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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农户间知识共享和推动农业技术扩散，在界定农户间知识共享内涵的基础上，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

面归纳农户间知识共享的核心影响因素，并利用解释结构模型分析影响因素对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的作用机制，识别

影响农户间知识共享的表层因素、中层因素与根本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知识存量、价值观及信任关系是影响农

户间知识共享行为发生的表层因素，通讯设施条件、现有资源条件是中层影响因素，而根本因素是农村社会网络与农

村地理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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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dvance knowledge sharing as well as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between farmers, in this 
paper,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factors of farmer to farmer knowledge sharing were summarized from 
interior and exterior aspects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connotations, and then the relations among these factors 
were analyzed for identifying direct factors, medium factors and fundamental factors. The study shown that 
the direct factors include knowledge storage, value and trust; the medium factors include conditions about 
communication facility and available resource; and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include social network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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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农民不需要有太多的

知识，他们能够依赖于祖辈传承下来的耕作经验

完成全部的生产流程。然而，这种原始的生产经

营模式仅适合于小农小户的生产组织，具有规

模小、产量低、过度依赖天时等缺点 [1]。在全国

城镇化进程加速的战略背景下，农业必然要抛弃

这种传统的劳作模式，而大力推动农业机械化与

现代化。在经营模式上，农业企业、合作社、农

业产业园区等现代组织也开始取代小农小户成为

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主体。农户在传统与现代

的冲突中，面临着处于弱势的危机，三农问题

尽显。

但是，目前的城镇化进程并未彻底推进，农

场制改革也无法像发达国家那般推行，农户家

庭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体 [2]。在这场农业发展的

“危机”中，解决问题的根本思路还是应该瞄准

农户。如何改变农户，让传统的农民向现代的职

业农民转变？如何让农民积极主动地学习农业现

代化技术知识并应用于农业生产？如何让农户间

信息与知识的共享与传播变成常态，从而使得农

业企业开发的先进技术能够被农户迅速采纳和扩

散？这是当前急需思考的问题。

尽管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农业新技术推广的

机制和体系，但是规模不足的科技推广人员、农

户的受教育程度不够和信任缺失、技术培训经费

有限和力度不够等，已成为制约农业技术推广效

果的瓶颈因素 [3]。为了在农业技术专家不能依靠

的情境下解决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的问题，需要

依靠农户个体的自我探索以及与农业企业、其他

农户的相互交流。农民积累的经验是他们解决农

业生产中常见问题的保证，而若是遇到农户个体

不能处理的难题，则可以通过社交网络向农业企

业、其他农民进行询问、讨论和“偷师”。在错

综复杂、盘根错节的社会网络关系中，农民通过

社会网络进行技术知识的扩散，比农技人员的推

广更加有效果、有效率 [4]。而且，农民在知识共

享过程中能学习到更多的技术、技能和经验，由

此能提升农户对接受使用新技术的信任度。农业

新技术的扩散与推广可以通过农户间知识共享来

驱动。由此，本文将界定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内

涵，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分析影响因素，

并对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2 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内涵

农户间知识共享是指农户或农户组织通过社

会网络、虚拟网络、信息网络对农业新技术、农

业生产经验以及相关信息等显隐知识进行传播、

扩散、转移乃至协同创新和转化应用的过程 [5]。

农户间知识共享，包含主体、客体、载体、

过程等 4 方面的丰富内涵。主体是农户或农户组

织，能够作为知识共享的主体，要求农户必须具

备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信息素养，具备传播知识

和接受吸收知识的能力。客体是农业生产新技术

和知识且易于共享和传播扩散的知识，应该具有

宜口口相传且掌握、能看到实效等特点。农户间

知识共享，通常是一个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同时

传播扩散的过程，显性知识主要是农业企业组织

研发的新技术和产品知识，而隐性知识主要是农

户自身尝试之后的评价和经验教训总结等，两方

面知识的共同传播有利于知识的采纳和吸收。农

户间知识共享最重要的载体是农村社会网络，由

亲缘、地缘、业缘等各种关系复合而成的社会网

络能够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产生最高效率和最大

成效的知识共享与扩散。同时，农业合作社、农

业协会、农业园区等组织以及互联网平台也能成

为农户间进行知识沟通、交流与共享的载体。农

户间知识共享的过程受到社交情境、社会心理等

因素的影响，它是一个社会化、外化、融合、内

化的循环过程 [6]。

农户间的知识共享从层级上可分为农户个体

间的知识共享、农户群体内的知识共享、农户组

织间的知识共享等 [7]。农户个体间的知识共享主

要是指经过实地观察、模仿和实践等方法获得他

人的经验与技巧。农村的实地调查发现，农民往

往更倾向于向邻近的其他农民讨教和汲取经验教

训，农户对新技术的评价和宣传在农业技术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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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推广中的作用往往比农业专家的专业评估更为

有效。农户群体内的知识共享主要是指为了完成

特定的农业生产经营任务，农户自发、动态地组

成互帮互助群体，甚至专门聘任相关的农业专家

和技术人员来共同讨论和处理在农业生产、经营

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互帮互助群体内的农户单位

都有着相同的目的与期望，这有利于促进知识共

享的发生。农户组织间的知识共享是指农业企业

组织、涉农企业组织（包括农业技术软件开发公

司、农产品信息数据库、农业技术研发机构、农

业发展融资机构等）与农户群体组织（例如农业

合作社、农民协会、农业示范基地等）之间以技

术咨询、专利交易、合作契约等方式来实现农业

新技术知识的传递与共享。农户组织间的知识共

享通常较为正式，但事实上，非正式的个体间、

群体间知识共享更具效率和更有价值。

3 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

农户间知识共享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目

前，在农户间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方面，有了少量

的研究成果，可供本研究借鉴。胡瑞法等 [8]研究

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北京市农民田

间学校的各项活动显著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管理知

识与技能。杨丽 [9]提出了能够有效度量农业产业

集群内农民的知识共享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测

量条目，并分析了农民拥有知识的特性、共享收

益、知识价值、价值观、血缘关系等对农业产业

集群内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

Wood Brennon A[10]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农户利用

社会网络进行知识共享，在共享过程中人际关系

比制度因素更重要，感性因素比理性的技术因素

更有效。龙冬平等 [11]在研究了很多国内外关于知

识特性的文章的基础上提出，影响农户知识共享

中的农户因素包括农户知识存量、相互信任程度

等。刘凤等 [12]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合作社部门与

人员知识共享意识薄弱、社员有限理性、缺乏知

识管理机构、本土农业知识隐性化、交易平台不

完善、信息供需结构不对称、信任机制不牢固等

是阻碍农业合作社内知识共享的主要影响因素。

王新刚 [13]从主体、客体、环境、媒介等 4 个维

度分析了农业合作社内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影响因

素，发现主体因素、环境因素和媒介因素均会对

农户间知识共享产生显著的影响。

笔者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分析的基

础上，提取了 21 项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

包括：专门组织或机构、信息与知识共享平台、

知识共享机制与制度、常规化的知识共享推进活

动、地理位置、和谐邻里关系、通讯基础设施建

设、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应用情况、农民知识共

享意识、知识共享动力、获取知识能力、理性程

度、受教育水平、价值观、亲缘或血缘关系、信

任关系、思想开放程度、知识属性、知识隐性化

程度、知识吸收难易程度、知识潜在价值等。然

而，将这些影响因素设计成调查问卷，并在对江

西省一个村庄的村民进行调研访谈后发现，这些

影响因素大多数都没有被他们所认同，而他们认

同频率最高的因素主要有以下 7 个方面，即：农

户自身的知识与能力以及受教育水平、农民的思

想开放程度和价值观、由血缘或朋友关系构成的

社会网络、信任关系、能够利用的现有资源、通

讯设施建设情况以及地理区位条件等。

现将这 7 个方面的因素归纳为内部因素和外

部因素两个维度。其中，内部因素包括农户知识

存量（具体从受教育水平、知识与能力条件等方

面体现）、价值观、信任关系、社会网络等；外

部因素包括现有资源条件、通讯设施条件、地理

区位等。由此，构建农户间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模

型如图 1 所示。

4 解释结构模型分析

农户间知识共享的核心影响因素存在着相互

作用关系，例如：刘亚 [14]经过研究发现，农民

的社会网络在改变农民现有的信息资源格局的同

时，也会加剧不同教育水平的农民的知识分化；

郑全全等 [15]发现，农民的价值观在逐渐发展过程

中，会受到本身文化素质、思想观念的约束，相

对狭小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农户价值观的发展与演化；周涛等 [16]研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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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基础和价值观对于社区内成员间的信任关系

有着重要影响。而根据客观认识，也可知农村的

地理位置、通讯设施条件、现有资源条件间存在

着密切的关系，地理位置影响着通讯设施条件和

现有资源条件，同样通讯设施条件也会对现有资

源的获取产生重要影响。

现采用解释结构模型（简称“ISM”）分析

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该模型是美国教授

Warfield[17]于 1973 年开发的一种结构目标分析

方法，常用于分析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相关问

题，是现代系统工程中一种广泛应用的分析方

法。ISM将一个复杂的系统分解为多个子系统或

要素，并在专家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分析系统

要素彼此间的作用关系，将复杂系统解析为多级

梯阶结构的模式，从而让复杂关系层次化、条理

化，展示出系统清晰的内部结构 [18]。ISM是一种

定性分析方法，能输出系统结构的概念模型，用

简明的概念结构图明确展示系统中各要素间的相

互作用关系。

根据前述分析，可抽取出 7 个核心影响因

素，分别为：农户知识存量（S1）、社会网络

（S2）、价值观（S3）、信任关系（S4）、通讯设施条

件（S5）、地理区位（S6）和现有资源条件（S7）。

再根据对江西省某村庄农民的访谈调查，假

定超过半数认同影响因素间关系即赋值为 1，否

则赋值为 0 的原则，确定 ISM模型中的作用关

系；采用行对应于原因、列对应于结果的方式，

构建邻接矩阵如表 1 所示。

按布尔代数计算方法从邻接矩阵计算出可达

矩阵M，它表征各类影响因素相互间存在的直接

或间接的结构关系。具体步骤 [19]如下：令邻接

矩阵为C，求C与单位矩阵 I的和（C+I）；用布

尔代数运算（0+0=0，0+1=1，1+1=1，0×0=0，
0×1=0，1×1=1）做矩阵（C+ I）的幂运算，直

到（C + I） n  =（C + I） n + 1， 则M =（C + I） n。

可达矩阵如表 2 所示。可达矩阵M的元素为 1，
则表示行因素Si对列因素Sj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可达集R（Si）为因素Si对应行中数值为 1
的因素集合，A（Si）为因素Si对应列中数值为 1
的因素集合。当R（Si）∩A（Si）＝R（Si）时，

对应的因素可归入最高要素集L1；然后从可达集

中去掉最高级要素，并形成新的可达集，按照上

一同样步骤求出次一级的最高级要素集L2；按照

这种级划分方法，重复上述过程，直到析取全部

的因素，便可得到系统的层级结构。

在农户间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级划分过程

中，共经过了 4 次析取最高要素级的计算，分别

如表 3 至表 6 所示。

图 1 农户间知识共享的核心影响因素

表 1 邻接矩阵

因素 S1 S2 S3 S4 S5 S6 S7

S1 0 0 1 0 0 0 0

S2 0 0 1 1 0 1 0

S3 0 0 0 1 0 0 0

S4 1 0 0 0 0 0 0

S5 1 0 0 0 0 0 1

S6 1 1 1 1 1 0 1

S7 1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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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交集与可达集相同的原则，可确定最高

要素级L1=（S1，S3，S4）。

由此，可确定最高要素级L2=（S7）。

由此，可确定最高要素级L3=（S5）。

由此，可确定最高要素级L4=（S2，S6）。

从上述逐层的最高要素级识别过程，可得到

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层递阶解释结

构模型，如图 2 所示。

表 3 第 1 次级划分过程中的可达集、前因集和交集

Si 可达集 前因集 交集

S1 1,3,4 1,2,3,4,5,6,7 1,3,4

S2

S3

S4

S5

S6

S7

1,2,3,4,5,6,7
1,3,4
1,3,4

1,3,4,5,7
1,2,3,4,5,6,7

1,3,4,7

2,6
1,2,3,4,5,6,7
1,2,3,4,5,6,7

2,5,6
2,6

2,5,6,7

2,6
1,3,4
1,3,4

5
2,6
7

表 4 第 2 次级划分过程中的可达集、前因集和交集

Si 可达集 前因集 交集

S2

S5

S6

S7

2,5,6,7
5,7

2,5,6,7
7

2,6
2,5,6
2,6

2,5,6,7

2,6
5

2,6
7

表 5 第 3 次级划分过程中的可达集、前因集和交集

Si 可达集 前因集 交集

S2

S5

S6

2,5,6
5

2,5,6

2,6
2,5,6
2,6

2,6
5

2,6

表 6 第 4 次级划分过程中的可达集、前因集和交集

Si 可达集 前因集 交集

S2

S6

2,6
2,6

2,6
2,6

2,6
2,6

表 2 可达矩阵M

因素 S1 S2 S3 S4 S5 S6 S7

S1 1 0 1 1 0 0 0

S2 1 1 1 1 1 1 1

S3 1 0 1 1 0 0 0

S4 1 0 1 1 0 0 0

S5 1 0 0 1 1 0 1

S6 1 1 1 1 1 1 1

S7 1 0 1 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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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启示

ISM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知识存量、价

值观和信任关系是影响农户间知识共享的表层因

素，它们会受到现有资源条件的影响。对这一级

作用关系的解释是，现有资源条件的不同，决定

了农民的财富水平，而财富水平会影响农民的受

教育水平、对财富的价值观以及他们处理人际关

系的态度（而这又与人际间的信任有关）。因此，

现有资源条件会对农户知识存量、价值观、信任

关系产生影响。同时，发现通讯设施条件会影响

现有资源条件，二者都属于农户间知识共享的中

层因素。对这一级作用关系的解释是，现有资源

条件的获取有赖于信息获取能力的通畅以及农户

与外界环境的交换程度。最后，研究发现社会网

络和地理区位是农户间知识共享的根本因素，二

者共同作用于通讯设施条件因素。对这一级作用

关系的解释是，地理区位提供农户间通讯交流的

硬条件，而社会网络则为农户间知识的沟通与交

流提供软条件，二者缺一不可。

因此，可通过提高农户知识存量、引导农户

的价值观和加强农户间的信任关系等直接促进农

户间知识共享，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户间知识共

享的障碍问题，需要从源头上改善农村的地理区

位条件以及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网络。此外，完

善农村地区的通讯设施条件和提供更好的资源条

件也能间接促进农户间知识共享。

为促进农户知识共享，现提出以下几条具体

的政策措施。

（1）加速城镇化进程，从而改善农村大部分

地区的地理区位条件，让农户能接触到更多来自

城市和企业的先进技术知识。

（2）加强农村社会网络建设，从文化、体

制、机制、环境等各方面为农户间相互学习与交

流创造可能条件。

（3）在农村地区加强电话、互联网、邮政、

路政等各方面的设施建设，为农户进行更高效率

的交流提供条件。

（4）还富于民，保证农民拥有较为丰富的财

富资源，让其能够在知识共享中有较为充足的要

素投入。

（5）加强农民的基础教育、中高等教育以及

职业技术教育，让农民有足够的知识基础来学习

和消化新技术知识，并有能力和技巧来分享自己

的经验知识。

（6）引导农民对知识共享的价值观，让他

们认识到知识共享的重要性以及对他们的潜在

价值。

（7）加强对农民权益的保障，为农户提供足

够的心理安全，同时加强农户的契约精神培育，

让农户间有充分的信任。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由于本研究的访谈调

查样本的规模与投入有限以及缺少案例分析，存

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与改进空间，有待进一步深入

研究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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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并合理把握基本概念单元范围的大小

以及描述程度的粗细。构建一个功能完备的学科

导航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鉴于笔者水平所限以及

对领域知识了解不够，所建学科导航在规模、深

度上都比较简单，仅通过实例对利用领域本体技

术构建学科导航进行了可行性的验证。所建学科

导航在资源范围和知识深度方面都有待扩展，后

续还需要继续扩展和完善新的类以及类与类之间

的关系，使知识体系更加完善，最终建成动态开

放、实时更新、全面共享的学科导航，为科研用

户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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