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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择浙江省遂昌县毛竹高效益经营技术传播为个案 , 提出了农村参与式林业技术推广

的工作步骤 , 并从技术的参与式设计与推广 、项目管理与技术推广组织建设 、 技术传播二级

流动模式 、 考核制度及激励机制的建设等方面分析了参与式技术推广的运行机制。指出林业

技术的推广过程应充分重视农户的参与 , 并通过人际互动 , 建立技术推广人员与农户之间互

动式的伙伴关系;重视技术的文化特征 , 使推广的新技术具备相对先进 , 可操作性强 , 关键

技术准确 , 及与经营者社会 、 经济和文化环境相适应等特征;通过综合应用大众传播 、 人际

传播等形式 , 结合示范基地建设 , 形成活跃的农村科技示范户 , 使林业新技术快速在农村社

区传播。图 2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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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林业技术传播的理论背景分析

林业技术推广工作直至最近 10余年才受到普遍重视 。当前 , 在理论界和实际的林业技术推广工

作中 , 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林业技术推广规律已开展了积极的研究和实践 , 并取得了较为系统的成

果
[ 1]
。这种探索着重以行为科学作为理论基础 , 认定农户技术行为的发生过程是农民从科技需要发展

到科技动机 , 再从科技动机转化为技术行为 , 即技术传播关键的是农民行为的改变 。从经济学的角度

作的分析 , 认为农民对技术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环境 、 资源与市场因素以及技术的先进性 、经济性 、地

域性和可行性等因素 , 并把技术市场视作林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良性运行的基本条件。但分析种种相

关论述 , 关于农村技术传播机制的研究存在下列不足:①把农民素质低下作为农村落后的本质规定 ,

并以此定论为基础 , 形成当今中国农村的主流发展观 。在这一主流发展观的影响下 , 农村技术传播过

程中 , 农户仅仅是 “受者” , 处于被动的位置 , 本身缺乏主动性和参与性 。 ②对技术本身的分析仅仅

考虑提高经济效益的可能性 , 而忽视技术本身的文化意识 , 忽视了技术在农村社会系统中的规范适应

性。 ③传播战略的讨论忽略了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分析 , 忽视了人际互动结构的研究 。社会学

研究农村技术推广 , 特别强调技术的文化特征 , 强调社会系统的规范对于技术选择行为的影响 , 认为

传播的本质在于人际互动 , 注重考察技术信息和受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结构
[ 2]
。因此 , 从社会学的角度

来研究探讨农村技术传播机制更具有现实性和实践价值。



由最初的技术转让到更加重视农户及其需求[ 3 ,4] , 林业技术推广工作正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观念

的转变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以参与式发展为指导 , 构建参与式技术传播机制 , 确立以农户为经营

主体 , 通过民主参与 、群众的决策性参与和专家的辅助作用 , 使群众公平地拥有发展的选择权 , 决策

权和受益权 , 并在这种以农民为主体的多方参与下 , 发现和确认社区发展的技术需求 , 通过建立合理

有效的技术传播机制 , 最终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5] 。

2　参与式林业技术推广机制的构成和内容

2.1　参与式林业技术推广的工作步骤

参与式发展是指人民自主地参与到他们自己的任何发展过程中 , 其领域包括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

和调查 、参与式发展设计 、参与式发展实施和管理 、 参与式监测评估等[ 6] 。在参与式技术推广体系

中 , 根据参与式发展理论和实践框架 , 制定的工作步骤如图1所示。

图 1　参与式技术推广工作程序
Figure 1　Procedure of participation technical spread

2.2　参与式设计与推广

围绕推广实施的竹林经营新技术 , 应用参与式

农村快速评估技术 , 对当地竹林经营现状 、 社会经

济基础和经营者经营方式取向等进行调查。根据调

查评估和反馈结果 , 技术专家组应用参与式设计的

原则 , 吸收经营者参与 , 设计推广的新技术措施 ,

使推广实施的技术具备相对先进 , 可操作性强 , 关

键技术准确 , 及与经营者社会 、 经济和文化环境适

应等特征 , 分阶段进行推广落实 , 从而能被经营者

真正快速准确地接受和使用。

技术的 “阶梯式” 发展特征是由农村社区等级

序列特征和技术发展时间序列特征所决定的[ 7] 。农

村社区是农户等级序列明显的有机整体 , 作为技术

传播的 “受者” 和技术的实际使用者 , 单个农户作为个体均具有不同的类型特征和行为 , 农村社区农

户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选定的经营方向 、经营规模 、 经营方式以及消费等个体行为决策 , 个体农户在

目标上的差异必然导致行为决策上差异性。农户作为经营者必须根据自身的内外部环境条件来选择适

合的生产类型 、 生产规模 、生产目标和资源配置方式 。在资源条件数量一致的情况下 , 由于其发展障

碍及解决问题的保障供给选择方式不同 , 不同农户的技术需求也可能存在差异 。因而 , 一个区域总体

上适宜发展的项目技术需求 , 并不能类推到所有的农户的技术需求 。在技术 (包括经营管理技术)方

面的支持 , 必然要求针对社区农户等级序列 , 设计和农户对象技术需求一致的技术包。

技术的传播和实施过程中 , 其应用和进步方面存在时间序列差异。作为农村社区和农户 , 不同时

期对技术的需求也存在差异 , 因此 , 不同推广实施时期 , 针对技术需求阶梯发展的要求 , 技术的阶梯

式设计是参与式设计的重要内容。

技术 “阶梯式” 设计主要包括:在时间序列上的技术阶梯式发展和针对某一时期不同农户等级序

列的技术需求。对遂昌县三仁乡的案例设计采用 “阶梯式” 技术发展方式原则 , 设计推广的新技术措

施 , 分阶段进行推广和落实 , 并取得良好效果[ 7] 。

2.3　项目管理与技术推广组织

为保证产业发展过程政府行为和技术行为的一致性 , 在竹业发展过程中 , 建立决策的行政-技术

专家制。吸引政府组织 、 非政府性组织和技术支持组织参与技术的推广工作。在遂昌县和龙泉市等县

(市)成立了由有关部门和技术专家组成的竹产业领导小组 , 下设竹产业化办公室。县 (市)竹产业

化领导小组负责对本县 (市)竹业发展重大决策问题进行讨论研究 , 并对竹业年度计划和经费使用安

排进行审核;竹产业化办公室具体负责竹业年度计划制定和实施工作。竹产业化办公室设立专职人员

3名 , 并成立由县 (市)竹业技术专业人员 、县 (市)政府竹业发展科技顾问 、 浙江林学院竹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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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专家等人员组成的专家组 , 具体参与年度计划制定和实施。

2.4　技术传播二级流动模式

农村社区作为等级序列明显的农户组成的有机整体 , 革新者的角色在技术的人际传播中所起的作

用是极其重要的 。二级流动模式指出:观念常常是从大众媒介流向意见领袖 , 然后由意见领袖流向人

口中的不活跃的部分[ 8 , 9] 。在林业技术的传播中同样存在 “二级流动” 的明显特征 。对研究点调查表

明 , 农户对技术信息来源方式的选择中 , 有 11%的人认为是从大众媒介中获得 , 有 62%的人是从亲

戚朋友和邻里获得。其中所谓亲戚朋友和邻里 , 就是在农村社区中那些具有一定文化 , 接受新思想

快 , 又勤于钻研 , 肯吃苦 , 勤劳致富的 “革新者” 。作为仅占农户群体 5%～ 15%的革新者 , 在林业

技术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意见领袖的作用。同时 , 这些革新者世居农村 , 和当地的农户有着较紧密的

人际关系 , 并且勤劳能干 , 乐于助人 , 与农户传统规范要求比较一致 , 农户感到 “贴心” 。多数农户

比较关注他们的做法 , 人际传播由此开始。

调查表明 , 技术传播中的意见领袖 , 是技术的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中介人 , 其中介功能包括:①

加工与解释。在接受和应用了新技术以后 , 他们会在文化和知识等背景下 , 根据对技术的认知进行加

工与解释 , 并形成自己对技术的新的论述。 ②扩散与传播 。意见领袖通过人际传播的形式对技术进行

再扩散和传播 , 而且是无报酬的义务的 。同时 , 他们自己乐意这样做。

通过综合应用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等传播形式 , 结合示范基地建设 , 形成活跃于农村的科技示范

户。这些科技示范户就是在技术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 , 通过他们 , 林业新技术在农村社区快速传

播。模式见图 2。

图 2　参与式林业技术推广二级流动理论模式
Figure 2　Theory model of participation technical spread at two levels

　　技术专家或技术推广人员 , 在技术二极流动模式中作为变迁中介人 , 不仅是技术传播者 , 而且在

一定的情况下起到意见领袖和意见权威的作用。这种角色的形成并发挥作用是通过角色互动实现的。

3　完善参与式林业技术推广机制的途径

3.1　技术传播过程中的角色互动

传播是发生在一个社会系统内的 , 其结构通过多种方式影响着发育的传播模式 , 而该结构系统往

往又是由传播过程中不同角色的互动关系来实现的。林业技术的传播过程总是在革新者 、变迁中介人

和受众三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发生的。同时 , 与角色互动关系相伴随的新技术的异质性与人际互动的

同质性这对矛盾能妥善协调 , 传播就能有效进行 。

3.1.1　林农对推广人员的心理期望　林农是林业生产经营者 , 期望开发本地资源 , 掌握良种栽培技

术 , 获得优质 、 丰产 、高效的好收成 , 为此林农期望以林业科学找到开发和致富门路 , 为林业生产解

决问题。同时 , 林农是务实主义者 , 希望能针对他们在发展生产上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指导 。林农有

自己的生产经验 , 对生产有自己的看法 , 不愿听不沾边际的说教 , 期望平等相待;在长期的生产过程

中 , 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 对新技术和新知识有 “观望感” , 期望推广人员给他们以思考的

余地 。因此 , 推广人员要有耐心有恒心[ 1] 。

3.1.2　建立技术推广人员与农户之间互动式的伙伴关系　伙伴关系的关键是建立外来者和村民之间

轻松和谐的关系 , 彼此信任。在以往的技术推广工作中 , 专家和技术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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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之上 , 形成技术推广人员和林农之间的认识矛盾。推广人员认为农民不接受科技成果是农民自

身的问题 , 因为农民 “素质低 , 思想落后 , 保守僵化” ;农民则认为研究和推广人员根本不了解他们 ,

技术推广的方法及技术本身和他们的经营状况及经济 、 文化环境现状不符合 。在进行技术推广过程

中 , 采用 3种方法和途径 , 积极与林农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 建立起政府官员 (决策者)、 管理人员

(执行者)、 研究人员 (技术拥有者)、技术推广人员和经营主体 ———广大经营者的互动 , 建立伙伴关

系 , 实现多学科 、多层次共同参与产业发展[ 10] 。

一是角色互动与现代农民 。要确立技术推广人员和管理人员 “现代农民” 的角色定位 , 技术推广

人员不仅掌握现代经营技术和实施效果 , 管理人员要了解新技术实施效果 , 了解技术和技术理论背

景 , 他们应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导向 , 而且 , 要理解和掌握技术理论背景 , 能具体掌握并适当参与农

业现代技术的实际操作。在采取技术培训 、 座谈 、现场会等形式进行技术传播时 , 要求技术推广人员

使用的技术语言本土化 , 时间安排与农户的劳动时间没有很大冲突 。在具体解决社区发展问题时 , 换

位思考 , 以 “当地人” 的角色理解和共同解决发生的问题 。

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 , 技术推广人员到社区工作 , 需要非常诚恳地告诉村民他们是谁 , 来干什

么。个人的举止行为 , 应表现出谦虚和耐心 , 要尊重林农 , 对村民所说的和所展示的要表现出兴趣。

围绕主题慢慢谈 , 不要急躁 , 集中注意力听 , 切忌打断群众的谈话 。

在遂昌县竹林高效益经营技术推广过程中 , 主要采用技术研讨 、技术培训和技术座谈等形式 , 传

播经营管理新技术 , 使管理和技术推广人员掌握竹林经营新技术与推广新理念 。

积极引导农户就生产 、新技术的实施和竹业发展过程所碰到的问题和困难发表意见和建议。针对

林农的困难和建议 , 专家和技术人员 , 不厌其烦 , 一一予以解答或协同有关部门解决。目前 , 遂昌县

三仁乡的林农 , 特别是一些示范户 , 与专家技术人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 成为关系融洽的好朋友;有

的示范户针对某一方面的具体做法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意见 , 与专家进行探讨 。

在技术推广工作中 , 林农对新技术的接受和使用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不但要使林农知道竹林

经营新技术 , 还要林农能熟练掌握使用新技术 , 使新技术真正转化为生产力。专家和技术人员转变工

作作风 , 强化服务观念 , 带动广大基层管理人员和林业技术人员 , 把技术推广工作做细 、抓实。

二是角色互动与农民技术员。革新者基于一定社会 、经济和技术背景下 , 通过人际传播的形式 ,

对技术进行认知 、加工与解释 , 并进行再扩散和传播 , 而作为革新者群体 , 他们有科学和进取的特

征。引导或吸收他们参与新技术的试验发展 , 对提高革新者对新技术认知 , 并改善技术传播效果有重

要意义 。因此对农民 , 特别是革新者 , 应通过角色互动的引导成为 “农民技术员”;对 “示范基地”

的定位为 “试验示范基地” 。

3.2　考核制度

建立对基层乡镇 、村组的考核制度和对广大经营者的调查反馈制度 , 将考核与调查反馈制度建立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产业的发展是一个个过程的积累 。经营主体在参与产业发展的进程中 , 其经营方

式选择和经营行为受当时当地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制约 , 必然存在具体困难和问题 , 即 “过程” 积累

最终才是产业发展的 “结果”。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是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任务。通过对过程的考核 ,

有助于政府管理人员和技术推广人员深入产业发展过程中去 , 了解和掌握经营主体在产业发展中具体

的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 切实作好服务工作 , 推进产业的良性有序发展 。

3.3　激励机制

建立对广大经营主体以奖代补 、重奖示范户等激励制度 , 建立奖励参与技术推广与社会化服务有

突出贡献的政府管理人员和技术推广人员等激励制度 , 建立奖励在产业发展过程引导和服务效果优良

的基层乡镇的激励机制。通过激励制度建设 , 树立广大经营主体应用新技术出效益和技术致富的新观

念 , 树立政府管理人员和技术推广人员成就感和事业心 , 树立政府转变职能 , 为民服务的观念。

长期以来 , 政府部门建立的激励机制通常限于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奖励 , 对具体参与产业发展的基

层人员考虑较少 , 对参与产业主体的经营者则采取竹林经营补助为主 , 激励较少 , 并导致经营主体认

识偏差。以上激励制度对推进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但已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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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 。产业化经营主体是广大经营者 、 龙头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 。建立和强化政府的服务观念 , 将

激励机制从仅针对政府部门转变为涵盖广大产业经营主体 , 体现勤劳致富 , 科技致富。从对政府干部

的奖励转变为对具体参与产业发展管理和技术推广人员的激励 , 体现服务的事业心 、成就感 , 体现为

民服务的荣誉感 。

通过建立参与式技术推广机制 , 以经营者为主体 , 使乡镇管理干部 、技术人员和农户共同参与 ,

在政府官员 (决策者)、 管理人员 (执行者)、研究人员 (技术拥有者)、技术推广人员和经营主体

(广大经营者)之间建立互动的伙伴关系 , 改变工作作风 , 实现多学科 、多层次共同参与竹业发展。

通过多层次培训及示范户示范作用和农户间的人际传播 , 遂昌县竹林高效经营技术普及面从 1999年

的7.0%提高到 2001年的 63.3%和 2002年 84.6%, 技术传播取得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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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forestry technology spread procedure of agricultural participation , based on

the case of high efficient mason bamboo operating in Suichang County of Zhejiang.The paper analyzed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participant technology spread from the aspect of technology participant design and spread , project

management , technology spread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 two-stage current model of technology spread and

construction of assess andmotivation.And some idea is put forwards as:emphasize participating of farms during the

procedure of technology spread by means of spreaders and farms;emphasize culture character of new technolog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lative advance , high of social-economy-culture;produce active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fans

to slaread new forestry technology quickly in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 using general spread , men-spread , combined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nstrations.[Ch , 2 fig.10 ref.]

Key words:rural area;participation forestry;forestry technique;technique spread;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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