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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网络阅读发展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在国家推动全民阅读大背景

下，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问题同样备受关注。对此，本文通过大规模问卷调研，从经济水平、网络技术、自身

背景情况、工作状态等方面收集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使用SPSS21.0与AMOS21.0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发现经济水平、网络技术、自身背景情况、工作状态与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

又以工作状态与经济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此外，工作时间、个人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网络使用成本、个人阅

读偏好对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的影响程度很高。因此，需高度重视该发展态势，根据相关表现差异合理

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阅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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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其进城务

工已不再单纯出于谋生，而更想融入城市生活，渴望与

城市居民获得对等信息。推动全民阅读，逐渐成为我国

一项基本国策。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开

展全民阅读活动”[1]，国务院将“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

香社会”写进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2]。在互联网、智

能手机逐渐普及的背景下，虽然传统媒体对新生代农

民工的影响仍旧较大，但新媒体已逐渐深入新生代农

民工的日常阅读生活，新媒体在农民工都市生活、技能

学习和各类维权等行为中作用越来越大[3]。在此背景

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行为及其阅读意愿影

响因素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1 研究概述

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通过检索“农民工”“进城

务工人员”“网络阅读”“阅读”等关键词，发现研究新

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的文献极少，仅于2011年有1篇分

析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现状及网络阅读不良影响方

面的论文。截至2016年11月30日，剔除无关文献后，得

到相关文献共38篇，早期研究出现于2009年，说明关于

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的研究尚未得到重视。新生代农

民工与其父辈相比，具有显著的“三高一低”特征（即

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

而工作耐受力低）。虽然在教育程度、知识水平、技术

能力上有较大提升，但其文化素质与技术能力仍相对较

低。在全民阅读活动推动下，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问

题亟待关注。在现有文献中，关于农民工阅读的代表性

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

（1）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徐小红分析新生代农

民工网络阅读现状，及网络阅读对其产生的不良影响[4]。

（2）农民工子女的阅读现状、问题、推广及服务。

李鹤松以贵阳市6所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为样本，探索

其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构建[5]；杨允仙等从获得同城化

阅读服务的目的出发，探讨图书馆在农民工子女阅读服

务方面的职责与措施[6]；吕亚平探讨了农民工子女的阅

读问题[7]；陈敏通过对湖州市农民工阅读状况的调研，

分析农民工子女阅读状态[8]。

（3）农民工文学阅读。通过十多个省份的大样本

调研，贺仲明发现农民工文学阅读量高于国民的平均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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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但对当代文学作品存在阅读隔膜[9]；贺仲明又通

过对深圳市与济南市的聚焦调研，发现较多农民工阅

读文学作品，并非因其对文学的高度热情，而是受限于

多种条件，导致其业余生活单一，没有其他文化生活

的选择[10]；杨志君通过对广州市萝岗区与江门市鹤山

市两地建筑工人进行问卷调研，发现建筑行业农民工

阅读量偏低，缺乏阅读习惯，主要以手机为阅读媒介，

喜欢故事精彩的文学作品[11]。

（4）图书馆在农民工阅读方面的工作与所发挥的

作用。通过对重庆市农民工的调研，王鹏提出通过创

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阅读服务政策机制，以保

障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权益[12]；由于图书馆的社会宣传

缺位，公众利用图书馆的意识薄弱，新生代农民工对

图书馆资源利用程度整体不高，对此，刘瑞芳等提出

公共图书馆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开展阅读推广服务的具

体措施[13]；李殿光以天津市和平区图书馆为例，提出公

共图书馆为农民工提供阅读服务的措施[14]。

（5）关于农民工阅读的其他方面。颜敏等通过对

东莞市农民工阅读现状调研，分析其阅读需求[15]；康素

娟认为对农民工阅读关怀有助于农民工融入阅读型社

会，是提升城市凝聚力的有效方法[16]；毛振鹏以青岛市

为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移动阅读行为，并与大学生移

动阅读行为进行比较分析[17]。

现有研究多从图书馆公共服务、农民工文化阅读及

其子女阅读等传统阅读角度切入，而对新生代农民工

网络阅读关注较少。

2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与自身理解、认知能

力有关，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活动，受到多种因素综合

影响；又是一个定性问题，是一个相对复杂、抽象的系

统。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研

究思路是将事物的客观状态以因果假设的方式加以呈

现，然后利用定量数据进行验证。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

读意愿所受的影响因素属于客观状态范畴，并与网络

阅读意愿存在因果联系；在探求影响因素的具体效应

时，适合构建因果假设，并通过定量数据进行验证，所

以适用于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方法。

新生代农民工多从事建筑、装修、餐饮、物流等以

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其网络阅读意愿受到诸多因素

影响，不仅包括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公共文化政策环

境，也包括自身因素。延森认为自身具有的理解、认知

和交流能力与其社会化程度、教育经历密切相关，并提

出数字技术，尤其互联网影响他们的传播行为与传播

活动[18]；库尔德利认为对中国工人而言，互联网与手机

很重要，信息传播技术既是其工作的环境，也是休闲生

活的环境，“与工作有关的信息”“娱乐”“上网”等诸

多需求形塑的媒介文化，成为他们使用这些信息传播

技术的需求[19]；王炎龙等认为电脑与手机凭借其优势，

开始成为替代书籍的阅读介质[3]。通过梳理相关影响因

素，提出8种研究假设。

H1a：经济水平与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存在

显著正向影响。

H1b：经济水平与网络技术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1c：经济水平与工作状态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2a：自身背景情况与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2b：自身背景情况与工作状态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3a：网络技术与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存在

显著正向影响。

H3b：网络技术与工作状态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4：工作状态与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存在

显著正向影响。

通过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的诸多因

素剖析，本文基于上述研究假设，构建本文新生代农民

工网络阅读意愿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经济水平

工作状态

网络技术

网络阅读意愿

自身背景情况

H1b

H1a
H3a

H3b

H1c

H2b

H2a

H4

图 1 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理论模型

3 实证分析

3.1 样本分析

本文采用问卷调研法，根据8种假设设计包含10个

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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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指标的5级李克特量表，如表1所示。西安市是我国

西北地区核心城市，在西部大开发与国际化都市建设

中，除西北、西南、中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不断涌入外，

全国其他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也逐渐增多。在城市类型

与新生代农民工类型方面，均具有较高代表性；在调研

执行方面，选取西安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可行

性与样本获取的易操作性。调研时间为2016年11月1日—

20日，采用面对面发放问卷方式，共回收有效问卷287
份。样本量对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而言是合适的[20]。

问卷调研数据显示，被访者中男性有168人，占比

为58.54%；女性有119人，占比为41.46%，性别结构比

较均衡。被访者文化程度中，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
校、大专及以上的人数分别为4人、45人、192人、46人，

占比分别为1.39%、15.68%、66.90%、16.03%，说明新

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有所提升，也与中国多年义务

教育推广效果有关。年龄分布多集中在18—25岁、26—
35岁，其占比分别为39.72%、44.60%；35岁以上的被

访者有17人，占比5.92%；18岁以下的被访者有28人，

占比9.76%。被访者月收入多集中在3 000—5 000元，

有176人，占比为61.32%；3 000元以下的有60人，占比

为20.91%；5 000—8 000元的有41人，占比为14.29%；

8 000—10 000元及10 000元以上的人数较少，分别为8
人和2人。在阅读媒介选择上，大多数被访者选择手机

阅读，共238人，占比82.93%；其次是通过图书与杂志

阅读，人数分别有133人、107人，占比分别为46.34%、

37.28%；通过电视阅读的人数有96人，占比33.45%；通

过电脑与平板阅读的被访者分别为67人、53人，占比分

别为为23.34%、18.47%；通过广播进行阅读的有71人，

占比24.74%。

3.2 信度与效度分析

使用SPSS21.0与AMOS21.0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信

度与效度检验，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检验量表的信度，

发现各潜变量Cronbach’s  α大于0.700，即该量表具有

较好的信度；KMO值大于0.700，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

量Sig值小于0.01，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说明适合

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最大方差

正交法（Varimax）旋转因子。大多数观察变量在各自归

属的因子上载荷大于0.500，少数观察变量小于0.500（如

行业经济水平、性别、年龄、籍贯、工作行业、个人阅读偏

好）。将其剔除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别效

度。各变量组合信度（CR）均大于0.700，平均方差提取值

（AVE）大于0.500，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与效度良好。通过

以上信度与效度分析，认为本次调研量表数据具有较高

的信度与效度，适用于进一步分析潜变量间关系。

表 1 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潜在变量 标准载荷

F1：经济水平

F2：网络技术

F3：自身背景情况

F4：工作状态

F5：网络阅读意愿

Q1：行业经济水平

Q2：个人收入水平

Q3：网络速度

Q4：网络设备

Q5：网络使用成本

Q6：文化程度

Q7：工作强度

Q8：工作时间

Q9：个人阅读偏好

Q10：阅读信息获取方式

观察变量

0.63

0.72

0.58

0.55

0.78

0.82

0.58

0.61

0.75

0.52

α

0.822

0.868

0.806

0.745

0.791

KMO

0.741

0.814

0.817

0.798

0.846

CR

0.824

0.867

0.863

0.844

0.823

AVE

0.504

0.511

0.506

0.538

0.529

3.3 适配度分析

对观察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适配度分析时，

使用绝对适配统计量，常用卡方值（p）、GFI、IFI、
CFI、RMR。如表2所示，数据表明模型整体适配度合

理，即实际调研数据与结构方程模型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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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0.29

0.58

0.55

0.78

0.41
0.35

0.52

0.75

0.32

0.27

0.24

0.82

0.72

0.63

0.06

0.46

0.610.58

F2

F5

F4

Q7

Q10

Q5

Q4

Q3

Q2

Q1

Q6

Q9

e7

e6

e1

e2

e8

e12

e13

e11

e5

e4

e3

e10

e9

Q8

F3

图 2 标准化估计值的模型图

表 2 适配度检验结果

卡方值（p）

GFI

IFI

CFI

RMR

适配度指标 指标值

0.207

0.923

0.916

0.939

0.011

＞0.05

＞0.90

＞0.90

＞0.90

＜0.05

适配的标准

适配合理

适配合理

适配合理

适配合理

适配合理

适配度分析

3.4 假设检验

根据问卷调研获取的数据，利用AMOS21.0软件进

行假设检验，得到标准化估计值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

2所示；同时得到假设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若Estimate≥0.2，说明该路径系数有效，假设成

立；Estimate＜0.2，说明该路径系数无效，假设不成

立。若C.R＞1.96，说明达到显著水平，该路径系数有

效，假设成立；若C.R＜1.96，说明未达到显著水平，该

路径系数无效，假设不成立。若p＜0.005，则该路径系

数有效，假设成立；若p＞0.005，该路径系数无效，假

设不成立。

结合图2变量间的路径关系及表3数据，结果显示，

接受假设H1a、H1b、H2a、H2b、H3a、H4，拒绝H1c、
H3b，说明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的包括经济水平与新生代

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网络技术，自身背景情况与新生

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工作状态，网络技术与新生代

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工作状态与新生代农民工网络

阅读意愿；不存在显性正向影响的包括经济水平与工

作状态和网络技术与工作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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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结果分析

通过假设检验，并对比分析各变量路径系数，得出

以下5点结论。

（1）工作状态、经济水平、自身背景情况、网络技

术均对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

响。按影响程度大小排序，影响程度最深的是工作状

态，其次是经济收入、自身背景情况、网络技术。

（2）工作状态影响程度最深，主要取决于新生代

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与工作强度；工作时间的影响程度又

大于工作强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内容大多数情况下

都很充实，工作时间较长，工作强度较大。此外，新生

代农民工身处异乡，其社会归属感较低，且较难融入城

市生活。其闲暇之余多进行休闲、娱乐及学习，而不仅

是休息与恢复体力。

（3）经济水平是基础，网络阅读也需花费成本（如

购买设备、网络费用等），网络文学阅读量与新生代农

民工经济收入直接相关，行业经济水平决定新生代农

民工的个人收入水平，进而决定其消费观念与开支项

目，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文学阅读量存在行业差异；

行业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文学阅读意愿影响

程度较低。

（4）自身背景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

存在显著影响，其中文化程度的影响较高。这受益于中

国多年的义务教育政策，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第一代

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大幅提升，使其更易于接受网络与信

息技术，对网络阅读的接受意愿较高。

（5）网络技术虽然与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

存在显性正相关，但影响程度要弱于工作状态、经济水

平与自身背景情况；网络使用成本的影响程度最高；伴

随信息技术发展、网络设备成本下降、网络速度提升等

因素影响，智能手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普及率越来越

高，3G、4G、Wifi网络覆盖率更高，且使用成本更低，

这些因素都刺激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阅读意愿。

4 建议与对策

通过对网络阅读意愿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与分

析，发现经济水平、自身背景情况、网络技术与工作状

态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

响，这些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全民阅读活动中具体

表现的重要因素，通过围绕这些因素开展具体优化措

施，能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阅读意愿，从而提升社

会阅读普及率，进而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推广与实现。

虽然经济水平、自身背景情况、网络技术与工作状态都

对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

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因素间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在

重视这些因素的同时，也不能忽略这些差异，应该挖掘

其中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并围绕其采取相应优先应对

措施，方能实现事半功倍之效。

4.1 内因是关键，刺激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

读意愿

（1）合理安排，协调网络阅读时间。新生代农民工

生活在网络时代大背景下，网络阅读呈现移动化、碎片

表 3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研究假设 Estimate

0.412

0.288

0.243

0.347

0.315

0.272

0.057

0.458

C.R.

5.746

2.661

1.498

2.364

3.412

2.627

2.594

2.227

p

***

0.009

0.468

0.018

***

0.025

0.132

***

结论

接受

接受

拒绝

接受

接受

接受

拒绝

接受

注：当p<0.001时，显示“***”；如果p>0.001，显示p的值。

经济水平→网络阅读意愿

经济水平→网络技术

经济水平→工作状态

自身背景情况→网络阅读意愿

自身背景情况→工作状态

网络技术→网络阅读意愿

网络技术→工作状态

工作状态→网络阅读意愿

H1a：

H1b：

H1c：

H2a：

H2b：

H3a：

H3b：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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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趋势。工作之余有效保障阅读时间，能够增加新生代

农民工网络阅读机会，提升其网络阅读意愿。借助移动

智能手机、移动网络，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在工休间、就

餐间、出行间进行网络阅读，以最大程度协调与保障网

络阅读时间。

（2）主动学习，提升网络阅读技能。受新生代农民

工文化水平与生活习惯的影响，他们对学习缺乏重视，

因此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养成基本的网络阅读习惯亟待

解决。在网络阅读中，新生代农民工是参与主体，其应

积极融入网络生活，培养主动学习的意愿与习惯，不仅

需要学习文化知识，还需要学掌握网络学习与阅读技能

和技巧。

（3）自我约束，净化网络阅读环境。网络空间不乏

低俗、暴力、不健康等内容，新生代农民工会受到诸如

此类不良诱惑。面对不良诱惑，新生代农民工更需要自

我约束，抵制不健康网络阅读环境，促成良好的网络阅

读空间。良好的网络阅读经历，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网

络阅读习惯的养成，进而提升其网络阅读意愿。净化网

络阅读环境，虽然可通过诸多外部监管渠道实现，但是

主要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强化自我阅

读，远离各种网络阅读风险，方能真正净化新生代农民

工网络阅读环境。

4.2 外因是推力，整合外部资源引导提升网

络阅读

（1）政府部门扮演引导者角色。在落实全民阅读

活动中，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引导与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时，政府部门需

扮演重要的引导角色，同时加强对用工企业的监管，尤

其是确保农民工工资及时发放、避免侵权行为、保障作

息时间等，更需引导网络通信机构、图书馆、社区服务

机构通过定向网络与通信产品的推出、网络阅读资源

构建、网络阅读环境塑造等内容的完善，为新生代农民

工网络阅读提供经济、时间、资源、环境等，促使其进

行更多的网络阅读行为。

（2）社会机构承担推进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网络

阅读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多需要社会机构

的提供与完善。这些社会机构不仅包括文化部门、街

道、社区等机构，也包括网络运营商、图书馆、教育培训

机构等多个领域，是网络阅读服务的供给主体，在提高

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意愿方面，起到重要推进作用。

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鼓励各级社会组织参与网络阅读

供给，加强供给主体间协同与合作，以更好地为新生代

农民工提供网络阅读服务。

（3）用人单位承担主体责任。用人单位与新生代

农民工关系最直接与密切，影响其收入、作息时间、精

神状态等。用人单位需强化自身责任意识，在新生代农

民工网络阅读意愿塑造与提升中承担主体责任。首先，

用人单位需及时、足额发放工资，确保新生代农民工的

经济利益；其次，用人单位需严格执行与遵守有关劳动

法的规章制度，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有足够

的时间与精力进行网络阅读；最后，用人单位还可提供

网络阅读设施与网络阅读培训，营造网络阅读环境，为

新生代农民工网络阅读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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