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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地调查确定了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的主要模式，然后按照受众本位理论设计了农业技术

推广模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指数法对吉林省主要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结

果表明，土专家模式、传媒工具模式、农资店主模式和基层农技推广模式是目前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最有效率

的 4 种模式，尤其土专家模式和传媒工具模式在农业技术推广的覆盖面、满足程度、推广效率方面，与其他模

式相比较更有效率；而科研院所、专业合作社以及涉农企业主导模式推广效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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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modes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in Jilin province were determined by

means of reality investigati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modes was designed according to audience-centered theory,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modes in Jilin Province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entropy index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ative expert mode, media mode and agricultural supplies store master mode and basic agricul-

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mode were more efficient, especially native expert mode and media mode were the

most efficient in agricultural extension coverage, farmers satisfaction degree and promotion efficiency.

Whereas the extension efficiency of other modes including the research institute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and agricultural leading enterprises was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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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业科技推广评价指标原始数据

服务覆盖面 信任度 需求满足度 推广效率 信息成本 期望度 关注度 推广效果
Y1 0.17 0.15 0.15 0.13 0.12 0.16 0.13 0.13
Y2 0.06 0.11 0.07 0.06 0.07 0.12 0.09 0.08
Y3 0.02 0.02 0.03 0.02 0.01 0.02 0.02 0.04
Y4 0.02 0.01 0.01 0.00 0.01 0.01 0.02 0.00
Y5 0.24 0.22 0.24 0.28 0.24 0.19 0.22 0.21
Y6 0.28 0.27 0.28 0.28 0.30 0.22 0.25 0.29
Y7 0.21 0.23 0.22 0.23 0.25 0.28 0.27 0.25

注：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Y1)、农业院校和涉农科研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Y2)、农民专业合作社主导的推广模式(Y3)、涉农

企业主导的推广模式(Y4)、农资店主主导的推广模式(Y5)、农民技术员 示范户和专业大户等“土专家”主导的推广模式(Y6)、传媒工具服务

模式(包括电视、报刊、12316 农村服务热线、电脑查询等)(Y7)。

农业技术推广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的桥梁和纽带，是科技兴农的重要手段。农业

技术推广模式就是在既定的区域宏观环境约束

下，由农业技术推广主体在推广动机的导引下运

用有关推广方式、方法和措施等的综合。在目前的

条件下，推广形式的好坏决定着推广效果的好坏，

农技员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首先要满足基本的推

广形式(廖西元等，2008)。对不同的农业技术推广

模式进行评价尤为重要，这决定着农户对农业技

术采用的效果和农业技术推广的效率。薛庆林

(2008)、夏冰等(2012)指出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业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须紧密依靠农业科技的发

展，这需要农业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链条的有机

衔接，政府与农民组织合作兴办的农业技术推广

体系、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推广体系；以农民技术

协会为基础的非政府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以商业

生产组织或开发机构为基础的农业技术推广体

系，国际上典型的农技推广模式在依托主体、运行

机制和特点上各不相同。刘燕娜等(2012)在确定

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指数法对

福建省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

明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农业

院校和涉农科研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和传媒工具

服务模式起到基础作用。然而，总的来看结合实地

调查对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综合评价的研究仍然不

足。因此，本研究在对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实地调

查基础上，首先确定农业技术推广的主要模式，然

后基于受众本位理论，设计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综

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对吉林省主要

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进行综合评价，以期为吉林

省农业技术推广的模式选择和农业技术推广模式

创新提供科学依据。

1 评价指标设计与数据说明

受众本位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过程

中应以最大限度的维护受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

点，以满足受众获取多方面信息的需要为己任，以

帮助受众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全心全意为

受众服务。而传者本位理论与农业技术推广模式

的内涵相一致，即农业科技推广主体只有在满足

其推广动机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农技推广工作。基

于以上理论，笔者将以受众本位理论为主，传者本

位理论与本位理论相结合，从农户对推广模式的

服务覆盖面、信任度、满足需求度、推广效率、获取

信息成本、期望程度、关注度和推广效果等 8 个指

标对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进行综合评价。农业技术

推广模式的评价涉及 7 个评价对象和 8 个评价指

标。要求调查对象根据自己获取和应用农业技术

的实际，选出排名第一、第二和第三名的农业技术

推广模式，然后根据某模式的名次赋予权重，再根

据该模式出现在调查对象回答中的次数占总次数

的比例测定 8 个指标的取值。
在数据的获取上，课题组 2012 年 8 月深入吉

林省具有代表性的桦甸市、东辽县、九台市、梨树

县、双辽县、洮南市等市县农村开展农户问卷调

查。本次调查涉及吉林省 10 个县市，共访问 110

户农民。从文化程度上看，被访农户小学占到了总

数的 23%，初中占到了样本户的 49%，高中以上

占到了 26%，文化程度比当前吉林省平均水平偏

高，从人均纯收入上看，平均 13 900 元，比全省的

平均水平稍高，以种植业为主的收入占到了总收

入的 44.9%，原因是选择的农户主要是重点示范

户或者规模种植户，在农业经营中属于高素质的

经营者。从年龄上看，平均年龄 45.2 岁，符合当前

农村劳动力情况，从性别上看男性占 92%，女性

占到了 8%，说明规模经营户或者重点示范户在选

择上偏重以农业家庭经营为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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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指标熵值和熵权的计算结果

项目 覆盖面 信任度 需求满足度 推广效率 信息成本 期望度 关注度 推广效果
熵值 0.1700 0.1653 0.1651 0.1659 0.1698 0.1644 0.1670 0.1622
熵权 0.1244 0.1251 0.1252 0.1251 0.1245 0.1253 0.1249 0.1256

表 3 主要农技推广模式的评价得分

模式 覆盖面 信任度 需求满足度 推广效率 信息成本 期望度 关注度 推广效果 综合评分
Y6 1.00 1.00 1.00 1.00 1.00 0.77 0.93 1.00 1.00
Y7 0.74 0.84 0.81 0.84 0.83 1.00 1.00 0.85 0.90
Y5 0.87 0.79 0.87 1.00 0.77 0.68 0.83 0.73 0.85
Y1 0.59 0.54 0.52 0.46 0.40 0.57 0.45 0.46 0.52
Y2 0.17 0.39 0.24 0.21 0.20 0.40 0.30 0.29 0.28
Y3 0.00 0.03 0.08 0.08 0.00 0.03 0.02 0.13 0.05
Y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了综合评价农业技术推广模式，本研究采

用基于熵权 TOPSIS 指数法。该方法是以评价方

案中的最优值作为参考目标进行评价标准的，并

根据标准化公式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于正

项指标越大越好，对于逆向指标越小越好。该方法

的基本原理是在基于归一化后的原始矩阵中找出

有限方案中的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分别用最优

向量和最劣向量表示。然后分别计算出评价对象

与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间的距离，获得该评价对

象与最优方案的相对接近程度，以此作为评价优

劣的依据(李艳春等，2008)。基于熵权的 TOPSIS

法比原来的 TOPSIS 法的改进在于：其一，采用比

例归一化替代向量归一化；其二，采用熵权的权重

模型(吴智诚等，2007)。设有 n 个待评价对象，每

个评价对象有 m 个评价指标，形成原始数据矩阵

为：Xij=(xij)mn，X=

X11 X12 … X1n

X21 X22 … X2n

∶ ∶ ∶ ∶
Xm1 Xm2 … X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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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指标数据的量纲不同，在进行加权求

和时，数值大的指标会对最终的评价指标产生较

大的影响，为了消除指标数据量纲的不同对评价

结果的影响，将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对数据

取对数。按照标准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后得到最终

数据矩阵：

R=

r11 r12 … r1n

r21 r22 … r2n

∶ ∶ ∶ ∶
rm1 rm2 … r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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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熵权确定及综合指数计算
根据以上标准化处理数据，按照熵值定义来

界定第 j 个指标的熵：

ej=-k
m

i = 1
Σpijlnpij j=1，2，…，n

其中，pij=
rij

m

i = 1
Σrij

，k=1/lnm，并假定 pij=0 时，

pijlnpij=0。
第 j 个指标的权重定义为：

wj=
1-ej

n

j = 1
Σ(1-ej)

0≤wj≤1，
n

j = 1
Σwj=1

再以 Wj 为权数，对各个评价指标进行加权求

和就可得到熵权评价值，计算公式为：Z=WjP，计

算各指标熵值和熵权结果见表 2。

根据以上熵权指数，通过 8 个方面的综合测

算，可以得到本研究需要的综合指数。设定 J 代表

正向指标集，
Σ
J 代表负向指标集，则最优向量 Z+ 和

最劣向量 Z- 分别为：

Z+= {( max
i

Zij j∈J)，( min
i

Zij j∈Σ
J ), i=1, 2,

…, n}={Z+
1, Z+

2, …, Z+
m}

Z-= {( min
i

Zij j∈J)，( max
i

Zij j∈Σ
J ), i=1, 2,

…, n}={Z-
1, Z-

2, …, Z-
m}

计算每个评价对象到最优方案的距离 S+
i 和

到最劣方案的距离 S-
i：

S+
i=

m

j = 1
Σ(Zij-Z+

j)2姨 , (i=1, 2, …, n)；

S-
i=

m

j = 1
Σ(Zij-Z-

j)2姨 , (i=1, 2, …, n)

计算每个评价对象接近于最优方案的相对贴

近度 Ci*：

Ci*=S-
i/(S+

i+S-
j), 0≤Ci*≤1, (i=1, 2, …，n)

如果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重合，则相应的 Ci*=
1；如果评价对象与最劣方案重合，则相应的 Ci*=0。
最终计算主要推广模式综合评价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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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分析
农业技术推广的目标就是通过试验、示范、培

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广普

及应用于农业生产，从而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传统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设立在县乡两级

为农民提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农业机

械、水利等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服务的组织。长期

以来，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在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新

技术和新品种、防治动植物病虫害、搞好农田水利

建设、提高农民素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是，随着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业信息化的发展，新

型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表现越来越突出。
第一，土专家和农资店主已经成为农技推广

的“主力军”。农民技术员、示范户和专业大户等

“土专家”主导的推广模式综合评分第一位。土专

家虽然理论程度低，但是实践操作能力强，与当地

风土人情结合紧密。调查发现，农户采用的动植物

新品种、播种密度、化肥施用量及配比、新农具使

用占有较大比率，说明吉林省目前农民获取的农

业技术主要靠农民间的相互学习和多年实践积

累。受农民的心理、经济、文化及其自然条件、经济

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在心理方面吉林省农民

是开拓精神与保守思想并存、效益观念与小农意

识并存；经济条件方面是他们的耕地面积少、经济

基础薄弱、收入低、承担经济风险能力低；在社会

条件方面是法律不健全、人与人之间信誉不足、维
护权益成本高；在自然环境方面是变化差异大，常

有“一步三换土”之说。因此，吉林省要想提高农技

推广水平，必须加强示范户和专业大户技术培训

的投入力度。其次，农资店主主导的推广模式也处

于当前吉林省农技推广的主流位置，综合得分第

三位，并且在推广效率方面排在第一位。大部分农

资店主都是学农出身，科技素质高，而且直接销售

农资产品，为了拓展销路和加强与农户联系，经常

为农户提供免费指导。相当于农业的“赤脚医生”。
他们农业实践经验相对丰富，农资店主在将农资

销售给农民的同时，也把他们的农业技术传授给

农民，提高了农民的科技素质。
第二，农业信息化模式已经成为推动农业科

技进步的主要方式。传媒工具服务模式包括电视、
报刊、12316 农村服务热线、电脑查询等主导的推

广模式，综合得分排在第二位，并且在期望值和关

注度两方面排在第一位，说明目前吉林省农村随

着电视、电话和电脑等现代信息技术及装备的普

及以及劳动力文化素质的提高，农民发现通过信

息技术对他们提高农业技术水平越来越重要，如

农民通过拨打 12316 农村服务热线为他们解决了

很多在实际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同时也提高了农

民的科技素质。
第三，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虽然仍处于主

导地位，但是在综合排序中处于第四位，其主导的

推广职能的发挥有待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

构在农技推广覆盖面、信任度、需求满足度、推广

效率、信息成本、期望值、关注度和推广效果 8 个

方面都排在第四位，说明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对于

全省农业技术推广虽然仍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

在农技推广实效上仍有待加强。调查发现，吉林省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存在着职员学历和职称普遍偏

低，加之经费短缺等问题，使得基层农技推广受到

非常大的影响。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这种低学历、
低职称现状使大部分推广人员知识面狭窄，不仅

技术知识结构过于陈旧，也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而且观念陈旧，普遍缺少适应市场变化的创新精

神，这些是目前制约许多推广活动不能取得好的

收益的原因。而且非农业技术人员比重过大的现

状既增加财政负担，也降低了农技推广的效果。
第四，农业科研院所、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涉

农企业主导模式分别排在第五、第六和第七位。农

业科研院所针对培训对象主要是科技示范户或者

基层农技人员，对农户直接服务能力有限，农业技

术推广受到影响。而在农业专业合作社方面，其在

农业技术服务方面尚未发挥实质作用，甚至部分

农业合作社有名无实，起不到带动农户的作用。涉

农企业主导的推广模式对吉林省农技推广尚未起

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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