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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技术扩散对解决“三农”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统筹发展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起到决

定作用。农业技术扩散的理论主要有框架理论 、沟通理论 、农户行为改变理论和技术创新扩散理

论。分析杨凌农业示范区技术扩散的基础上 ,认为自然条件决定农业技术扩散的内容和方式;历史

基础和人文条件决定技术扩散的速度和效果;政治 、市场机制对农业技术扩散起到加速或减缓作

用;市场化和网络化是农业技术扩散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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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ricultural technolo gy dif fusion play s a crucial ro le in solving the three problems con-

nected w ith peasants , agricul ture and country side , the dow ble-phase st ructure s in the urban and

rured areas the balance betw 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 agricul 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The pape r analy zes the f rame st ructure theory , the communicat ion theory , the behavior al-

ternation theory in products , and theory of the ag ricultural innovat ion and techno logy diffusion.

O n the bass of the case study of Yang lin ag ricul tural demonst ra tion ,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nat-

ural condit ions play the vi tal role in the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agricul tural techno logy

diffusions , the histo rical founda tion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re vital to the speed and effect of

technolog y dif fusions , speed and ef fect;and the po lics and market mechanism can prow ote the

accelenat ion and reduction of ag ricul tural techno logy dif fusion.The paper aflast points out that

the mechanism of ag ricultural technolog y dif fusion comesfrom market ing and netwo 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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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加入WTO使得中国的农业面临着众多机遇和

挑战。从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来看 ,农业发生了一

系列变化:农业生产方式由数量为中心转向以质量

为中心;农业由自给自足 、结构单一型转变为市场



化 、结构多样型农业;由“资源依赖型”向“科技支撑

型”转变;由资源消耗为主转变为可持续发展 ,即由

传统农业转变为高产 、优质 、低耗 、高效 、安全 、生态

农业现代化
[ 1-4]

。这些变化依赖于技术应用和技术

转化的效果 ,特别是农业技术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

解决“三农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统筹发展方

面起到有力支撑和保障作用。因此 ,研究影响农业

技术扩散的因素和机制 ,以及测量农业技术扩散度 、

扩散率 、扩散指数 、扩散费用收益率等 ,成为农业技

术转变为现实农业生产力的迫切需求 ,也是实现农

业科学发展的主要途径。农业推广不仅能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 ,促使农业可持续发展 ,而且是开发农民智

力 、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重要途径。农民素质

的提高 ,有利于农民加快采用一些农业高新技术 ,从

而保障了农业向可持续方向发展。可见 ,农业技术

扩散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而且属于社会经济问题 。

本文以杨凌农业示范区为例 ,研究影响农业技术扩

散的因素和机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农业技术扩散的理论体系

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技术扩散包含了技术推广 、吸

收与模仿 、改进 。技术扩散是技术在空间上的流动和

转移 ,它由新技术的供方 、受方 、传递渠道组成。供方

是新技术的发源地 ,受方是新技术的引进者 ,它们是

位于不同地区的两个经营实体 ,如科研机构 、企业单

位等。技术传递渠道是指技术由供方到受方的传递

通道和组织过程 ,它受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体制 、经济

政策 、科技政策等影响。根据农业技术扩散时间和采

用新农业技术的农户人数变化多少 ,将农业技术扩散

分为 3个阶段:农业技术来源选择阶段;农业技术在

个体间递增阶段 、农业技术在社区扩散的递减阶段。

关于农业技术扩散的理论主要有框架理论 、沟通理

论 、农户行为改变理论和创新扩散理论[ 5-8] 。

1.1　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因素 、政治因素 、经济

因素和农村区域环境背景下进行农业技术扩散 ,其中

存在着一个有组织的框架。这个框架包括农业推广服

务系统和目标团体系统。农业推广服务系统由农业推

广人员 、农业推广组织机构 、农业推广组织环境组成;

目标团体系统由农村居民 、农村社区结构 、农村社区环

境组成 ,这两个系统通过沟通相互作用、相互渗透 ,缺

一不可 ,形成了农业推广的社会化服务范围。

1.2　沟通理论

沟通理论是指在技术推广过程中因为目标客户

个人或团体(农民个人或农民群体)在推广信息和方

法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也就是说 ,推广过

程应该是双向沟通的过程。该理论认为:双向沟通

中的推广内容(信息)与推广方法(沟通)是推广过程

中的两大要素 ,它们共同决定着推广工作的成效。

推广人员根据推广对象的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采用

不同沟通方法 ,达到预期效果。

1.3　农户行为改变理论

农户行为改变理论主要根据人的行为动机 ,通过

组织教育农民以及有组织的干预沟通 ,诱导推广对象

行为自愿改变 ,然后引起物质 、经济 、社会 、文化等整

个社会环境的改变 ,影响农户行为改变的因素有生

理 、心理 、文化 ,自然环境 、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

1.4　创新扩散理论

创新扩散是农业技术扩散的核心 ,农业创新扩散

的一般规律是农业技术扩散的基本规律。该理论用

于农业推广中可以是新的技术 、产品或设备 ,也可以

是新的方法和思想 。每项农业创新的扩散过程一般

是随着农业创新的出现 ,采用创新的农民由少到多 ,

当采用某项创新人数达到高峰后 ,又逐渐衰减 ,为更

新的创新所代替而出现一种创新扩散的寿命周期 ,其

形状呈明显的“S”型曲线。根据扩散的先后以及人数

多少将扩散分为 4个阶段:突破阶段 、紧要阶段 、跟随

阶段(自己主动推动过程)、随大流阶段 。创新扩散是

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 ,其影响扩散的因素可以分为直

接因素和间接因素 。直接因素包括农业推广组织 、传

播媒介 、人际交流网络和农业技术市场;间接因素包

括政治(体制 、政策和法律法规等)、经济(发展状况 、

发展模式 、市场机制等)、社会(人口 、文化素质 、习俗

等)以及资源条件(劳动力 、资金等)。

2　农业技术扩散的因素分析

农业具有地域性 、季节性 、周期性等特征 ,而采

用高新技术则有高风险 、高收入 、高外部经济效益等

特征 ,这两者共同决定了农业技术扩散的因素
[ 9-11]

。

杨凌农业示范区成立于 1997年 ,是中国唯一的国家

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由农业科学园区 、现代

农业及乡村建设示范园区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

农业综合园区 、农业中试园区 、生活服务园区 、农业

观光及休闲带等 7个功能区组成 。示范区在区内外

示范推广过程中 ,结合技术特点和区域实际情况 ,积

极探索科技示范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推广大量先进

实用的农业技术 ,起到农业技术辐射源的作用 ,有效

地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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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区域的自然条件

区域自然条件包括地形 、地貌 、地质 、气候 、降水

等。中国东西经三大阶梯 ,由沿海 、平原向内陆 、山

地转变 ,南北地跨三大气候带 ,从热带 、温带向寒带

过渡 。复杂自然环境加上气候条件的差异 ,造成了

生物资源的多样性 、区域性以及交通方式的灵活性 。

针对陕西省来说 ,北部陕北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

分 ,南部是秦巴山地 ,中部是关中平原 ,关中城市相

对集中 ,秦岭是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欧亚大陆

桥———陇海铁路穿境而过 ,交通便利 。优越的地理

位置 ,为杨凌农业示范区向干旱半干旱地区示范 、辐

射农业高新科技成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杨凌农业

示范区针对区域不同的地质 、地貌 、地形和气候条

件 ,在农业技术扩散内容上在陕南进行板栗 、核桃 、

蚕桑等示范样板 ,陕北进行杏 、枣 、梨 、设施农业等示

范 ,关中灌区进行节水灌溉 、秦川牛 、猕猴桃 、吨粮

田 、设施农业等示范 ,渭北则进行旱原优质果品生

产 、早作农业 、布尔山羊 、食用菌等示范 。由于地形

条件和交通条件影响 ,在农业技术扩散的方式上采

用从农业技术扩散源到扩散地的跳跃式扩散 。因

此 ,不同的地形 、区位 、气候条件决定了农业技术扩

散的内容和方式 。

2.2　区域的历史基础和人文条件

区域的历史基础包括土地耕种模式 、当地居民收

入情况 、生产力发展水平 、农业配套的基础设施情况

等;人文条件是指农民的性格 、年龄 、经历 、文化程度 、

求知欲望 、是否善于交流等 ,这些都影响创新的采用。

另外推广人员的交流方式 、推广方法也影响到农业技

术的扩散。农业技术的扩散和采用是在特定的区域

条件下 ,由当地农民进行试验 、生产进行的。农业不

仅是弱质产业 ,对气候的依赖大 ,而且农业高新技术

的扩散 、采用具有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 。因此 ,基础

设施好 、农民素质高 、当地整体经济实力强 、吸纳农业

技术成果快的区域 ,有利于农业技术扩散 、达到扩散

的效果 、促进当地农业生产 。中国农业实行的是农户

家庭承包经营制 ,农户人均拥有耕地少 、地块多 、作物

种类不唯一 。一方面 ,面对分散的千家万户 ,技术扩

散的交易成本太高;另一方面 ,分散农户无法形成规

模经济 ,对吸纳新技术需求的惰性很大 。

2002年示范区引进美国 、以色列 、荷兰及中国

台湾等地的番茄 、黄瓜 、辣椒 、茄子 、西葫芦等六大

类 ,50多个品种 ,经过引进 、试验 、示范 、筛选出了适

应关中地区种植的新品种 。然后按照“点轴”模式

“以点带面”呈波浪式向四周辐射 、扩散 ,再一层一层

向周围扩展 。示范区采取“公司+科教人员+基地”

的形式 ,扩大向区外示范和辐射 ,每年产生的带动效

益达 100亿元。由入区企业为龙头 ,有关科教专家

参与 ,在全国建立了一批企业化运作的试验 、示范基

地 。同时 ,示范区还在陕西省内 6个地市建立了 13

个试验与示范基地 ,区内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

凌职业技术学院在西北地区建立了区域综合治理 、

旱作农业 、林果业 、畜牧业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等五

类试验示范和推广基地 44个 , 400 多名科技人员长

期从事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目前以西安 、杨凌高新

区为中心 ,依托关中平原产业带 ,沿欧亚大陆桥延

伸 ,东接齐鲁产业带 ,南接长江三角洲产业带 ,形成

了沿欧亚大陆桥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区 。

2.3　区域的政治 、市场机制

区域的政治 、市场机制主要包括现行的农业科

技知识产权体系 、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机制 、社会的价

值观 、社会机构 、人际关系 、国家对农业的大政方针 、

农村的经营体制 、土地所有制及使用权 、农业生产责

任制的形式等 ,这些都会影响农业创新和扩散。技

术风险 、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是农业技术扩散过程

中需要承担三大风险。在农业技术扩散的初级阶段

即农业技术来源阶段 ,特别需要政府 、企业等有关单

位的扶持和支撑。

农民是农业技术的最终用户 ,农业技术只有

让千家万户农民掌握了 ,才能形成现实的有机的

生产力;然而在中国农业技术扩散的过程中 ,技术

与农民之间存在两道鸿沟 。一是技术研究者与技

术推广人员之间的鸿沟 ,技术研究者大多数来自

研究所 、大学 ,它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大部分大都

属于不同的部门管理 ,两者之间没有建立起直接

进行技术和信息交流的机制 。二是农业技术推广

员与农民之间存在鸿沟 ,杨凌农业示范区由科技

部 、发展计划委员会 、教育部 、经贸委 、财政部 、建

设部 、水利部 、农业部 、外经贸部等 18个部委和陕

西省政府实行“省部共建” ,8 年来杨凌农业示范区

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5亿元 ,其中基础和公共

服务设施投资 28亿元 ,企业及社会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23亿元。在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中 ,国

家各部委支持 7 亿多元 ,陕西省投入 4 亿元 ,示范

区自筹和贷款 10亿元 ,从而保证了农业技术扩散

源的不断创新和扩散 。另外 ,政府在农村产业结

构中不断转化政府职能 ,保障农业科技市场的有

效运行机制 ,解决了技术与农产品之间的鸿沟 、资

金来源问题 。如金坤公司采用“公司+科教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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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 ,以公司为龙头 , 以发展

订单农业为保证 ,形成了上连科学家 、下连农户的

产业链 。该公司通过这个“龙头”企业与农户联

系 ,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推广农业技术

的传统做法 ,代之以市场手段推动技术的扩散和

辐射 ,更直接 、更有效 。

3　农业技术扩散的动力机制分析

杨凌农业示范区 8 年来敢于创新 ,并且善于把

农业技术成果转化为农业成果 ,打破了一贯以政府

主导扶持的机制 ,增加了市场活力 ,运用“政府组织

※企业带动※科技支撑※农户实施”的模式不断增

加农民的收入。

杨凌农业示范区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市场化机

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从根本上解

决了传统推广体制下不能解决的动力问题 ,保证了技

术市场供给的持续性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而保证

了农业技术有效扩散。农业技术由产生到接受 ,经历

了一个由众多主体参与 、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异的复杂

过程。农业技术扩散在个体农户中主要经历了“认识

※感兴趣※评价※试验※采用”阶段 。农业技术供给

者 、需求者和技术载体宣传者经历了农业技术的扩散

机制———拉力机制 、推力机制和耦合机制[ 12] 。

拉力机制即创新技术需求方的动力机制 ,就是

以农户的增产 、增收为基础 ,政府的经济与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为目标 ,企业的经济效益为标准。推力机

制是农业技术供给方的动力机制。由于农业生产的

地域 、气候条件限制 ,农业技术扩散不同于工业等其

他技术扩散。农业高新技术的扩散是直接输出某种

新农业技术 ,把生产农产品的整个技术和生产过程

转移到某个国家或地区 ,实现技术创新的扩散 。由

于技术市场的风险性 、采用农业高新技术的风险性

和自然的风险性 ,因此需要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撑和

宣传 。耦合机制就是农业技术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

相互关系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

一般认为 ,供需双方存在技术差距 ,而且双方的

需求和资源关系相耦合 ,这是技术扩散得以进行的

外部条件 。技术的供方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 ,在

技术生命周期的不同时期选择扩散或推迟扩散的策

略;需方为了获得创新带来的额外收益而引进技术

创新 ,这是创新扩散的内在动力机制。

4　结　语

在产业结构调整 、产品结构快速升级的情况下 ,

如何将潜在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农业技术转化为

直接的现实生产力 ,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由于

农业的季节性 、地域性 、周期性等特点决定了农业技

术的扩散不同于其他技术扩散。农业技术扩散应该

考虑到扩散区域的自然条件 、历史基础 、人文条件 、

政策和市场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因为扩散区域的自

然条件决定农业技术扩散内容和方式;历史基础和

人文条件决定技术扩散的速度和效果;政治 、市场机

制对农业技术扩散的起到加速或减缓作用 。为了加

速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小康社会的实现 ,应

该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的扩散技术和扩散方式推广

新的农业技术。

参考文献:

[ 1] 　林善浪 , 张　国.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报告[ 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 2003.

[ 2] 　高展军 , 于文祥 ,杜寒芳.城乡收入差距解释变量的实

证研究[ 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5 , 7(3):

46-51.

[ 3] 　孔祥智.中国三农前景报告[ M]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

出版社 , 2005.

[ 4] 　刘　斌 , 张兆刚 , 霍　功.中国三农问题报告[ M] .北

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 2005.

[ 5] 　李中东.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概论[ M] .北京: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2002.

[ 6] 　汤锦如.农业推广学[ 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

2001.

[ 7] 　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 M ]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1.

[ 8] 　张敦富.区域经济学原理[ 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 , 1999.

[ 9] 　胡虹文.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技术扩散研究[ J] .科技

进步与对策 , 2003 , 13(5):73-75.

[ 10] 　常向阳 , 赵　明.我国农业技术扩散体系现状与创新:

基于产业链角度的重构[ J] .生产力研究 , 2004 , 11

(2):44-46.

[ 11] 　高启杰.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模式及其相关制度研究

[ J] .中国农村观察 , 2004 , 8(2):53-61.

[ 12] 　常向阳 , 戴国海.技术创新扩散的机制及其本质探讨

[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 2003 , 10(5):101-102.

55第 2期　　　　　　　　　　　　　刘　辉 ,等:农业技术扩散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