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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南大公圩生态养殖技术推广的实践与启示

� 陈 � 涛

[摘 � 要] � 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体制性缺陷造成大量先进技术被置于空中楼阁。大公圩地区的

技术推广体系创新为此提供了破解路径。通过组织体系创新, 形成了!推广  扩散∀型推广格局。其中,

专家组、技术指导员和科技示范户之间是自上而下的推广关系, 而科技示范户和一般养殖户之间是技术

扩散关系。在这种环环相扣的格局中,技术指导员和科技示范户是促进技术应用与长期扎根农村的有效

载体。研究说明, 培养农村技术精英是解决推广中!断层∀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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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Imperfection in Ecological
Technology Promotion a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 he Pract ice and Enlig htenment of E co�husbandry Technology
Promotion in Dagongxu of South A nhui Province

CHEN T ao
(Univ ersi ty of Cali f ornia , Santa B ar bara, US A )

Abstract: T he inst itut ional imperfect ion in agr icultural techno log y promo�
t io n in China results in the w aste o f many advanced techno logies. The innovat ion

of technolog y pr omot ion system in Dagongxu ar ea has pro vided the solutions.

T hrough the innovat ion in o rganizat ional sy stem, a "promot ion- expansion" pat�
tern has been formulated. U nder this pat ter n, experts group, technical super vi�
sor s, and pilot households form a top - down promot ion relationship, and that

betw een pilot households and common househo lds is o f techno logical expansion.
In such a pat tern, technical super visor s and pilo t households are ef fective carr iers

to promote technolog ical applicat ion in villages. It is concluded that cult ivat ing

local technical elites in villages is essent ial to o ver com ing obstacles in technical

pr omot ion.

Key Words: ecolog ical technolog y; technical pr omot ion; institutional im�
perfect ion; "promot ion�expansion"; pat tern of dif ferent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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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科
学技术不仅被认为在导致环境问题出现 ,也被认为

在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中发挥着现实的以及潜在

的作用 ( Mol, 2000; M ol & Sonnenfeld, 2000: 6 )。

解决包括生态恶化在内的诸多问题,技术仍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技术如何为实践者所应用呢? 特别是生态农业技术

的推广,由于推广体系的薄弱,很多先进的技术被置于空中

楼阁,此即技术推广过程中的! 断层∀现象。那么 ,如何解决

这一难题? 笔者以博士论文中的生态养殖技术推广为案

例,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笔者的田野调查点位于皖南首圩   大公圩。大公圩

包括 6个乡镇,圩内水系发达,沟渠纵横,池塘星罗棋布;圩

区西濒长江,东临三大通江湖泊之一的石臼湖。大公圩是

典型的! 江南鱼米∀之乡,圩内河网四通八达,河水清澈见

底。1973年,大公圩开始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发展河蟹人工

养殖这种特色水产经济。但到了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

粗放型的! 大养蟹∀严重破坏了水域生态环境 ,水质由%类、

&类恶化为∋类、(类,水草和螺蛳等水生资源被破坏殆

尽。河蟹产业因而遭受重创。2002年以来,通过! 种草、投

螺、稀放、配养、调水∀为主要内容的生物技术修复,恶化为

∋类、(类的水重新修复到%类、&类水标准。而且,水草、

螺蛳等水生物资源得到修复 ,水域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

同时,河蟹养殖这种特色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并成为农村经

济支柱。) 农业部已在全国推广这种生态养殖模式。2009

年,首批河蟹通过国家有机论证,标志着河蟹产业迈入一个

新阶段。目前,大公圩地区已形成河蟹人工繁殖、规模化生

态养殖、市场流通和加工出口等完整的产业链。河蟹也已

销售到韩国、中国香港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生态技术发挥了关键性的功能。

那么,在当前技术推广体系存在严重困境的情况下,大公圩

地区是如何实现生态技术有效推广的呢? 笔者将从技术社

会化的角度,深入分析技术是如何推广、如何融入社会以及

如何适应底层社会民众的。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生

态技术的推广,二是生态技术的社会适应性。本文先从自

上而下的视角,研究大公圩是如何进行组织体系创新,进而

是如何将生态技术推广下去的,后文将通过自下而上的视

角分析生态技术的社会适应性。笔者将先从全国技术推广

的体制性困境这一宏观背景出发,在系统阐释这种体制性

困境的基础上研究大公圩地区技术推广体系创新的路径与

启示。

二、中国农业技术推广的体制性困境

1.从河南项城案例说开

2007年,中国农业大省河南省的项城市因为农业技术

推广不到位,农民缺乏相应的技术指导,导致近万亩采用优

质良种的麦田出现减产甚至彻底绝收问题。笔者综合央视

新闻对该事件的系列报道,将此事件的来龙去脉梳理如下:

个案 1 � 技术匮乏让麦子夏收成泡影 ∗

2007年夏收在望 ,河南项城近万亩采用优质良种的麦

田却出现了减产甚至彻底绝收问题。眼看夏收在即,农民

们却欲哭无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调查发现,所有出问题的麦子都是因为采用了新的麦

种造成的 ,叫做! 豫农 949∀。难道是这个麦种有什么问题

吗? 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豫农 949属于良种补贴的品种 ,由

项城市统一招标购进。豫农 949的相关资料也表明 ,这是

一种由国家审定的优质高产小麦新品种,适宜在河南、安

徽、江苏等地种植。从各个地区种植的情况来看,既高产又

稳产。既然如此,为何会大幅减产呢?

河南气象台发布的资料表明: 去年 ( 2006年 )十月,河

南平均气温比同期偏高 3度多,而进入 11月份,气温依然

偏高。由于去年是暖冬,造成麦苗年前生长过快,到今年 3

月 5日前后 ,这批抗寒型越冬小麦已经拔苗。可正在此时,

突然来了一次倒春寒,温度降至零下。而豫农 949此时正

处于孕穗期 ,是抗寒性最弱的时候,所以遭受了冻害。按照

该品种生长规律,豫农 949属于弱春性品种,相比一般的麦

种,它在春季里的抗寒性要比一般品种差,因此播期要晚一

个星期左右,最早不能早于 10月 10号 ,目的是躲过倒春

寒;播量最多是每亩 6~ 7公斤。

而在项城大于庄村,村民们由于没有得到技术培训 ,对

这种新品种的生长规律和生物特性都不清楚,所以仍然按

照以往种麦子的经验进行播种。每亩播种量高达三四十

斤,超过每亩规定播种量的五倍多;而且播种时间不但没有

延迟,反而提前了十几天。因而,造成了秋收季节的减产甚

至绝收问题。而同为项城市的宋庄村种了 1 300多亩豫农

949,全部长势良好,就是因为宋庄村是项城市农业局的良

种示范基地,麦农因此得到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简言之,河南大于庄村村民由于没有相应的技术培训,

对新品种的生长规律和气候条件不了解,仍然按照以前的

种植经验进行播种,造成了这种减产甚至绝收局面。而宋

庄村由于得到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所以所有麦地长势良

好。而宋庄村得到技术支持的关键是该村是市农业局的良

种示范基地。但是,示范基地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在那

些没有示范基地的地区, 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广往往就成了

问题。农民在这种背景下采用新技术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和风险。

2.中国的农业技术推广的体制性缺陷

)

∗

详细情况可参见笔者前期研究成果。陈涛:+从! 大养蟹∀到

! 养大蟹∀的环境社会学分析, ,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年第 4期;陈涛:+生态现代化视角下皖南农村发展的实证研

究    兼论当代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 +现代经济探讨, ,

2008年第 7期;陈涛:+1978年以来县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 ,+广

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年第 4期。

根据 CCTV+技术匮乏让麦子夏收成泡影, ( ht tp: / / new s .

cctv. com/ china/ 20070518/ 104861. shtml)和+河南项城: 同是优良麦

种丰收减产两重天, ( h ttp: / / w ww . agri. gov. cn/ gndt / t20070522_

819647. htm)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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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推广活动主要是由各级农业技术推广站等机

构来开展并完成的。在美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科研、

教育和技术推广活动是三位一体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充

足,技术推广员社会福利待遇优厚。西方社会学家将这种

技术推广机构称为! 变迁机构∀ ( Change Agent )。Rogers

( 1962: 255)的研究发现 ,! 变迁机构∀这一术语最初出现于

1947年 ,此后被很多研究者用来分析革新(技术)的传播。

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发挥了促进新技术采用和农村社会发展

的功能。变迁机构在促进新技术发明被采用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 Rogers, 1962: 271)。

相比之下,中国的农业技术推广是政府主导格局,并建

立了从中央到乡镇的五级技术推广体系。其中 ,县乡两级

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是具体开展技术推广活动的主体。但由

于财政等原因,基层的技术推广困境重重。 ( 1)农业技术推

广经费短缺问题突出。( 2)技术推广部门办公条件差,设施

落后。( 3)基层技术推广部门特别是乡镇一级农业技术推

广部门基本处于瘫痪或者半瘫痪状态,被称作是! 线断、网

破、人散∀的格局。笔者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调查时发现, 很

多基层技术推广站形同虚设,乡镇技术推广员甚至在从事

计划生育工作。( 4)专业技术力量薄弱,专业素质结构也不

合理。非专业技术人员 (行政人员 )过多,专门从事农业技

术成果转化推广的人员更少。美、日、德等发达国家,每万

名农业人口就有 40名农业科技人才 ,而中国大陆仅有 6名

(张军, 2005)。( 5)技术推广员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由此

导致科技成果在走向社会化过程中的! 断层∀现象。即从技

术发明到技术应用的过程出现中断 ,造成一方面发明创新

成果! 相对过剩∀ ,另一方面技术应用与推广却! 市场疲软∀

的社会现象(陈凡, 1995: 27)。

技术推广的体制性缺陷极大地阻碍了先进农业技术的

推广与应用。主要表现在: ( 1)关键的农业技术至今尚未推

广到位。目前,制约中国粮食生产的水稻旱育稀植、平衡配

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和节水灌溉四大关键农业技术在

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诞生并开始在全国农村推广 ,但这些

关系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老技术推广了 20多年仍然迟

迟不能到位(姚润丰, 2006)。( 2)很多地方农民因为缺乏有

效的技术指导而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如前述河南项城在

夏收在望之际,采用优质高产良种的麦田却出现了减产甚

至彻底绝收问题。根源就在于该品种在当地属于新品种,

农民没有掌握这项新品种的技术要领。 ( 3) 各级政府几乎

每年都安排专门的技术推广活动,如技术下乡活动等等。

但是,下乡活动一结束,随着专家的回城,所推广的技术也

跟着回城了。技术并没有扎根农村,留在农村。

三、生态技术推广中的体系创新

1.农业技术推广的! 最后一公里∀

所谓! 推广∀ ,是一个出现在 19世纪的术语,用来描述

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学知识向农民的田间地头转换

(Warner, 2008)。也正是因向农民推广了农业技术,才产生

了所谓的! 农业革命∀。这种! 农业革命∀的结果不但包括农

业高产, 还包括农业污染的大幅下降 ( Rogers, 1988)。但

是,如果推广体系不健全,则先进的技术无法完成这种促进

变迁之功能。农业专家一般将之称为农业技术推广的! 最

后一公里∀问题。

2010年 4月 8日,笔者在百度输入! 农业技术最后一公

里∀,找到相关网页约 201 000篇。分析发现,上到农业部等

国家部委,下到各个乡镇,都在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难题。近

年来,每年的全国两会,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此提出

议案,商讨农业技术推广的断层问题。在大公圩地区,种植

业技术推广中也面临着这方面的挑战。笔者调查中发现,

先进的种植业技术还没有在农村很好地扎根,很多的技术

推广活动往往流于形式。就笔者对乡镇政府官员以及当地

居民的访谈分析,主要原因是种植业推广的组织体系涣散。

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他们也在呼吁解决种植业技术推广

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而在生态养殖技术推广活动中,组

织体系的创新则有效解决了! 最后一公里∀这个棘手问题。

2.生态技术推广的组织体系

技术市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社会创新,但

技术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光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是难以奏效

的,还需要国家和政府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调适 (陈

凡, 1995: 31)。政府在技术推广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解决技术推广中的! 线断、网破、人散∀的体制缺陷,当地

政府通过农业部! 渔业科技入户工程∀项目,在技术推广中

建立健全了技术推广体系和网络。这种网络体系就是由上

至农业部专家组、下到普通养殖户的相互影响的技术推广

网络。这种网络建立了技术成果推广与转化的有效机制,

解决了技术推广中的! 断层问题∀。

如图 1所示,在生态技术推广体系中 ,一共有三个系

统,即专家组系统、技术指导员系统和科技示范户系统。其

中,专家组系统包括农业部专家组、省专家组和县专家组三

个层面。专家组主要向技术指导员和科技示范户提供技术

培训和技术指导。每名技术指导员负责指导 15~ 20户科

技示范户 ,每名示范

图 1� 生态技术推广体系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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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再辐射带动 20户左右的一般养殖户。这样,所有的养殖

户都能在技术辐射圈内。三个系统分别发挥着不同的却又

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功能。在这个系统结构内 ,专家组、

技术指导员和科技示范户之间是自上而下的技术推广关

系,而科技示范户和一般养殖户之间则是民间社会的技术

扩散和技术辐射关系。这种! 推广 扩散∀格局是技术推广

体系和制度的重要创新 ,因为单靠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技

术推广 ,无论是人力还是精力,都是有限的。通过科技示范

户这一中间载体,是促进技术在民间扩散与应用的有效方

式。这种立体的、环环相扣的网络结构体系,为生态养殖技

术的社会化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四、生态技术推广系统

1.专家组系统

专家组系统有三个层次,一是国家层面的,即国家农业

部的水产专家,二是省级专家组 ,三是县级专家组 (图 1)。

专家组既对技术指导员进行技术培训,也给科技示范户进

行技术培训和指导 ,还到一般养殖户的养殖水面现场了解

河蟹养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进而提供针对性的技

术指导。专家组系统内部有较细致的分工。农业部专家组

主要发挥的是技术培训和指导功能 ,能提供最新的技术信

息和资料;省县专家组系统是以县专家组为实体发挥技术

培训和日常管理功能。同时,在具体的业务方面 ,县专家组

受国家专家组和省专家组的技术指导。

首先,农业部专家组的技术指导。! 种草、投螺、稀放、

配养、调水∀是水产生态养殖模式的核心,但这绝不意味着

知道了这一基本内容就肯定能把生态养殖搞好。具体的生

产环节是非常复杂的,在不同的气候和季节条件下以及不

同生态条件的养殖水面中,生态养殖的具体措施都会有所

差异。因此,生态养殖的一般原理是静态的,但是具体技术

则是动态的,每年都在根据自然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更新。

仅以种草为例,种草是生态养殖的基础条件,正所谓! 蟹大

小,看水草∀ ,池中水草覆盖率的多少 ,直接影响蟹的规格和

质量。但是水草过多也必然会造成新的污染源。因为水草

过密,河蟹的活动空间就会受到限制 ,河蟹蜕壳生长的环境

也受到影响。近年来,不少养殖户懂得水草重要性后,都十

分重视水草的种植与保护,但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大量种

植水草 ,出现了! 溺爱∀水草的问题,造成了新一轮的水体富

营养化。这些都需要专家组特别是农业部专家组的技术指

导。农业部首席专家王教授,每年至少前来进行生态养殖

技术指导 2次。2006年、2007年和 2009年,上海水产大学

教授博士服务团前来参加渔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 夏季行

动∀ ,并与科技示范户召开座谈会,研究生态养殖的进展及

其技术需求情况。农业部专家组的社会文化特征是学术水

平高,专业知识和理论知识丰富。同时,他们对全国的河蟹

养殖产业和前景有系统的研究。

其次,省县专家组。省专家组是因为农业部项目的需

要而产生的派出单位和指导单位,也会不定期地前来开展

一些技术培训活动。县专家组是技术推广与业务活动的实

体单位,主要负责: ( 1)邀请全国的水产专家前来技术培训。

( 2)组织技术员到外地参观学习。( 3)技术指导员和科技示

范户的遴选。( 4)应急型的技术指导。比如 2008年和 2009

年的雪灾,县专家组组织技术人员发布应急救灾措施和技

术指南。( 5)其他日常工作。县专家组开通了! 渔业科技入

户示范工程网络服务平台∀ , 利用这个平台将各种技术培

训、渔事安排及天气状况等最新信息以短信这种现代通讯

网络及时发送给示范户。笔者在实地调查期间 ,电话联系

有关科技示范户访谈时,听到的首先是! 欢迎拨打渔业科技

入户,科技入户、增效富农。电话正在接通中− −∀此外 ,自

2002年起 ,每年 12月份的第一周被确定为! 水产科普活动

周∀,以此作为生态养殖技术培训和到外地学习考察的专门

时间。! 科普活动周∀活动主要由县水产局负责实施。

2.技术指导员系统

技术指导员在业务方面接受各级专家组的技术培训与

指导,从而更好地指导所负责的科技示范户。每名指导员

负责 15~ 20名示范户的技术指导与服务工作,每年累计到

户工作时间不少于 60天。县水产局为科技示范户制作了

工作联系卡 ,联系卡上印有技术指导员的姓名、联系电话、

住址等基本信息,方便了示范户与技术指导员的沟通。这

样,一旦养殖过程中有技术需求,就可以打电话联系技术指

导员,进行电话咨询或者要求到养殖水面实地查看给出指

导意见。每名技术指导员也都要精心制定技术指导方案,

帮助示范户拟订全年生产计划。

技术指导员系统的社会文化特征是:文化水平相对专

家系统要低,但要高于科技示范户;他们是当地人,熟悉当

地农村社会 ,与老百姓和科技示范户以及普通养殖户打交

道的时间更多。在大公圩地区 ,一共有 13名技术指导员,

占全县技术指导员总数的 86. 7%。其中 , 11名来自乡镇农

技站, 2名来自县水产科研所。其年龄、性别、文化 (专业、

学历、职称)结构和指导户数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 技术指导员性别、年龄和文化结构

序号 性别 年龄 职称 学历 专业 指导户数 单位

1 男 38 助工 中专 淡水养殖 20 县水产科研所

2 男 35 助工 中专 淡水养殖 20 县水产科研所

3 男 44 农艺师 中专 农 学 20 塘南镇农技站

4 男 38 工程师 中专 淡水养殖 20 塘南镇农技站

5 男 37 工程师 中专 淡水养殖 20 塘南镇农技站

6 男 37 工程师 中专 淡水养殖 20 大陇乡农技站

7 男 38 工程师 中专 淡水养殖 20 大陇乡农技站

8 女 36 助工 中专 淡水养殖 15 大陇乡农技站

9 男 36 工程师 中专 淡水养殖 15 大陇乡农技站

10 男 36 工程师 中专 淡水养殖 20 石桥镇农技站

11 男 35 助工 中专 淡水养殖 20 黄池镇农技站

12 男 37 助工 中专 淡水养殖 15 黄池镇农技站

13 男 38 工程师 中专 淡水养殖 20 护河镇农技站

资料来源:基础数据为 2009年 8月实地调查期间, 县水产局提供。

通过表 1对技术指导员的文化和年龄结构的分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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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技术指导员系统是一支年富力强、专业技术水平较高的

队伍。( 1)学历层次结构:均为中专( 100% ) ; ( 2)专业结构:

淡水养殖专业 12 人( 92� 3% ) ,农学专业 1人 ( 7� 7% ) ; ( 3)

职称结构:工程师 7人( 53� 8% ) ,农艺师 1人 ( 7� 7% ) ,助理

工程师 5 人 ( 38� 5% ) ; ( 4) 年龄结构 : 30 ~ 40 岁 12 人

( 92� 3% ) , 40岁以上 1人( 7� 7% )。另外,在性别结构方面,

男性是主体,占 92� 3%。实施渔业科技入户项目以来,他们

还纷纷在+渔业科技,等专业刊物发表关于河蟹生态养殖实

验和研究方面的科研论文,进一步增强了研究能力和技术

指导能力。

3.科技示范户系统

科技示范户是河蟹生态养殖中的技术精英 ,他们中的

很多人早在政府正式系统地研究河蟹产业出路的时候, 就

已经在探索新型养殖模式。大公圩地区从事河蟹养殖的家

庭有 5 000户左右,县水产局从中选择了 245户作为科技示

范户。科技示范户的遴选条件是:有一定文化水平(至少有

一名劳动力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 ;有较好的养殖技能 (生

态养殖效益较高,河蟹养殖规模在当地属于中上水平 ) ; 愿

意以自己所掌握的生态技术帮助、带动周边养殖户(每户辐

射带动 20户左右的一般养殖户)。科技示范户是生态技术

推广的重点对象,他们能优先获得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优

先获得生态养殖的最新技术信息和生产设备,如免费获得

水质自动检测仪等等。同时,他们还有权利对技术指导员

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很大程度上影响技术指导

员的物质津贴和奖励。所以,这也对技术指导员的技术服

务提供了监督机制。

科技示范户是当地生态养殖精英,与专家系统和技术

指导员系统发生直接的联系;他们对生态技术的采用情况

及其生态养殖效益如何直接影响到其他养殖户对生态技术

的评价和采用。通过科技示范户的直接影响和示范带动,

技术推广的效果要好得多。在科技示范户系统中,年龄最

大的 61岁,最小的 23岁,均为 1人。年龄组主要集中在 40

~ 50岁之间 ( 20 世纪 60 年代 ) , 共计 138 人, 占总数的

56� 3% ;其次是 30~ 40岁的年龄组,共计 82人,占总数的

33� 5% ;再次是 50~ 60岁的年龄组,共计 20人,占总数的

8� 2% (表 2)。

在学历结构方面,科技示范户的文化水平略高于养殖

户的平均文化水平,但远远低于技术指导员的文化水平。

在科技示范户中,初中毕业的仍占绝大多数,达到 78. 0%。

此外,高中毕业占 16. 7% ,中专毕业占 2. 5% ,小学毕业的

占 2. 0% ,大专毕业只占 0. 8% (表 3)。

表 2和表 3分析表明,科技示范户系统相对技术指导

员系统,呈现出明显的! 一高一低∀特征,即年龄明显偏高,

而文化水平明显偏低。 ( 1)其年龄组集中在 40~ 50岁, 均

值(平均年龄)为 43� 44 岁。这与技术指导员系统 30~ 40

岁占 92� 3% , 40 岁以上仅占 7� 7% ( 1 人 )形成很大反差。

( 2)文化水平低 ,初中文化水平将近 80% ,而技术指导员都

是中专毕业。如果和专家组相比 ,则相差更远。技术推广

中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是笔者在下文+技术社会适应性,中要

重点分析的。需说明的是,科技示范户的文化水平要高于

当地养殖户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 245 户科技示范户只占

5000户养殖户的 4� 9% ) ,是养殖户中的技术精英和文化精

英。因此。他们也是技术社会化的重要桥梁和中间载体。

表 2 � 生态养殖科技示范户的年龄结构

出生年代 出生年 年龄 人数

20世纪 40年代(共 1人,占 0. 4% ) 1949 61 1

20世纪 50 年代(共 20 人,占 8. 2% ) 1950 60 2

1951 59 1

1952 58 1

1953 57 1

1955 55 2

1956 54 5

1957 53 4

1958 52 2

1959 51 2

20世纪60年代(共138 人,占 56. 3% ) 1960 50 2

1961 49 6

1962 48 14

1963 47 18

1964 46 13

1965 45 19

1966 44 17

1967 43 15

1968 42 16

1969 41 18

20世纪 70年代(共 82人,占 33. 5% ) 1970 40 19

1971 39 11

1972 38 11

1973 37 8

1974 36 7

1975 35 12

1976 34 3

1977 33 8

1978 32 1

1979 31 2

20世纪 80年代(共 4人,占 1. 6% ) 1981 29 1

1982 28 1

1983 27 1

1987 23 1

备注:年龄为本年( 2010年)减去出生年而得。基础数据由县水产局提供。

表 3 � 科技示范户的学历结构

学历结构 人数(个) 百分比

大专 2 0. 8%

中专 6 2. 5%

高中 41 16. 7%

初中 191 78. 0%

小学 5 2. 0%

总计 245 100%

� � 备注:基础数据为县水产局提供。

五、技术推广中的!差序格局∀
1.生态技术! 推广 扩散∀格局

如前图 1所示,生态技术并不是均等化地推广下去的。

相反,技术推广中呈现的是! 差序格局∀ ,即以科技示范户为

基本推广对象,而后再通过他们在社区内传播、扩散生态技

术。这种! 推广 扩散∀格局适合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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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技术推广中,并不是能获得高产高效的技术就能得到

迅速普及。相反,很多非经济因素在技术采用中发挥着更

重要的作用。

社会学家在研究玉米杂交种推广中发现,在技术革新

到决定采用过程中,邻居是极其重要的影响渠道 ( Ryan &

Gross, 1943; Rogers & Burdge et al, 1988: 303)。但是, 什

么样的邻居才能发挥关键性的影响呢? 在生态技术推广

中,科技示范户是生态技术转化和普及化的关键载体。而

早在 20世纪 30年代,晏阳初在平民教育运动中实施的! 表

证农家∀就与之同理。所谓! 表证∀是表演证明的意思,就是

选择接受识字教育的中青年先试用这些新方法新品种, 进

而影响乡邻。也就是用农民自己的成功经验教育那些普通

农户,让他们从身边人的成功中感受现代农业技术的威力。

!表证∀是! 平民教会∀在推行某一良好制度或事物前的一项

必需的准备工作, 比较国人习用的! 示范∀更具积极意义。

因为注意由农民领导农民自动实行,当众表演证明其成效,

让农民亲眼看到科学的功用,自然和教师及熟手显示模范

用意大不相同。! 表证农家∀的技术推广方法收到了极大成

效,被认为是农业科学深入民间最妥善的制度 (吴相湘,

2001: 193~ 195)。无论是技术推广中的科技示范户系统,

还是! 表证农家∀制度,他们之所以能更好地发挥技术辐射

和扩散功能,从根本上说 ,是由技术受众的社会文化特征所

决定的。

2.技术受众的社会特征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时采用一项新技术 ,相反,技术采

用者在一定系统内是可以分类的 ( Rogers, 1962: 148)。同

为技术采用者,其内部往往有很大异质性。生态技术受众

包括科技示范户和一般养殖户两类,而前者还包括! 先进受

者∀和!先进多数∀两种类型。! 先进受者∀是那些最早开始

探索新型养殖模式的生态精英,而且在水产专家前来推广

先进技术之初,也是积极采用的首批人群。! 先进多数∀则

是在政府自上而下地技术推广活动中较早采用新技术的人

群。而一般养殖户的技术来源渠道主要是科技示范户。

首先 ,先进受众是当地的生态精英,也是科技示范户中

的技术精英。他们早在政府系统地推广新技术之前就开始

试验、探索新型养殖模式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被视作技术革

新者。他们: ( 1)具有很强的探索冒险精神, 具有尝试新技

术的兴趣 ; ( 2)文化水平高于当地社区的平均水平,具有较

强的试验能力与技术革新能力; ( 3)在社区内有比较高的社

会地位,无论社区内还是社区外都有比较多的社会网络,能

够学习到其他地区的先进养殖经验; ( 4)先进技术一方面来

源于水产专家学者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则来自他们到生

态养殖发达地区的经验学习以及自己的探索、试验; ( 5) 因

而,他们是生态技术的最早采用者和首批技术受众; ( 6) 在

技术影响人群即 T echnology Affect ed Persons方面 ,他们实

施生态养殖模式取得成功后,对社区内的其他养殖户产生

了直接的、显性的影响,促进了社区成员对生态养殖技术的

采纳,同时对社区外养殖户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他们

得到充分认可是在新型养殖模式取得显著经济效益之后。

在河蟹养殖遭遇! 寒流∀时期的技术变革和试验 ,社区内其

他养殖户在舆论上对之是持否定态度的。

表 4 � 生态技术受众主体的社会文化特征 )

比较维度 先进受众(生态精英) 先进多数 一般养殖户

采用的时间 最早( 1997年开始) 中间( 2002年) 2002年以后

态度和价值
观

富有冒险和尝试精
神,积极探索、采用
新技术。

相对保守、传统, 不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但相对一般养
殖户,具有较强的创
新意识。

对新技术持怀疑和
观望态度;只有社区
内多数成员采用新
技术并取得成功时,
才会跟着使用。

受教育水平

高于当地社区的平
均文化水平(初中以
上文化水平 ) ; 具有
较强的试验能力和
技术革新能力。

稍高于本社区平均
教育水平, 有一定的
阅读农业杂志和信
息的能力, 有一定的
探索试验能力。

文化水平很低, 难以
直接学习利用新技
术;实际的技术操作
能力不强,需要直接
的技术指导。

在社区中的
地位

在社区内外有很多
社会关系, 在社区内
有比较高的社会地
位;他们对技术的应
用效果对社区其他
成员具有直接影响。

在社区内有一定的
社会关系网络, 参加
一定的社会组织 ;他
们是谨慎地采用新
技术并获得成功的
典范。

生活相对闭塞, 社区
内外的社会关系网
络资源很少。

技术来源

专家学者; 先进社区
的成功经验;在本社
区进行探索试验和
比较研究, 发现既有
养殖模式问题的症
结,并试验新型养殖
模式。

聆听科研院所专家
的讲 座; 先进 受众
(生态精英) 的成功
经验。

直接来源于先进受
众以及社区中的! 先
进多数∀; 间接来源
于水产专家

技术影响人
群( TA P)

对本社区的养殖户
具有直 接的、显 性
的、面对面的 ( face-
to- face)影响;对本
社区外的其他养殖
户也有很强的影响
力和辐射力。

作为技术采用的先
进多数,他们对新技
术的采用会影响到
一般养殖户对生态
技术的采用。

其养殖效益与其他
养殖户相互影响,并
影响到对新技术的
进一步采用。

其次,先进多数在水产专家系统推广技术之初就采用

者,也是科技示范户的主体。他们: ( 1)相对技术革新者显

得保守和传统,不愿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但相对于一般

养殖户又不愿意固守传统的养殖模式,因而是谨慎地使用

新技术的典范; ( 2)文化水平稍高于当地社区的平均水平,

有一定的阅读农业杂志和信息的能力; ( 3)在社区内有一定

的社会关系网络; ( 4)他们的技术既来源于水产专家、学者

的技术培训和指导,也来源于当地技术革新者的经验探索;

( 5)他们采用新技术的时间晚于先进受众(生态精英 ) ,但是

要早于一般养殖户; ( 6)他们对新技术的采用效果会直接影

响到一般养殖户采用新技术的信心。

再次 ,一般养殖户是生态技术的最后应用者。他们的

社会文化特征是: ( 1)在技术采用者中,他们的受教育水平

最低。其中大多数是小学及其以下文化水平,难以通过阅

读报纸和杂志学习采用新技术。其实际的技术操作能力也

不强,需要他者的指导和示范。因此,尽管他们也隐约觉察

到需要进行技术变革 ,但是受自身文化科技水平的限制 ,并

不具有技术革新的能力(费孝通在研究蚕丝业发展时,也指

出了技术变革与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的关系: ! 生丝价格低

) 笔者这里关于生态技术受众主体的分析受罗吉斯和伯德格

等人的研究启发。他们根据革新精神将受者分成五种类型: ( 1)革新

者, ( 2)先进受者, ( 3 ) 先进多数, ( 4 ) 落后多数, ( 5 ) 落后者。参见:

Rogers and Burdge et al, et al. Social Change in Rural Societies ( 3 rd

ed. ) , New Jer sey: Prent ice- H al l, Inc. , 1988, pp. 308-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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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及贫困加剧之间的关系,人们已经很清楚。开始为了恢

复原有的经济水平 ,他们试图发现技术上需要什么样的变

革。但他们的知识有限 ,靠他们自己并不能采取任何有效

的行动 ,发起和指导变革过程的力量来自外界。∀    费孝

通:江村经济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第 177页) ,面临

着技术壁垒。( 2)生活环境相对闭塞,社区内的社会关系网

络资源有限。( 3)他们对新技术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害怕采

用新技术而导致失败,只有在社区内多数成员采用并取得

成功时 ,才会跟着运用。这是因为生态养殖需要前期投入,

他们对这种投入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即采用新

技术有一定的风险性,故而不愿做新的尝试。) ( 4)他们也

有机会参加水产专家和学者的技术培训,但直接的技术来

源主要是科技示范户; ( 5)他们对新技术的采用和社区内其

他成员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正是因为普通养殖户文化水平低,而且不愿意最先采

用新技术。因而,社区内部的技术扩散比纯粹的自上而下

技术推广效果会更好。当然,政府在技术推广活动初期可

能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这无意中更好地促进了技术的

社会化。这也证明了非等级的生态技术推广体系是符合技

术采用主体的实际情况的。

六、结论

通过破解技术推广的体制性缺陷中,大公圩地区取得

了积极的技术推广成效。2006~ 2008年,示范户主导品种

入户率达到 100% ,主推技术到位率达 100% ,示范户养殖

成功率达 95%以上。技术推广效果可见一斑。

短期内技术推广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生态技术如何扎

根农村? 如何规避! 专家回城技术跟着回∀的困境? 创新后

的技术推广网路解决了这种问题。这就是积极发挥技术指

导员和科技示范户的功能。因为渔业科技入户项目是有时

间周期的,五年项目周期到期后就不再有这样的财政政策

支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就难以再在全国范围内邀请

水产专家定期前来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因此 ,他们既是

科技推广的最后环节,也是技术转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

节。技术能否在农村扎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政府

部门对此既有清晰的认识,也采取了有效的措施。首先,是

通过农业部渔业科技入户项目解决了农业技术推广站! 有

钱养兵、无钱打仗∀这样的一般性困境。同时,县里还通过

!水产技术人才提升工程∀ ,组织技术指导员参加成人高考,

专攻水产养殖专业。特别是,科技示范户在这一活动过程

中不但学习到了先进的技术,而且将技术留在了农村,扎根

在了田野。

技术指导员和科技示范户是技术推广与转化的关键,

是促进技术推广应用与扎根农村的有效载体。他们也是生

态养殖产业长期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储备。由

此说明 ,培养农村技术精英是解决技术推广! 断层∀问题的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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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现象在技术推广中具有一般性和规律性。秦红增在研

究科技下乡时也发现类似情况: ! 在农民们看来,任何一个推广项目,

不是实验,而是#冒险∃ 。因为除了政府的一点扶持外,绝大部分的人

力、物力和资金的投入都是他们自己的。成功了好说,失败了连当年

的生计都难以有着落−−因此,当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科技推广项

目下达乡村后,无论是#压∃ 还是#诱∃ , 农民们起初都很少认同,如沼

气项目就是如此。∀ (秦红增, 2005: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