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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强弱关系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 

———从个体到系统的视角

胡海华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农户间社会网络是农业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为了探寻在我国以亲疏差序原

则为行为取向的“差序格局”下,社会网络强关系与弱关系如何对农业技术扩散产生影响,以
有机大棚蔬菜种植为例,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考察农户个体的农业技术采用决策模式,并

收集强弱关系作用的相关数据.在此基础上,运用 ABMS方法建立农业技术采用决策模型

并进行计算机模拟仿真,从系统层面考察并比较强弱关系对农业技术扩散绩效的影响.结

果表明,增加农户社会网络关系数量、提高社会网络关系间的互惠互助水平,都能显著促进

农业技术扩散;在这两个方面,强关系的作用远大于弱关系.然而,从触发农户采用意愿进

而促进农业技术扩散的角度来看,弱关系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些结果有助于理解我

国农业技术扩散的底层机制,对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政策制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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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保障我国粮食安全,２０１６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藏粮于技”战略,对我国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科技创新的真正意义不在于

创新本身,而在于创新的扩散.事实上,“藏粮于技”面临的最大瓶颈正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扩散.据统

计,我国每年取得的农业科技成果有７０００多项,但其转化率却仅为３０％~４０％,真正形成规模的不

到２０％,转化率不足美国的一半,也远低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１].大量农业科技创新束之高阁的

现状说明,促进农业技术扩散是实现“藏粮于技”战略的当务之急.因此,有必要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底

层机制做深入探索.
农户间社会网络被视为农业技术扩散最重要的渠道.相较于农业推广,社会网络不仅能够有力

地传播农业技术信息,而且能够更有力地改变农户技术采纳的态度和行为[２Ｇ３].按照社会网络关系在

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互惠交换等４个维度的不同,又可以将其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４].现

有研究普遍认为,强关系引发采用行为,而弱关系传递相关信息.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关系社会,形成

了以亲疏差序原则为行为取向的“差序格局”[５].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社

会网络,是信息分享和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６].那么,在我国强弱关系到底如何影响农业技术扩散?
从扩散的系统层面来看,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上述问题的答案,对理解我国农

业技术扩散的底层机制,以及对建设我国农业推广体系与制定促进农业技术扩散的公共政策具有重

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将结合实证调研和计算机仿真研究,系统地考察并对比强弱关系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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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农户进行访谈与问卷调查,了解农户个体的农业技术采用决策模式,收集强弱关系在农业技

术采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相关数据.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运用 ABMS(AgentＧbasedmodelingand
simulation)方法建立农户采用农业技术的行为模型并进行计算机模拟仿真,从系统层面分析在农业

技术扩散过程中强弱连接的作用.

　　一、理论基础

　　１９４３年,Ryan和 Gross两位学者开创了农业技术扩散研究的先河[３].当时,杂交玉米作为重要

的农业技术创新,在美国境内得以大范围扩散.两位学者考察了不同信息渠道在杂交玉米扩散过程

不同阶段的作用,发现在扩散初期,推广人员、广播广告和农业期刊是引起农户关注杂交玉米的主要

渠道,而随着扩散过程的推进,社会网络传播逐渐成为主导.研究还发现,许多农户在获知杂交玉米

后并没有立刻采用,知晓和采用之间的时间差众数为５~６年.该研究首次将注意力从模式研究转移

到过程研究上,并且论证了社会网络在农业技术扩散中的重要角色[３].自此,基于社会网络的农业技

术扩散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在深入研究农业技术创新(新品种、新农药、新机械)扩散的基础上,Rogers在１９６２年提出了经

典的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ofinnovation)[２].该理论认为创新采用决策是一个渐进的动态过程,
包括了获知(知晓创新的存在)、说服(形成对创新的态度)、决策(采用或拒绝创新)、实施(投入创新的

使用)、确认(强化或撤回采用决策)等５个阶段.因为人们的个体属性(如风险规避水平、对他人行为

的跟随程度等)存在差异,所以采用创新的相对速度也不同.据此可以将创新采用者分为革新者(inＧ
novators)、早期采用者(earlyadopters)、早期追随者(earlymajority)、晚期追随者(latemajority)和
落后者(laggards)[２].创新扩散理论很好地解释了S型扩散曲线现象①,即在创新扩散的早期,采用

者很少,扩散速度很慢,一旦采用人数达到“群聚效应(criticalmass)”,扩散速度将迅速提高,而当采

用人数接近饱和点时扩散速度又会减缓②.该理论还定义了影响创新扩散的４个关键因素:创新本

体、扩散渠道、时间及社会系统.由于人际交流在说服人们接受和使用创新方面,比广告、推广等形式

更为直接、有效,社会网络在创新扩散理论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后续研究反复验证了社会网络对农业技术扩散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了３个主要作用机制.第一,

技术获知机制.对于农户而言,特别是教育水平较低、地处偏僻、通讯技术欠缺的农户,社会网络是获

知技术创新的有效、甚至是唯一的渠道[７].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样本都显示,农户的社会关系越多,
获知技术的概率越高,采用概率也越高[８Ｇ１１].第二,社会学习机制.一方面,农户通过社会网络可以

学习到诸如投入产出价格、投入产出比、最优化投入等与生产销售相关的知识,这有效地降低新技术

的不确定性以及技术转换的风险.另一方面,社会网络中采用者越多,农业技术的网络外部性效应越

强,社会规范效应也越强.因此,基于社会网络的社会学习能够有效提高农户采用概率[１２Ｇ１３],并缩短

采用的等待时间[１４].此外,在采用技术之后,农户仍然需要学习知识以提高技术使用绩效[１５].第

三,互惠互助机制.农业技术转换常常意味着较高的成本投入,例如新种子的购买、灌溉系统的改造、
大棚的搭建等.通过社会网络,农户可以获得资金、实物、劳力的帮助,大大降低了农户技术转化的成

本承担压力,这将有效促进采用意愿向实际采用行为的转化[１６].
自Granovetter提出“弱关系强度假说”[４]以来,强弱关系在农业技术采用相关研究中也获得了

极大关注.有一部分研究支持“弱关系强度假说”[１７Ｇ１８].强关系通常代表着农户彼此之间具有高度的

互动频率和相似的态度,因此通过强关系所产生的信息、知识通常是重复的,容易形成一个封闭的系

统.越是关系紧密的朋友,提供信息的广度越小.相反,弱关系是不同农户群体之间沟通的有效桥

梁,在异质性信息、知识传播方面具备显著优势,因此弱连接能够促使农业技术快速、大范围的扩散.
也有一部分研究支持“强关系强度假说”[１９Ｇ２０].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东方文化背景,认为社会网络的

８４

①

②

S型扩散曲线不仅可见于农业技术创新,也可见于教育创新、医学创新、营销创新和各类其他发明、改革等新事物.
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能成功扩散,这取决于是否能够形成＂群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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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用并不是传播和收集信息,而是通过人际关系获得资源配置[２１].换言之,社会网络更多的是

人情网,而非信息桥.关系的强弱与获得资源的可能性是正相关的,而信息获取只是人情网的副产

品.因此,基于信任和规范约束的强关系使得农户更愿意分享信息、知识,并且提供诸如资金、劳力、
实物等方面的帮助,这对农户采用农业技术创新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现有研究对强弱连接

的比较作用还存在很大争议.
而且,现有研究大多是针对农户个体层面的农业技术“采用”研究,而非系统层面的“扩散”研究.

要从社会系统层面考察强弱关系对农业技术扩散影响的动态过程,对实证研究而言有一定的困难,其
主要原因在于获取面板数据通常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跟踪调査,而且还需要排除外部因素(如政策

变动)在这一段时期的干扰[２２].为了克服这一难题,一些学者开始应用 ABMS方法,借助计算机的

强大计算能力,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在连续时期内农业技术扩散的动态演化过程[１６,２３Ｇ２４].ABMS
方法假设行为个体的属性是异质的,这克服了主流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对行为个体同质性假设的

缺陷.而且,ABMS方法充分关注行为个体之间社会互动的规则,以及局部互动涌现出的系统性

质,这符合创新扩散属于非线性动力学的认知与假设.本文将结合实证调研和 ABMS方法进行

研究.

　　二、实证调研

　　实证调研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通过小范围的访谈,掌握农户的农业技术创新采用决策模

式,重点厘清社会网络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第二阶段扩大调查范围,运用问卷调查,收集在农业技术

采用过程中强弱关系的相关数据.这些结果将为下一步的 ABMS研究提供基础与依据.

１．农业技术采用决策模式调研

本研究课题组在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新圩镇相邻的两个村(栗溪村与山背村)对９位种植有机大

棚蔬菜的农户① 进行了访谈.其中２位是当地最早开始种植有机大棚蔬菜的农户,影响他们种植决

策是镇政府的农技推广人员.这２位农户实际上扮演了创新扩散革新者的角色,在之后３年时间内,
通过社会网络有效触发了有机大棚蔬菜向其他农户的扩散.对其他７位农户的访谈结果显示,虽然

技术信息获取也是社会网络的作用之一,但是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产生的实际影响主要体现在

采用意愿触发、采用行为助力、技术知识学习３个方面:
(１)采用意愿触发.有机大棚蔬菜种植的良好收益以及种植农户越来越多,成为有机大棚蔬菜

“低风险、值得种植”的有力信号,这触发了未种植农户的采用意愿.
(２)采用行为助力.在产生种植意愿之后,农户会仔细评估有机蔬菜种子购买、大棚建设、灌溉系

统改造、有机肥购买或培养等方面的成本投入,只有在能够负担这些投入的情况下才会投入种植.对

大部分农户而言,这需要社会网络关系特别是社会网络中种植户提供实物(如种子、有机肥)、劳力(如
帮忙搭建大棚)、资金(如购买大棚所需的金钱)等方面的帮助.

(３)技术知识学习.在开始有机大棚蔬菜种植之后,除了干中学之外,农户为了提高有机大棚蔬

菜的种植效益,还会与其他种植户进行沟通交流,以学习有机大棚蔬菜种植的相关知识.知识可以细

分为基础知识与额外知识.基础知识是农业技术的基本知识,对农户没有太大差异;额外知识是因人

而异的技术使用经验.
以上访谈结果显示,有机大棚蔬菜种植决策模式基本上符合创新理论提出的创新采用动态过

程———采用意愿触发对应了获知和说服过程,采用行为助力对应了说服和决策过程,技术知识学习对

应了实施和确认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受访农户普遍反映在有机大棚蔬菜的种植中,很少出现撤回的

案例.换言之,只要开始种植,即使早期因为缺乏经验而无法获得理想收益,农户仍然会继续种植.
这是因为,一方面有大量的实例显示有机大棚蔬菜具有高收益,另一方面是有机大棚蔬菜种植有着较

高的沉没成本.

９４

① 访谈对象只选取了两村部分而非全部种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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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强弱关系相关数据的收集

在上一阶段调研的基础上,课题组设计了调查问卷,用于收集强弱关系的相关数据.调查选择在

江西省吉安市和湖北省恩施市进行,总共收集了１３８份有效问卷,具体数据如下:
(１)强弱关系数量.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户拥有的弱关系数量是强关系的２倍左右,其中强

关系平均数为４．２３(众数和中位数皆为４),弱关系平均数为８．２１(众数和中位数皆为８).
(２)采用意愿触发.在触发农户的采用意愿方面,强关系的采用信号强度是弱关系的４倍左右.

其中２５．３６％的农户(３５人)表示只要有１个强关系采用农业技术创新,他们就会产生试一试该技术

的念头,而１个弱关系只能触发８．７０％农户(１２人)的采用意愿;２个强关系足以触发７３．１９％的农户,
而２个弱关系只能触发１９．５７％的农户;３个强关系能够触发９８．５２％的农户,而３个弱关系只能触发

２７．５４％的农户.
(３)采用行为助力.在采用行为助力方面,强关系能给予的单位帮助水平略高于弱关系,但是水

平非常接近.有１/３左右的农户表示只要有１个社会关系能够提供技术转换所需的帮助就足以应付

成本投入的问题;当提供帮助的社会关系达到３个时,几乎所有的农户都能完全克服该问题.
(４)知识学习.如果仅靠干中学,农户平均需要５个技术使用周期(如水稻种植１季即为１个使

用周期),才能达到较理想的知识水平.因为基础知识对所有农户基本没有差别,因此向１个还是向

多个特定类型社会网络关系学习,能够获得的基础知识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强关系常常是建立在

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上,具有频繁的交流机会,因此强关系可以提供比弱关系更多的基础知识.数据显

示,强(弱)关系提供的基础知识相当于农户２(１．５)个使用周期干中学的效果.因为知识异质性较高,
弱关系能够提供更多的额外知识.弱关系能够提供的额外知识相当于农户１个使用周期干中学的效

果,而强关系只有一半的水平.

　　三、ABMS研究设计

　　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创新本体、扩散渠道、时间及社会系统是影响农业技术扩散绩效的４个关键因

素.本部分研究将分别对这４个因素做出相应假设.①创新本体:仅考虑一种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的

情况,而不考虑同时存在多种农业技术创新的竞争情况;相较于原有农业技术,该技术创新具有明显

的效益优势,但这建立在农户具备一定知识水平的基础上.②扩散渠道:在扩散初期,农业推广是唯

一渠道,即革新者是从农业推广人员那里获取技术,之后仅考虑基于社会网络渠道的扩散.③时间:
时间是离散的(即t＝０,１,２,,T),农户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采用技术创新.④社会系统:农户间

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形成社会网络系统;农户个体属性是异质的,且在扩散过程当中保持不变.

１．农业技术采用决策模型

农业技术采用首先源自于采用意愿,而采用意愿的触发需要足够的社会网络关系发出采用信号,
该规则可表示为:

Willing_to_adopti,t＝
１, if signali,t≥thresholdi

０, otherwise　　　　　{ (１)

其中signali,t表示在时间t强弱关系的采用行为对农户i产生的采用信号之和,thresholdi 则表

示农户i 的采用意愿触发阈值.当采用信号强度大于等于触发阈值时,农户产生采用意愿,

Willing_to_adopti,t取值为１;否则Willing_to_adopti,t取值为０.
一旦产生采用意愿之后,农户评估技术转换的投入成本,并向已采用的社会网络关系发出帮助请

求.只有当获得的帮助足以弥补成本投入时,农户的采用意愿才会转化为实际采用行为,该规则可表

示为:

Adoptioni,t＝
１, if helpi,t≥costi| willing_to_adopti,t＝１

０, otherwise　　　　　　　　　　　　　　　{ (２)

其中helpi,t表示已采用的社会网络关系能够给予的帮助,costi 表示农户技术转换所需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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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农户正式采用技术创新之后,一边通过干中学累积知识,一边会与社会网络中其他已采用的农户

进行知识学习.知识水平更新规则如公式(３)所示:

Knowledgei,t＝
kb＋ka,ifadoptingatthefirsttime
knowledgei,tＧ１＋ka＋klbd,otherwise{ (３)

式中kb 表示基础知识,ka 表示额外知识,klbd表示通过干中学获得的知识.如果农户i是初次

采用技术创新,其初始知识水平为０,只能向社会网络关系学习知识.如果农户并非初次采用,在原

有知识水平的基础上,不仅可以向强弱关系学习额外知识,还可以通过干中学累积知识.本文假设当

知识水平达到１时,农户可以获得比使用原有技术更高的收益,此时该农户才有可能对未采用的社会

网络关系形成采用信号.

２．农户社会网络模型

图１　农户社会网络示意图

本文运用方格网表示农户所处的社会空间位置① ,其中每一个方

格都表示一位农户,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户间的社会网络.农户可以选

择相邻的任意农户建立强关系,弱关系则没有任何空间位置的限

制②.图１展示了一个由４９个农户组成的７×７方格网.以处于中心

位置的农户(黑色方格)为例,周围灰色的方格是该农户强关系的候选

人,标注了十字符号的方格是实际建立的强关系,而标注了环形符号

的方格为该农户建立的弱关系.该算法生成的虚拟社会网络符合绝

大部分现实社会网络所具有的小世界特性[２５],即具有较大的聚集系

数和较小的平均最短路径.

３．扩散过程与实验设计

对于每一次扩散事件,首先随机选择１个农户及其相邻的８个农户(总计９人)从农业技术推广

人员那里获得并采用技术创新,成为触发扩散的革新者.在接下来的每一时间周期,未采用该技术的

农户根据公式(１)和(２)定义的规则做出是否采用的决策,而已采用农户则根据公式(３)定义的规则进

行知识学习.一旦做出采用决策之后,因为转换成本较高,农户不会再放弃采用.
表１　试验参数及其取值

强关系

缺省值 取值范围

弱关系

缺省值 取值范围

数量 ４ ２~８ ８ ４~１６
信号强度 ０．４ ０．３~０．５ ０．１ ０．０１~０．２
帮助水平 ０．３ ０．２~０．４ ０．３ ０．２~０．４
基础知识 ０．４ － ０．３ －
额外知识 ０．１ － ０．２ －

　　对于所有的实验,农户数量都是１６００人(即４０×
４０的方格网).考虑农户个体属性的异质性假设,农
户的采用意愿触发阈值thresholdi 和技术转换成本

costi 服从区间为(０,１)的均匀随机分布,通过干中学

获得的知识水平klbd服从区间为(０．１,０．３)的均匀随机

分布.表１列出了与强弱关系有关的变量及其取值范

围,包括强弱关系平均数量、采用信号强度、技术转换帮助水平、基础知识和额外知识水平.其中缺省

值是对实证调研数据的真实反映,而取值范围则是在合理范围内的扩充.
因为不同类型农业技术的使用周期存在很大差异 ,所以本文只关注扩散达到均衡(即不再有新

的采用者出现)时的采用率.而在时间周期足够长的情况下,基础知识和额外知识的取值并不会影响

扩散的最终采用率.因此,对基础知识和额外知识只设缺省值,而不考虑其取值变化.

　　四、仿真结果分析

　　１．不同机制下强弱关系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

本部分将分别考察强弱连接的数量、信号强度、帮助水平的取值变化,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
图２呈现了所有参数取值变化后的扩散情况,图中扩散曲线上标识的数字是相应参数的具体取值,其

１５

①

②

注意:方格网并非表示物理空间位置.
两个农户之间建立的社会网络关系只能是强关系或弱关系,换言之不能既建立强关系又建立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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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数都取缺省值(见表１).为了降低仿真实验的随机性,对每一组参数取值组合都重复实验５００
次,并取其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图２中的结果表明,本研究建立的仿真模型所模拟的农业技术扩散

符合S型扩散曲线.当所有参数都取缺省值时,农业技术最终采用率大约为０．５,即一半左右的农户

会采用该技术创新;当扩散周期t＝２０时,采用率仅为０．０４.

图２　强弱连接作用的仿真结果

　　通过观察图２a和２b可以发现,增加和减少强弱关系数量都会造成采用率显著提高或降低.当

强关系平均数量为６时,农业技术基本达到完全扩散;强关系平均数量为８时,技术扩散不仅充分,而
且速度更快———在扩散周期t＝２０时,就能达到完全扩散.但是当强关系平均数量只有２时,扩散完

全失败.类似的情况也可见于弱关系.这些仿真结果验证了现有实证研究的结论———农户社会网络

关系数量越多,越有利于农业技术的扩散[８Ｇ１１].
图２c到图２f则显示了在其他参数保持缺省值的情况下,已采用农业技术创新的强弱关系提供

的信号强度和给予的帮助水平取值变化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结果显示,少量增加或减少信号强

度和帮助水平,都会引起采用率的显著提高或降低.这部分仿真结果支持实证研究中的相关结

论———农户社会网络关系的信任和互惠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农业技术的扩散[１２Ｇ１５].

２．强弱关系的作用比较

本部分将系统比较强弱关系在农业技术扩散中的作用.对强弱关系的数量、信号强度、帮助水平

都取５个值(如图２所示),总共形成５６＝１５６２５个参数取值组合.对每一参数组合重复实验５００次

并取平均值,得到最终采用率.表２给出了强弱关系从不同角度对农业技术扩散影响的 OLS回归分

析结果.
对强弱关系作用的回归结果反映了如下几点有趣的结论:①增加强关系(标准化回归系数为０．６４１)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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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OLS回归结果

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数量

　强关系 ０．１３２ ０．６４１

　弱关系 ０．０２８ ０．２６８

信号强度

　强关系 ０．８３２ ０．１４３

　弱关系 ２．１８４ ０．３６０

帮助水平

　强关系 １．３０７ ０．２２４

　弱关系 ０．６７９ ０．１１６

AdjustedR２ ０．６９７

　　注:所有回归系数在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对农业技术扩散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增加弱关系(标准

化回归系数为０．２６８)的作用;②尽管从农户个体来看,
强关系的采用信号强度(取值范围０．３~０．５)显著大于

弱关系(取值范围０．０１~０．２),但是从系统扩散的角度

来看,弱关系所起的作用(标准化回归系数为０．３６０)要
远大于强关系(标准化回归系数为０．１４３);③在农户互

惠互助进而促进农业技术扩散方面,强关系的作用(标
准化回归系数为０．２２４)要远大于弱关系(标准化回归系

数为０．１１６).这些结论实际上综合了“弱关系强度假

说”与“强关系强度假说”,支持“强弱关系强度混合

假说”.

　　五、结　论

　　农业技术扩散是目前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国内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基于传

统经济学理论,对农户个体的技术采用模式进行静态分析[２６],忽略了农户技术采用的动态过程以及

农户间相互影响所造成具有非线性、系统涌现特征的扩散现象.还有一部分相关研究则过于侧重农

业推广,将农户的技术采用视为外生驱动行为,认为农业技术扩散属于自上而下的过程,忽略了农户

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技术扩散的内生机制.本文旨在厘清农业技术扩散的底层机制,重点探究社会网

络强弱关系对农业技术扩散的作用机理,为我国促进农业技术扩散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本文首先通过实证调研,了解农户个体技术采用的动态决策模式,在此基础上采用自

下而上的 ABMS方法,从系统层面分析比较强弱关系通过不同机制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该研究

模式实现了从个体到系统的对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基于农户个体层面的实证调研结果验证了农户技术采用决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社会网络在

采用决策过程的三个阶段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已采用技术创新的社会网络关系是触发农户采

用意愿的主要渠道.社会网络关系的采用行为及其效益是技术创新优势的最好证明,而具有更高互

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的强关系所产生的采用信号强度要远超弱关系.第二,社会网络关系能

够帮助农户有效应对技术转换的成本投入,是采用意愿向实际采用行为转化的重要助力.农业技术

转换的成本投入较大,需要外部的大力支持才能有效助推农户的实际采用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机

制的情况下,社会网络关系成为农户获取帮助的最重要渠道.但是,与相关研究得到的结论略有不同

的是,强关系能够给予的帮助水平并没有显著高于弱关系.第三,社会网络关系是农户知识学习以提

高技术采用效益的重要渠道.虽然农业推广人员是知识的重要来源,但农户会更信赖自己的摸索和

基于社会网络的学习.强弱关系在知识学习方面有各自的优势,强关系长于提供基础知识,弱关系长

于提供额外知识.
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建立了农业技术采用模型,并进行计算机模拟仿真.仿真结果表明,强弱

关系的数量、信号强度、帮助水平对农业技术扩散绩效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一旦这几个参数

的取值出现些许变化,都将造成农业技术最终采用率的巨幅变动.这些结论都表明,充分利用农户之

间的互动和影响是促进农业技术扩散的有效手段.此外,通过回归分析对强弱关系作用大小的比较,
研究发现在增加关系数量和帮助水平进而促进农业技术扩散方面,强关系所起的作用要远大于弱关

系;而在触发农户采用意愿的信号强度方面,弱连接则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对强弱关系作用的对比结

果为利用社会网络促进农业技术扩散的措施制定提供了更为细致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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