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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科技传播效率的农户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湖南省 320 农户的调查 

刘红峰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现有的农村科技传播实践比较重视“传者、信息、媒介”而忽略“受者”，严重地影响传播、扩散效率与

效能，最终导致“效果”不佳。基于湖南省农业主产区 5 个区域 12 个乡镇 320 个农村家庭单位的有效调查数据，

从农户的主体性角度选取 6 类 11 个变量，运用 Logistic 模型实证分析农村科技传播效率的农户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农户主动获取科技信息、参加教育培训、提高知识文化水平、示范性地应用科技成果等对农村科技传播效率的正向

发展有着显著影响。因此，要促进农村科技传播效率的提高，需要基于农户的主体性角度采取相应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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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households on the dissemination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Based on survey data of 320 rural households in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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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tuation that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seminating emphasizes on disseminator, information 

and media and neglects acceptor influences the spreading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ed on 

valid survey data to 320 rural household units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ing areas in Hunan province，the author uses the 

logistic model analysis method to empirical analysis the effects of households on the dissemination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farmers’ active attitude towards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efficiency. Hence,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policies should be made to 

encourage farmers to get scientifical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participate training, learn more knowledge, apply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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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科技传播与农业发展历程息息相关，改革

开放 30 多年是农村科技传播体制改革、探索的过

程。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

政府主导型农村科技传播体系，[1]主要以乡镇为基

础、直接面向农村受众传播。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

来临，科技创新与传播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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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日益彰显。新农村建设需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

体作用，培养造就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国务院于 2005 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

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强调了基

层农村科技传播的重要性和基础性作用；农业部在

2006 年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改

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意见〉的意见》，

着重部署了农业科技在农村的传播措施；2012 年中

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

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则明确了农业科

技创新和传播是当下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途径。大力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加强农村科技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sstock/ggcx/0000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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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是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因此，分析影响农村科技传播效率的因素无疑具有

重要意义。 

传播是由发送、媒介和接受等多个主体组成的

传递与交换系统。国外学者Schuck、Nganje和Yantio

通过对西非的喀麦隆研究得出，科技传播中的受众

教育活动在引导受众接受创新性科技成果上扮演

重要角色，[2]Chapman研究认为农户参与式科技传

播是科技传播成功的关键，[3]Sally、David和Robert

等通过对西澳大利亚地区羽扇豆技术传播活动研

究后得出，农村科技传播效率对经济效益的直接影

响非常明显，并认为农村科技传播主要依靠“需求

拉动”而非“科学推动”。[4]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了

我国农村科技传播体系、途径和传播方式，及相关

因素对农村科技传播效率的影响。沈贵银、顾焕章

根据生产与消费的属性，把农村科技传播服务分为

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和混合物品四种

类型，研究了不同类型服务下的农村科技传播体

系、方式与途径。[5]李立秋研究了已有农村科技传

播体系，提出应组建区域农技站并对原乡镇农技站

的定位、编制的核定、经费和经营及考核机制等进

行相应的改革。[6]陈菊蓬等通过对浙江省慈溪市农

技队伍调查研究得出，建设完善的乡镇基层农村科

技传播体系与强化基层农技队伍建设将会对科技

传播效率产生重要影响。[7]李湘珩等对江苏省无锡

市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调查分析后认为，影响农村

科技传播效率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当前存在严重缺

失。[8]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较好地分析了我国农村

科技传播体系、传播方式、传播途径，并基于传播

者与受众之间的单向、线性组织行为较好地分析了

影响农村科技传播效率的因素。但农村科技传播与

推广更是受众(农户)不断参与并提高自身学习能

力、接受能力、心理预期和构建能力的双向多边协

同演化过程，基于此，笔者拟对湖南省农业主产区

进行抽样调查，实证分析影响农村科技传播效率的

农户因素，并提供政策性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选择 

1. 理论分析 

传播是要素间非线性的协整、耗散与自组织演

化，并相互作用、多向互动、循环反馈过程。著名

的传播学家拉斯韦尔将传播过程分解为“传者、信

息、媒介、受者、效果”5 个环节，即“5W 模式”。
[9]农村科技传播体系是一个有机系统，各要素相互

联结，并具有层次、级差的内部结构。我国现有农

村科技传播实践的主要问题在于传播过程中比较

重视“传者、信息、媒介”，农村科技传播停留在

“传者本位”的层次上，而忽略了“受者”。受者

的话语权被制约，严重影响传播、扩散效率与效能，

最终导致“效果”不佳。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村

科技传播过程中的农户呈现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对

传统生产习惯的依赖程度过高而对科技新成果不

够重视；二是过于务求实效，惧怕风险；三是作为

行为主体的逻辑性较差，不容易客观对待未知的状

况；四是农户之间个体性的分散式生产与经营使相

互间缺乏交流与互动，产生不了传播的叠加效应。

这些特点严重制约了农村科技传播效率的提高，是

导致农村科技传播效率长期处于低水平、低层次及

层级间相互剥离等艰难处境的重要原因之一。[10]因

此，当下的农村科技传播亟需分析现行受众的主体

性观念、行为、区域差异及受众的心理偏好，特别

是对受众元意识潜在要件的剖析与构建；受众在农

村科技传播实践过程中因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发

生的身份变化(嬗变成传播者、信息重构者)。农村

科技传播影响效率研究应集中于三个问题：“农村

科技传播的农户能接受什么?农户该接受什么?多重

身份的农户对传播效率的影响是什么?” 

从农户的角度考察，现有的农村科技传播方式

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五类(图 1)： 

 

 

图 1  农村科技传播方式及其关系 

区域间农户合
作与交流的外

溢式传播 

农村基层管理
层、决策层、
第三方机构的
范例式传播

面向农户对象
性教育与培训
的填充式传播农户对农村

科技传播效
率影响 

区域内农户共
同体之间的交

互式传播

社会全体受众

渗透式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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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区域内农户共同体之间的交互式传播；二

是面向社会全体受众的渗透式传播；三是面向农户

对象性教育与培训的填充式传播；四是面向农村基

层管理层、决策层、第三方服务机构的范例式传播；

五是区域间农户合作与交流的外溢式传播。五种方

式在不同的科技传播与扩散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大

多情况下交互影响着传播效率。[11]一般说来，受众

的心理偏好、知识能力、思维能力、认知能力、表

达能力、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社会舆论等主体性

约束因素作用于不同的传播方式，最终对科技传播

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分析并参阅有关文献，[12]笔者认为

与农户有关的影响农村科技传播效率的因素主要包

括：农户所处的系统环境因素，农户的心理偏好、

知识能力、认知能力、表达能力、社会地位等关键

性因素。1)环境因素。包括生产状况与相对中心城镇

的距离，主要由资源禀赋要素构成，不受农户主体

性因素约束，一般来说大范围的环境因素相对稳定，

可作常数考虑，而其余因素与农村科技传播效率都

正相关。2)心理偏好。行为科学一直关注经济个体或

组织的视觉、听觉、触觉等生理性反应在心理期望

效用中传导所引致的决策行为，一般而言，影响农

户心理偏好的主观因素涉及兴趣、态度与执行能力，

客观因素包括组织形式、人际关系等。因此，本文

假设农户心理偏好对科技传播效率有正向影响。3)

知识能力。[13]一般来说户主的知识水平与科技素养

对吸收、接受科技传播资讯与运用科技成果的能力

密切相关，农户在农村科技传播中根据自己需要在

实际工作中形成的技术能力对提高传播效率影响较

大，因而是一项重要衡量指标。本文假设农户的知

识能力对传播效率有着正向影响。4)认知能力。农户

的认知能力涵盖了农户在加工、储存与提取科技信

息上的主体性行为能力，是农户在知觉、记忆、注

意、思维先导、联想下完成科技传播活动的最重要

条件之一，因此，本文假设农户的认知能力与传播

效率正相关。5)表达能力。农户的表达能力反映了农

户交流、探讨信息、资讯的方式、方法与表达机制

结合的系统性组织构建水平，是农户传播角色变换

与交互式传播、外溢式传播的必备条件，所以，本

文假设农户的表达能力对传播效率起着正向作用。

6)社会地位。在建制性社会系统里，由法制、习俗、

规范所形成的各种制度导致行为主体在财产、权力

与权威、社会关系等方面地位不同，存在“知识分

隔”、“贫富分化”、“文化落差”等问题，由这

些因素决定的农户的社会地位影响着科技传播信号

的输入与输出的机制与功能，所以，本文假设农户

的社会地位与传播效率有着正向关系。 

2．变量和模型选择 

本文选取农业生产效率和生活文明程度为被

解释变量，包括提高、持平或者下降三个不同水平。

由于本文着重从农户的主体性角度分析影响农村

科技传播效率的因素，因此变量选取侧重于选择与

农户相关的变量。根据前面的分析，鉴于获取数据

的难度，解释变量选取以下6类11个变量：1)环境因

素：农业生产数量(拥有的稻田)、距城镇跨度(距离

城镇中心的距离)；2)心理偏好：主动获取科技信息

次数、生产工具是否改进、参加区域内与区域外农

村科技传播活动的次数与规格；3)知识能力：参加

农村科技传播教育、培训次数与知识文化水平是否

提高；4)认知能力：是否具备对农村科技传播信息

进行筛选、加工、再传播能力；5)表达能力：是否

参加农业科技信息交流、探讨与示范性应用；6)社

会地位：经济收入水平是否提高、是否参加文化社

团组织、是否担任基层管理工作。各变量含义及预

期作用如表1所示。 

本文因变量有三个水平，即提高、持平、下降，

考虑下降是最差的情况，选用为对照水平，本文采

用Logistic模型对离散型多分类变量进行分析。拟合

Logistic模型，表述如下：  

11 1 1ln ln[ ( / ) / ( / )] ...a aitP P Y A X P Y C X A X X       

11 1 2ln ln[ ( / ) / ( / )] ...b bitP P Y A X P Y C X A X X
p p

p p         

ln ln [ / ] ln 1 0c c ci tP P P    

同时有Pa + Pb + Pc = 1，其中，a代表提高，b代

表持平，c代表下降，同时c也是a和b两个水平的共

同参照组。该组模型可以同时分析a、b对比参照c

的对数发生比，各个方程估计出每一组自变量对不

同Logistic的作用，即多项Logistic模型将产生两套

系数，一套表示提高对比下降的对数发生比，一套

表示持平对比下降的对数发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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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型变量的说明、均值、预期作用方向 

模型变量 取值范围 变量说明 均值 预期作用方向

农业生产效率与农村文明程度 1~3 提高=3，持平=2，下降=1 2.23  

环境因素     

农业生产数量 恒变量  4.12 + 

距城镇跨度 恒变量  4.23 - 

心理偏好     

主动获取科技信息次数 连续变量  5.87 + 
生产工具是否改进 0~1 是=1，否=0 0.54 + 
参加区域内、外科技传播次数与规格 连续变量  4.09 + 

知识能力     

参加教育、培训次数与知识文化提高 连续变量  3.02 + 

认知能力     

是否具备科技信息筛选、加工、再传播能力 0~1 是=1，否=0 0.47 + 

表达能力     

是否参加科技信息交流、探讨并示范性应用 0~1 是=1，否=0 0.51 + 

社会地位     

经济收入水平是否提高 0~1 是=1，否=0 0.46 + 

是否参加文化社会组织 0~1 是=1，否=0 0.32 + 

是否担任基层管理工作 0~1 是=1，否=0 0.25 +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0年10―12月笔者对湖南

省农业生产主产区的澧县、华容县、湘乡市、涟源

市、衡南县共5个区域12个乡镇的324个农村家庭单

位(5个被调查县(市)名称在样本统计表中分别用

A、B、C、D、E代替)。调查对象一般为户主具有

初中及以上文化、年龄四十左右、长期从事农业生

产、三到四口之家、中等收入水平的普通承包户，

根据跟踪调查与问卷调查，共回收和确定有效数据

320份，有效率为98.76%，调查样本分布合理、均

匀，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统计结果显示：所遴选的

解释变量通过历史时序对比分析有55.95%调查对

象生产效率提高，31.51%的调查对象生产效率持

平，12.54%调查对象生产效率下降；53.92%的调

查对象文明程度提高，44.09%的调查对象文明程

度持平，1.99%的调查对象文明程度下降。 

               表 2  样本情况统计             %  

农业生产效率 农村文明程度 调查 

地区 
样本数 

提高 持平 下降 提高 持平 下降

A 62 56.32 33.56 11.12 51.78 45.98 2.24

B 65 54.79 30.98 14.23 54.25 43.68 2.07

C 60 55.10 29.79 15.61 55.12 42.89 1.91

D 67 57.43 32.54 10.03 54.65 43.47 1.88

E 66 56.12 30.67 13.11 53.79 44.43 1.78

本 文 运 用 Eviews 统 计 软 件 对 数 据 进 行

Multinominal 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表3。 

表 3 总模型和变量检验结果统计 

农业生产效率 农村文明程度
模型变量 

卡方值 P值 卡方值 P值 

总模型 132.60 0.00 94.21 0.00 

环境因素     

农业生产数量 10.12 0.15 12.33 0.02 

距城镇跨度 4.98 0.12 8.57 0.03 

心理偏好     

主动获取科技信息次数 12.54 0.00 7.99 0.08 

生产工具是否改进 10.20 0.01 5.27 0.04 

参加区域内、外科技传播

次数与规格 
8.01 0.00 4.39 0.00 

知识能力     

参加教育、培训次数与知

识文化提高 
16.79 0.04 19.25 0.00 

认知能力     

是否具备科技信息筛选、

加工、再传播能力 
18.65 0.00 10.67 0.00 

表达能力     

是否参加科技信息交流、

探讨并示范性应用 
16.97 0.07 11.65 0.02 

社会地位     

经济收入水平是否提高 16.03 0.01 6.04 0.11 

是否参加文化社会组织 15.11 0.02 4.30 0.04 

是否担任基层管理工作 3.20 0.01 3.7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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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总体模型进行分析，总模型卡方值为 94.21

和 132.60， p≈ 0.00 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至少

有一个自变量系数不为 0，模型符合统计意义。 

表 4 模型结果统计 

 

各类因素对农村科技传播效率的影响分析如下： 

(1)环境类因素对农村科技传播的影响。农业生

产数量与距城镇跨度等变量对模型的作用具有统

计意义但影响相对稳定。从表 4 可知，就农业的生

产效率而言，农业生产数量越大，农户趋向于获得

规模经营效益，使得生产效率提高；就农村文明程

度而言，农业生产数量大农业行为主体文明程度趋

向于提高，距城镇跨度与文明程度的提高正相关，

但影响较小。从模型中正效应的影响来看，环境因

素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递度阶段，生产规模化将促

进生产效率和农村文明程度的提高，促进农村科技

传播与扩散效率。[14] 

(2)农户心理偏好类因素对科技传播效率的影

响。从表 4 得知，农户主动获取科技信息的心理偏

好相对于生产效率与文明程度而言影响较弱，而农

户通过改进生产工具对生产效率与文明程度影响

明显，农户积极参加各种科技传播活动对生产效率

增加影响显著，对文明程度提高影响较弱。因此，

积极引导农户对农村科技传播的心理偏好能促进

传播效率的提高。 

(3)农户知识能力、认知能力类因素对科技传播效

率的影响。从表 4 结果看，农户经常参加教育培训、

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对科技资讯具备一定的甄别、筛

选、整理与重构能力，从“受者”身份转变为“传者”、

“媒介”等多重角色时，对农业生产效率与农村文明

程度提高的影响十分显著；就持平水平而言无关紧

要，作用不明确。因此，农户知识与认知类因素导致

的主体能力增强可以作为科技传播效率提高的潜在

动力来研究。   

(4)农户表达能力、社会地位类因素对农村科技

传播效率的影响。从表 4 结果看，农户对科技资讯

的交流、互动、探讨和示范性应用，对于农业生产

效率的提高十分重要，对于农村文明程度提高影响

不大；就持平水平而言，无关紧要。农户经济水平

的提高对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影响明显，但不十分

显著，与本文预设不符，说明农户的经济收入来源

农业生产效率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持平 农村文明程度提高 农村文明程度持平 
解释变量 

β Exp(β) Sig. β Exp(β) Sig. β Exp(β) Sig. β Exp(β) Sig. 

常数项 -10.34  0.79 -9.70  0.98 -8.50  0.99 -6.99  0.98 

环境因素             

农业生产数量 0.45 0.68 0.12 0.64 0.65 0.02 0.78 0.12 0.64 0.98 0.56 0.00 

距城镇跨度 0.53 0.66 0.01 0.80 0.45 0.14 0.22 0.19 0.79 0.12 0.47 0.76 

心理偏好             

主动获取科技信息次数 -0.12 0.89 0.14 -0.36 0.90 0.04 -1.90 0.33 0.00 -9.20 -1.09 0.09 

生产工具是否改进 1.65 0.13 0.45 1.23 0.04 0.70 0.78 0.47 0.21 0.86 0.67 0.02 

参加区域内、外科技传

播次数与规格 
1.99 0.08 0.00 1.44 0.10 0.09 1.90 0.90 0.92 1.57 0.70 0.28 

知识能力             

参加教育、培训次数与

知识文化提高 
10.04 0.68 0.77 -30.60 0.90 0.89 2.80 1.24 0.99 -9.80 4.00 0.23 

认知能力             

是否具备科技信息筛

选、加工、再传播能力 
22.22 0.44 0.75 5.08 2.09 0.66 3.12 2.01 0.45 -20.44 1.09 0.81 

表达能力             

是否参加科技信息交

流、探讨并示范性应用 
17.23 0.56 0.63 1.99 0.98 0.70 -4.10 1.09 0.32 -2.08 1.02 0.49 

社会地位             

  经济收入水平是否提高 5.00 -0.54 0.98 -0.87 0.14 0.73 1.89 -0.69 -0.90 2.04 -0.01 0.02 

  是否参加文化社会组织 -1.45 -0.34 0.12 0.85 -0.09 0.56 15.84 0.04 0.79 0.66 -0.15 0.40 

  是否担任基层管理工作 42.05 2.80 0.33 9.66 -0.76 0.78 3.27 0.45 0.86 0.99 0.43 0.76 



 
 

第 13 卷第 1 期                    刘红峰 农村科技传播效率的农户影响因素分析                               13 

已多样化，非农收入占有一定的比例；经济收入提

高对于农村文明程度提高影响不明显。农户参加社

团组织对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无关紧要，对持平水平

的影响不明确；但是农户参加社团组织对农村文明

程度影响显著，说明农村文化社会组织及活动是农

村经济收入提高后农村文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

时代课题。农户担任基层管理工作对于农业生产效

率的提高十分显著，对于农村文明程度提高同样具

有较大影响，说明基层管理工作者在农村仍然还具

有一定的精英作用。就持平水平而言，作用不大，

说明部分基层管理工作者较多从事非农事务。因

此，农户的表达能力与社会地位类因素对模型有显

著影响。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湖南农业主产区 5 个区域 12 个乡镇 320

个农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选取 6 类 11 个变量，运

用 Multinominal Logistic 模型分析了影响农业科技

创新成果传播效率的农户因素。结果表明，农户的

主体性因素在农村科技传播效率中扮演重要角色。

说明农户积极参与科技传播活动、示范式应用科技

成果、主动参加教育培训活动、提高文化知识等行

为在农业生产效率与农村文化程度提高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同时，研究也发现，当前农村非农收入的

提高与非农事务的增多，需要更好地研究“传者该

传播什么”与“受众该接受什么”的问题，这对于

传播效率而言十分迫切。因此，基于农户的主体性

角度考虑，要促进农村科技传播效率的提高，主要

在于改善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环境，加强科技传播

方式、手段、途径等系统性内外部环境的建设；在

制度层面上加强保障农户平等、公正的教育权利和

知识获取权利，提高农户科技认知能力与知识水平；

构建法治、自由、宽松的农村基层民主表达机制；

培育和健全农村科学文化交流公共服务平台；培育

构建有利于科技传播效率提高的伦理文化与道德

规制，诱导改变农户对科技传播的心理偏好，提高

科技传播效率的价值导向行为。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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