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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以Y市N县为调查对象，引入公众参与的中介变量和社会支持的调节变量，构

建农民数字素养影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农民数字素养对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获得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公众参与在农民数字素养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社会

支持正向调节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影响。因此，通过从技能和知识层面强化农民数字

素养培育、优化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参与体验、营造社会高度支持的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环境，

可以有效提升农民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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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实施国家

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作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要内容，是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手段，其最终目标是

满足公众基本数字文化需求，以提升人民群众的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当前，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

展过程中，处于信息末端的大多数农民在数字素养方

面存在数字接触率偏低[1]、数字化技能匮乏[2]、数字资

源利用不足[3]等问题，造成广大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获得感较低，难以共享数字化时代下公共文化服务的

精神盛宴。因此，探究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获得感的作用机理，不仅是提升农民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获得感的现实需求，亦是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研究的重要议题。

1  文献综述

当前，“获得感”已成为衡量社会供给满足民生需

求程度的重要指标[4]。在公共服务领域，获得感是公众

感受到的共建共享发展过程中需求的满足程度和受益

程度[5]。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公共文

化服务高质量文化供给，不仅事关广大农民群众的文

化权益和美好生活需要，也是提升农村居民获得感的

重要手段[6]。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主要从结果与过程

两个方面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相关研究。

前者认为公共数字文化设施的完善[7]、服务供给内容

与形式的优化[8]、平台信息规制和制度保障[9]能够影响

公众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验与获得感知。后者则将个

体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参与表现[10]、公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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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文化服务人员与公众间的双向互动[11]、用户体验过

程[12]看作公众文化获得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除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农民的

数字素养也深刻影响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在

农村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选择什么样的知识

信息、如何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和利用与主体内在的

认知结构密切相关[13]，这一认知结构在现实生活中最

大限度地表现为数字素养，而数字素养的主体建构要

素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有效利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

用[14]。杨芳等[15]基于扎根理论分析发现，农民“技术接

受”是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契合的前提。王

锰等[16]认为用户信息素养不足，导致其无法有效利用乡

村数字文化服务，限制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持续

使用的意愿，从而影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的提升。

华钰文等[17]以“国家公共文化云”为例，发现老年用户

因对使用方法不熟悉而无法建立与数字技术的信任桥

梁，其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价值的感知受阻。

从上述文献回顾可知，数字素养与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获得感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但仍存在较大的研

究空间。在研究对象上，已有研究主要从政府层面探讨

公众公共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影响因素，直接聚焦于政

府的服务对象——公众，但未涉及农民这一群体的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影响机制。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研

究多从宏观层面关注数字技术使用对公共文化服务效

能的影响，鲜从数字素养角度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

得感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基于此，本研究选取第

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湖南省Y市N县

的下辖乡镇展开调查并获取数据，引入公众参与的中介

变量及社会支持的调节变量，探讨农民数字素养对其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影响，以期为提升农民的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提供有效策略。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on Theory）由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在《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

社会认知理论》一书中正式提出。其核心观点认为，人

的活动是由个体行为、主体认知以及其所处的社会环

境三种要素交互作用决定的[18]。其中，主体认知发挥着

关键作用，对处于社会情境中的个人做出的行为判断与

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社会认知理论构建了影响认知的

主体因素、环境因素、行为因素的基本模型，并构成了

影响因素研究的雏形[19]。特别是在数字乡村建设情境

下，农民的数字认知过程会影响其对数字技术的使用

意愿与行为，从而形成对事物的态度和评价。

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以政府为主导，多种参与

主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满足农民基本公共数字文化需

求及保障其基本文化权益的方式。获得感是个体对自

身需求的内容、满足途径和所需条件的认知评价与心

理体验[20]。因此，农民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是

农民个体对于所接受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客观获得状

况产生的主观感受，反映了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绩效展开认知评价的社会心理过程。社会认知理论的

核心内容“三元交互决定论”认为，个体的心理活动是

由“环境—主体—行为”三种要素相互作用决定的。有

研究表明，在数字化时代，数字能力较强的个体能更好

地利用数字技术，并在数字化发展中拥有更高的获得感[21]。

也有研究认为，要提升获得感，需要发挥社会环境支持

作用，同时也需要充分发挥个体参与在需求满足过程

中的作用[22]。鉴于此，本研究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

以“环境—主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认为主

体因素（数字素养）、环境因素（社会支持）与行为因素

（公众参与）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农民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提升：一方面，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的客观获得与体验价值的实现要求农民在具有较高数

字素养的基础上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供给过程；

另一方面，外部情境的支持作用也为农民获得更高层次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动力，激励其采取行动以获得

更多服务资源与发展机遇。

2.2  研究假设

2.2.1  数字素养与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对于数字素养的概念，学界形成了“工具论”与“目

的论”两种观点。“工具论”侧重于个体对数字技术的

应用，将数字素养看作数字社会成员与数字媒体及文

化进行重要互动的工具和方法[23]。“目的论”则考虑了

数字意识和态度层面，强调数字素养是个人在数字社

会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使用数字知识与工具，做出明

智决策以实现目标的能力[24]。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情境下，数字素养具象表现为农民在接受与使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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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有助于缓解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和公众文

化需求之间的矛盾[32]，进而改善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的感知绩效，助推其获得感的提升。与此同时，农

民通过实质参与可以深刻体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

的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满足个体自我价值实现与社会

交往需求，加深对文化获得感的感知[33]。据此提出以下

假设。

H3：公众参与对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上述分析可得出，数字素养的提高能够促进农

民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过程。农民参与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的意愿越强，越能增强所具有的数字技能以获

得更多服务资源与效能体验，从而产生较高程度的文化

获得感。因此，提出以下综合性假设。

H4：公众参与在数字素养与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获得感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2.2.3   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

社会支持是个体凭借其拥有的社会网络而获得的

物质和精神支持，可满足其基本社会需要。在社会学视

角下，社会支持的客体通常是弱势群体[34]。农民作为数

字化时代的数字弱势群体，在数字技术物理接入、操

作使用等方面处于一定程度的不利地位。需要通过输

入外部环境资源，缓解或消除农民因无法享用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而衍生的“相对剥离感”。社会认知理论认

为，个体内部认知会影响外部环境与个体行为之间的

关系[18]。作为认知变量重要成分的社会支持，能够发挥

调节个体感受到的环境因素和社会适应性行为之间的

作用，从而影响个体的获得感[35]。此外，农村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社会支持能够加强或削弱个体对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参与意愿与行为，在其中起到调

节效应，如冯献等[36]发现亲戚朋友、村内领导干部对公

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推荐、宣传影响着乡村居民对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的采纳意愿，进而影响其参与行为。当农

民认识到周围重要的人或组织支持其使用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时，就很有可能倾向于主动接触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使自身适应周围群体的期望以满足熟人关系的社

交需求。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5：社会支持在数字素养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

得感之间发挥调节效应。

H6：社会支持在数字素养和公众参与公共数字文

文化服务方面表现出的态度与能力，与认知结构密切

相关。数字素养直接影响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体验

效果，即数字素养较高的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具

有更强的获取、理解及运用能力，他们通过使用数字技

术和数字化参与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并适应农村数字

文化生活。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25]，需求结构所

显示的多层次需求与农民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在内在逻辑方面存在一致性。在数字赋权的支持下，农

民的文化生活展现出积极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建构的倾

向[26]。这不仅影响着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资源的

可及性感知，对服务情景安全性、互动性与公平性的感

知，还影响他们受参与动机驱动的目标实现感知。从农

民数字素养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关系来看，

信息化意识和使用能力是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提升的前提[27]。因此，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能够促使

其利用数字技能表达自身文化需求，并更愿意接受和主

动利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有效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获得感，故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素养与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显

著正相关。

2.2.2  公众参与的中介效应

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公众参与是终端使用

者反馈感知服务效果的关键环节。公众参与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的涵义主要包括公众使用服务与反馈效果的

自觉性以及公众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内化为日常的行

为习惯[28]。Whitaker[29]指出，许多公共服务需要一般公

众的积极参与，尤其是那些即将成为服务的直接受益

者的参与。农民作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直接受

益者，其参与程度不仅是衡量农村居民文化获得感的

内在标尺，也是彰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的

外在标志[30]。依据社会认知理论，主体内在的认知结构

对处于外部环境中个体的行为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因

而，农民数字素养提高后，其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认

知水准与使用技能提升，其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

行为决策能力也会变得更强。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素养与农民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显著

正相关。

有研究指出，通过公众参与公共服务，能够缩小实

际体验与期望之间的差距，获得较高的感知质量及满

意度[31]。因此，农民作为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公共数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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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之间发挥调节效应。

综上所述，在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获得感的影响路径（见图1）中须引入公众参与的中介

效应和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这有助于得出更为科学

的研究结论。

社会支持

公众参与

农民数字素养 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获得感

H6

H2

H5

H1

H4 H3

图1  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影响路径

3  研究设计

3.1  问卷发放

 在借鉴相关文献和调研问卷的基础上自行设计问

卷。首先，进行预调研测试。在预调研阶段选取来自Y
市N县的30位农民进行电话访谈及小范围问卷发放，了

解农民对当地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

乡镇综合文化站等提供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知晓与

体验情况，据此对问卷的题项进行多次修改，形成自填

式调查问卷。其次，通过线下纸质问卷发放与线上链接

转发两种方式发放问卷。调查问卷题项分为3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包括农民的性别、年

龄、收入、学历、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知晓与使

用情况；第二部分是农民数字素养的总体评价情况；第

三部分是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公众参与、

社会支持的总体评价情况。

3.2  数据收集

选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较好，村民对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认知与使用水平较高的Y市N县作为调查点。

2021年8月，湖南省Y市被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确定

为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在这

一政策作用下，当前Y市所辖县N县已形成了以县图书

馆/文化馆数字化为基础、“两馆”总分馆和“村村响”

数字服务为支点、县文旅云平台为核心的数字化网络。

该县图书馆建有4 TB储量空间的陈列硬盘中央数据库

以接收上级中心传送的达2 TB的文化信息数据库，并

储藏3万多种图书数据、100多种馆订报刊数据。建有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级支中心1个、共享工程流动

服务点696个。同时该县还开设了“N县文化馆”微信公

众号、“N公共文旅体云”等开放性的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平台，为广大公众提供了资源丰富、使用便捷的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此外，全县410个行政村开通了“村村

响”，18 000余户使用“户户通”，所有农民按需免费领取

“户户通”设备，均可收看有线电视。鉴于此，在2022年
7月20日至8月6日，于N县下辖乡镇发放纸质与网络问

卷，发出600份。经有效性检验并剔除无效问卷后，总计

获得474份有效问卷，有效率达到79.00%，基本符合预

期。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农民对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的知晓率较高，但使用频率较少。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基本信息 分  类 样本量/个 比例/%

性别
男 255 53.8

女 219 46.2

年龄

≤22岁 105 22.2

23~34岁 92 19.4

35~47岁 142 30.0

48~60岁 118 24.9

＞60岁 17 3.6

学历

小学及以下 89 18.8

初中 145 30.6

高中或中专 139 29.3

大专及以上 101 21.3

月收入

≤1 500元 118 24.9

1 501~3 000元 168 35.4

3 001~5 500元 117 24.7

＞5 500元 71 15.0

是否知晓
是 436 92.0

否 38 8.0

使用情况

几乎不用 47 1.0

偶尔使用 275 58.0

经常使用 152 32.0

3.3  变量测量

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上，借鉴成熟量表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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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主要变量，指标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形式，设置“非

常不符合”“比较不符合”“基本符合”“比较符合”“非

常符合”5个程度，并分别赋予1～5分的分值。

自变量：数字素养。在借鉴罗强强等[37]、苏岚岚等[38]

设计的有关数字素养量表的基础上，将数字素养划分为

物理接入、信息搜索、沟通协作、数据安全、内容创造5
个维度。

因变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根据马斯洛

的需求层次理论，在借鉴钱力等[39]有关扶贫人口政策

获得感调查问卷的基础上，构建物质获得感、社交获得

感、公平获得感、安全获得感、能力获得感5个维度。

中介变量：公众参与。借鉴张晓[40]有关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平台中的用户参与行为的研究设计该变量，具

体涉及内容获取、内容贡献、在线交互、监督反馈4个方

面的参与行为。

调节变量：社会支持。从内容与功能角度，社会支

持可划分为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工具性支持和社会陪

伴4种类型[41]。借鉴孙晓宁等[42]对农村居民数字化支持

的测量，将其划分为物质支持、政策支持和情感支持3
个维度。在控制变量方面，因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

度、收入等的调查对象在个体心理感知方面具有差异

性，故将以上因素纳入作为控制变量。

3.4  信效度检验

使用AMOS 22.0统计软件检验测量模型的信度和

效度是否符合标准（见表2）。在信度方面，各变量的

组合信度系数（CR）大于0.7，符合信度标准。在效度

方面，平均方差变异量（AVE）大于0.5，且各变量平均

提取方差的平方根均大于各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见表3），均符合效度标准。综上，本量表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 

4  研究结果

4.1  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获得感的影响路径

为检验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

感的影响效应，应用AMOS 22.0软件构建了结构方程

模型a（见图2，其中“**”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其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为0.067，小于0.08；规

范拟合指数（NFI）为0.964，相对拟合指数（RFI）为

0.952，增值拟合指数（IFI）为0.975，Tucker-Lewis 指
数（TLI）为0.967，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75，均大

于0.90；卡方自由度比为3.104，小于5。各指标拟合度较

好，表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外因潜在变量“数

字素养”对内因潜在变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等于0.56，且达到0.01显著水平，说

明农民数字素养正向影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假设H1成立，且农民数字素养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公

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平均值上升0.56个百分点。这也

进一步反映出个体的数字素养越高，其越可能充分地

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获取、社交娱乐、内容创造等活动

来满足自身需求，并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资源中获得收

益，进而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4.2  公众参与中介效应的检验

为验证公众参与在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获得感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在模型a的基础

上引入中介变量“公众参与”，构建了模型b（见图3，其
中“**”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其RMSEA=0.073、
NFI=0.944、RFI=0.931、IFI=0.959、TLI=0.949、
CFI= 0.959、卡方自由度比=3.550，各指标拟合度较

好，表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首先，公众参与

对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标准化系数为0.78
（P＜0.01），表明公众参与对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H3成立。这一结论

契合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农民通过主动寻求更高

品质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意

见表达、情感认同以及自我价值的满足，从而增加积极

心理感受，提升获得感。其次，数字素养对公众参与的

标准化系数为0.50（P＜0.01），即数字素养对农民参与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H2成立。

这也进一步表明数字素养较高的个体更容易参与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进而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最

后，对公众参与的中介效应进行Bootstrap检验，设置重

复抽样5 000次，结果如表4所示。“数字素养→公众参

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中介效应的估计值

为0.476，其95%置信区间为[0.372，0.593]，不包含0，
中介效应存在，假设H4成立。这意味着公众参与在农

民数字素养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之间发挥的中

介效应显著，进一步反映出与农民所具有的数字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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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类型 维  度 具体测量题项 信效度

自

变

量

数

字

素

养

物理接入 我拥有智能手机、数字电视、电脑设备并能接入网络

 CR=0.836；
AVE=0.506

信息搜索 我能够使用网络工具浏览、搜索和选择所需要的信息

沟通协作 我能够使用数字化工具进行信息的分享、交流与协作

数据安全 我能够判断网络平台所发布信息的真伪并保护自己的隐私安全

内容创造 我能够通过整合相关数据创建和编辑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内容并发布

因

变

量

公

共

数

字

文

化

服

务

获

得

感

物质获得感
我认为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乡镇综合文化站

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供给内容很多样、供给数量很充足

 CR=0.931；
AVE=0.731

社交获得感

我认为通过在微信公众号、网站、App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平台上留言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反馈；我认为在使用数字图书

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设施中能收获来自其他人的尊重、支持和认同

公平获得感

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获得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

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带来的便利；

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平等参与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

美术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活动

安全获得感

我认为在使用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乡镇

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中能够保护个人隐私；

我认为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乡镇综合文化

站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提供的信息是真实可靠的

能力获得感
我认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能够帮助有关文化知识的增加；我

认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能够满足有关工作、学习的需求

中

介

变

量

公

众

参

与

内容获取式参与
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App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

台浏览、收藏、预约感兴趣的文化信息与活动

 CR=0.897；
AVE=0.686

内容贡献式参与
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App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平台发起话题讨论或图文视频类的投稿

在线交互式参与
根据微信公众号、网站、App等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平台进行线上求助、咨询、交流

监督反馈式参与
根据微信公众号、网站、App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平台进行简要评价或反馈服务改进建议

调

节

变

量

社

会

支

持

物质支持
能够免费接入并使用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

术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

 CR=0.910；
AVE=0.772政策支持

村干部经常开展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乡

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政策宣传活动

情感支持
我的家人、朋友、邻居都推荐我使用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

数字美术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

表3  效度检验结果

变  量
效度数据

平均值 标准差
数字素养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公众参与 社会支持

数字素养 0.711 3.39 0.67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0.493** 0.855 3.53 0.86

公众参与 0.440** 0.789** 0.828 3.48 0.73

社会支持 0.465** 0.577**   0.507** 0.878 3.55 0.79

注：“效度数据”部分对角线上的数值为平均提取方差的平方根；“**”表示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且在0.01水平上显著。

表2  变量类型及具体测量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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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其在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过程中收获的积极

感受能有效增加其获得感。 

表4  公众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

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

类  别 估计值 效果量/%
95%置信区间

下  限 上  限

直接效应 0.205   30.1 0.101 0.307

中介效应 0.476   69.9 0.372 0.593

总效应 0.681 100.0 0.555 0.822

注：“直接效应”表示“数字素养→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中

介效应”表示“数字素养→公众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4.3  社会支持调节效应的检验

在控制性别、年龄、学历、收入水平、职业类型等

的情况下，采用SPSS软件宏程序PROCESS的Model 8
对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5、6）表

明，将社会支持放入模型后，数字素养与社会支持的

交互项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及公众参与的预

测作用均显著（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β=0.098，
t =2.469，P<0.05；公众参与：β= 0.130，t =2.616，
P<0.01）。假设H5、H6均成立，说明社会支持不仅能

够在数字素养、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中发挥

直接调节效应，而且能够调节数字素养对公众参与的

作用。通过进一步的简单斜率（Simple Slope）分析，

由图4可知，对于社会支持水平较低（M-1SD）的农民，

数字素养与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关系不显著

（Simple Slope=0.065，t=1.383，P＞0.05）；对于社会

支持水平较高（M+1SD）的农民，数字素养对其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增强作用（Simple 
Slope=0.196，t=3.508，P＜0.001），表明随着社会支

持水平的提高，数字素养对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

得感的正向预测作用逐渐增强（见表6）。由图5可知，

对于社会支持水平较低（M-1SD）的农民，数字素养

对其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Simple Slope=0.209，t=3.544，P＜0.001）；对于社

图2  模型a：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影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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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模型b：公众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中介效应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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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支持水平较高（M+1SD）的农民，数字素养对其参与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382，t=5.599，P＜0.001），且其预测作用较

强，表明随着社会支持水平的提高，数字素养对公众参

与的预测作用呈逐渐增强趋势。此外，在社会支持的3

个水平上，公众参与在数字素养与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获得感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也呈上升趋势，即在社会

支持的推助下，农民不断学会使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新功能，具备高数字素养的农民更容易参与数字化过

程，进而增强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表5  有调节模型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

回归方程变量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公众参与

性别

0.567 0.322 27.590

0.010   0.180

年龄 -0.024 -0.711 

学历 0.001   0.030

收入 0.023   0.656

职业 0.009   0.406

数字素养 0.282   5.225***

社会支持 0.368   9.111***

数字素养与社会支持 0.130   2.616**

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获得感

性别

0.827 0.685 112.324

0.009   0.199

年龄 -0.008 -0.278

学历 -0.163 -0.649

收入 0.057   2.019*

职业 -0.362 -2.097*

数字素养 0.121   2.736**

社会支持 0.219   6.295***

数字素养与社会支持 0.098   2.469*

注：“*”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

表6  在不同社会支持水平下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

类  别 社会支持水平 效应值 Boot标准误 Boot下限 Boot上限

直接效应

2.751（M-1SD） 0.065 0.047 -0.027 0.158

3.550（M） 0.131 0.044 0.043 0.218

4.349（M+1SD） 0.196 0.056 0.086 0.306

公众参与的中介效应

2.751（M-1SD） 0.209 0.059 0.093 0.325

2.751（M） 0.295 0.054 0.188 0.403

4.349（M+1SD） 0.382 0.068 0.248 0.516

注：Boot标准误、Boot下限和Boot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估计的中介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M表示平

均水平。

5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①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获得感和农民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即农民应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技能素养越

高，越能更好地从其中获得实惠与效用，从而产生积极

的心理感知及主观评价。而数字素养较低的农民则因

信息认知与利用技能不足，会形成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的消极使用意愿与惰性行为，从而降低其获得感。②公

众参与在农民数字素养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间

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即在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

过程中，农民自觉主动的参与行为能够加深对公共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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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服务认知并满足其发展需求，进而增强其获得感。

③社会支持在农民数字素养、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

感中起直接正向调节效应。这一结论进一步契合了社会

认知理论的观点，即农民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认知与行

为受到从外界获取的信息或知识的影响。但需要注意

的是，在低社会支持水平下，数字素养对农民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获得感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的个体对外部环境的感知

有限，可能会因自身数字素养不高而产生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规避行为，阻碍其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价值感

知和充分利用，从而降低其获得感。此外，在高社会支

持水平下，数字素养对农民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正

向预测作用更强，即随着农民社会支持水平的提升，数

字素养较高的农民更容易利用其所具有的数字技能参

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使自身适应周围群体的期望以强

化个体身份的认同感知，从而促进获得感的提升。

图4  社会支持在农民数字素养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图5  社会支持在农民数字素养与公众参与关系中的

调节效应

5.2  对策建议

5.2.1  从技能和知识层面强化农民数字素养的培育

研究发现，当前农民数字素养总体偏低：在物理接

入维度得到较大提升，在沟通协作、内容创造维度明

显不足。首先，倡导家庭式数字反哺教育。积极推动以

家庭为单位、代际互动的方式，鼓励子女主动向长辈传

授运用数字工具获取智能服务的知识与技能，重点加

强对数字社交互动、数字安全意识、数字内容创造的素

养教育，从而增强农民融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情感

价值。其次，充分发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宣传教育功

能。基层政府应运用门户网站、“村村响”广播、“两微

一端”等的传播功能向农民科普宣传数字知识，同时邀

请专家对公共文化云平台应用及特色数字资源进行讲

解，以提升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认知能力。最后，完善

农村数字知识及技能教育培训。一方面，通过搭建专业

技术人才的交流平台，加强对乡镇公共文化管理人员

数字化思维、数字化学习能力和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

系统培训，以便其充分运用泛在互联技术、数据挖掘技

术、深度学习技术等现代化工具对数字文化资源进行

处理、挖掘、分析，从而为农村公共文化数字化管理与

精准服务提供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组织动员社区党

校、公益组织、大学生村官、群文工作者等参与农民数

字技能培训，增强农民移动服务平台操作技能、信息检

索与信息利用能力，以激发各类乡村文化艺人投身乡村

数字文化资源建设，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富有活力和创意

的乡村文化，有效增强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使用

效能和获得感知。

5.2.2  优化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参与体验

研究表明，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参与意愿

越强、参与行为越频繁，越能增强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的积极感知与情感认同。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农民对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参与体验。首先，农村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供给应充分发挥农民主体地位，以农民的需求

为导向，提供符合农村群体特质与内容偏好的公共数

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激发其主动参与体验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的积极情感与行为动力。例如，N县文化馆在深

挖乡村文化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民族特色文化，充

分利用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免费开展与乐器演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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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民间风俗、戏剧戏曲等相关的文化讲座与艺术

培训，更好地提升了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知晓

度和参与度。其次，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要对农民的文化

服务需求进行预测和积极引导，充分利用线上线下一

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文化众筹，对信息反

馈渠道进行全面优化，以实现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民文

化需求的对接，从而增强农民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的效能感与认同感。最后，开展县、镇、村三级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平台积分管理，对农民日常文化参与行为

进行记录与评价。农民通过该平台动态了解自己的积

分数量、村内排名、可享受的文化权益及村级文化活动

信息。对农民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行为，如每日登

录平台、图文视频投稿、建言献策、点赞评论等均可加

分，农民可以凭借积分到村委会兑换基本生活用品、合

作医疗补助等福利，积分亦可作为评先评优、享受有关

激励政策的重要依据，以提高农民参与数字文化的积

极性。

5.2.3  营造社会高度支持的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发展环境

研究证实，社会支持在数字素养与农民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效应。为此，要营

造社会高度支持的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环境，以

改善广大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感知绩效，进而

助推其获得感的提升。首先，试点推行乡镇干部办事档

案、工作日志、办事月报等，将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标准与农民满意度作为硬性指标列入服务主体的绩效

考评，以提高其运用数字化手段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自

觉性，提升乡镇、村基层服务点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应

用水平。其次，加大对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经济投

入。一方面，基层政府应通过合理谋划、统筹安排，将

文化扶贫资金、县级配套资金、上级文化专项资金进行

有效整合，实现数字文化项目资金高效化，为农村地区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及运营提供长期支撑。另一方

面，通过税收减免或政策支持的方式，引导公众、企业

及第三方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数字文化设施建设与运营，

有效解决农村地区文化资源匮乏、服务管理僵化、使用

体验不佳等问题，从而激发村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的持续使用意愿。最后，推进县级图书馆、文化馆总分

馆数字化建设。以县、乡、村三级文化馆、图书馆网络

建设为依托，使分馆布局更加适应乡镇区域规划，提升

乡镇（街道）的数字化设备、图书馆、文化馆与县文旅

云平台中心间的供需对接、人员互通、设施成网、资源

共享的效能，从而为广大农民提供更优质的文艺精品

与惠民服务，助力提升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心理

效能感与体验价值。

6  结语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以“环境—主体—行

为”为分析框架，探究了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获得感的影响路径，厘清了公众参与和社会支持

对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作用机理，对助推

农民共享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成果具有较强价值。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以个体主观评价衡量

的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指标与现实生活并不

完全契合，个体的心理感知存在差异，由此会产生一些

测量偏差；另一方面，在数据收集方面，选取的调查区

域为湖南省Y市N县，研究对象主要为农民群体，样本

数据存在随机性，结论的科学性无法完全保证。在后续

的研究中须考虑选取不同地区数据并增加调研样本数

量，以更精准测度享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过程中农民

内在心理感知的动态变化，从而提出针对性更强的对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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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and Mechanism of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on Their Sense of Access to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Based on Survey and Analysis in Y City and N County

TANG ZhiYuan  CAI YiTing  DENG JiangAi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P. R.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with N county in Y city as the survey subject, the mediating variabl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of social support are introduced to construct the mechanism by which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affects their sense of access to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sense of access to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Public 
participat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their sense of access to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Social support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impact of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on their sense of access to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Therefore, by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ills and knowledge, optimizing farmers’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 in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and creating a 
highly supportive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we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farmers’ sense of access to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Keywords: Digital Literacy;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 Sense of Gain; Public Participation; Social Support

（责任编辑：王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