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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技术在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通过有效的传播 

手段 ，大量的农业科学技术和成果才能为广大农民所应用并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我国传统的农业技术 

推广体系已难以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日益发展的需求，大量农业科技传播实践活动尚缺乏有效的理论指 

导。基于此，通过大量调研，提出了建设农业科技传播学科的发展构想。以期通过学科建设，加强农业科技 

实践活动的传播学研究；通过人才培养，充实农业科技传播队伍，为我国新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的构建 

注入活力，进而推动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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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for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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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alway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m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Larg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and achievements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productivity through comprehensive印plication of farmers via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means． The exist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ystem can hardly meet witIl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t marketing economic devel— 

opment．Many agricultural sci—tech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are still lack of theoretical guidance．Based on the above 

reasons，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framework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put forward．The Objective is 

to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 extension practices an d to eularge agricultural sci—tech communication 

talents via discipline development，SO as to put more and more vitality into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sci— 

tech extension service system an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tech innovation and rural economy in Chi-- 

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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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人类 

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传播学作为 
一 门社会科学的兴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是在 

美国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兴起发展的，传 

播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 

科学，是在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之 

上形成的⋯。传播学一经兴起，便对人类社会的 

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农业发展亦是 

如此。农业科技的创新扩散是国外农业科技传播 

学最早关注的传播现象，也是传播学向各领域渗 

透的一个重要分支。早在20世纪20～30年代， 

以罗杰斯为代表人物的西方研究者就针对农业科 

技进行了大量创新扩散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后 

来发展为农业科技传播的一种重要模式——农业 

创新扩散模式，为农业科技传播的形成奠定了基 

础。而在我国，虽然我们已经对农业科技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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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广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但从传播学角度的 

研究还量小力微，大量实践还缺乏有效的理论指 

导。因此，通过农业科技传播的学科建设来培养 

人才，通过传播学理论指导农业科技传播实践，从 

而促进农业科技持续性创新和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已成为时代之需。 

1 农业科技传播学提出的必要性和现 

实性 

1．1 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为农业科技 

传播学科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现实需求 

“三农”问题历来都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 

全局性问题。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国家连续出台 

了四个有关“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发 

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任 

务，并指出“积极探索农业科技成果进村人户的 

有效机制和办法，形成以技术指导员为纽带，以示 

范户为核心，连接周边农户的技术传播网络，继续 

支持重大农业技术推广，加快实施科技人户工 

程”，“着力培育科技大户，发挥对农民的示范带 

动作用”，以及“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 

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等。以上目标的实现都与 

农业科技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密不可分。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需要建立并完善一个农业 

科技传播体系，形成顺畅的农业科技信息流通渠 

道，从而利用合理的传播方式提高农民的接受能 

力，增强农业科技的传播效果。 

1．2 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作为农业科技传播 

的一种经典传统形式，已不能满足发展现代 

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要求 

中国是农业大国，党和政府对农业科技的扩 

散和推广工作历来非常重视。目前，我国已经建 

立了一套覆盖全国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 J， 

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我国的“三农”工作做出了巨 

大贡献。另外，全国各地在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机 

制方面也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如南 

平的“科技特派员制度”、宝鸡的“农业科技专家 

大院”、河北的“农业科技传播站”等具有地方特 

色的传播模式，取得了很好的经验。在新型农业 

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尤 

其在农、科、教统筹，产、学、研结合等方面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培育了一批典型，如各种类型 

的技术经济服务组织建设，行业学会(协会)建 

设，农业科技园区建设等。以上这些农业科技推 

广和扩散的实践活动，也为农业科技传播研究提 

供了丰富的素材，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为农业科 

技传播学科建设奠定了实践基础。 

但总体上看，传统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模式 

没有突破：一是原有国家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政府 

行为的单向性、被动性服务方式没有完全改变，技 

术水平和农业科技转化率相对较低，缺乏市场推 

力，“线断、网破、人散”的状况依然存在；二是新 

兴的各类农业科技服务组织技术辐射源弱、覆盖 

面小、发展慢；三是农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农业 

技术研发能力相对较弱，甚至有的研究内容与农 

业生产脱节，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四是农业科技推 

广服务的各类主体、各种资源、各个要素缺乏有效 

整合，没有产生整体优势 J。现有的农业科技推 

广服务体系已不能适应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经济 

市场化、全球化的新形势。 

1．3 农业科技传播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取得了 

辉煌成就，农业科技水平显著提高。据统计，我国 

每年产生6 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但是，真正运 

用于生产，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却很少。 

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 65％ ～85％ 

之问，而我国仅为 30％ ～40％；发达国家的农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 为 60％ ～80％，而我 国只有 

42％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但农业科技 

传播的低效是不容忽视的。 

虽然我国开展了大量的、形式多样的农业科 

技传播活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农业、农村发 

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传统的农业科技传播体系 

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国内学术界针 

对农业科技传播实践开展的理论研究还量小力 

微，并呈现出以下特点：①侧重于外界因素如政府 

行为、宏观政策、社会环境的研究，对农村社区内 

部的互动研究不够；②多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从推 

广学及传播学角度来研究农业科技传播的文献很 

少见；③对受众的研究刚刚起步，系统地对农业科 

技传播模式及其要素之间互动进行深入研究的很 

少；④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实证研究，缺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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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与理论分析 J。因此，建设农业科技传播学 

科，利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农业科技传播的 

各要素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我国农业和农村发 

展的具体国情，构建新型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 

系已成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迫 

不及待的历史使命。 

2 农业科技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基本界定 

2．1 概念的界定 

农业科技传播是传播学最早关注的科技传播 

现象之一，也是科技传播学产生的重要源头之 
一

L6 J
。 从概念上讲，农业科技传播是指运用传播 

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农业科技信息与知识的传递 

与扩散的过程，把“私有知识”转化为“社会共享 

知识”，进而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农村经 

济社会的进步0 。 

在众多学者大量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对农业 

科技传播学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即农业科技传播 

学是利用传播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结合农业科 

学技术的自身特点，研究农业科技传播规律与方 

法及其与之相关联的外界传播系统的一门学科。 

2．2 农业科技传播学的研究目的与意义 

农业科技传播学的研究旨在用传播学的基本 

理论和方法，探寻符合国家、地区或目标受众特点 

的传播机制、传播模式、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从 

而形成农业科技传播学的学科规范和学科架构， 

来指导农业科技传播实践，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推动农业科技创新 ，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 

支撑。 

2．3 农业科技传播学的理论基础 

从广义的角度看，农业科技传播学的研究将 

以传播学、信息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发展 

学等学科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研究不断推动该 

学科的发展，探索出属于农业科技传播学这一新 

兴学科的理论特色 J。换言之，仅就学术规范和 

学术研究的层面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农业科 

技传播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传播学、信息学和管 

理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理念。 

2．4 农业科技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概括地说，农业科技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就是 

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规律，整个传播过程的技术、 

方法、渠道与效果及其与之相关联的外界传播 

系统。 

具体而言，农业科技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按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和 

接受的范围大小划分，农业科技传播学的研究对 

象可分为五个研究层次，即自我传播、人际传播、 

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 ；按农业科技 

传播学自身的结构可分为三个研究层次：理论，模 

式和研究方法；按农业科技传播学研究的层面可 

分为宏观农业科技传播和微观农业科技传播两个 

层次；按农业科技传播的流程来划分，农业科技传 

播学的研究对象分为传播 内容、传播者、传播受 

众、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等。 

2．5 农业科技传播学的研究内容 

农业科技传播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农业科 

技传播内容的获取、整理、分析、综合、存储和传 

递，传播者与传播受众，农业科技的传播技术、传 

播方法与手段、传播模式，传播机制，农业科技传 

播的理论基础、学科构架、概念体系、研究方法，即 

农业科技传播的一般规律，等等。 

3 推动农业科技传播学科发展的建议 

农业科技传播学还处于刚刚起步、甚至尚未 

起步的阶段，如何实现从传播研究向传播学的一 

门分支学科转化，进而形成农业科技传播学的独 

立学科体系，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在对国内 

外大量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未来学 

科建设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3．1 尽快搭建学科研究平台 

农业科技传播学科建设需要良好的内部和外 

部环境及学术研究平台。首先国家要充分认识农 

业科技传播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大政 

策支持和科研、教育投入；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应该加大研究力度，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为 

此，中国农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农业传媒与传播 

研究中心，挂靠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并积极 

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筹备成立农业科技传播领 

域的学术团体。 

3．2 加快农业科技传播人才队伍建设 

学科建设，人才是关键。农业科技传播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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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速发展急需有一支既掌握传播学的基本理 

论和方法，又精通农业科技知识，并且知识结构合 

理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传媒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已在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备案，具备了招收农 

业科技传播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研究 

人员及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资格，并以此 

来加强农业科技传播人才的素质教育和能力建 

设，积极探索学科领域骨干人才的培养。 

3．3 加强农业科技传播学的理论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广大传播人员在传播 

农业科技知识的实践中创造了大量成功的传播范 

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以工作总结、报告 

居多，学科理论研究较少，多学科参与的研究尚属 

空白，大量传播实践和成功范例还缺乏规律总结 

和理论提升，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符合农业科技传 

播自身特点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总之，由于农业科技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学 

科涉及的领域还都非常有限。但从发展的角度 

看，我们需要不断拓展新的领域，丰富农业科技传 

【新书推介】 

播学科的内涵以及与其他学科交叉的外延，使其 

成为一门较为独立的、完整的新兴学科。随着农 

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创新与发展，以及传播新技 

术、新方法、新媒介的不断涌现，也会使农业科技 

传播学科得以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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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构建了媒介对农村传播功能的评价指 

标体系的大体框架，但其中部分指标的设立与赋 

值还有待在使用过程中逐步完善，有待媒体业 

界、后来研究者的检验与补充；本书提 出了”受 

众阈值”模型，从理论及使用方面，还应当进一 

步深入研究，强化其科学性，验证其普适性。 

囿于时间、精力所限，本书仅对农村传播学 

进行了初步探索，作为农业科技推广理论的一个 

新思维和农村科技工作发展的一种新尝试，农业 

科技传播理论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农业科 

技传播实践还需要不断推进和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