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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社区推广体系是以社区为主体，由农民在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础上形成的技术性组织 

或实体，是连接政府推广体系和农户生产体系的纽带。从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角度，分析了建立农村社区推广体系对捉 

进农业技术进步的意义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对“农户到农户”的农村社区推广体系的功能和机制进行了讨论：农 

村祉区推广体系是连接市场和农户的中介，是面向市场将农户分散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的必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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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市场，农户提高生产经营效益的目 

标因缺乏技术的有效应用而受阻，呈分散状 

况的小农所具有的弱质性导致其对农业技 

术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技 

术供给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情况下， 

农村社区的农业技术进步缓慢。加快农业技 

术进步的速度，一方面取决于政府推广体系 

按市场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则依 

赖于农村社区内农户与农户间的推广体系。 

农村社区推广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在很大程 

度上是克服农业技术进步动力不足的一种 

战略性选择。 

1 农村社区推广体系的构建 

农业技术进步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新 

技术的“源”，即社区同科研部门及推广部门 

关联的方式和程度，尤其是科研和推广部门 

拥有的新技术密度和新技术扩散的强度；另 

一 方面取决于新技术在社区内的“流动”，即 

新技术在进入社区后在农户之间扩散的速 

度和效率。而新技术是否能为大部分农户所 

掌握和应用，并最终取得相应的经济、社会 

和生态效益，则是农业技术进步之根本。显 

然，农户在应用新技术，提高其技术能力的 

同时，对新技术所产生的更广泛和更高的需 

求，则是技术进步之“蓄水库”。对农村社区 

技术进步水平的衡量，显然需要将新技术扩 

散的“源”、“流”、“库”关联在一起，考察其整 

体上的运行机制。 

在当前的农村社区推广体系中，人们关 

注的往往只是新技术的“源”，并假设只要有 

了“源”，便会在农村社区内自动“流动”，而 

“流动”的结果必然是农户在“根本”上受益。 

然而，现实的情况常常是新技术进入到农村 

社区而无法流动，或流动的结果产生出人们 

所不希望的负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 

户对新技术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需要有更 

多的源泉，而更重要的是构建新技术在社区 

内畅通流动的渠道，建立技术从农户向农户 

传播的机制。如何扩充农户对技术需求之 

“库”容量，疏通技术流人“库”的渠道，减少 

技术在传递过程中的“断流”和“损耗”，核心 

的问题是要探讨农村社区推广体系，即技术 

如何更有效地传递到社区、如何在社区内扩 

散、如何在应用技术的过程中扩大农户对技 

术的需求以及根据其需求进一步组织技术 

引进和应用。 

显然，农村社区推广体系是农村社区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是社区内以技 

术为纽带将所有农户有效关联在一起的组 

织形式，即社区内有组织的“农户到农户”的 

技术推广和服务。与现行的以政府为主导的 

农业推广不同的是，社区推广体系是以社区 

为主体，由农民在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的基础上形成的技术性组织或实体。它 

以社区内农户对技术的丰富多彩的需求为 

动力，以农户发展的愿望和利益为纽带，将 

分散的农户凝聚起来，调动农户对技术投资 

的潜力和积极性，将小规模的生产整合成参 

与市场竞争所需要的规模，并同相应的市场 

实现有效的连接。因此，社区推广体系的建 

立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社区内 

与一家一户独立生产经营方式相对应的社 

区有组织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区社会资 

本的重要载体之一。 

农村社区推广体系问题的提出是同目 

前政府农业推广体系在市场经济格局下的低 

效或无效相联系的，同时，亦是农户生产力发 

展到一定水平时，寻求进一步提高的必然选 

择。在传统农村社区以及处于传统农村社区 

向现代农村社区过渡的阶段，农业技术落后 

成为阻碍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农业 

技术进步乏力的农村社区中，农业新技术的 

引进和应用处于无明确目标、无组织、无序的 

随机状态，相伴随的是社区同外界进行技术 

交易的成本过高、引进的技术滞后于社区和 

农户发展的需求、技术更新的周期太长等：其 

原因是在小规模生产的资源约束状态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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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生产同市场脱离，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农 

业生产体系缺乏引进和应用的成本及风险， 

致使农业新技术缺乏有效的途径进入农村社 

区，并在社区内迅速地扩散到尽可能多的农 

户llJ。 

2 建立农村社区推广体系的障碍 

农业新技术进入农村社区通常通过3 

个渠道，即政府的农业推广体系、社区专业 

户个体的创新行为以及农业企业的商业行 

为。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益性农技推 

广体系面l临着改革的挑战，即如何在实践中 

实现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市场性及构建其运 

行的市场机制 ；而专业户引进和应用新技 

术完全是一种基于理性的个体行为13J，其在 

利益导向下，愈来愈缺乏同社区的关联；公 

司在推广新技术的过程中，受到农民根深蒂 

固的小农禀性影响，如不守信用、短视、社区 

内的无序竞争等，缺乏可持续的规范。在这 

些情况下，农户始终处于被动地接受新技术 

的状况，由于推广体系自身的原因，技术进 

入社区的渠道不畅，一方面是技术“源”本身 

的问题，同时，亦与农村社区缺乏相应的技 

术体系有关。就像仅有主干渠，而缺少支渠， 

新技术之“水”仍然不能流到千家万户，充其 

量只能使那些示范户、“能人”“近水楼台先 

得月”。尽管在很多农村地区，包括那些地处 

最偏远的贫困山区，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技 

术协会”、“农民技术学校”的牌子和相应的 

规章制度，但大家心照不宣的是，这些不过 

是应付上级检查的表面文章。大部分农民技 

术协会仍然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其对农 

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社区和农户尚 

不能自发地组织起来引进和应用新技术呢?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民及社区自身的 

缺陷，又有当地社会经济大环境发育不良的 

影响，同时亦与人们缺乏对社区推广体系概 

念上的认识有关。 

(1)一般社区和农户缺乏农业技术的主 

体意识，长期以来形成了对政府推广体系的 

依赖，而政府推广活动中的补偿措施，强化 

了技术进步是政府责任的观念，如果政府没 

有投入，社区和农户是很难自发对其进行投 

资的。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推广体系在以满足 

政府需求为导向的运行中，使社区和农户缺 

乏对所推广技术的拥有感。在这一过程中， 

社区不可能成为政府推广活动中的主体，其 

角色被理解为政府推广体系的协助者，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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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完成其推广任务而得到一定的补偿则 

是理所当然的。而当社区和农户因推广失败 

而产生“上当受骗”感，并对政府推广体系失 

望时，会伴随一定程度的抵制政府所推广的 

新技术的心理和行为。 

(2)社区和农户受到封闭环境的局限， 

并由此而形成的心理和行为上的封闭倾向，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区和农户对技术资 

源的主动认识，他们缺乏有效的手段和相应 

的途径以接近技术“源”，在社区技术缓慢进 

步的过程中，社区和农户完全处于被动的地 

位。 

(3)农业技术作为一种资源，在社区内 

呈稀缺状态。当新技术通过不同渠道延伸到 

社区时，很难按社区追求绝对公平的原则进 

行分配，尤其是技术使用的无偿性或使用后 

的增值性，形成社区少数人对新技术垄断的 

局面。同时，任何新技术都不能单独发挥作 

用，必然配合一定的资金、自然资源、组织资 

源以及市场资源等。因此，新技术的引进会 

改变社区资源已有的分配格局，有时甚至成 

为社区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和导火索。而社区 

在缺乏相应的机制对新技术引进和应用后 

的资源进行重新调整和分配时，会对社区正 

常的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冲击，这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社区技术上的保守I4]。 

(4)在农村社区，每一个农民的社会、政 

治及经济地位是一定的，并同其所拥有的技 

术呈一定的相关性，由此而维护着社区运行 

的均衡有序状态。显然，当一个农民的技术 

水平提高后，便会进一步产生提高其经济、 

社会地位的冲动，并对社区政治产生一定程 

度的影响。因此，以个体为基础的技术引进 

和应用，常常会受到社区内其他个体的阻 

碍。在社区内农户利益问存在明显的或潜在 

的对抗性因素时，要将其简单地组织在一起 

是不可能的。为此，必须发育出一种使农户 

超越其个体利益的机制。 

(5)当农民以技术为纽带组织起来后， 

尤其是当其发展到一定规模，拥有一定的经 

济实力时，往往会为谋求一定的社会利益和 

政治利益，而采取一些非理性的行为，如对 

抗政府的某些政策。这是政府部门所不希望 

的，同时也是不能容忍的。将社区推广体系 

完全限定在技术的范围内，由于忽视了在社 

区整体运行中其它要素对技术的作用与反 

作用，技术体系最终是不可能持续运行的。 

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规范，对其健康发展是 

极为重要的

上述因素的综合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严 

重地制约着社区推广体系自然地在农村社 

区中形成，阻碍其根据社区发展的需求而不 

断地发展壮大。 

3 社区推广体系与社区农户间的互 

动 

农村社区推广体系的建设并非“水到渠 

成”那样简单，关键的环节是增强农户应用 

技术的能力以及激发其对技术的需求，即扩 

充社区技术的“库容量”，同时修建技术能顺 

利流人农户的“支渠”，然后才是如何引技术 

之“水”的问题。因此，建立社区推广体系的 

核心是首先培育社区对农业技术拥有的主 

体意识，将技术进步同社区的生存和发展紧 

密地关联在一起，使之成为人们行为中强烈 

的动力机制。为此，可以采取“走出去”和“请 

进来”两种途径，开阔社区和农户的技术眼 

界，逐步消除社区封闭环境下对外界技术的 

无知和盲从，正确地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 

足，认识和开发社区技术的潜力。 

社区组织农户到外地参观学习，尽管很 

困难，但却是十分有效的。面对社区外的陌 

生环境，同一社区的人更容易形成团队精 

神，在外共同的经历会密切同一社区人们之 

间的关系。在换一个环境，换一个角度思考 

问题的过程中，来自同一社区的人们通过交 

流、沟通和互动，更容易形成一定的共识。在 

这一过程中，“能人”的作用亦会在同外界的 

交往中得到大家的认同。因此，有组织地“走 

出去”，到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地方，接受技术 

培训，一方面可以开阔眼界、活跃思维，寻找 

适合自己社区的技术，另一方面可以创造一 

种场景，使人们跳出社区范围，对自己在社 

区推广体系中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明确其 

在社区推广体系的建立和运行中应承担的 

责任和义务。 

同“走出去”有很多的不适应相比，“请 

进来”的成本会低一些，效率会更高，但要克 

服的是社区传统中固有的“红眼病”。那些来 

自外地的农民或农民技术员，在某种意义上 

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凭借其 

技术特长实现着更高的人生价值。因此，社 

区为了自身的发展，为了社区技术进步，必 

须有选择地高薪聘请外地农民技术人员，向 



他们虚心地学习技术，在生活中“善待”外来 

人。一旦社区发展了，社区向外输出的就不 

再仅仅是传统的农产品了，而更多的是同技 

术相关联的技术人员。 

在我国农村社区的发展中，很多地方大 

棚蔬菜的发展都有山东省寿光县农民技术 

员的贡献．而在南方很多草莓种植基地里， 

均留下了浙江“师傅”的足迹。这些农民技术 

人员的价值不仅仅是传授了某一方面的技 

术，更重要的是将一种新发展理念引入到传 

统社区。同当地的政府技术人员相比，其浓 

厚的乡土气息，其思维中相通的文化内涵， 

其改变了的行为方式，更能引起社区的共 

鸣。不仅仅是因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更 

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外部世界发展的信息， 

并对封闭的社区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冲击。 

4 农村社区推广体系的运行机制 

农村社区推广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是社 

区内“能人”和一般农户围绕自身利益和共 

同利益互动的结果。显然，在没有“能人”的 

社区，推广体系缺少一个“凝聚核”，单靠一 

般农户的自觉是很难组织在一起的。因此， 

客观上社区推广体系需要有一个领导者或 

领导群体。但问题是“能人”是否能成为推广 

体系的领导者，一方面取决于其“能”到什么 

程度，其所拥有的技术是否是其他农户所需 

求的或感兴趣的。为此，一个“能人”所拥有 

的技术越多、越先进，其所能凝聚农户的可 

能性越大、凝聚的农户数量可能越多；反之， 

当“能人”的技术仅仅比一般农户多一点、高 

一 点时，他缺乏作为推广体系领导者的潜 

力。另一方面是一般农户是否拥护“能人”作 

为他们的领导者，不仅仅取决于“能人”的技 

术，更重要是取决于其在社区生活中所积累 

和拥有的社会资本(关系、信誉、观念、见识、 

能力等的综合)，否则，农户不会将自身发展 

的利益交由自己不信任的人，即使他可能拥 

有最好的技术。 

在“能人”和一般农户的互动过程中，各 

自的利益是否能够因为社区推广体系的建 

立而扩大是至关重要的。当“能人”为一般农 

户提供技术方面的服务时，必须能增加他的 

收益，否则，他不会选择作为推广体系的领 

导人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当然，“能 

人”对收益的期望不仅仅表现为经济性的， 

一 般情况下社会性的或政治性的收益会对 

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但从一般农户的角度 

看，他们加入推广体系所追求的首先是经济 

效益的明显增加，如果最基本的经济效益得 

不到满足，他们对推广体系是不会感兴趣 

的，即使组织起来会增加其同社区内其他农 

户的交往，在心理上能有更多的认同感，但 

这些并不能代替其基本的需要。 

在社区推广体系的组织和运行中，最困 

难的是推广体系运行资源的筹集和最终效 

益的分配问题，即如何克服传统的、绝对的 

平均主义思想。在农户传统的观念中，社区 

任何形式的组织都应该是公益性的，因此， 

在推广体系中，当每一个农户都要获得与其 

他农户相同的利益并产生矛盾和冲突时，便 

会形成推广体系的低效和无效，这亦是传统 

社区组织起来反而不如单干效益高的原因。 

为此，社区推广体系的组织和运行需要 

发育出一种准市场机制，即能客观地根据每 

一 个农户在推广体系中的投资多少以及其 

它方面的贡献大小，从而决定其在应用新技 

术中的优先权以及利益分配中所占有的份 

额，协调农户行为和农村社区行为[51。显然， 

社区推广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是对传统社区 

文化的强烈冲击，尤其在开始时会引起社区 

心理的迷茫和社区秩序的混乱，如果没有充 

分的思想准备，结果只会是半途而废。 

一 般来讲，社区推广体系应该具备以下 

基本功能： 

(1)要了解社区内所有农户对技术的需 

求，包括需求的种类和水平、相同性和差异 

性，这是由农户所处的技术水平不同而对技 

术的需求具有多样性所决定的。因此，推广 

体系的有效性必须是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 

并将不同目标群体有机地整合在社区同一 

推广体系中； 

(2)了解社区内人们投资技术的愿望和 

能力，开发农户对技术投资的潜力，通过各 

种可能的渠道和途径，筹集社区技术进步所 

需要的资金以及其它资源。社区技术进步必 

须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在政府无力提供的 

情况下，如果社区自身亦无能为力解决，社 

区推广体系的建立和运行就可能像许多“官 

办”的农民技术协会那样流于形式； 

(3)根据社区和农户发展的需要引进技 

术。核心的问题是要同各方面的技术部门建 

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并为技术的不断引 

进和开发建立一种可持续的机制，如在社区 

内建立技术开发基地、吸引技术人员到社区 

研究开发技术、技术人股等； 

(4)运用

合现代技术的培训推广方法，使新技术能在 

社区内持续地扩散应用。其目标是在最短的 

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最大限度地覆盖社区 

内所有相关的农户，尤其是处于贫困状态的 

农户，使其获得新技术应用的超额利润。 

(5)追踪市场，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不 

断调整社区技术进步战略。从一般技术到高 

新技术，要始终处于技术创新的前沿，并以 

最终满足社区内所有农户对技术的需求为 

导向。 

在农村社区技术进步中，没有永远的 

“免费午餐”，“搭便车”并不是达到真正目的 

的有效手段。社区推广体系的建立是社区改 

变的开始，是融合到更大社会空间的准备过 

程。对传统农村社区来说，没有改变，便不会 

有发展；没有融合，便不会有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海东．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运行机制[J]．农业 

现代化研究，1998．(2)：93—97． 

[2]刘会同．农户的技术创新与农业技术进步[J]．安 

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19- 

21． 

[3]李艳军，康国光．论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市场性 

及市场机制的构建[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2， 

(1)：51—53． 

[4]简小鹰．农村社区中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机制 

[J]．农业技术经济，2000，(6)． 

[5]王云才．试论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中的农村 

社区行为体系[J]．地方论坛，2000，(1)：24—28． 

(责任编辑：高建平) 

2005·4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1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