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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界定农业技术扩散中农户间知识共享内涵和作用的基础上，简化地剖析了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的系统结

构，归纳了以社会网络为载体的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5个环节，并总结了以社会心理为媒介的农户间知识共享过程。进

而，从4个方面分析了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因素，以此构建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影响因素的钻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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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the connotation and meaning of farmers’ knowledge sharing in agriculture 

technology diffusion, a simplified system structure was proposed. On this base, the process of farmers’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was analyzed, five links of knowledge sharing was provided based on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processes were summarized on the basis of social psychology.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from four aspects and built a diamon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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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农业技术扩散是农户在信息共享基础上对新

技术产生预期并做出决策的过程，不同主体涉及

的隐性知识共享水平与农业技术扩散效果呈正相

关关系 [1]。农业技术扩散是基于不同参与主体的

农业知识基础的有效应用的过程，农业新技术知

识在主体间的有效传递是有效农业技术扩散的效

率和效果 [2]。积极有效的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能

提升农业技术扩散效果，本文旨在揭示农业技术

扩散中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的内在涵义、系统结

构和影响因素，构建理论模型，为促进农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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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效果提供决策依据。

1 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内涵与作用

农户间知识共享是以农户为主体，以农业

新技术和农作经验等为对象而发生在农村社会网

络中的知识流动现象 [3]，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知

识共享。正式的农户间知识共享主要包括：地方

政府、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

工的公司等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相关讲座、农业技

术培训与讨论会、农民技术座谈会等，通过这些

正式渠道进行农户间技术知识交流；非正式的农

户间知识共享主要是农民通过社会网络关系（私

人关系）进行的技术知识学习与交流 [4]。在农村

村落中，农户间已经依靠血缘、亲缘、毗邻、朋

友等各种关系编织出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他们可以依靠面对面、手把手、“干中学”、“看

中学”等方式交换意见和提升技能，从而有助于

提高农业生产专业技术知识，形成解决农业问题

的具体方案。由于信任、经验、惯例等因素的作

用，在农业技术扩散中，农户间的非正式知识共

享要比正式的知识共享更具规模、效率 [5]，对提

升技术扩散的效果起到重要作用。

农户间知识共享有利于农户在技术扩散中

的决策。在农户进行技术合作与扩散的相关决策

时，农户的决策行为往往不是理性行为，而是一

种依赖于相信周边农户群体决策的跟从行为。农

户间的信息与知识共享，对于农业技术扩散的作

用依赖于一个阈值：当做出积极决策的农户数量

超过阈值时，农户间知识共享能够使得农业新技

术迅速实现扩散乃至普及；当做出积极决策的农

户数量没有超过阈值时，农业新技术的扩散会遇

到大量农户的共同抵制，遭遇极大阻力，最终乃

至逐渐导致农业新技术退出该区域的应用。公司

在农业技术扩散中就应该起到正面宣传与强力引

导的作用，建立起农户对公司的信任关系，使得

农户对公司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产生认可，并依赖

于早期形成合作关系的农户发挥积极的表率带动

作用，加速农业技术扩散。

农户间知识共享有利于提高技术扩散效率与

效果。在“公司+农户”型合作经营模式中，公

司与农户间虽然存在契约连接的合作关系，但公

司与农户间的信任关系其实远远比不上农户之间

基于长期情感的联系。农户遇到技术难题，首先

想到的不是向农业技术员或公司求助，而是向周

边其他农户寻求共同的解决问题方案。农户间知

识共享能够让农户依靠相互帮助来解决大多数农

业生产问题，还可以由此将农业技术人员的技术

知识通过先期接受技术指导与培训的农户向其他

农户进行迅速传播与推广。在“公司+农户”型

经营模式中，公司派出农业技术人员是需要成本

的，不可能大量派出农业技术人员，也不可能让

农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指导满足所有农户的知识需

求。此时，农户间知识共享就更为重要，它一方

面节约了公司的技术推广成本，另一方面拓宽了

农户新技术知识的来源渠道，使得农业新技术知

识能够借助农户社会网络迅速传播与扩散，提高

农业技术扩散的效率与效果。

2 农户间知识共享的系统结构与行为过程

2.1 系统结构

农户间的知识共享多是隐性知识共享，是众

多农户在无组织情况下自发开展的群体行动，因

此，它是一种自组织的系统行为。要解释这种系

统行为，首先要分析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的系统

结构和机制。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的发生，主体

是农户，客体是农业技术知识，载体媒介是社会

网络，动力是社会心理。

农户间知识共享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媒介是

社会网络中的社会关系。苑鹏等（2005）在其一

份研究报告中提出，“专业村”形成总是经过这

样一个过程，“首先，有一户农民从事经营并取

得成功，起到示范作用；其次，其他农民搜寻到

这一致富信息，权衡利益与风险后做出意愿性决

策；最后，在示范性农户的经验传授或者技术合

作下，其他农户付诸实践并取得相似成功，个案

向更大区域推广”[6]。而此过程中提到的最初启

用新技术的农户在后来就会变为“关键角色”，

其他农户向其直接或间接地获取经营经验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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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张闯等（2011）也研究发现农户的人际关

系网络对农户合作渠道及其满意程度产生影响[7]。

在“公司+农户”型经营模式中，很多农户

受自身知识所限已经很难做出较为理性的决策，

而且他们长期以来的经验和偏好也使得他们对周

边农户的群体行为产生盲目信任，从而表现出

跟风现象。农户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社会心

理取代理性思维，是农户间知识共享的主要动力

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信任 [8]、心理契约 [9]、社

会影响 [10]、社会认知 [11]、心理距离 [12]等社会心

理因素会对知识共享行为产生重要影响。Chris 
Garforth（2006）认为，作为有限理性的社会人，

农户在采用农业科技成果中，不仅考虑自身的态

度和价值取向，还考虑他人（如对其有重要影响

的人或者相关组织）对其的期许，社会效益、威

望、尊重、自我实现价值等也将成为农户做出接

纳新成果和新技术的重要行为动机 [13]。行为经济

学家 Josef Marousek（2013）也认为，农户的行为

不仅仅追求效益最大化，甚至有很大程度上的利

他动机，只要这种行动能为其带来其他方面的相

关利益 [14]。

由此，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可以描述为一个

农户在社会心理驱动下依靠社会网络关系将农业

技术知识分享给另一个农户的过程。一个简化的

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的系统结构可描述如图1所

示。

2.2 行为过程

（1）以社会网络为载体的农户间知识共享行

为过程

农户间以社会网络为载体进行农业技术

知识共享。知识共享包括两种方式：浅层次的

知识共享、深层次的知识共享。浅层次知识共

享在社会网络中流转的仅是关于农业新技术的

一些简单信息，贡献和学习这些信息几乎都不

会产生经济成本，也不会对农户掌握这些信息

提出较高要求（任何农户都能掌握），但是这

些信息也无法帮助农户真正掌握和应用农业新

技术，它们的用处是让农户接触和了解相关信

息，用于初步的决策。深层次知识共享在社会

网络中流转的则是非常具体和能够应用的新技

术知识（工具应用性技术知识），无论是贡献还

是学习这些知识，都需要产生一定的时间、精

力乃至经济成本，而且只有已经掌握和应用了

新技术知识的农户才有能力向周边其他农户进

行知识共享。浅层次知识在社会网络中迅速辐

射完成共享，简单信息的传递非常快，能够在

较短时间内迅速抵达所有网络节点。深层次知

识共享需要在两个节点之间缓慢传播，只有经

过慎重决策和技术应用才能完成共享。“公司+
农户”经营模式中，农业新技术在农户间扩散是

浅层次知识共享与深层次知识共享的交互、统

一、协同实施过程，是由浅层次知识共享出发

逐步引导直至完成深层次知识共享的过程。

根据逻辑关系。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发生的

全过程可分解为以下几个环节。

Stage1：浅层次知识共享——信息获取、评

估与决策

首先，农户在现有的社会网络中通过信息

沟通与交流（浅层次知识共享），从其他农户或

者公司那里获得农业新技术的一些相关信息；其

次，利用社会网络中收集和获得的信息对新技术

应用的潜在效益进行评估；然后，在有限理性评

估的基础上，再结合自身的偏好和环境因素的影

响，做出是否要学习农业新技术知识、参与“公

司+农户”型合作经营的决策。如果“是”，转

Stage2；否则，深层次知识共享无需启动。

图1  一个简化的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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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2：表达意愿，知识搜索

希望参与“公司+农户”型合作经营的农户

表达意愿，对于沟通理解力、知识接受能力强的

农户，可以选择直接和公司进行知识对接，从公

司那里学习到所需要的新技术知识。但如果在信

任度较低、公司农业技术人员不足、周边较多农

户已经掌握技术、需要共享隐性知识的情况下，

则有必要通过农户间知识共享的渠道进行技术知

识学习。此时，需要进行知识搜索（需要付出社

会资本），依赖现有的社会网络关系来发现可能

形成共享路径的“知识源”。

Stage3：选择知识共享路径，创建新的连接

关系

在明确“知识源”（知识贡献者）的情况下，

寻找可行的知识共享路径。知识共享路径如果只

有一条，那么就可以利用这条路径来创建知识连

结，在社会关系基础上形成知识连接关系，由社

会网转化为知识网；如果有多条可行路径，则可

以寻找出最短路径，进而建立知识连接关系；如

果没有可行路径，则需要通过农户的关系经营来

建立起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健全社会网络，

然后再建立知识贡献者与知识学习者之间的知识

连接关系。

Stage4：知识共享的“交易”磋商

有研究表明，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动机大多是

“互惠”的，而很少是“交易”[15]。但其实“互

惠”本身也是一种交易，只不过支付等价发生了

延期，由当期的经济支付变为了后期的其他支付

方式（比如声誉、社会资本、知识等）。知识学习

者在已经和知识贡献者建立起知识连接关系基础

上，知识学习者需要就知识转移的支付对价和知

识贡献者进行磋商并达成一致，将虚拟的知识连

接关系转变为实质的知识交易关系。如果磋商失

败，深层次的知识共享无法进行。

Stage5：深层次知识共享——知识“交易”

知识学习者向知识贡献者支付对价，知识贡

献者向知识学习者转移知识，在“农业合作”“师

徒模式”“干中学”“看中学”等方式下完成知识

“交易”，实现深层次知识共享。

（2）以社会心理为媒介的农户间知识共享行

为过程

农户社会网络承载的是农村社会关系，农

村社会关系是由众多农民个人关系构成，而个人

关系的形成与稳固则取决于农户的心理。人们总

是喜欢把知识当作身份和自我价值的一部分，形

成对知识的心理拥有感，有学者也把它定义为知

识心理所有权 [16-17]。在这种所有权心理下，具

有先入优势的农户不会主动地自愿地将自己的知

识分享给其他人，分享将会降低对知识独占的优

越感，除非通过知识共享能获得对等的报酬。然

而，即使在对等报酬下，能否实现知识共享还取

决于另一些心理因素，如嫉妒心理会使得部分人

选择宁愿自己不获得报酬也不愿别人从知识共享

中获利的非理性行为。对于农户中的知识学习者

而言，他要在知识共享过程中支付报酬，由此，

他首先要对农业新技术知识的价值做出心理认知

和评估，只有当知识的心理价值高于报酬时，知

识“交易”过程才能顺利完成。但是，即使对于

同样的技术知识，不同农户受限于知识基础、接

受能力和环境因素等，他们感知的心理价值也是

不一样的 [18]。换而言之，对于共享双方而言，知

识共享都是一个心理认知与评估过程，只有在双

方认知取得一致时，双方才能达成匹配与对接，

完成知识共享 [19]。

由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心理的作用，农户间知

识共享会表现出某些具有特殊规律的心理现象，

即产生社会心理效应 [20]，通常包括马太效应和从

众效应等。农户间知识共享是一种嵌入于社会网

络中的个体交互行为，受到系统的社会心理因素

的影响 [21]。首先，农户间知识共享需要有良好

的社会心理基础，包括建立起信任网络、心理契

约和社会认知等；其次，农户间知识共享需要激

励，既包括正向激励也包括逆向激励；然后，一

些心理因素会对知识共享起到制约作用，如心理

安全与心理距离等；进而，有知识共享的行为发

生，而这些行为又会表现出特殊的规律和效应，

如从众效应；最后，实现农户间知识共享目标，

包括农户节点自己的个人目标和在群体中获得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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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社会目标等。

3 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系统结构与过程

的描述，可知影响农户间知识共享的主要因素应来

源于主体、客体（对象）、载体、动力等4个方面。

（1）主体因素对农户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

农户知识共享行为的发生，首先取决于知识

共享意愿、知识共享能力两方面的主体因素。农

户是否愿意将其掌握的较为稀有的农业新技术知

识传授给其他农户，其他农户是否愿意积极主动

地接受、学习和应用农业新技术知识，其前提都

是要知识共享意愿足够强烈。贡献知识一方的意

愿来源于通过知识共享获得尊重、社会地位、声

誉等，而接受知识的一方，其意愿来源可以是农

户自身认识到农业新技术的发展潜力，也可能是

看到其他农户的成功或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诱

惑”等。有了意愿之后，还要求决定知识共享的

双方农户都具有一定的能力：贡献知识的一方能

够将其掌握的技术知识通过交流、演示等方式表

达出来，即具有知识表达能力；学习知识的一方

能够从“看”“聊”“干”中接受、模仿和吸收消化

新技术知识，即具有对知识的学习与吸收能力。

较低的知识共享意愿或知识共享能力都可能会对

农户间知识共享的效果带来负面影响。

（2）客体因素对农户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

在“公司+农户”型农业技术扩散中，农户

间共享的知识既包括公司推广的显性化知识，也

包括农户自身经验积累和创造的隐性知识。显性

知识传递需要有较为具体的媒介，虽然农户对书

籍和音像等传统知识媒介已有初步掌握，但在互

联网和知识经济环境下，农户对互联网络、专业

信息管理系统、智能数据收集与分析平台等高效

率知识传播平台的掌握往往达不到要求，使得显

性知识在农户间的传播与扩散存在困难。此外，

依靠显性知识的传播是有时间、空间、成本局限

性的，实现显性知识共享的效果要相对较差，而

成本要相对较高。但是，隐性知识在农户间的共

享也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干扰，尤其是对于社

交网络比较狭窄的农户，其接受农业新技术知识

的来源渠道可能就受到限制。而且，隐性知识有

不易被识别、不易衡量价值、不易被他人理解和

掌握、不易测量等方面的特点，使得只有“面对

面”“手把手”的交流才能成为农户间隐性知识共

享的渠道，造成隐性知识共享中的“信号损失”

或“信息失真”。

（3）载体因素对农户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

农户所处社会网络的质量好坏以及农户自身

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将影响着农户间知识共享行

为的发生：一个社会关系融洽、节点关系通达、

信息流转迅速的社会网络，能够让身处其中的农

户从其他农户那里便捷地获得最新技术信息与知

识；处于社会网络重要位置的农户节点相对于其

他节点可能会在接受知识上具有来源优势、在传

播知识上具有控制优势。社会网络中的关键角色

（在农村社区中具有威望或声誉的人）在网络知识

传播与扩散中不仅发挥直接或中介作用，而且在

文化上起到宣传和感染作用。在农业技术扩散过

程中，农户容易受到村子里或其接触的社会网络

中某些活跃分子、权威人士、有经验或威望的人

的影响，接受相似理念并采取与这些关键角色相

似的态度和行为。Lori N.K. Leonard（2004）在研

究农户接受 IT新技术的过程中就发现，一个村庄

内率先采用 IT新技术的农户首先影响与其关系较

为亲密的农户，然后再通过这种相互影响形式实

现辐射形扩散 [22]。

（4）动力因素对农户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

农户进行知识共享，是双向的行为，包括

知识贡献与知识学习。农户进行知识贡献的动力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获得知识回报，即通过

向其他农户贡献知识来交换得到对方所掌握的技

术知识，以此寻求知识要素的互补；二是提升

社会网络地位，通过向其他农户分享知识来赢得

尊重、声誉、威望等。农户进行知识学习的动力

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获得经济效益，通过

理性的评估与决策认可农业新技术的潜在效益，

从而积极主动地学习与应用新技术；二是模仿行

为，认为其他农户都在应用新技术，自己用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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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太大风险。在知识共享的动力机制上，农户

的社会心理与偏好占据重要地位。农户是否愿意

进行知识共享以及愿意与哪些农户进行知识共

享，心理和偏好等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农户进行

知识共享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经济效益，同时也

是为了心理目标的追求和实现。农户间知识共享

还是一个知觉难易的判断与控制过程，只有农

户认为知识共享“可行”“较易”“有把握能够实

现”，农户才会有较高的知识共享意愿。

4 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影响因素关系的钻

石模型

知识共享作为一种行为，主体的主观意愿

和实现能力是最重要的参数。主体、客体、载体

和动力等方面的影响因素最终都作用于这两个参

数，再通过这两个参数实现对农户间知识共享行

为过程的协调与控制。农户（主体）、知识（客

体）、社会网络（载体）、社会心理（动力）、共享

意愿、共享能力等6个方面存在一种相互交织的

影响关系，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效能最终主导着

知识共享过程和绩效。

首先，主体与客体的交互决定了农户的知识

共享意愿和能力。如果农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

生产经验，且对农业新技术知识有较高水平的认

可和掌握，那么农户就会有学习农业新技术知识

的意愿，也会有信心和意愿向周边农户推荐与传

授，让他自己和周边农户都从中受益。否则，如

果农户认为农业新技术知识难以学会和应用，则

必然会拒绝学习和负面宣传新技术，从而降低自

身和周边农户进行新技术知识学习的意愿。在能

力方面，农户将会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太过高

深和难以应用的技术知识会大大打击农户选用的

积极性，也会相对提高对农户知识共享能力的要

求，从而不利于知识共享与技术扩散。

其次，载体和动力因素也作用于农户的知识

共享意愿和能力。高质量的社会网络有利于拓宽

农户知识共享的来源渠道和传播速度，从而提高

农户知识共享的能力。Peter Kaufmann（2009）
认为，相关农户的态度和重要参考人的意见是

农业技术扩散过程中重要的知识来源和沟通渠

道 [23]，嵌于社会网络中的知识共享对农业技术

扩散具有重要意义；Hansen（1999）[24]、Seibert
（2004）[25]、Nerkar（2005）[26]等则证明了社会网

络在提高知识共享意愿和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

积极、正向的社会心理有利于协调农户间的社会

关系，从而让农户间形成合作互助，提高知识共

享与交流的意愿。

最后，主体、客体、载体和动力因素之间

也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它们相互促进与产生作用

并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机制和系统，形成合力并

产生系统功能，共同完成一个知识共享行为。主

体（农户）需要在载体（社会网络）中才能对客体

（知识资源）进行处理（共享行为的发生），主体

（农户）只有在动力（社会心理）的引导下才会有

意愿进行知识共享。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

由主体（农户）以及它们之间的知识流动关系来

建设和维持，社会心理则是农户心理在社会网络

中的群体性反映。这四者之间是相互依赖、共生

共存的关系。

由此，参考迈克尔 .波特的钻石模型理

论 [27-28]，构建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影响因素的钻

石模型，如图2所示。从图2中可以看出：社会

网络和社会心理通过作用于知识共享意愿和知识

共享能力对促进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与绩效产生

重要作用，是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关键影响因素。

在农户间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钻石模型中，

农户是知识共享的行为主体，技术知识是知识共

图2  农户间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钻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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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的对象，社会网络和社会心理通过影响共享意

愿和共享能力作用于知识共享行为。其中，社会

网络和社会心理是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主体，在

图2中实线表示钻石模型的主要作用关系，社会

网络和社会心理对知识共享意愿和知识共享能力

产生作用，社会网络和社会心理相互之间也会产

生作用。在图2中虚线表示从属关系，无论是社

会网络、社会心理还是共享意愿、共享能力都贯

穿知识共享的主体和对象。

农业技术扩散中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

因素的钻石模型揭示了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的关

键影响要素，农户知识共享能力在短期内难以通

过外力得到显著提升，而知识共享意愿通过农户

社会网络对相关农业新技术应用效果等相关信息

的指数级放大效应能在短期内迅速强化，从而促

进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的效率和效果，真正实现

农业技术扩散的效果。

5 结论与建议

在知识经济时代，农民也逐渐被赋予“新型

职业技术农民”的称号，而具有知识和技术技能

的特征属性。农户的经验知识和技能知识在农业

技术扩散中起着决定性重要意义。以社会网络为

载体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的共享，是农业新技术

迅速被采纳和扩散的最重要因素。研究如何推动

农户间知识共享，对农业技术扩散效果和效率的

提高是一种新思路，对农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具

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本文界定了农户间知识共享

的内涵，总结了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提

炼了农户间知识共享的行为过程，对农业技术扩

散过程中的农户间知识共享理论研究进行了前瞻

性的探索。农户间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分析与钻

石模型的提出，为探究各方面因素对农户间知识

共享的系统影响以及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与

作用提供了一个理论模型。在制定促进农户间知

识共享的行为决策和政策措施时，以钻石模型中

的影响因素和关系结构为指导，有利于发挥因素

之间的协同作用，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可知，农业技术扩散和

农户社会网络具有同源性和异质性。公司在推广

农业新技术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农户社会网络和社

会心理的基础作用，营造良好的知识共享氛围，

利用农户社会网络传播农业新技术知识。家族宗

族网络的亲缘、血缘关系和建构性社会网络的地

缘、业缘对农户间知识共享影响较大，农业技术

扩散方式应与当地的农户社会网络类型相匹配。

公司技术推广的初期应建立良好的社会心理基

础，让农户对农业新技术有较好的社会认知，取

得农户信任。对农户间的知识共享行为既采取一

定的经济激励又实行精神鼓励。知识共享的后期

应注重其他农户的反应以形成良好的效应，利用

高效的社会网络和积极的社会心理，推动农业新

技术知识的迅速传播，强化农业技术扩散的效率

与效果。

根据影响因素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促进

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建议。

（1）优化知识共享的主体因素，提高农户对

知识共享的意愿与能力

农户是农业技术扩散与农户间知识共享的

主体，要促进农户间知识共享，首先需解决农户

的知识共享意愿问题，要通过一些措施来激励和

强化农户对知识共享的动力。一方面需要通过物

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制度来激励农户贡献

其已掌握的相对具有优势的知识。在物质激励方

面，可以在社会网络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信息与知

识的交易市场与制度，从而让有效知识的贡献者

获得物质奖励；在精神激励方面，可以利用社会

舆论和社会心理等，来引导农户积极主动地贡献

知识，从而获得较高的声誉和威望，或者在社会

环境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要降低农户贡

献知识的风险。通过知识权益保护、市场竞争环

境规范等方式，保障具有知识优势的农户在农业

技术市场中的先导优势，降低农户贡献知识后丧

失其竞争优势的风险。作为知识学习的一方，要

激励农户主动地进行新技术知识的学习与利用的

尝试，通过风险分摊契约和金融保障等方式，降

低农户在农业新技术知识学习与应用上的成本和

风险，从而为农户知识学习效益提供保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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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提高农户知识共享的能力也非常重要。农户

间知识共享的能力建设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知识表征与学习能力建设；另一方面是知识共

享的渠道能力建设。前者需要通过加强农民的基

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来提高农民的综合知识技

术水平；后者需要加强农户对知识载体、信息平

台等高效知识交流渠道来解决。

（2）优化知识共享的客体因素，降低农户对

新农业技术知识交流与掌握的难度

新的农业技术知识，虽然农业技术公司或

农技站等技术推广部门会配备专业的农业技术推

广人员，但由于技术的前沿性，可能还是只有部

分具有较高知识技能基础的农民才能先期掌握。

要想让广大农户普遍性地掌握新技术知识，除

了要加强农户间的知识共享外，更要降低农业技

术知识的难度。将“前沿的”“全新的”技术知识

建立在农户“已掌握的”“类似的”知识技能基础

之上，然后引导农户进行技能的改进和规范化，

从而较为容易和迅速地接受并掌握新知识。要充

分地利用农户间隐性知识的传播途径，在非正式

的“师徒制”模式下，农户田地间聊天过程中就

完成农业技术知识的传授与交流。也要引导农户

进行多样化的知识交流模式与渠道的掌握，例如

互联网或智能手机中的社交媒体平台等，通过连

续、高频率、大规模地知识共享来提高农业新技

术知识的扩散效率。

（3）健全知识共享的载体平台，营造农户间

知识共享的良好环境

社会网络是农户间知识共享与交流的载体。

健全农村社区的社会网络，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有必要通过文化建设，增强社会网络

的开放性与凝聚力。通过开放型文化建设，能够

让农户更多地接受新技术、新知识，也能在开放

地接触与尝试中不断地提高掌握与交流新知识的

能力；通过和谐型文化建设，让社会网络中的邻

近节点保持和谐、有效地联系，从而为知识共享

与交流奠定基础。其次，有必要通过制度建设，

让农户间知识交流由“非正式小团体”走向有组

织的“正式大团体”。通过健全各种知识交流的

激励与保障制度，为农户间知识共享营造和谐的

环境，让农户间知识共享日常化和规范化，保障

和增加农户从知识共享中获得的收益，包括社会

收益和经济收益。再次，有必要进行“团队”建

设，让正式或非正式的“领导”能够成为农业新

技术知识学习与应用的“领头羊”，从而带动在

其威望引导下的大规模知识共享。最后，有必要

进行信息化载体平台建设，从而延伸社会网络中

农户间知识交流路径的长度，降低结构洞等社会

网络因素对技术知识扩散的影响，加速农业新技

术知识的扩散。

（4）保障知识共享的动力，健全农村社区农

户群体的社会心理

通过强化农户个体的知识共享意愿，已经解

决了农户间知识共享动力的问题。然而，从群体

层面来看，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动力其实还取决于

群体间的相互影响，即农户的社会心理。只有当

农户通过与周边其他农户在知识共享的成本与收

益等方面相比较得出“合算”的结论之后，农户

才会具有知识共享的动力。而且，这个“合算”

阶段的得出不是完全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更多的是受到“嫉妒”“利他”“自私”“社会圈子

（心理距离）”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健全农

村社区农户群体的社会心理，对促进农户间知识

共享非常有必要。可采取的措施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引导和健全积极的个人心态和社会心

理，包括通过物质和精神等激励方式，鼓励农户

“无私”地奉献新技术知识；引导农户对技术知

识的经济效益分配方式有正确认知，激励农户加

大技术知识学习的努力水平；通过社交圈子的非

正式组织的有效利用来推动圈子内农户间和圈子

间的知识共享等。另一方面要避免或降低负面心

理因素作用，包括消除农户的嫉妒心理，让农户

在积极的竞争环境下化压力为动力；避免社会圈

子的隔阂作用，让圈子之间也能正常和高效地进

行知识共享；通过文化和制度等外部环境建设，

为农户积极的社会心理提供安全保障，降低农户

在知识共享时心理上的风险认知，并拉近农户间

的心理距离，从而加强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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