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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技术的社会适应性
*

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的社会文化观

陈 涛

[摘 要] 水土不服 问题是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一般困境。安徽省当涂县大公圩地区的生态

技术推广案例说明, 技术的社会适应性程度决定了技术社会化的成败。在自上而下的技术推广中,技术

标准化发挥了关键功能;在民间社会的技术扩散中,技术本土化发挥了关键功能。根据农村社会老龄化、

妇女化和低文化的社会文化特征,不断提高技术的社会适应性程度, 是有效推广农业生态技术的根本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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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daptability of Ecological Technology: A Socio 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Promotion of Eco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HEN T ao
( Ocean Univer 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Incompat ibility is the most common pr oblem in the promot ion

of agr icultural technolog y in China. T he pract ices in Da- gong- xu area of An

hui Province ar e an example il lustr at ing that social adaptability of technolo gy is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echnolog ical promot ion. Standardizat ion o f techno logy
play s a crucial role in top- down technolo gical promot ion w hile lo calizat ion of

techno logy is essent ial in popular izing technolog y among the lo cal people. In view

of the so cial and cultur 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ar eas w here the majority of

populat ion ar e aged, female, and less educated,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o con
stant ly improve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of technolog y is a fundamental step to ef

fect ively pr omote ag ricultural and ecolo gical technolo gy.

Key Words: society - w ide promot ion o f technolo gy; social adaptability;

standardizat ion of technolog y; localizat ion o f technolog y

在
生态技术推广的体制性缺陷与破解路径

中, 笔者通过 自上而下 的视角, 就安徽省

当涂县大公圩如何破解技术推广的体制性

缺陷进行了阐释(陈涛, 2010)。本文将通过自下而

上的视角分析技术的社会适应性。因为,并不是所

有的技术都能够得到有效地推广。在美国能提高生

产力的联合收割机技术在印度也会同样提高生产力

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Basu & Weil, 1998)。在技

术推广中,除了要考虑推广体系这种体制性因素,更

要考虑其社会适应性这种社会文化因素。

一、技术推广中的三大主体

1. 相关主体的文化圈

生态技术的发明主体、推广主体和采用主体,分

别对应于发明者、推广者和技术受众即使用者。其

中,发明主体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实验研究人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 人 水 和谐机制研究 基于太湖、淮河流域的农村实地调查 ( 07BSH036 ) ,同时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

项目(学号: 200967103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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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他们是供给技术的角色, 处于技术社会化的最初

端; 推广主体主要是专家组系统和技术指导员系统,

他们处于技术社会化中端; 技术采用主体是河蟹养

殖户,包括科技示范户和一般养殖户。虽然示范户

和一般养殖户都是技术的受众, 但前者还发挥着向

后者扩散、辐射和示范的功能。因此, 科技示范户处

于技术社会化的末端上游, 而一般养殖户处于末端

下游(表 1)。

表 1 技术社会化过程中的三大主体

群体类型 群体 社会角色 端口

发明主体 科研机构的实验研究人员 技术的研究与发明 初端

推广主体 专家组系统、技术指导员系统 技术的购买、引进与推广 中端

采用主体
科技示范户
一般养殖户

技术示范引导, 推动技术的应用
本质上决定着技术社会化的成效

末端上游
末端下游

在所在的文化圈而言,三者之间差异甚大。( 1)

技术发明主体具有很深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很强的研

究能力, 他们一般具有博士学位, 具有教授或研究员

等高级职称。( 2)技术推广主体包括两个部分。其

中,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水产专家一般具有博士

学位,具有教授或研究员等高级职称; 以乡镇技术推

广站人员为主体的技术指导员的学历水平是中专,

具有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或农艺师等职称。相比较

专家组系统而言,技术指导员系统的文化水平已经

低得多。( 3)技术采用者的文化水平最低,以初中和

小学为主,他们也没有专业技术职称。可见, 从技术

的发明主体到推广主体再到应用主体,其文化水平

在不断下降。

2 生态技术的应用路径

上述分析发现, 虽然三大主体之间的文化差异

甚大,但生态技术推广效果很好。安徽省当涂县水

产局提供的资料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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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8月, 当涂

县水产局调查资料)。那么, 文化水平很低的养殖户

是如何掌握这一技术的呢?

促进生态技术的采用有两条路径:一是自上而

下的技术推广, 二是在民间社会的技术扩散。在自

上而下的推广中,技术标准化发挥了关键功能, 而在

平面的技术扩散中,技术本土化则发挥了关键功能。

表面上看,二者南辕北辙。因为, 标准化强调的是一

致性,而本土化强调的是差异性。而本质上, 二者是

高度一致的。因为这里的标准化强调的是生态技术

的地方标准,根据特定范围内的水域生态条件, 对生

态养殖技术进行某些编码, 使之在既定范围内或者

具有这种自然环境特征的地方 放之四海而皆准 。

这事实上就是技术的本土化和地方化。所以, 在内

在的机理上,二者是一致的, 都是以养殖户 技术

的采用主体为中心,根据其文化水平, 将复杂的农业

技术简化,化难为易,从而破解了农业技术 水土不

服 这种一般性困境,并促进技术得到了更好地推广

与运用。

二、生态技术推广的标准化

1. 生态技术的标准化

准确把握养殖户的文化特征后,生态技术推广

就有的放矢,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即让所推

广的技术能被直接应用于生产实践。为此, 专家组

在生态技术推广中尽量使用通俗化的语言和生活化

的语言,讲授的是形而下的具体应用技术,而尽量规

避那些形而上的理论知识和晦涩的专业词汇。同

时,他们根据养殖水域的生态环境,在促进生态技术

标准化中实现了技术简单化。

标准化具有统一化特征,其根本目的在于确立

生态养殖的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使广大养殖户能

够按照统一的模式进行整齐划一式的生产。从技术

推广的角度而言, 这有利于让养殖户更方便地采用

生态技术。所以, 技术标准化有两层含义。一是规

范养殖,使养殖户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养殖, 避免滥

用农药、乱投饵料,进而保障河蟹的质量和安全, 可

称之为标准化的生态养殖。二是按照统一模式推广

生态技术,因为技术已经标准化,推广过程中就有一

套具体的标准,可称之为标准化式的推广方式。水

产专家所提炼出的 种草、投螺、稀放、配养、调水 这

种生态养殖模式, 本身就很标准化, 言简意赅, 易于

理解。而在具体的生产环节,怎么实施这种养殖模

式也都有一套完整的套路可供养殖户操作。仅以生

态养殖中的 种植 为例, 怎么种草、什么时候种草、

种植什么水草、种植多少水草、具体在什么时间种植

何种水草及其数量等等,都有标准化的技术规范。

2009年 8月,生态养殖经验和技术模式被汇编

成十项地方标准。其中,新制定的标准五项, 修订标

准五项,涵盖了生态养殖的全过程。具体包括:一龄

蟹种培育技术规范、河沟生态养殖技术操作规程、池

塘生态养殖技术操作规程、浅水湖泊围网养殖技术

操作规程、成蟹暂养操作规程、生态养殖水草栽种技

术操作规程、生态养殖中的饲料安全要求、生态养殖

中的病害防治技术规范、地笼的制作和使用操作规

范等。技术标准化适用于全县范围,也适用于具有

同类生态条件的水域。将养殖经验转化成地方标

准,其价值不仅在于将养殖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更

重要的是确立了生态养殖的技术规范, 为以后的技

术推广奠定了基础。标准化后,养殖户从苗种选购、

幼蟹培育到生态养殖中的水质调节、病害防治、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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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等系列环节都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 而

且技术规范具有精确的量化特征。我们可以从池塘

生态养殖技术操作规程中一窥全貌(表 2)。

表 2 池塘生态养殖技术操作规程

序号 事项 技术规范

1 池塘面积 以 13340~ 20000m2 为宜

2 池塘结构
池塘四周离埂脚3米挖环形沟, 沟宽6~ 8m, 深 0 8~ 1m; 中间次沟宽1~
1 5m。沟面积占池塘总面积 30%左右, 整个沟系互相连通, 呈 井 字型。坡
比为1 3~ 4;最大水位达到 1 5m。

3 进排水系统
池塘养蟹必须具备完善的进排水系统, 且进排水系统分开,保持水质清爽,减
少疾病。进水及出水口须用聚乙烯网布覆盖, 以免河蟹逃逸及敌害生物的进
入。

4 水草种植

无草池塘 2~ 3月种伊乐藻 ,用量为50kg /667m2 ;3~ 5月分期分批播种苦草

和轮叶黒藻 ,苦草用草量 100g/ 667m2; 也可在夏季直接移栽金鱼藻和轮叶
黒藻,以便在塘口水体中形成3种左右水草种群, 使水草覆盖率在中后期达
到 60%~ 70%。

5 螺蛳投放

无螺池塘要分批投放螺蛳, 一般每年清明节前投放螺蛳 100 ~ 150kg/

667m2 ,5~ 6月再投50~ 100kg /667m2 ,投放时要均匀撒开。池塘基本保持

200kg /667m2 的螺蛳量。

6 蟹种放养前准备
蟹种放养前 7~ 10天加注新水, 并施经发酵腐熟后的有机肥,适当培肥水质,
以防止青苔的滋生。

7 苗种规格和数量
蟹种规格应尽量选择大规格 , 通常 120~ 160只/ kg, 放养数量为 500 只/

667m2。

8 鱼虾类配养

每 667m2放养黄白鲢(1 3)一龄大规格鱼种10~ 20尾、4~ 5cm 鳜鱼苗15

~ 20尾、( 0~ 20cm细鳞斜颌鲴鱼苗 30~ 50尾、抱卵青虾1. 5kg 或 2cm以上
青虾苗0. 5~ 1万尾。

9 水质管理
蟹种放养之初, 池塘最深水位保持 0. 6~ 0. 7m即可 , 以后逐渐加水, 4~ 5月
最深水位保持在0. 8~ 1. 0m。进入高温季节7~ 8月应保持最深水位1. 6~
2. 0m, 透明度在50cm 左右。

10 病害防治
生态养殖的病害发生率极低。应尽量少用和不用药物。平时注意酸碱度的
调节, 一般塘口变酸容易滋生病菌。严禁在河蟹脱壳高峰期使用药物。根据
水质情况 6~ 8月可用微生物制剂和底质改良剂每月调节 2~ 3次。

资料来源: 无公害河蟹池塘生态养殖技术操作规程 ,载 当涂县河

蟹生态养殖系列标准汇编 ,第 26~ 32页, 2008年 9月。

表 2说明,池塘生态养殖的技术操作规程非常

详细,在进排水系统、池塘结构、苗种放养、水产品配

养比例、水质和饵料管理、病害防治等方面都有具体

的量化说明。这些精确到位的量化标准和操作指南

解决了养殖户如何实施生态养殖的问题。因为对养

殖户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具体的怎么做, 而不是理论

体系,而技术标准化恰好满足了这一点。所以, 技术

标准化具有很强的 需求导向 性。

2. 标准化的社会功能

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技术具有简单化、可操作化、

便于应用的特征。在县水产局调查期间,笔者发现

这些地方标准也被称为 明白纸 。所谓 明白纸 ,

顾名思义,就是写在纸上的这些技术标准很容易掌

握, 养殖户一看就能明白。标准化后, 生态技术事实

上经过了处理, 具有了 中间技术 ( Intermediate

T echnolo gy)的特征, 对于养殖户而言已经是 适用

技术 ( A ppropriate T echno logy )。

中间技术 是英国发展经济学家舒马赫首先提

出来的, 他在 1973年出版的 小的是美好的 一

本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 中这样界定 中间技术 :如

果把典型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技术称作 就符号意

义而言 1英镑的技术, 而把一个发达国家的叫

做 1 000 英镑技术, 那么,中间技术就是介于二者之

间的 100 英镑技术( Schumacher, 1973: 179~ 180)。

他呼吁采取 全国性的以及超越国家层次的这种必

要的行动方案,以发展适合在发展中国家推动充分

就业的中间技术 ( Schumacher, 1973: 190)。中间技

术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Varma ( 2002)认为, 小

规模技术的采用对人类和环境都产生了益处。与

中间技术 相似的还有一个术语, 即 适用技术 。

这一术语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流行起来。

适用技术不是落后技术, 而是能使技术运用得以拓

宽的一条道路 ( Ahmad, 1989; Evenson, 1981)。作

为一种理论,适用技术的理念还被运用到诸如非洲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中( Segal, 1992; Diamant,

1984)。陈阿江提出的 技术傻化 概念,在本质上与

之是相通的。他认为, 技术傻化就是指该项技术的

载体易于为人们操作使用, 即操作使用的简易化。

在文化科技水平较低的农民群体中,提高技术的操

作简易程度有助于技术的推广使用(陈阿江, 2000:

184~ 199)。这三个概念所共同强调的是技术的可

操作性,是以技术使用者为出发点的。就此而言,经

过标准化处理的生态技术, 可以叫做 中间技术 或

适用技术 ,也已经具有傻化的特征, 并促进了自上

而下之技术推广的有效性。

首先,解决了高深的理论知识与技术采用者文

化水平的匹配问题。在技术推广中,专家讲座理论

偏多现象很普遍。人类学家秦红增 ( 2005: 101 ~

102)在研究科技下乡中发现: 年年喊大学教授来讲

课,一讲就是几个钟头, 理论太多了, 课讲完就走人,

到底怎么搞还是不清。基层技术采用者需要的是田

间地头的实际操作技术, 专业理论在农村行不通。

到乡村, 科技人员、农业专家教授不是来做学术交

流,讲些理论、指点一下就完了,而应该下到田间地

头,问问农民们需要哪些技术指导 (秦红增, 2005:

104)。在生态技术推广中,通过标准化的中间程序

处理,一般能精确到具体月乃至日期需要注意的生

产事项,遇到问题也有具体措施。技术的操作性得

以大大增强,能更容易地被运用于实践中。

其次,技术标准化解决了应用过程中的技术配

套问题。中国很多的农业技术内部比较分散, 缺少

一定的系统性,常常因为技术系统的不配套、不完整

而致使农民望而却步, 限制了技术的推广与采用。

比如,农村地区一度为推广 配方施肥 新技术,纷纷

建起了 庄稼医院 ,对不同土质进行测验,然后开出

施肥药方,这样既可增长又可节约药费。但是在农

民按方购药时, 由于化肥不配套, 不是缺氮就是少

磷,这样久而久之, 许多地方的 庄稼医院 便日渐萧

条、门可罗雀了(陈凡, 1995: 30)。而生态养殖技术

的标准化是一个系统。如前所述,从苗种选购与培

育、水草种植、水质调节、病害防治、饲料投放以及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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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等等, 也即从河蟹的出生到销售的每一个技术环

节都被标准化了。这样, 不管是生态养殖的任何一

个环节, 养殖户都有一套相对固定的养殖规则和标

准可以遵循, 也就不再有技术需求和操作方面的盲

点和难点。

三、生态技术扩散的本土化

1. 土专家 的养蟹经

专家组/技术指导员和科技示范户之间是技术

推广与被推广的关系, 而科技示范户和其他一般养

殖户之间是技术扩散关系。在自上而下的技术推广

中, 科技示范户不但系统地学习了新技术,他们中的

很多人还结合自己的养殖实践, 对之进行了消化和

再处理, 创造了很多本土的技术规范。他们在当地

被形象地称作 土专家 。 土专家 对技术的转化和

处理,促进了技术在社区内的扩散与传播。

首先,用传统社会和农业生产习惯中的市制单

位转换了公制单位, 用当地农民的语言转化了大量

的专业术语。新中国成立后, 虽然国家要求统一运

用国际标准单位,而不再使用传统社会的市制单位,

但是,农民在生产中使用的仍然是传统的市制单位。

比如,到农村调查就会发现, 农民口中以及当地的丈

量单位仍然是亩,而并不使用公顷等现代标准单位。

而技术专家在做科学研究、发表论文以及申请发明

专利时, 要求使用的都是公制单位。在技术推广中,

这往往是他们所忽略的问题。这也是技术社会适应

性不足的重要原因。人类学家秦红增( 2005: 104)在

研究科技下乡时发现了同样的情况: 现在的种子、

农药、除草剂、营养激素等农用产品虽都附有说明

书, 但用语太专业化、不通俗,典型的像公升、毫升等

量度,就不符合农民用斤、两论多少的习惯,这样农

民们就换算不过来。在推广生态技术中,水产专家

和学者还会经常运用国际公制单位, 比如公顷等等。

也有不少专家注意到了 入乡随俗 , 在技术推广中

将公顷换算成亩, 以更方便技术推广对象的理解。

不过,这些对于科技示范户而言, 没有大的问题。因

为他们的受教育水平相比其他养殖户还是要高一

些, 经常和技术专家打交道, 也经常阅读农业杂志资

料。而在他们给左邻右舍传播技术的时候,则会提

前将技术说明书等资料中的公制单位转换过来。当

然, 这些生产实践是紧密相连的, 因为他们直接从事

生产,而生产习惯中使用的都还是传统市制单位,而

不是公制单位。

其次,用押韵的、朗朗上口的歌谣、顺口溜等形

式转换复杂的技术原理。比如, 生态养殖技术顺口

溜: 池塘消毒少不了,苗种本地要放早; 种草放螺真

正好,生物调水病菌少; 早晚巡视要勤劳, 科学饲养

效益高;品种搭配要合理,水质监控最重要。表述方

式形象深刻, 通俗易懂, 容易记忆也容易操作。再

如,关于如何实施生态养殖,一些 土专家 也创造了

相应的顺口溜: 先清塘、再曝晒, 石灰消毒不能少;

种水草、引螺蛳, 生态环境要建好; 鱼虾蟹、苗种优,

适时放养很重要;巧搭配、稀放养, 科学管理第一条;

勤巡查、防逃跑,巧投喂,降成本; 病害少、品质好,销

售畅,身价高。经过这种转化,生态养殖技术更具实

用价值,能更方便快捷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难

看出, 土专家 的养蟹经既是对传统渔谚的总结,也

是对生态养殖技术的改造。通过农民语言和逻辑的

转换,技术规范具有了通俗易懂的形式。那些高深

的、枯燥的专业术语少了, 取而代之的是大众化的、

口语化的顺口溜, 或者是简单明了的图形与表格。

也就是说,经过这种技术转换, 高深的技术知识 去

魅 了,通俗化了。

2. 技术本土化的社会意义

土专家 的养蟹经,事实上是对外源生态技术

进行的本土化处理。经过这种本土化处理, 新技术

和复杂的技术,能更方便地为一般养殖户所理解和

应用。

本土化 ( localizat ion)是和 全球化 ( g lobal

izat ion)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全球化强调的是全球

商品、消费、文化乃至人们价值观的一致性,也即 同

质性 或 趋同性 , 而 本土化 则着眼于一定的国情

与区域,重在使某种(外在的)东西具有一定的区域

和时间特征,特别是本国、本民族以及本地区的特色

与特征,强调的是 异质性 。 本土化 有助于促进

产品和技术的推广进度。在很大程度上, 肯德基快

餐店在中国市场成功的最大策略就是本土化。肯德

基重视对市场的研发, 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口味和饮

食习惯,入乡随俗,对异国风味进行了中国式改良。

比如,对新奥尔良烤鸡翅进行口味上的中式改造,并

设计了诸如老北京鸡肉卷、早餐油条等具有纯中国

本土风味的独创产品,打造了本土化的快餐产品,从

而赢得市场先机。每个区域和民族的口味都有一定

的特殊性,如果没有本土化战略, 即使口味再好, 其

西式的口味也难以打开中国这扇大门。

农业技术推广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不进行适

当的本土化,外源的先进技术难以得到充分的社会

化。所谓农业技术本土化,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让

技术具有该地域的特色、风格或特征, 更适合当地农

业从业者的口味,比如语言、风俗习惯,等等, 从而得

到更好的推广与应用。正如人类学家的观点: 农业

技术推广中必须尊重地方性知识,尊重当地人的思

维和用语习惯(秦红增, 2005: 104)。在生态技术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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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中,通过 土专家 的技术转换, 技术的用语规范和

使用逻辑更吻合当地社区的使用习惯,也更易于一

般养殖户理解和掌握。简而言之,随着本土化程度

的提高, 生态技术的社会适应性程度也得到了很大

提高。

四、技术适应的社会机制

1. 农业技术 水土不服 问题

上述分析了先进的生态(农业)技术究竟如何为

文化水平不高的养殖户所采用的问题,这里对农业

技术推广的 水土不服 问题及其社会根源进行阐

释, 以期从中找出一般性的规律。据统计,中国农业

技术成果转化率只有 48% ,而美国农业科技贡献率

和科研成果转化率分别达到 81%和 85% (张少兵、

王雅鹏, 2007) ,中国农业技术成果转化率之低, 由此

可见一斑。这种先进农业技术难以为农业生产者所

掌握和运用的现象,被称作是农业技术 水土不服

问题。

中国许多科技成果的创新目标是国内领先、国

际先进水平,这个目标并无可挑剔,但水平本身不是

目的,关键是如何转换成现实生产力 (陈凡, 1995:

25)。事实上, 农业技术成果转化率低与这个目标追

求有很大关系。因为考核机制的问题,科研单位的

专家和学者往往不得不醉心于科研成果的发表以及

发明专利的申报,而技术应用效果的鉴定往往流于

形式。特别是,为了达到所谓 国内领先 、国际先

进 等标准,技术成果在表现形式方面往往倾向于复

杂化、高深化特征。本来这些科技成果是能够促进

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的, 但就是因为农业从业者无

法理解其技术规范、无法掌握其生产原理而被置于

空中楼阁, 水土不服 问题由此而生。而农业技术

水土不服 需要从农业从业者的社会文化特征中去

寻找答案。

2. 农业从业者的社会文化特征

我们可以通过诸如划分职业类型,特别是户籍

制度这样的方式将农民区分出来。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我们对农民已经有了正确地认知和深刻地理

解。相反,现在通常意义上的 农民 这一概念是容

易造成混淆的。要正确认知中国农民,就需要正确

认知自 1978年以来的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特

别是自 20世纪 80 年代的 民工潮 以来,大量农民

尤其是那些拥有较高知识、掌握一定技能的农民纷

纷流向了城市和发达地区。因此,今天的农民和昔

日的农民早就不是一个概念了。本研究中的农民一

律特指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简称为农业从

业者。

当前,农业从业者的社会文化特征表现在三个

方面,可简称为 三化 。一是 老龄化 。目前,中国

正在迎接 银发浪潮 的挑战, 而农村老龄化问题更

突出。全国 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 1 34亿,超过总

人口的 10% ,而 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

区(张周来, 2006)。 老大爷、老大娘 种田现象十分

明显。二是 妇女化 。全国农村女性劳动力几乎占

实际从事农业劳动力总数的一半, 历史上的 男耕女

织 已经演绎成了今天的 女耕男出 。而且, 留守

妇女 的文化水平也低于 流出妇女 的文化水平,他

们更难以操作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三是 低文化 。

全国文盲和半文盲中的 92% 分布在农村。全国

4 97亿农村劳动力中, 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40%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 12% (王学江、王世

焕, 2006) ,而且大部分转移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

三化 是当前农业从业者的基本社会文化特征, 其

中, 老龄化 是从年龄层面而言, 妇女化 是从性别

层面而言, 低文化 是从教育层面而言,而 低文化

是农业从业者社会文化特征的核心。

如果仅仅是自上而下的视角,忽视对底层社会

和底层民众的洞察, 就会导致那些旨在改善人类状

况的项目的失败 ( Sco tt , 1998)。在农业技术推广

中,如果忽视了农业从业者的社会文化特征, 技术推

广效果必然差强人意。因为,技术不会自动地传播

开来( Rogers, 2002)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同时采用

一项新技术发明( Rogers, 1962: 148)。罗吉斯和他

的研究团队将农业技术的受者(农业技术使用者)划

分为先进受者,先进多数,落后多数和落后者四种类

型( Rogers & Burdge et al. , 1972: 308~ 310) ,这就

意味着,从农业科学家到不同的技术使用者, 要受到

他们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

3. 克服 水土不服 的社会机制

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发现

顾客的真实需求, 从而使技术能够有的放矢地发挥

作用。这种研究还可以通过变迁机构在计划的实施

中起到反馈作用, 从而修改计划, 使之更富成效, 更

加合适( Rogers & Burdge et al. , 1988: 24)。农业

技术社会适应性研究, 是从社会和技术受众的角度

而不是从推广者的角度来看待技术推广问题, 这是

一种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

农业技术的社会适应性可以这样回答: 什么样

的农业技术适合农业从业者? 如果将复杂的技术原

理简单化,使之易于理解和操作,那么不需要太多的

推广工作,农业从业者也能够较为容易地掌握,推广

效果就会事半功倍,否则, 必然事倍功半。当前, 中

国农业技术推广效果十分不理想,其深层社会文化

原因在于,对农业从业者缺乏正确地认知,特别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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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把握他们的社会文化特征。因此,这样的农业技

术推广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不同的技术使用者的文

化素质决定了必须采用不同的技术推广路径。本研

究中的生态技术推广之所以取得成效,源于对技术

受众社会文化特征的准确把握, 继而不断提高技术

的标准化和本土化程度,将复杂的农业技术简化,化

繁为简, 化难为易, 从而促进生态技术得到了更好地

推广与运用。

农业技术推广中的正反案例说明:社会适应性

程度是衡量农业技术推广效果的根本标准。大公圩

在生态技术推广实践中, 自上而下的技术标准化和

民间社会的技术本土化也为破解中国农业技术推广

困境提供了实践层面的启示:长期来看, 提高农业从

业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 但在

当前的社会阶段,只有准确把握了农业从业者的社

会文化特征, 按照农民的语言和逻辑适当处理那些

复杂的技术, 才可能有效地推广技术特别是那些技

术含量高、理论抽象程度高的农业技术。简言之,农

村社会需要的是适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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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大学与越南商业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2011 年 4 月 27日, 广西民族大学与越南商业大学签订进一步合作办学协议, 明确了今后两校互派留学生、师资交流、科研

合作以及高层次研究生培养等方面合作办学事项。广西民族大学与越南商业大学在国际化办学方面各具特色, 两校在人才培

养、科研交流、研究生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开端良好, 成绩喜人。近年来,随着中国- 东盟贸易区的发展, 中越两国在商贸人才方

面的需求不断增加, 两校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 积极培养既拥有中越法律、商贸知识,又有广阔经济文化视野的综

合型人才,并在多领域开展科研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