中介平台遥 涉农企业包括区域农业龙头企业尧
家庭农场尧 合作社尧 农业示范基地等农业产业经营者遥
目前大部分涉农企业仍存在市场信息尧 政策信息尧 技

术信息的不对称 [41,42]袁 获取有价值市场信息的成本较

高袁 信息需求依然得不到满足袁 造成生产与市场不能

产销两旺遥
在本模型中袁 涉农企业起着连接高校图书馆与农

民的桥梁作用袁 其主要功能是院 ①除了搞好日常生产

经营外袁 起着积极收集本地农业生产尧 加工尧 管理尧 经

营所需的瓶颈关键技术尧 政策解读尧 市场需求等信息袁
加以整理后袁 及时向对接的高校图书馆反馈曰 ②与高校

图书馆联动袁 定期组织农民参加高校图书馆组织下乡的

线下农业生产尧 加工尧 经营尧 管理的专项知识尧 技术尧
管理培训袁 以及企业推广等遥 高校图书馆通过涉农企业

这个平台袁 达到提升本地涉农企业尧 农民的农业技术尧
企业管理尧 市场经营水平遥 为农民致富做贡献遥
4.1.5 农 民

模型中的农民袁 是知识与信息接收方遥 农民是一

个职业集合概念袁 指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袁 收入的主要

来源是农业的群体[43]遥 目前农民的知识文化特点是水

平低袁 接受能力差袁 同时袁 由于农民生活环境与生活

水平低袁 大多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袁 知识接受的内在

动力缺乏遥 针对这两个因素袁 本知识转移路径模型袁
主要通过设计农村图书馆尧 涉农企业作为当地链接农

民与高校图书馆的中间平台袁 能够有效地进行双向对

接袁 把需求方农民所需的精准知识信息及时梳理与反

馈袁 同时袁 能够有效组织进行线上尧 线下培训与推广袁
从而使高校图书馆经过加工整理的精准知识有效地转

移给农民遥 最终达到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与信息素质尧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尧 丰富农民的精神与物质生活的

目标袁 助力乡村振兴遥
4.2 两条新路径模型下知识信息转移的过程

模式探讨

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郞根据 野显性 - 隐性冶 知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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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模型 转移知识内容 转移方式 转移对象 转移类型 

模式 1 知识、信息的接收方法与技巧 面对面培训服务、制作视频 农村图书馆、农民 隐性-隐性   隐性-显性 

模式 2 图书馆馆藏资源 编码化，共享馆藏 农村图书馆、农民 显性-显性 

模式 3 科研人员的农业智库知识 面对面举办讲座、田间或现场演示 涉农企业、农民 隐性-隐性 

模式 4 科研成果、农业政策、农业技术、

市场信息等 

编码化，农业特色网站、APP、微信 

公众号、微信小程序 

涉农企业、农民 隐性+隐性-显性 

显性-显性 

 

型划分提出的 SECI 理论模型袁 表明知识转移都会经过

知识的社会化尧 外部化尧 整合化尧 内在化 4 个过程[44]遥
依据 SECI 理论模型袁 为进一步落实该两条路径的有效

实施袁 笔者对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的转移知识内

容尧 转移方式尧 转移对象尧 转移类型所构成的转移过

程进行了梳理与归纳遥 构建了 4 种高校图书馆服务

野三农冶 的知识信息转移过程模式 渊表 1冤遥
表 1 知识信息转移过程模式袁 是对所设计的两条

知识信息转移路径模型袁 根据知识信息的转移内容尧
转移方式尧 转移对象尧 转移类型进行的分类与归纳遥

渊1冤 模式 1袁 高校图书馆根据农村尧 农民的信息需

求袁 通过面对面培训服务尧 制作视频的方式袁 给农村

图书馆馆员与农民传授获得网络知识尧 信息的检索方

法袁 提高农民的信息获取能力遥 是高校图书馆知识源

社会化尧 外部化尧 野隐性 - 隐性冶 知识尧 野隐性 - 显

性冶 知识转移的过程遥
渊2冤 模式 2袁 高校图书馆根据农民对文化知识需

求袁 采用编码化的方式袁 将图书馆馆藏资源整理后转

移给农村图书馆尧 农民遥 是图书馆知识源整合化尧
野显性 - 显性冶 知识转移的过程遥

渊3冤 模式 3袁 高校图书馆根据农民农业生产的知识

需求袁 利用农村图书馆与涉农企业这两个平台袁 通过

聘请和组织科研人员进行农业知识讲座或田间与现场

技术指导的方式袁 提高农民的农业技术水平袁 解决农

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遥 是高校知识源社会化尧 外部化尧
野隐性 - 隐性冶 知识转移的过程遥

渊4冤 模式 4袁 高校图书馆馆员利用图书情报知识与

农科背景袁 将外部知识源 渊农业政策尧 市场信息尧 技

术知识等冤 经过加工处理后建设成一个大的精准 野三

农冶 知识库袁 以共享网站尧 相应的 APP 端尧 微信公众

号尧 微信小程序的形式袁 将加工后的信息尧 知识转移

给涉农企业尧 农民遥 是图书馆知识的整合化尧 外部化尧
野显性 - 显性冶 知识转移的过程遥

综合 4 种模式袁 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转

移袁 经历了知识的社会化 渊野隐性 - 隐性冶 知识冤尧 外部

化 渊野隐性 - 显性冶 知识冤尧 整合化 渊野显性 - 显性冶 知

识冤 过程袁 最后农民将知识消化吸收袁 并根植在农民头

脑中袁 成为隐性知识袁 农民将这些知识应用在农业生产

和生活上袁 从而达到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尧 信息素质尧
劳动生产力的目标遥 最终完成知识转移的内部化 渊野显
性 - 隐性冶 知识冤 过程遥 这是一个完整的知识转移过程遥
同时袁 农民将新的知识需求与信息需求反馈给农村图书

馆尧 涉农企业尧 高校图书馆袁 形成周而复始的下一个知

识转移过程遥

5 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知识信息

转移的实现对策

针对设计的两条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知识信

息转移的路径模型和 4 种知识信息转移过程模式袁 为

能促进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知识信息转移顺利通

畅袁 笔者根据上述知识转移系统的结构尧 要素和功能袁
提出如下实现对策遥
5.1 创新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知识信息

转移的体制与机制

高校图书馆进行体制与机制创新遥 高校图书馆作

为高校知识信息的主要库源袁 有义务和能力拓展乡村

表 1 农业高校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的 4 种知识转移过程模式

Table 1 Four knowledge transfer process models of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ibraries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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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知识转移服务遥 高校图书馆可以根据现有的纸质

图书借阅量缩小尧 电子阅览量增大袁 流通部人员可能

冗余的实际情况袁 开展体制机制创新院 ①进行部门设

置调整和人员结构调整袁 设置乡村振兴知识信息服务

部曰 ②预算中设立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经费保障制度曰
③建立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人员激励与扶持机制袁 增

强馆员服务乡村振兴知识信息转移的内在动力遥 在体

制机制尧 人员尧 经费上保障高校图书馆拓展服务乡村

振兴的实施遥
5.2 建设高校图书馆 野三农冶 精准知识信息

资源库与传播系统

为做好乡村振兴知识信息转移的拓展服务功能袁
高校图书馆可以向学校申请专项经费袁 建设 野三农冶
精准知识信息资源库与传播系统遥 针对路径中农村图

书馆尧 涉农企业尧 农民收集梳理反馈的乡村所需要的

各类精准知识与技术袁 高校图书馆可以通过以下措施

进行建库院 ①充分挖掘已有图书信息的资源袁 将已有

的 野三农冶 显性尧 隐性知识进行收集尧 提炼尧 整理袁
导入拟建立的 野三农冶 精准知识信息资源库曰 ②充分

利用高校的人才优势袁 将涉农各学科的 野智力冶 隐性

知识进行挖掘尧 收集尧 整理袁 导入拟建立的 野三农冶
精准知识信息资源库曰 ③收集尧 梳理国家政策尧 市场

信息尧 其他高校科研院所的外部知识源与信息袁 经过

整理后袁 导入拟建立的 野三农冶 精准知识信息资源库遥
在逐步收集导入库源的基础上袁 逐年积累尧 更新袁 完

善 野三农冶 精准知识信息资源库遥 同时袁 建设传播网

络系统与平台袁 将 野三农冶 精准知识信息资源库的知

识信息经线上转移到需要的广大乡村人员中去遥
5.3 提升乡村人员获取信息的能力

针对乡村人员获取知识信息能力较差的实际情况袁
高校图书馆可以招聘一些有网络技术专长的学生志愿

者袁 以科技下乡尧 暑期志愿服务尧 社会调查服务等形

式袁 由馆员带队袁 通过农村图书馆尧 涉农企业平台袁
到农村基层开展网络知识培训遥 一方面帮助农民掌握

基本运用网络的技能以及使用手机微信尧 微博尧 QQ 等

通讯工具袁 提高农民知识信息接受能力曰 另一方面帮

助农村图书馆尧 涉农企业管理队伍提高利用网络获取

知识信息的能力袁 以提高乡村人员的整体知识接受能

力袁 提高知识信息转移效率遥
5.4 挖掘农村图书馆的潜力袁 拓宽知识信息

转移渠道

针对农民群体不喜欢阅读袁 喜欢口头交流尧 聊天

的特点袁 高校图书馆可以通过挖掘农村图书馆的潜力袁
拓宽知识转移渠道遥 通过指导协助乡村图书馆袁 把文

化知识与休闲娱乐相结合袁 如网络直播尧 互联网创业尧
书吧等袁 利用网络尧 娱乐形式作为载体转移知识信息袁
既促进消费袁 又转移知识袁 使农村图书馆具有活力遥
同时袁 通过农村图书馆平台袁 开展如讲座尧 培训尧 阅

读推广尧 播放电影等多种形式的服务袁 为农民提供优

秀的精神文化产品袁 建立活跃的尧 新的乡村文化生态

结构遥
5.5 发挥涉农企业的作用袁 缩小知识转移情

境差距

高校图书馆可以通过发挥涉农企业的中介作用袁
以 野专家 + 高校图书馆 + 涉农企业 + 核心农民 渊思想

先进袁 有影响力的农民冤冶 的知识信息转移模式袁 由专

家尧 高校图书馆馆员尧 企业技术员和核心农民袁 一起

带动提高周边农民的农业技术知识袁 缩小图书馆与农

民间的知识信息转移情境差距袁 逐渐稳定形成线下的

野专家 + 高校图书馆 + 涉农企业 + 核心农民 + 农民冶 的

知识信息转移模式袁 提升图书馆社会服务功能袁 达到

专家尧 图书馆尧 涉农企业尧 农民互利共赢的效果遥

6 结 语

中国实现乡村振兴是一个大课题袁 高校图书馆服

务 野三农冶 的合适模式与实现路径袁 需要高校领导的

支持袁 需要图书馆领导和馆员们的共同努力袁 也需要

地方政府尧 村委尧 农村图书馆尧 涉农企业的支持与组

织袁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完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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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decision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is worth discussing that university libraries should tap the potential of existing resources,

better serve th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servic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vide farmers with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services to improve farmers' cultural and information quality, increase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and enrich

farmers' spiritual and material lives. [Method/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reasons that affect farmers' knowledge absorption at present,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information transfer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main pathways and shortcomings of universities in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presen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knowledge information transfer service for most farmers, the study selects university

libraries, rural libraries, agriculture-related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as the subjects and nodes in the knowledge information transfer

process and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two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pathway models. The first pathway is from libraries to

rural libraries (intermediary platforms) to farmers, which mainly transfers general cultural knowledge to improve farmers' cultural quality

and information quality. The second pathway is from libraries to agriculture-related enterprises (intermediary platforms) to farmers. This

pathway mainly transfers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rket and other information knowledge to improve farmers' labor

productiv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the four participants in the pathway model are analyzed and expounded.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implement the two new pathways, according to the four processes of knowledge socialization,

externalization, integr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described in the SECI theoretical model of knowledge transfer, as well as the transfer

contents, transfer methods, transfer objects and the types of knowledge information in the two designed pathway models, the author

constructs four knowledge information transfer process models, in which the transfer objects of model 1 and model 2 are rural libraries

and farmers, and the transfer objects of model 3 and model 4 are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Results/Conclusions]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innovating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serv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constructing the accurate knowledge information resource base and dissemination system for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rural personnel to obtain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apping the potential

of rural libraries, expanding the channels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giving play to the role of agriculture-related enterprises,

and narrowing the gap of knowledge transfer situa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maximum transfer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o farmers

and contribut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revitalization; university library; knowledge transfer mode; farmers; knowled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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