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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资源，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和关键

因素，而有效的知识转移和知识共享依赖于一条好的传播渠道，没有合理的传

播渠道，知识将无法转换成生产力。尤其在我国农村的偏远山区，由于受地理

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影响，知识传播的效率极其低下，直接导致目前

中国许多农村的科技文化知识匮乏，出现了“知识贫困’’现象，造成了城乡居

民的“知识鸿沟"。

本文以知识供应链(Knowledge Supply Chain，简称KSC)为切入点进行深

入剖析农村知识传播体系，并进行实地调研，目的是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为

我国农村知识传播效率的改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知识

供应链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介绍了知识供应链的相关理论；其次，在农

村知识产品传播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总结现有的传播模式，分析其不足，并

提出基于知识供应链思想的高效传播模式；随后，分析并提取了知识供应链中

影响知识传播的因素，建立研究模型和模型假设，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的方法进行验证；最后，对验证的结果进行了讨论，为如何能够提高和改进农

村知识传播效率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知识供应链农村知识产品传播模式结构方程模型



Abstract

Abstract

At time of knowledge economy，knowledge becomes the chief resour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it is the key de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Then,

effective knowledge transfer and knowledge share rely on a fine spreading channel，

and knowledge Can notbe transformed into productivity without this channel．Caused

by the factorS of geography，economy，culture and SO on,especially at some remote

rural places，low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spreading directly leads to serious lac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nowledge at many countryside now， and the great

“knowledge gap” between cities and countryside．Thereby， we can see many

phenomenon of‘‘knowledge poverty’’．

Taking Knowledge Supply Chain(KSC for short)as breakthrough point,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system of rural knowledge spreading，and involves a lot of

researches on the spots to aim to provide some valuable referring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knowledge spreading．Firstly，this paper sums up

the research situation of KSC in China and abroad．Secondly，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rural knowledge products spreading situations，it summaries the existing spreading

patterns，analyzes meir deficiency，and puts forward highly efficient spreading pattern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KSC．Thirdly，it analyzes and extracts some factors which

affect knowledge spreading at KSC to establish research model and model hypothesis

and validates with the Structure Equation Method(SEM for short)．Lastly，the

validated result is discussed，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knowledge spreading．

Key Words：Knowledge supply chain Rural knowledge product Communication

mod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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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来源

本选题来源于2007年中国地区Emerald管理学研究基金奖获奖提案《提升

中国农村地区知识传播效率：多媒体教育软件开发与传播渠道设计》的“基于

知识供应链思想的农村知识产品传播渠道设计部分"，该部分是项目中的重要环

节，属于核心部分。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1．研究背景

知识经济浪潮的扑面涌来及其所营造的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无疑为我国

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让我国占

较大比重的农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融洽接轨，汲取现代科技供给的知识“乳汁"，

变巨大的人口负担为宝贵的人力资源优势，从而改变农村面貌、提高农民生活，

使农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益向前发展。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大，素质低。2006年末，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

为53100万人。其中，文盲3593万人，占6．8％1小学文化程度17341万人，

占32．7％；初中文化程度26303万人，占49．5％；高中文化程度5215万人，占

9．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648万人，占1．2％【l】。相关资料表明：劳动力为文

盲半文盲的农户，其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分别为小学文

化程度的1．5倍、1．6倍和1．65倍，是初中文化程度农户的3倍、3．1倍和3倍，

是高中文化程度农户的3．9倍、3．3倍和3．9倍中，显然贫困程度和受教育程度

成反比【2】。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农业人员的文化程度有39．5％在小学及其

以下水平。这些文化程度如此低下的劳动力如何能胜任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

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劳动不只是单纯的体力消耗，而是“脑力+体力"、“知识

111数据来源：中国杜会学网——2008农民发展报告

121李雪娥．知识经济背景下农村成人教育的使命．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2，1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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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技术+勤劳能干"的劳动。中国的农村人口素质无论是从知识或技术及精神方

面都和知识经济时代农业所需要的人才相距甚远。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还在于整体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不断地学习

新知识、新技术，那么知识传播就变得至关重要。知识日新月异，知识增长非

常快，认清当前我国农村知识传播的现状和特点，找到一条合理的传播渠道，

将所需知识更好的传播、转移和共享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当务之急。

2．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研究两个问题：

(1)通过对知识供应链的文献回顾和农村知识产品传播的现状分析基础

上，构建基于供应链思想的农村知识产品传播模式；

(2)分析并提取影响知识供应链上知识产品传播效率的因素，采用结构方

程模型进行验证，对验证结果进行讨论，提出解决知识传播效率低下的对策。

三、研究意义

知识供应链理论研究源于供应链管理的先进思想。在供应链成功应用到制

造业之后，人们想到是否可以把这种以物流为主集成化、系统化思想，应用到

基于知识流的产学研合作上，形成一种系统、集成的知识供应链，以促进知识

的快速转化、应用、增值和创新。基于以上考虑，本论文把知识供应链作为研

究的理论基础，利用知识供应链的本质特征，考虑农村知识传播的特点，建立

一个以知识供应链理论为基础的农村知识产品传播体系，实现知识主体之间的

知识转移和知识共享，提高知识传播效率。

第二节国内外知识供应链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供应链的研究和应用已经非常成熟，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也比较早。

但对知识供应链的研究和国内一样，还处于开始阶段，仅仅提出了知识供应链

的概念。早在90年代初期，日本的野中郁次郎(1998)就提出了知识创新公司

和知识螺旋的概念，并总结了组织中知识创新的四种基本的模式：从隐性到隐

性、从显性到显性、从隐性到显性、从显性到隐性。他的研究为知识管理和知

识供应链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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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式提出知识供应链概念的是博士Jay．Lee(1999)等人参与的“下一

代制造项目"研究中提出的。这项研究认为“知识供应链是先进制造过程中与

人相关的两个关键措施之一’’。Jay．Lee博士后来又在“关于未来制造业的战略

思考"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知识供应链的概念，知识供应链是整合工业界和学

术界核心价值的机制，其目的是提供获取利润以及持续性教育与训练雇佣人员

和企业伙伴所需的信息与智慧。

Applenhans(1999)等人在研究知识管理时指出，在信息流中，寻找与公

司核心专长的隐性知识，并将之转化为可记录的知识并在知识供应链中进行传

播是知识管理的核心工作。

相关的研究有：

C．W．Holsapple，M．Singh(1999，2001)等人提出了知识链的概念模型，并

着重分析了五种初级活动和四种高级活动。五种初级的知识活动知识吸收、知

识选择、知识创造、知识内部化和知识的外部化四种高级的知识活动领导、协

调、控制和测量。
‘

Powell(2001)等人对知识价值链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知识价值链的概念

和特点。

在知识供应链的应用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知识管理在供应链管理的应用

方式上。Fo Thomas Y．Choi(2004)、Joyce H．Mayer(2005)从战略层面提出

将知识管理应用到供应链管理中，并认为知识管理可以帮助供应链企业更好地

寻找全球资源，从而更大地提高供应链工作效率，创造更大的价值。

John Yuva(2002)从战术层面阐述了什么样的供应链能够让知识存在，怎

样让供应链企业实现知识共享，什么样的组织和供应链行为会影响知识管理的

结果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K Sivakumar和Subroto Roy(2002)两位学者构

造了一个结构框架来描绘了供应链内的知识冗余现象及其冗余内涵，通过对供

应链中的知识冗余现象的综合观察，认为要加强了供应链成员间组织互动以深

入对知识管理的理解。

Dr．Yogesh Malhotra(2004)从运作层面对企业业务流程与新的商业模型中

集成知识管理的思想进行了阐述，分析了目前在技术应用、知识流程和商业执

行结果上三者存在的代沟，并对目前知识管理在企业内部的实际应用与国外相

关学者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K-TMak和A Ramaprasad(2003)提出知识

供应链网络概念，并认为应整合从供应链的供应、制造、分配、研发、市场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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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等一条网链结构，认为目前仍是局限在生产供应链内部的合作和互动，

并未逃离出供应链结构的框架，跟我们将要讨论的知识供应链还有本质的差别。

在知识供应链产学研合作机制研究方面，国外学者Shin．ichi Kobayashi

(2000)对日本政府近期发动的一系列研究资助计划进行了分析并阐明了此次

计划跟以前的不同之处。该学者的研究表明，有l／3的资助机制是为“大学．产业

-政府’’这个网络内的资源合作开辟通道。作者构造一个职能系统以控制这种“社

会-学术机构-个人"网络的合作效果，此系统的中心是把赞助商和制造商的研发

团体联系起来提高其合作创新能力，并由赞助商控制研发基金的使用，由研发

机构贡献他们的研发能力。Elias G和Jeffrey(2000)等人对美国、德国、法国

的政府．大学．产业之间的跨领域伙伴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知识管理与战略管理

之间的理论联系为理解合作研究的绝对必要性提供了一个框架结构，尤其是政

府、大学和企业这些参与者之间的合作。穿越组织界限的知识分享使合作更易

于实现，而合作又促进形成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以及建立长远合作的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知识供应链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仅限于概念和基

本模型的研究。而对于知识供应链应用方面的研究，还局限在企业中的知识管

理、知识共享方面的研究，并为将知识流作为主体来研究知识供应链本身的机

制。

二、国内研究综述

在国内，知识供应链的概念较早是由同济大学张曙、李爱平(1999)提出

的。他们认为知识供应链是将工业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各自知识优势加以

继承和系统化，以便为企业提供能提高经营效益和创新能力的信息和方法，他

们认为企业是知识供应链的最终用户，大学和科研机构是知识的生产者，他们

通过产学研的联合，实现共同的市场目标，共享利益。之后国内学者柳卸林在

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未来进行展望时提到“知识供应链’’这一概念，并认为

国家创新体系是以国立公共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高校为主体的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为体系。

后来温有奎、徐国华(2004)提出知识供应链扩展到宏观层次便是国家创

新体系，是国家配置各种科技资源寻求知识经济化的过程，可用以提高国家核

心竞争力与国际竞争地位。同时陈志祥、陈荣秋和马士华(2000)在首先提出

的知识链概念中，还给出了知识网——知识联盟概念，并认为“知识联盟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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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立是建立国家知识创新主体的关键工程。知识联盟可以通过大学一科研院所一

高科技企业形成。知识联盟的中心在大学，大学具有知识的创新、知识再生功

能，高科技企业是知识的传播者，科研院所负责知识的转化功能。

李长玲(2004)认为知识供应链是以满足顾客需求为导向，通过知识创新，

将知识的供应者、知识的创新者、知识的使用者连接起来，以实现知识的经济

化、整体最优化以及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网络结构模式。

李瑁、汪应洛和孙林岩(2003)从“学习经济"角度强调知识供应链的供

需关系，认为通过需求与供应关键将知识的供应、创新、传播、使用等过程的

相邻知识结点联系起来，把概念转换为知识化产品，再到最终用户的一个功能

网链。

蔡翔、彦宗光和易海强(2000)认为知识供应链是围绕某一核心主题，以

满足顾客需求为导向，通过知识流的活动即知识创新，将知识的供应者——知

识的转化者——知识的使用者连接起来，以实现知识的经济化与整体优化为目

标的功能链接结构模式。从集成化角度看，知识供应链就是一个集成化的过程，

通过对整个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由知识供应者提供合

适的知识，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较低的成本，提供给知识的需求者，

从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它是将分散在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及分散在企

业员工的头脑内、供应商、客户之间的各种知识加以集成和系统化，以便为企

业提供能够提高效益和创新能力的信息和方法。

邱均平、张荣(2004)从供应链管理与知识管理的契合点出发，对知识管

理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和实现机制进行了研究。彭灿(2004)对供应连中的

知识流动规律和组织间的学习机制进行了研究，并结合丰田供应链的实例分析

了其供应链知识共享机制与组织间学习模式。刘南、李玉民(2003)阐述了供

应链中进行知识管理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供应链中知识转移与扩散机制。

王春喜、查建中(2000)等对面向网络制造知识供应链建模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了一种基于“分布式异地知识协调中心"的知识供应链模型以及知识供

应链运做的金字塔模式，如图1．1和图1．2所示。樊斌，赵玉华，高长元(2004)

提出高技术虚拟企业如何构建知识供应链问题，提出知识供应链构建的结构模

式和步骤。吴新科、李刚炎、肖佩(2002)认为知识供应链的建立应该把目前

相互独立的要素集合在一起，在制造企业中建立知识供应链的步骤，包括：确

定用户需求，建立知识供应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双向供应链、认清障碍、确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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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全面应用、判断双向需求、形成固定供应链等步骤。

图1．1基于分布式异地知识协调中心的知识供应链模型

资料来源：王春喜，查建中，李建勇等．面向网络制造的知识供应链建模．计算机集

成制造系统，2000，16(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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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知识供应链运作的金字塔式

资料来源：王春喜，查建中，李建勇等．面向网络制造的知识供应链建模．计算机集

成制造系统，2000，16(6)：7-10

陈菊红、汪应洛和孙林岩(2002)对知识供应链的研究相对于其他的研究

要深入些。他们认为：知识供应链是指通过需求与供应关系将知识的供应、创

新、传播、使用等过程的相邻知识节点联系起来，把概念转换为知识化产品，

再到最终用户的一个功能网链，并给出了制造业知识供应链的结构，如图1．3所

示；分析了制造业知识供应链中节点内部的五种知识活动，即知识获取、知识

选择、知识产生，知识内部化及知识外部化；指出了制造业企业知识供应链的

主要特征以及与物料供应链的异同。

7



第一章绪论

知识供应者

供应商的供应商

①

核心企业 知识用户

供应商(知识运用和知识创新) 用户

用户的用户

知识流

信息流

物流

资金流

图1．3制造业知识供应链的结构模式

④

资料来源：陈菊红，汪应洛，孙林岩．灵捷虚拟企业科学管理．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2，5：194．199

王晰巍、靖继鹏、范晓春(2006)等学者从生态系统视角提出知识供应链

的意义，分析其组织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运用生物发酵过程对比分析知识供

应链中群落整体的知识形成，运用神经网络对比分析知识供应链中群落个体之

间的知识互动，运用生物基因变异过程对比分析知识供应链中组织内部的知识

创新，从而形成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研究思路。

综上所述，相对于国外，国内关于知识供应链的研究相对要深入点。不但

对知识供应链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还对知识供应链的特征，知识供应链的建模

和知识供应链的应用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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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论文创新点

由于在知识的传播过程中，知识的供应者、转化者、传播者、使用者之间

必然要建立起知识供应链。本文将知识供应链理论应用到了中国农村知识传播

体系的研究中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点。具体的讲，文章的主要创新点有：

1．将知识产品的生产、传播过程中涉及的各节点归纳在供应链中，利用供

应链管理理论建立了知识产品在知识供应链上传播、转移和共享的新模式。

2．采用实证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发放调查问卷、交谈访问以及文献回顾

等多种方法，找出并分析知识链中影响知识传播的主要因素，提出影响传播效

率的假设模型，然后采用结构化方程的方法进行验证，建立一个符合实际需要

的知识传播体系。

3．文章根据农村知识传播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结构化方程的验证的结果为

理论基础，提出了改善知识传播效率的一系列措施和建议。

第四节论文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文在文献综述和理论回顾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知识供应链思想的农村

知识产品传播模型，并分析了影响知识产品传播的众多因素，通过结构方程的

方法加以验证；通过对验证结果的讨论和分析，为知识产品在农村的有效传播

提出解决对策。

论文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现实背景和理论意义，并对国内外知

识供应链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阐述了本文的创新点并指出本文的研究方向和

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章介绍知识供应链的相关理论基础。主要介绍了知识供应链的概念、

内涵、特征、主体构成、四种结构模型，并评论了知识供应链与传统供应链的

相似点和不同点。

第三章研究基于供应链思想的农村知识产品传播的问题，是本文的核心章

节之一。首先简单介绍了知识产品的概念、分类和特征，分析了目前知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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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传播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其次，基于对现状的分析和研究，总结出

知识产品传播现有的三种供应链模式，进行评价，找出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

建立了一个基于知识供应链思想的传播模型；最后，对影响知识供应链传播的

因素进行了分析。

第四章为实证研究部分，也属于本文的核心章节。采取结构化方程的方法，

提取影响知识供应链中知识产品传播效率的变量，建立研究模型并提出研究假

设；然后进行模型验证和结果讨论；

第五章为模型验证结果讨论及农村知识产品传播的对策研究部分。基于验

证结果和现状，提出改进农村知识传播效率的一系列措施和建议；

第六章结论部分，概括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未来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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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路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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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1．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本文在总结了国内外关于知识供应链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本文

研究背景下的农村知识产品传播供应链理论模型；同时，采取实证研究，对影

响知识供应链传播的因素进行验证。

2．问卷调查与面对面访谈相结合

为了给实证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预先设计了调查问卷，于2008年7月向

我国大约17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发放了调查问卷；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的调查

员也和被调查者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实际的素材。

3．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本文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也运用到了SPSS、LISREL等数学软件对数据

进行处理和分析，增强了本文研究过程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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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知识供应链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知识供应链的概念界定

国内有学者在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未来进行展望时提到“知识供应链"

这一概念，“这样之后将形成一个如下的国家创新体系：以国立公共研究所、国

家重点实验室和高校为主体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体系，构成创新体系的知识

供应链”。另有一些学者在研究知识型企业的知识管理时也曾经提到过“知识链"

这一概念，他们认为：“知识型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以知识为中心，形成围绕知识

的投入一知识的转化一知识的创新的无限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人

都被一条无形的链所联系，这个无形链就是知识链【l】"。显然，作为一个概念表

述，这不够全面精确。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综合各为学者的观点，以本文的研究背景为前提，

我们认为所谓知识供应链是指围绕某一核心主体，以满足顾客需求为导向，通

过知识流的活动，将知识的供应者——知识的转化者——知识的使用者连接起

来，对知识进行扩散、转化、应用、增值以及创新，以实现知识的经济化与整

体优化目标的功能链结构模式【2】【31。知识供应链这一概念强调了如下几点：

(1)知识供应链的驱动力主要源自市场，以顾客需求为导向，是需求拉动

式供应链模式。

(2)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知识型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再以简单的物流为中

心，而是以知识流的活动为中心，围绕知识创新活动而展开。所以在这个意义

上讲，知识供应链是对传统的实物供应链即物流管理的扩展与深化。

(3)在知识供应链上必存在一个核心主体来管理链上的知识创新活动，核

心主体的创新能力对整个知识供应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4)知识供应链的实质是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其管理目标是追求知识的

经济化与实现整体优化。知识供应链的概念模型在知识供应链上的流动主要为

3个阶段如图2．1所示。

lI】陈志样．陈荣秋．论知识链与知识管理．科研管理，2000。lO(1)

12]常荔．基于知识链的知识扩散的影响f★l素．研究科研管理，2001，l l(5)

13lR．F．Drue,km"．TheAgeofSocialTransformation．TheAtlanticMonthlyNovennber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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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积累阶段 知识的创新阶段 知识的经济化阶段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图2．1知识供应链的概念模型

资料来源：常荔．基于知识链的知识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科研管理，2001，11(5)

从图2．1可知，在知识的积累阶段，知识供应链管理工作主要是建立好企

业知识库这个创新平台。知识的最初来源有企业内部己有的知识与外部知识两

个方面。技术能力薄弱的中小企业更多地依靠外部如产学研合作或技术购买等

措施来获取知识。

在知识的创新阶段，主要完成知识形态的转化，最终形成新的生产技术，

这是知识供应链上最关键的环节，直接决定着产品的价值结构即物化劳动的比

例与知识成分的大小。

在知识的经济化阶段，生产制造出知识的载体一产品，经过分销流向用户。

在顾客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便成功的实现了知识转移和知识共享。

第二节知识供应链的内涵及特征

一、知识供应链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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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学术界关于知识供应链的定义有很多。学者们一般是从宏观、中

观、微观三个角度来定义知识供应链。从宏观角度认为它是国家的创新体系，

是国家配置各种科技资源寻求知识经济化的过程，可用以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

与国际竞争地位；中观层面定义认为，它是对供应链相关企业资源进行的知识

整合，使不同节点的核心知识和优势资源得以相互补充；微观层面定义认为，

它以顾客为中心，满足知识需求的供需平衡，将知识的供应、转化、传播、使

用、创新等过程的相邻知识节点联系起来，把知识成果转换为知识化产品，再

到最终用户的一个功能网链。总之，角度不同，结论各异【l】。本文是站在微观

层面上去讨论知识供应链的运行机制，知识产品如何在知识供应链上有效流动。

二、知识供应链的特征

知识供应链作为在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条件原有物料供应链的延伸和发

展，其主要特征表现为【2】=

1．系统性

知识供应链所构成的知识网络是一个整体的知识系统，链条中产学研各节

点是整体知识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知识系统整体的价值及功效由链条中各节

点价值及功效所决定。链条中任一节点的价值及功效产生“瓶颈"，就会产生“木

桶效应"。

2．网络性

由于知识的交流关系，产学研之间建立起知识供应链，多条知识供应链相

互交织形成知识供应网。这些企业群落在组成的知识供应网中，各企业和企业

群相互共享知识资源，实现资源之间的互补互利，从而使企业获得较为稳定而

有利的各自生存环境，促进组织及链条整体的价值实现。

3．动态性

知识供应链中的节点组织因适应内外环境变化，需要在不同时期调整其发

展战略，从而使得其知识管理战略也会发生相应改变，组织输入和输出的知识

也随之动态变化；另一方面，知识供应链中知识的层次，水平本身也是随着节

点组织知识能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4．复杂性

lll王婉．基于知识供应链理论的科技信息资源整合模式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5

【21王晰巍。靖继鹏。范晓春．知识供应链的组织模型研究．图书·情报·知识．2007．3(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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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供应链一般都由不同类型的组织构成，有的是科研机构，有的是高等

院校，有的是企业或中介机构等。组织在作为知识消费主体的同时又可能成为

另一主体的知识供给者。而且，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节点组织间的

空间跨度不断增大，故知识供应链的结构模式较为复杂。节点组织可以是这条

知识供应链的成员，同时又是另一条知识供应链中的成员，众多的知识供应链

形成交叉结构模式。

5．收益递增性

传统的物料供应链管理最终目的是用系统的管理思想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

进入市场的成本，通过成本的最小化来获取利润最大化，而知识供应链是以知

识为中心，管理不仅仅强调成本的最小化，同时更重要的是创造新的价值，来

降低产品中物化劳动的比例，提高新增值的份量，为顾客创造价值，真正做到

“物美价廉"，“物有所值"，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并且随着知识供应链的良

性互动，这种基于知识的收益具有递增性。

6．面向知识需求性

由于知识供应链将顾客纳入其中，知识创新的界面后移，组织的创新活动

以满足顾客需求为中心，强调为顾客创造更多更好的价值。在知识供应链管理

中，以链条中上游厂商及其下游厂商(顾客)的利益为出发点，并基于节点组织

的知识需求促使链条形成并发展。这种组织的知识供需要求，一是为了弥补知

识的差距，二是为了获取互补性知识资源，三是可以使新知识进行转化和增值。

总之，节点组织的知识需求是知识流扩散和转移的动力源。

第三节知识供应链的主体构成

充分发挥知识供应链中各个要素的作用是保证系统高效运行、提高整体效

率的关键。作为一个系统，知识供应链的组成部分具有实力和活力，相互协调

才能成为一条高效运作的链条，成功的实现知识转移和知识转移。知识供应链

的主体主要包括企业、高校(包括科研机构)、中介机构、政府部门、知识需求

方等。他们以各自不同的优势和功能，对知识供应链的整体发展发挥巨大的作

用。

1．企业

企业是知识供应链中的骨干，是知识创新和知识应用的行为主体。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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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不仅要强调在管理、制度、组织以及文化上进行创新，在技术和知识领

域更要进行创新和知识的互动。但是，企业的性质和他们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

特点，决定了他们主要根据市场需求，从事一些应用技术和新产品的研究开发

上，知识开发面较为狭窄。传统上，由于企业的知识和技术创新是经济活动，

市场行为占主导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等国逐渐认识到，企业的

创新和发展能力关系到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并且由于知识创新的

风险和成本不断增加，企业越来越难以单独承受这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欧

美国家的政府开始介入企业的创新活动，不过这种介入更多是政策扶持，而非

直接干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能力独自进行知识的创新，更多的中

小企业需要借助外来的知识生产机构促进发展，对于这些企业就需要采取不同

的方法和政策。

2．高校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两种功能，一是进行知识的创新和传播，一是提供

人才和提高人的素质，总体来说充当了知识源的角色。一些政府部门所属的国

家或部门科研机构，包括地方政府科研机构和民间的科研究机构，主要从事知

识创新、知识传播和人才的培养，在这里面，政府行为占主导地位。一些高等

院校和培训机构的主要功能是生产和传播知识，同时提供人才和提高人的素质。

从根本上说，创新依赖于人的素质及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没有高水平的人才

队伍和庞大的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新的知识难以产生、掌握和运用。况且，

在知识不断更新的时代，只有对员工进行不断的再培训和深造才能不断地进行

知识创新。高等院校还从事大量的基础研究，为某些特定领域的知识和技术的

创造提供知识支撑。高等院校培养科研人员、各种各样的管理人员以及律师、

会计、经纪人、企业家等复合型人才，部分发达国建的高等教育已经走向企业

化管理，教育与培训成为增长很快的产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高等

教育仍然是社会事业，政府行为占主导地位，高校之间的横向交流较少。

3．政府部门

政府在知识供应链互动中的作用变化很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就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它们具有若干相同的基本功能，即主要负责法规和

政策的制定，创造良好环境和优化资源配置，部分也介入互动活动的实践。各

种法律、法规和政策通常为供给、需求和环境等几大方面的政策，与国家的科

技政策、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教育政策等都有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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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具体工作包括政策和法规的制定，知识产权的保护，维护和规范行为主

体的行为等。政府用以支持产学研互动合作的手段很多，例如政府可以直接资

助、减免税收、政府采购以及信贷政策等等。政府干预支持了知识互动的进行，

同时，对知识供应链互动机制的研究也为国家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能

更好的满足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4．中介服务机构

中介机构是指在知识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机构，同时也服

务和辅助着知识互动的成功，包括向供、需双方提供信息、交易场所、中介服

务、资金、保险、法律咨询等服务，类似技术市场、市场力促进中心、银行、

会计和律师事务所等。在知识供应链中，中介机构作为连接其他行为主体的“铰

链"起到从事和促进知识转移或扩散的作用。有一些既掌握科研技术知识，又

懂得经营管理、熟知法律规范的复合型的中介经纪人和中介机构不仅能为供需

双方提供知识信息和咨询服务，提供建议、做出担保和分析判断，而且能与基

金或风险投资等金融机构结合，提高知识转化效率和效果。

5．知识需求方

与传统的实物供应链不同，终端的顾客即知识的需求者在知识供应链中起

着关键性的作用，需求要以顾客为中心，以顾客需求为导向，所以知识需求一

方对整个供应链起到拉动的作用。同时知识是否成功实现了转移、共享、创新

需要客户的反馈。

以上介绍的知识供应链互动行为主体及各自功能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

应用背景下，主体也会有所不同。而且，随着知识供应链理论的发展和研究的

深入，政策的调整，行为主体也在进行着功能调适。没有不变的功能，只有不

变的效益。为了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实现，各类行为主体都在不断寻找自己最佳

的功能角色。

第四节知识供应链的结构模型

以知识供应链中节点的数目及其形成结构为依据，将知识供应链分为两点

式、三点式、四点式和多点式。其中，前三种形成模式类型也可以看成是一种

链状的结构模式，而多点式是一种网状的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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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点式知识供应链结构模式

所谓两点式(Point to Point)知识供应链结构模式，是指知识供应链是由知识

的供应源(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研究中心、专业咨询公司等)和知识最终使

用者(企业或其他组织)组成，模型如图2．2所示。这种知识供应链的特点是：

知识不是最终形成产品，不供一般顾客使用，而是直接为企业所用，供应链的

终点是企业。这种知识主要表现为能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企业效率的信息和方

法。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研究中心和咨询公司为企业所做的咨询活动、培训

以及策划活动等，就是这种形式。

知识供应源 知识使用者

图2．2两点式知识供应链结构模式

资料来源：徐旭．知识供应链的结构模式构建与评价．商业时代，2008，11(33)

此结构模式中，知识的供应源(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直接向企业或其

他组织提供知识，与此同时，从企业或其他组织获得收益和反馈信息。知识供

应源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知识开发与创新研究。企业或其他组织则对所提供

的知识进行分类、综合，并转化为内部知识，用以改善企业或其他组织各种效

率，如组织效率、生产效率等，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知识的创新。基于两点的

知识供应链易于管理和控制，而且合作方式灵活多样。如大学教授到公司做咨

询、授课；公司人员到高校进修；科研机构和研究中心向企业提供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转让；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研究中心共同进行

课题研究开发；企业直接委托高校、科研院所和研究中心进行技术开发等。

二、三点式知识供应链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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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纛品黜嚣茹三点式知识供应链主要由知识的供，应翌．二嬲：篡拶嘉：≤≤；品的使
专业咨询公司等)、知识的转化者(生产署竺服务型正业可∥”⋯”””一
晶者(知识的最终顾客)组成，如图23所不。

知识供应源 ：
知识使用者 。知识的最终用户

：
-

资料来源：徐旭．知识供应链的结构模式构建与评价·阉业明。’如二uuo’一 。

在翌裟燃毳蠢茹蒸著嚣嚣嚣盏篓和程序等，企业一方面对知识概念警堡鐾竺翟霎艺萎墨’：、：Ip；盖篆蔷簇得技

溪签纛鬟瑟嚣甄鍪术和产品创新优势，并在竞争中处于持孽竺!：兰乙：：：：柔；：H是知识供

。嚣雾瓣嚣蒜芸竺篓器黧篡j毒芸磊嚣篓主磊；五及制造

王，兰r'J％◆一1．n．i．v．-嚣辫燃燃赢泫知识供应链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知识墨篇翌：：：三：三一纛调知识供

座婴黧≮篓攀瓣翟≥．翥≯刎uⅦu野一。
。应源和知识转化、加工增值者，模型如图2·4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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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供应源 知识协调代理机构 知识使用者 知识的最终用户

梁⋯帆※

图2．4四点式知识供应链结构模式

资料来源：徐旭．知识供应链的结构模式构建与评价．商业时代，2008，11(33)

这种知识供应链有利于知识供应链合作的规范化，并保证合作各方利益实

现。在四点式模型中，一方面，知识协调代理机构的介入有助于知识的识别、

分类和处理，进一步保障知识的供与求的一致性，从而弱化知识提供者与转化

者间知识供与求的偏差；另一方面，知识协调代理中心不断向知识供应源提供

企业和顾客的反馈信息，促进知识的高效创新。这种模型功能结构完善，适用

范围很广，是知识供应链未来发展和走向成熟的方向。

四、多点式知识供应链结构模式

多点式知识供应链又称网络式供应链、矩阵式知识供应链或知识虚拟企业，

即基于某一机遇或目标，由多个独立的、拥有知识优势的组织(企业)组成的

临时性联盟，模型如图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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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协调代理机构．／’7

‘～‘’。-，-。-，●‘●⋯●，●．●‘，，，‘，’，

图2．5多点式知识供应链结构模式

资料来源：徐旭．知识供应链的结构模式构建与评价．商业时代，2008，11(33)

这种知识供应链包括若干个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它们之间组成网

络状、矩阵式的链条结构。多点式知识供应链获得成功的基础，是节点成员之

间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根据知识项目的特点，可以灵活选择知识供应链的

结构和具体的节点成员。这种方式集合了前三种知识供应链的优点，可以更有

效地促进知识创新。相比前三种模型，这种知识供应链更具有普遍性，更适合

企业之间的知识合作。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可能控制和掌

握它所需要的所有知识资源，单个企业仅凭自身能力很难在全球性战略竞争中

取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为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增强竞争优势，提升核心

的竞争能力，拥有不同知识结构和知识层次的组织走向更加“亲密"的合作，

是知识经济时代必然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知识供应链构建的主要目标是加速知识的转化、应用和增值，

同时加快知识创新和产品创新，降低合作风险。所以在知识供应链构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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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双赢原则、优势互补原则、知识创新高效原则、系统开放原则及顾客

参与原则；而在知识供应链模式选择的时候还要注意效益最大化原则、整体最

优原则及增值原则。

第五节知识供应链与传统供应链的比较

知识供应链是将知识和供应链管理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所以知识供应链既

有知识的特点，又有供应链的特点，它是一种特殊的供应链模式，是传统物料

供应链的扩展和深化。知识供应链与传统物料供应链的相同点主要在于都是供

应链，而不同点主要在于链条中流动的对象一个是物料，一个是知识。

一、知识供应链与传统物料供应链的相似点

1．主要思想和原理相同。两者都是以集成思想为基础，以实现资源在供应

链内的整体优化和最优配置为目标；两者都是通过寻找合适的供应商将整个生

产过程的某一部分产品或知识外包出去，然后按照事先确定的各种标准进行验

收；供应链的每个成员都能够集中于自己的核心能力，而其他的活动由更具有

相对优势的其他企业来做，通过共同的合作和努力来达到共同的目的，从而提

高整个供应链的所有成员的绩效水平，实现“双赢"、“多赢"。

2．结构相同。两者的结构都是网络状。供应链的成员只是整个供应链上的

一个节点。整个供应链就是由这些节点组成，相邻节点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

需求与供应关系。

二、知识供应链与传统物料供应链的不同点

1．构成要素的属性不同。传统物料供应链的对象是物料，即有形的零件和

原料，强调的是物料的流动，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物料的流动展开，且物料的流

动是单向流动：而知识供应链的研究对象是知识，是无形的，当然知识的转化

往往需要有实物的载体去承载知识，但是从本质上讲，它强调知识的流动，一

切活动都是围绕知识的流动展开，且知识流的流动是双向的。与此同时，物流

在知识供应链中已经被淡化。

2．构成的核心成员不同。物料供应链的成员一般为企业，核心成员为制造

型企业；而知识供应链的核心成员一般是知识生产型组织，且其中节点成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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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知识生产机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存在。同时知识供应链将顾客纳

入整个链条管理的一部分，企业知识创新的界面后移，创新活动以满足顾客需

求为中心，而不是以企业为中心去考虑如何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来击败竞争对手。

3．链条收益的原理不同。传统供应链管理是采用系统化的管理思想，最大

限度地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和提高与供应商、销售商的稳定关系，获取利

润的最大化；而知识供应链不仅强调成本最小化，更重要的是强调知识创新给

链条整体带来的价值增值。通过降低产品中物化劳动的比例，来提高组织创新

价值的份量，从而为顾客创造价值。

4．所解决的具体问题不同。物料供应链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供应商的机会主义和市场竞争。因此，物料供应链管理

的目的是通过降低物料供应过程的不确定性而最终实现低成本；而知识供应链

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知识本身的风险。因此，管理目的是通过实现知识的共享

和转移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从而最终实现产品或知识的快速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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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农村知识产品供应链模式构建及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节农村知识产品的概念和特征

一、农村知识产品的概念及分类

关于知识产品的定义，目前比较权威、概括性比较强的一种是：知识产品

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为满足社会的需要，通过支出脑力劳动，

依靠知识、智力等要素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成果，以及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的一

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成就。

知识产品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应根据其特性分为两大类，对不同的种类进

行不同的界定，分为硬性知识产品和软性知识产品。硬性知识产品是指传统意

义上的产品——它们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可以用人的感官感觉到。其

中包括信息科学技术产品、生物技术产品、新材料产品、航天科学技术产品等。

第二类是软知识产品，往往可以被大量的复制，其中包括科学思想、理论、文

化艺术，包括科学的管理方法、工作经验等【11。

本文所研究的知识产品符合上述知识产品的概念界定，但是知识范围相对

狭小，是指针对农村、农民所需要的知识，其中知识的种类也包括硬性知识产

品和软性知识产品。硬性知识产品即指有形的知识产品，通过载体进行传播的

知识，如报纸、杂志、DVDⅣCD等载体；软性知识产品指一些无形的知识，不

需要实物载体，如农民之间的经验分享、工作人员的技术讲解等。

二、农村知识产品的特征

本文虽然研究农村知识产品的传播，但是就产品本身的特征而言，农村知

识产品同样具有知识产品的一般特征，如下：

1．知识产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后，具有不完全的实物形式。一般而言，知

识商品并不具有实物形态，而是要经过某些转化、加工、生产后才能将知识固

化于某种载体上，才能得到经济效益。所以知识商品不同于那些物质产品，它

lI】张帆，刘新梅．网络产品、信息产品、知识产品和数字产品的特征比较分析．科技管理研究．2007，

10(8)

25

]



第三章基于知识供应链思想的农村知识产品传播

也许只是一个方法、技术，甚或是一个观念或主意，它注定是可以用于创造经

济利益的，而本身又并不具有直接经济利益。比如对于专利技术，它通过图纸、

文字材料的形式被生产者购得后，需要经过生产应用才能获得利益。如果不加

以运用和物化，知识产品只是一种知识而己，并不能获得直接经济利益。

2．知识产品作为商品具有潜在效益。知识产品本身并不能直接发挥作用。

若要使其能够在市场上发挥直接经济效益，还需要经过知识劳动者通过应用，

才能将其转化为消费者可直接购买使用的产品，方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3．知识产品作为商品在运用时有极大的传播力。知识产品通常可以广泛地

散布，比如某种技术、思想都可以被广泛地传播，书籍、磁带、光盘等都具有

极大的传播速度控制大众心理。

4．知识产品的寿命周期不稳定，并且寿命周期通常很短。在当今高科技时

代，随着知识的增长率加快，知识产品的寿命则越短，其无形磨损的速度也越

快。当一种新的知识商品可以替代原有知识商品时，往往导致旧知识商品被淘

汰退出市场。

5．知识产品的生产具有不可比性。由于知识产品生产的劳动个体的差异性，

知识产品中的不确定性和非程序性，使知识产品生产的投入与产出在不同的劳

动个体之间不具有可比性。这使得对知识产品的估价具有一定难度。

6．专有垄断性。因为知识产品往往会给其应用者带来超额利润，因而其使

用和处置一般具有专有性，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知识垄断及其市场垄断，并且，

大部分知识产品要受到法律保护，禁止非所有者侵占。

另外，除了具有广义上知识产品的一般特征属性外，农村知识产品也有其

自己独特的属性，如下：

1．农村知识产品的种类复杂。由于农村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水平参差不

齐导致农村知识传播的载体多种多样，比如在中国东部的发达地区通常使用互

联网进行知识的学习，而在中国贫穷的西部地区，只能通过广播、电视等进行

知识信息的接收。

2．农村知识产品的内容需要简单化、实用化。因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大

部分的农民接收知识的能力有限，这就要求知识产品在内容上简单化，并且实

用性强。

3．农村知识产品的经济性。农村知识产品受价格的影响偏大，因为很多农

民往往不原意花费成本或花较多成本来用于知识的学习，所以一般发行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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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由政府统一购买，免费发放到农民手中。当然，在市面上也会有很多关于

生产技能方面的出版物，但是其价格应该不会很高。

第二节农村知识传播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知识传播现状分析

1．农村知识需求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在经济地位得到日渐改善的同时，对文化

消费有了越来越多的需求。从总体上看，相当部分的农民对于文化活动有了自

己的喜好。在被调查的农民中，有28．O％的人表示非常喜欢文化活动，37．6％的

人表示比较喜欢，23．1％的人表示无所谓，仅有11．4％的人表示不太喜欢和不喜

欢。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填写无所谓或者不太喜欢的农民往往都是认为自身

文化水平并不高，有些文化活动参与不了。

2．农村知识供给现状分析

农村文化供给是农民进行文化消费的基础。我们从“三农"书报、文化设

施以及组织农村文化活动等三方面加以说明。在“三农"书籍报刊方面，绝大

多数的农民认为数量太少，有些书不实用，54．9％的农民认为一般，而认为实用

的仅占12．8％，其中认为一般的很多人是因为从未接触过而作了含混的回答。大

部分农民认为这些书籍的价格较高，认为太贵的有43．8％，一般的有49．3％，而

仅有7％的农民认为价格比较便宜。26．5％的农民认为书籍太难懂，能读懂的占

26．O％。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访谈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很多农民其实都没有接

触过这些方面的书籍。49．1％的农民认为这些书籍的购买不方便，仅有14．9％的

农民认为购买很方便。在农民看来，数量偏少、难度偏大、价格偏高、实用性

不是很强、购买麻烦是关于“三农"方面的书籍、报纸、杂志的主要特点。总

体上看，对农民而言，书籍等在农村文化与农业科技的传播中，作用有限，远

不及电视。这种状况表明，在今后农村文化建设上，一方面要多在电视节目等

方面进行投入，特别是要加大对农业技术培训等方面节目的制作与播放的投入，

另一方面，在“三农"书籍方面，要更多地注重其实用性和针对性。

从农村文化设施的具体情况来看，有65．8％的人认为文化活动缺少，而只有

3．2％的人认为丰富，60．4％的人认为文化设施少，只有2．8％的人认为多，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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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认为农村文化人缺少，而只有7．5％的人认为多，54．O％的人认为农村打麻将、

打牌等非常盛行，7．8％的人认为非常的稀少，20．4％的人认为村民中信教的人很

多，38．1％的人则认为很少。

在农村文化活动的组织方面，总体上看农民认为供给形式单一，且数量有

限，难以满足农民需求。与此同时，在对当地政府组织提供的文化活动工作的

评价上，只有7．1％的人觉得很满意，15．2％的人觉得比较满意，认为一般的占

40．2％，不太满意的占28．5％，非常不满意的占8．9％，总体评价并不高【l】。

总体而言，将农村文化的供给与需求结合起来看，我们发现，供需之间的

缺口比较大，尤其是政府部门在供给方面所作的努力还相当有限，知识传播还

不成体系，有待于改进和完善。

二、农村知识传播存在的问题

1．知识供给的内容、载体形式单一，针对性差。知识的供应源供给的知识

的内容和数量往往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大多数零散的、不成类别的信息，而

且知识载体的形式单一，使得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需求者无法接受。

2．知识传播渠道单一。虽然目前的传播渠道可谓多种多样，但是使用的程

和传播的效果却很是一般，还仅仅局限于电视这个强势媒介。其他很多传播媒

介形同虚设，作用不大，原因分析如图3．1所示【2】。

媒介可得性约束

信息理解约束

一(报偿难以保证)文化因素

传媒接触

单一化

图3．1知识传播渠道影响因素模型

内容供

给不足

传播效

果差

资料来源：徐雪高，杭丽群．对农信息传播供需双方行为表现及其成因分析．华中农

业大学学报，2007。10(2)

l¨梅德平，叶桦．罗胜强．当前我国农村文化的供求状况与发展策略．生产力研究．2008．12(14)

【2】徐雪高，杭丽群．对农信息传播供焉双方行为表现及其成凶分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7，l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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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方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不

了解。由于各级政府一般把地方经济发展状况作为衡量农村政府及其领导者政

绩的基本依据，忽视了文化建设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所以在实际

工作中，往往轻视农村的文化建设。政府及其领导者对农村文化建设的轻视是

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4．农村文化设施总体上处于数量不多、设施陈旧和经营不善的状态。调查

中发现，除了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外，许多地方的农村文化建设可以说是空

白。一些地方的乡镇图书室长期不对外开放，即使开放的地方也是图书陈旧，

场所破落不堪，许多地方原本有的电影放映队也因为电视媒体等的影响和经营

成本过高而被迫解散，一些地方的乡镇文化站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没有专门

的活动场所，致使文化站相应的文化活动被迫停止，文化站工作处于瘫痪境地，

一些地方的民间演出团体或传统民间艺人，由于得不到相应支持而只能靠自身

力量勉强维持。在这种状态下，农民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文化活动，除了打麻

将、玩扑克牌之外，没有其他可供农民消费的文化设施和场所。

5．农村文化建设的政府支持不力，投入普遍不足，资金缺口大，对政府投

资的资金挪作他用，且对资金使用的监督不够。资金短缺是农村文化建设中存

在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将上级政府下拨的文化建设

资金挪作他用比较普遍，同时，对于政府农村文化建设投资的后期监督和管理

不到位，致使政府投资不能产生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农村知识传播缺少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需要完善和改进知识

传播渠道，同时，加强对知识传播供应链上成员之间的协调和管理，才能保证

知识的顺利转移、共享和应用，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

第三节农村知识产品传播的供应链模式构建

一、农村知识产品传播的现有供应链模式

我们采取发放问卷，面对面访问的调研方式，对中国的农村地区进行实地

调研，根据问卷的回收结果和调查员访问报告进行总结与分析，可知目前知识

产品在农村传播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以大众媒介为传播主体的知识供应链模式，如图3．2所示。这种模式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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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性的情报传播组织和机构，通过媒介向为数众多、范围广大的社会公众传

递信息的方式。大众传播煤介主要包括广播、电视、网络等。随着现代电子技

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对于农业知识的快速、大范围推广利用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类传播渠道的特点是传播煤介多样化，传播信息容

量大，速度快，知识信息来源和用户广，面对社会公众，深入到人类生活的各

个方面。

但是，多数农民认为，像电视、广播等这种大众传媒的方式虽然在传播农

业政策方面比较及时，但同时认为电视传播农业政策仅仅起到基本了解的作用，

真正了解其内容并完全理解还办不到。

孔
图3．2以大众媒介为传播主体的知识供应链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知

识

使

用

者

2．以纸介为传播主体的供应链模式，如图3．3所示，是指知识信息等通过集

成后，以报纸、杂志、书籍等作为载体，通过分销商或政府向农村广泛传播的

一种模式。由于知识载体是实物的形式，所以在知识供应链不仅是知识流，同

时还存在实物流。报纸、杂志、书籍等容易保存，所以可以深入的掌握所学的

知识。

但是，由于考虑到农村的文化和经济两大因素，这种传播方式受到了一定

限制，因为书籍等往往需要购买，需要花费成本；同时，由于有部分农民文化

水平低，不能接受这种传播模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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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图3-3以纸介为传播主体的知识供应链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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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3．以组织为传播主体的知识供应链模式，如图3．4所示，是指知识首先发生

在一定组织之间的知识传播，然后再广泛传播到农民一方。这里的组织可以是

从中央到乡村的各级各类行政机构，也可以是一些全国或区域性的学会、协会、

研究会等专业群众组织。它主要通过各种文件、会议、学习班、示范、参观及

单位的图书情报部门等方式传播知识信息。这种传播方式具有许多其它传播方

式没有的优点，第一，可行性，组织传播的知识都是经过试验、研究处理的知

识，十分可靠、可行；第二，行政命令和纪律约束性，因为它是组织内部进行

的一种组织活动，因而必须按照组织的安排进行知识的传播和利用；第三，计

划性，组织传播知识的数量、范围、时间及采纳利用程度，都是有计划的，有

一定的人力、物力、资金作保证；第四，传播速度快，范围大。在各类农业组

织中，都有一定的信息传播工具和方式，可以按计划快而广的传播。

但是目前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充当这种传播的组织一般为农村科技文化站，

根据实地调查可知，文化站在行政上受乡镇人民政府的领导，而地方政府作为

文化站的主导方，对其重视程度不够。各级地方政府对文化站在经费，人员上

的支持都不够，有的乡镇文化站是流于形式。

3l



第三章基于知识供应链思想的农村知识产品传播

孔
图3．4以组织为传播主体的知识供应链模式

知

识

使

用

者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新模式的设计与选择原则

1．知识供应链的设计原则

(1)“双赢”(Win-win)原则。“双赢"原则是建立知识供应链的基础。

这点与传统的供应链相同，也是任何合作方式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提出和应用

知识供应链目的之一正是为了实现合作各方的双赢，所以在此双赢也是多赢的

意义，体现了知识供应链各个主体之间的协调合作关系。只有真正实现双赢，

才能保障知识供应链合作各方的利益，从而维持知识供应链的正常运转，最终

实现知识供应链建立的目标一加速知识创新、知识转化和知识增值。而且双赢

的实现又是下一次进行合作的基础。

(2)优势互补原则。优势互补是供应链和虚拟企业的核心思想之一，基于

某个市场机遇，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将各个企业的相对核心优势进行组合，

从而实现整体目标和优势最大化。与前两者相比，知识供应链设计更加强调知

识优势的互补，通过知识合作、知识互补，最终实现整体知识优势、知识增值

的最大化，从而进一步加速知识的创新。

(3)知识创新高效原则。正如前所述，知识供应链的实质是知识创新。实

现和促进高效的知识创新，从而进一步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建

立和应用知识供应链的最终目的。所以设计知识供应链的模式的同时，必须充

分考虑同其它可选择模式相比，该模式是否有利于形成一个更具良性的、更高

效的知识创新的循环体系。

(4)系统开放原则。随着竞争越来越成为以知识、信息为导向，因此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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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供应链模式的构建中，知识供应链必须是一个充分开放的系统、广阔的平台，

不是体现简单的两点式或者三点之间知识供需关系的系统，而是一个知识供应

链主体间可以进行知识和信息等资源自由交流的系统，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同外

部诸多系统实现众多资源无边界流动的开放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供应

链系统实质上应该是一个可供知识生产者、知识转化者和知识使用者进行合作

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合作各方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地相互选择合适的合作伙

伴。

(5)顾客参与原则。知识供应链中知识的创新和转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

足顾客的需求。社会发展到今天，顾客与企业的关系己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顾

客关系管理(CI洲)己成为企业提升竞争能力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所以在模式
设计中，必须体现以顾客需求为中心的原则，在这种条件下，顾客不再是被动

的接受企业的产品，而是具有更大的自主选择权和参与权，以此来达到自己个

性化的需求。最好的产品不是企业为用户设计的，而是在企业和用户间实现一

体化设计。【1】

除了以上五个设计原则外，在设计知识供应链时，还应该考虑知识的合理

应用和社会责任等问题。

2．知识供应链的模式选择原则

(1)效益最大化原则。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供应链模式的选择不能以某一

个或者某一部分供应体系主体的利益为中心。在模式选择过程中，必须进行系

统的评价，综合主以及外部效应，选择可以实现最大效益的知识供应链模式。

知识供应链的最终服务对象是顾客和整个社会，所以整体效益最大化优于个体

效益最大化。但是这并不代表追求整体最优可以以损害个体利益为代价，倘若

如此必定影响该个体的积极性甚至会影响到整条知识供应链的正常运行。遗憾

的是，实际中个体之间有较强的“背反"现象，常称之为“交替损益"，指的是

某一个体的优化和利益发生的同时，必然引起另一个或一些个体的利益损失。

此类情况的出现说明知识供应链模式不科学合理，对知识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所以只有选效益最大生成的模式才能加快知识创新、转化，才能实现多方

的共赢与效益最大。

(2)增值原则。收益递增是知识供应链不同于传统供应链的特性之一，知

识供应链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在满足顾客需求、为顾客创造价值的同时，知识

11l廖兰芳．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供应链模式研究．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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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过每个主体均可为其带来新增的价值，这种增值正是因为知识在供应链体系

中不断创新、流动、转化、应用并往复循环而实现。由于知识价值产生具有一

定的显性和滞后性，所以在模式选择中对价值的衡量不能以知识的即时价值为

标准，而应该综合考虑即时价值与长远价值、显性价值与隐性价值做出评估。

增值的含义不仅具有决定性也具有相对性，即在多种模式的选择中应遵循“两

利相权取其大’’的原则。

(3)整体最优原则。整个供应链条上主体的运营、收益、优势均依赖于其

它主体对其进行的知识供应或者索求，也就是说知识供应和输出的质量直接影

响到每个主体的利益。如果在知识供应链的选择中以核心主体的个体最优为目

标，这样建立的个体竞争优势不具有长远性，因为其它以整体最优为原则而构

建的知识供应链能够发挥整合与集成效应，其整条供应链竞争力乃至各个主体

竞争优势的树立只是时间的问题。因此在知识供应链选择和构建过程中，根本

原则是实现整体最优甚至是整体的长远最优，“整体优，则个体优"El】。

三、基于知识供应链思想的农村知识产品传播模式构建

在此只针对农村知识传播供应链模式进行构建。农村知识传播供应链的设

计和选择原则与知识供应链具有共性，不同之处在于构建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农

村知识传播的具体特性。

上面我们已经讨论了目前知识在农村传播的三种模式并简单的论述了每种

模式的优缺点。对于农村的知识传播，由于人口众多、范围较广、知识需求者

的经济、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使用单一的传播渠道显然不能满足大多数人

的需要。那么，多种传播渠道之间的有机的整合和转换是非常有必要的，多种

渠道并存的方式会提高传播效率，有利于知识的快速转移、共享和应用。本文

通过对知识供应链理论的文献回顾，通过农村的实地调查以及对现有传播模式

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一个基于知识供应链思想的知识产品传播模式，如图3．5

所示：

11J廖兰芳．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供应链模式研究．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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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供应者 知识转化者 ：

宏观协调 资金注入

知识传播者

基础设施

：知识需求者

政策支持

图3．5基于知识供应链思想的农村知识产品传播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如图3．5所示，知识供应者提供知识信息给知识产品集成机构，它将知识

转化为有形或无形的知识产品，通过各种各样的知识载体传递给下游的知识传

播者，其实知识传播者有多方组成，包括大众传媒、科技文化站、志愿者服务

机构以及盈利性企业，最终通过各种方式传播给广大的用户，用户再把接受情

况反馈给知识的供应者，这样便形成了一个闭环的知识供应链。另外，值得注

意的一点就是在这个知识供应链运行的过程中都要求有政府的参与，政府作为

宏观调控者，对整个传播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提供充足的资金、完

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好的政策支持。同时，也对供应链成员起到了协调作用，政

府的参与是高效率传播的前提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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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农村知识产品供应链中影响知识传播的因素分析

一、知识供应链的运作内涵

．1．知识供应链中的运作重点强调知识本身的运作

传统物料供应链管理的互动大多以一个核心企业为龙头，在供、产、销的

某一个环节中与一批相关企业进行委托协作，其他节点成员与核心企业之间的

关系是按合同完成任务，体现的是用户和顾客的关系：龙头企业往往拥有较强

的实力而处于主导地位，节点成员则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运作任务相对单

一，是一种众星拱月般的模式。而知识供应链的运作则不同，其运作任务十分

复杂，更加强调基于知识项目本身的协调。由于知识的特性，知识供应链不是

一种简单的供应、客户关系，更强调全体合作成员的参与，是一种深层次的合

作关系。

2．知识供应链中的运作层次分为整体与个体的运作

知识供应链的协调任务按过程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基于知识供应

链整体过程协调(知识供应链各节点成员间的协调)，另一个是每个节点成员内

部的协调。知识供应链总体之间的运作主要表现在知识项目实现过程设计、知

识项目中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知识转移，这个层次的互动决定了个合作方在

知识供应链中的分工和相应的利益及风险关系。知识供应链节点成员内部的互

动主要是各节点成员基于知识项目，进行各业务操作中的知识共享和知识转移，

这一过程实际上体现了以知识项目为对象的、参与知识供应链成员内部个体过

程的协调。

3．知识供应链中的运作更强调入与人之间协调作用

由于人是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主要载体，而且从本质上讲，无论哪个

层次上的运作最终都将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所以人际关系协调是知识供

应链运作任务中最复杂、最关键的职能。

二、知识供应链的运作原理分析

知识供应链作为一种知识系统，其运作的原理可以分别从知识“量"的积

累(即知识共享)和知识“质"的提高(即知识转移)两个知识创造的维度加

以分析。

1．知识供应链中的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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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学者用不同的文字来描述知识共享这个概念，如表3．1所示[11。

表3．1一些专家和学者对知识共享的观点

学者 知识共享的观点

Nonaka&Takeuchi 知识共享是个人与个人之间、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互动的过

(1995／1997) 程。其模式分为外化、内化、结合、共同化，知识创新即为

知识互动的结果。

Quinn,Anderson&Finkelstein 智能资产与有形资产不同，智能资产经使用使价值提高，若

(1996) 提供适当的激励，知识与智能经过共享后，价值可以指数方

式成长。

Senge 真正的知识共享并不是一个取得的动作，而是一种学习，是

(1997) 一种使他人“获得有效行动力的过程”。知识共享必须通过互

动，成功地将知识转移给他人，形成他人的行动能力。

Hidding&Shireen 知识存在于员工头脑内，如果不能与他人共享，就无法发挥

(1998) 作用，势必失去价值性，只有将自己的知识与他人共享、应

用，才能为组织创造更高的价值。

Wijnhoven 知识共享是一种通过信息媒介进行知识转移，知识接受者通

(1998) 过已知知识对新知识进行阐释或两者彼此互动的过程。

Davenport&prosak 知识共享=传送+吸收知识是一种特殊的资产，在给予适当

(1998，1999) 的刺激后，知识的交流与共享就会衍生出加乘效果的组织知

识资产累积。

Helldrik 知识共享是一种沟通过程，包括知识拥有者与知识需求者两

(1999) 个主体。

Nancy 知识共享即是使人知晓，共享自己的知识给他人，与对方共

(2000) 同拥有该知识，进而使整个组织均知晓此知识。

Arthur Andersen 组织知识的累积必须通过科技将人与信息充分结合，而在共

(2001) 享的组织文化下达到乘数的效果。

资料来源：富立友．基于知识共享的组织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35

尽管目前对知识共享这个概念尚未出现一致的概念，但是综合各位学者的

观点，可以将知识供应链中的知识共享认为是：指员工个人或组织的知识财富

ll】富立友．基于知识共享的组织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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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通过各种交流方式(如口头交谈、电话、网络等)

为知识供应链组织其他成员所共同分享从而转变知识供应链整体财富。其中包

括两个层面的知识共享：一是员工之间的知识交流所涉及到的隐性知识和显性

知识之间的转化所需要进行的知识共享；二是个人、组织和知识供应链三个层

次之间的知识流动所进行知识共享。

2．知识供应链中的知识转移

知识转移的思想是美国技术和创新管理学家Teeee(1977)年首次提出的，

他认为通过技术的国际转移能够帮助企业积累有价值的知识并促进知识扩散，

从而缩小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此后，知识转移迅速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并

产生了以下关于知识转移概念的主要观点：

美国沃顿商学院教授Szulnask(1996)等人认为，知识转移是在一定的情

境中，从知识的源单元到接受单元的信息传播过程，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开始阶段，主要是识别可以满足对方需求的嵌入在情境之中的知识；第二阶

段是实施阶段，主要是双方建立起适合知识转移情境的渠道，源单元对转移的

知识进行调整，以适应接受单元的需要；第三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接受单

元对转移的知识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情境；第四阶段是整合阶段，主要是接

受单元通过制度化，使转移知识成为自身知识的一部分。

意大利知识管理学者Ⅵto Albino(1998)等人提出的知识转移分析框架包

括4个核心要素：①转移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②转移情境，从组

织层面看，知识转移的组织情境可以分为两类，即组织内情境和组织外情境；

⑨转移内容，指被转移的数据、信息或知识内容；④转移媒介，指用户转移数

据和信息的任何一种方法。

国内学者董晓英从扩展知识价值的角度认为，知识转移是把实践证明有效

的知识或技能应用到不同的环境中，以提高知识的产出和应用规模的过程。由

于研究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上述学者对知识转移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其中

一些学者对知识转移的界定过于宽泛，无法区别与知识传播、知识扩散和知识

共享等相关概念。当然，上述知识转移的概念中共同点还是明显的，包括：①

知识转移是知识从拥有者(知识源)到接受者的传播过程；②知识转移是在特定

的情境内发生：③知识转移有着特定的目的，但最终目的是使知识拥有者的知

识成为知识接受者的知识；是缩小知识拥有者和知识接受者之间知识差距，促

进人类或组织之间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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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知识供应链中的知识转移是在知识供应链整体环

境中实现知识从供应源(或称知识源)到知识需求源的传播，从而缩小知识供

应链网络中个体和组织之间的知识差距并促进知识供应链共同发展的过程。

三、农村知识供应链上影响知识传播的因素分析

具体的讲，影响知识传播的因素即为影响知识共享和知识的转移两个指标

的因素。

1．知识本身因素

(1)知识的复杂性和隐性

知识供应链中知识的复杂性和隐性是知识最为主要的特征，对知识供应链

中知识的知识共享和知识转移有重要影响。复杂的知识往往包含着大量的隐性

知识，知识的显性和隐性体现出知识是否能够编码和是否能正式而系统地语言

进行表达传输的性质。隐性知识是无形而且不易被形式化的，很难与他人共享

和交流。因此，如果被共享和转移的知识的复杂性和隐性程度越高，就越不利

于实现知识共享和知识转移。

(2)知识载体的丰富性

知识的载体是指无形的知识通过加工、处理后，以什么样的形式展现在知

识接受者的面前，例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光盘等都是知识载体

的形式。知识载体对知识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同的年龄阶段以及不同的

文化水平使用更合适的载体对知识接受的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知

识传播的过程中，知识载体的种类越丰富，就越有利于知识传播过程中的知识

共享和知识转移。

2．环境因素

(1)政府参与度

政府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起着宏观协调的作用，包括资金的注入、基础设

施的建设以及政策的扶持，对整个知识供应链进行组织和协调。因此，政府的

参与度越高，越有利于知识传播中的知识共享和知识转移。

3．知识传播方因素

(1)传播能力

这里，知识传播能力指的是一种向知识供应链中需求伙伴确切而真实地发

出和解释新知识，并让知识需求方理解和接受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是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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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供应方而言的，包括其对需求的响应速度，服务水平、可靠性等。伙伴

间知识传播水平高低反映出伙伴适时的、有意义的、正式和非正式信息共享水

平的高低。知识转移中知识传输的是否顺利，是直接由知识供应链中传播者的

知识传播能力决定的，传播者的知识传播能力越强，就越能更好地进行知识传

输。此外，知识传播能力高的传播者会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等先进方法，

快速而跨时空地进行知识的交流与共享，使知识转移更加便利。所以，传播者

的知识传播能力有利于企业间的知识转移。

4．知识需求方因素

(1)学习动机

如果需求方有很强烈的学习意图的话，知识的需求方会把知识共享和转移

看得很重要，这样有利于知识传播方与需求方之间的合作交流，使知识的传播

过程更加顺畅，产生互动，提高传播效率。所以，学习动机越强烈，将会对知

识供应链的知识共享和转移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2)吸收能力

吸收能力是指从外部消化和复制新知识的能力【I】。Zahra和George(1998)

重新定义吸收能力为一系列的组织惯例和过程，通过这些组织惯例和过程，企

业获得、消化、转化和开发知识。吸收能力是一种动态能力，是影响企业创造

和开发知识的能力。Zahra和George(2002)进一步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吸收能

力：潜在的吸收能力和现实的吸收能力，前者包括获取和消化知识，后者包括

转化和开发知识。对知识供应链中的知识需求方来说，拥有适当的吸收能力是

十分重要的，它便于企业利用吸收进来的知识为其服务。知识转移包括知识的

吸收过程，而知识的吸收进行得是否顺利，是直接由企业的吸收能力决定的，

企业吸收能力越强，就能越好地理解、吸收并应用传输进来的知识。

在这里，我们定义的吸收能力完全指的是知识的需求一方获取和消化知识

的能力，即接受到的新知识是否能够很好地消化与利用，这种能力越强，说明

知识传播得效率越高。所以，吸收能力对知识的共享和转移有促进作用。

5．知识供应链节点间关系因素

(1)知识差异

知识差异是知识供应链内知识供应方和知识需求方所拥有知识的差异程

【¨Cohen WM，Levinthal DA．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flpgctive on leafing and innova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12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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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它对知识供应链中组织间知识互动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知识供应链

中知识的供应方和需求方所处的情景，所拥有的知识背景的不同会使他们不能

很好地理解对方的知识，这就要求双方要对彼此的知识进行诊释，如果双方知

识差异太大，他们之间学习的中间环节就会增多。“如果合作伙伴的技术差距过

大，他们之间的学习就变得几乎不可能"。因此，如果协同组织拥有重要的共有

知识(或者说知识差别小)，他们将具有较高的“相对吸收能力"，这会有利于

知识的转移。另一方面，有学者们认为，如果组织间知识差别太小，组织间没

有太多的知识值得转移，伙伴就可能对他们的知识转移行为感到不满。实际上，

有效的知识转移存在的一个前提就是协同伙伴间具有一定的知识差异。这样，

知识差异和组织间知识转移就具了有一种“倒U"形关系。

在这里，我们讲的知识差异主要是指知识供应链中的知识传播者所传播的

知识与知识需求者所需求的知识之间的差异度，强调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性，

所需要的知识不能被满足或提供的知识不是所需要的知识。因此，知识的差异

度阻碍了知识供应链运作过程中的知识共享和知识转移。

(2)地理差异

地理位置差异是指节点间面对面交流的难易程度、时间快慢及费用，以及

由地理位置所引起的其它各种不便，包括传播成本的增加、信息传递速度和更

新速度缓慢、交通障碍、基础设施不健全等。因此，地理的差异性阻碍了知识

共享和知识转移。

(3)传播方与需求方之间的信任

知识供应链中组织间的信任被认为是协同合作效果的重要因素。信任可以

减轻甚至消除组织对知识的自我保护意识，使组织不必防备其它企业的机会主

义行为。相互信任的氛围有利于组织间信息的自由交换，他们的相互理解和支

持也使组织很愿意对学习投人资源。如果没有伙伴信任，伙伴信息交流的准确

性、可理解性和时效性将会降低，而成本将会提高。联盟伙伴间的信任有利于

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同样，在我们研究的大背景下，知识的传播方与需求方之

间的信任同样影响着知识的共享和转移，如果需求方对传播方信任度较高，那

么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会节省传播的时间和成本，提高传播效率。所以，传播

方与需求方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知识转移。

综上，通过文献回顾和实际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如下表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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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农村知识供应链中影响知识传播的冈素

影响因素 对知识传播的影响

知识本身因素 知识的复杂性与隐性 阻碍

知识载体的丰富性 促进

环境因素 政府参与度 促进

传播方因素 传播能力 促进

需求方因素 学习动机 促进

吸收能力 促进

节点间关系因素 知识差异 阻碍

地理差异 阻碍

传播方与需求方之间的信任 促进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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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实证研究

在第三章中，我们已经分析了知识供应链中影响知识产品传播的因素，本

章主要是对这些影响知识传播的因素进行验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的

方法，建立研究模型并提出模型假设，对预先的假设关系进行验证，检验提出

的模型是否合理并进行修正，最后通过结果讨论，对实际传播过程中的问题提

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第一节结构方程模型简介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简称SEM)是一种基于变量

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之间的统计方法，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行为科

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一、结构方程模型概述

SEM是一种验证性非探索性统计方法，用于验证一个先验理论模型是否恰

当，从模型设定、检验到模型修正，每一个步骤都要以清晰的理论逻辑为依据。

在SEM中，主要有两个变量，一是可观测变量(测量变量、显变量)，分

为外生可观测变量和内生可观测变量，用于反映相对应的各潜变量，在问卷中，

表示为量表中的各问项；二是潜变量，分为外生潜变量和内生潜变量，往往是

不能直接观察的比较抽象的概念，外生潜变量作用于内生潜变量，潜变量是理

论模型中欲研究的变量，或称为因子。

SEM可以分为测量模型(外部模型)和结构模型(内部模型)两部分。测

量模型用于检验观测变量和相应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常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

做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构模型用于检验外生潜变量和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

系，也是对理论模型的检验。两个模型方程式表示为：

测量模型方程式：

Y=人J．+s ‘(4．1)

x=人。+万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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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Y代表内生观测变量组成的向量，x代表外生观测变量组成的向

量；人y代表内生观测变量到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因子载荷矩阵，人工代表外生观

测变量N#I-生潜变量之间的因子载荷矩阵：s代表内生观测变量的测量误差，万
代表外生签变量的测量误差。

结构模型方程式：

，7=曰刁+r善+f (4．3)

上式中，，7代表内生潜变量构成的向量，孝代表外生潜变量构成的向量，艿

代表内生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矩阵，r代表外生潜变量的路径系数矩阵，f代

表结构方程的误差项构成的向量，反映了，7在方程中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由于可以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有测量误差、能够估

计整个模型的拟合程度等许多特性，近两年，SEM在国内的很多研究领域得到

了广大学者的青睐。

二、结构方程的优点

概括来说，结构方程模型有下列优点：

1．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

结构方程分析可同时考虑并处理多个因变量。在回归分析或路径分析中，

就算统计结果的图表中展示多个因变量，其实在计算回归系数或路径系数时，

仍是对每个因变量逐一计算。所以图标貌似多个因变量同时考虑，但在计算对

某一个因变量的影响或关系时，都忽略了其它因变量的存在及其影响。

2．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测量误差

态度、行为等变量，往往含有误差，也不能简单地用单一指标(题目)测

量。如上所述，结构方程分析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均含测量误差。变量也可用

多个指标(题目)测量。用传统方法计算的潜变量(如用指标的均值作为潜变

量的观测值，含误差)间相关系数(或回归系数)，与用结构方程分析计算的潜

变量(通过测量方程排除了误差部分)间相关系数(或回归系数)，可能相差很

大，这种差距的大小取决于潜变量与其指标间关系(因子负荷)的强弱。

3．容许更大弹性的测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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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我们只容许每一题目(指标)从属单一因子，但结构方程分析容

许更多复杂的模型。例如，在多质多法模型中，我们用英语书写的数学试题，

去测量学生的数学能力，则测验得分(指标)既从属于数学因子，也属于英语

因子(因为得分也部分反映英语能力)。传统因子分析难以处理一个指标从属多

个因子，或者考虑高阶因子等比较复杂的从属关系的模型。

4．估计整个模型的拟合程度
‘

在传统路径分析中，我们只估计每一个路径(变量间关系)的强弱。在结

构方程分析中，除了上述参数的估计外，我们还可以计算不同模型对同一个样

本数据的整体拟合程度，从而判断哪一个模型更接近数据所呈现的关系。

第二节研究模型与模型假设

一、研究模型的提出

从文章的文献回顾以及实际调查的分析中，我们了解到，知识的传播效率

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我们认为评价知识的传播效率

具体应该看：知识是否被及时的传播到需求方，同时在传播的过程中学习、沟

通是否顺畅，并且所传播的知识能否运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中达到良好的效

果。我们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下面的研究模型，如图4．1所

示，图4．2为基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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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影响农村知识传播因素的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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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影响农村知识传播因素的基础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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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设

以文章前面的文献回顾和定性分析为前提，基于本文的研究背景提出了验

证模型的研究假设，如下：

Hla：知识的复杂性和隐性与知识共享水平有负相关关系；

Hlb-知识的复杂性和隐性与知识转移水平有负相关关系；

H2a．载体的丰富性与知识共享水平有正相关关系；

H2b：载体的丰富性与知识转移水平有正相关关系：

H3a-学习动机与知识共享水平有正相关关系；

H3b．学习动机与知识转移水平有正相关关系；

H4a：政府参与度与知识共享水平有正相关关系；

H4b：政府参与度与知识转移水平有正相关关系；

H5-传播能力与知识转移水平有正相关关系；

H6：传播方与需求方之间的信任与知识转移水平有正相关关系；

H7：知识共享水平与知识传播效率有正相关关系；

H8-知识转移水平与知识传播效率有正相关关系。

第三节模型验证

一、量表设计

根据文献回顾中对各个变量进行的概念界定，分别对模型中的九个因素进

行了量表设计，通过项目组的多次讨论，量表设计结果如下表4．1所示。根据

量表进一步综合成正式的调查问卷，见附录A。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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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各因素量表

变量 问项

FYl．知识的内容不容易理解

知识的复杂性和隐性 FY2．专业化词语频繁出现

(FY包括4个问项) FY3．核心内容不突出

FY4．实际应用举例的数量少

知识载体的丰富性 ZFl．知识载体的形式多种多样

(ZF包括2个问项) ZF2．知识载体在传播和学习过程中方便、实用

政府参与度 ZCl．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

(ZC包括3个问项) ZC2．投入用于知识传播的资金数量充足．

ZC3．给与知识传播相关的活动提供相应优越的政策．

传播能力 CNl．响应速度快，即需求和供给的时间差异小

(CN包括3个问项) CN2．可靠性强，即需求和供给的内容匹配度高

CN3．知识传播的范围广和内容实用

学习动机 XDl．强烈渴望学习新知识

()①包括4个问项) 油2．如果举行各种学习活动必参加

XD3．每天会通过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介关注政策、科普信息等

XD4．愿意支付费用来进行新知识学习

传播方与需求方之间 XRI．相信学习的知识都是有用的知识

的信任 XR2．应该用认真的态度向传播者学习知识并应用传播的新知识

(淑包括4个问项) XR3．相信通过学习能够给生产、生活带来好处

XR4．希望能长期的周期性学习新知识

知识转移水平 ZSl．预期传播的知识数量与实际接受的知识数量几乎吻合

(ZS包括2个问项) ZS2．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内容完好，没有失真现象

知识共享水平 GSl．传播的知识应该达到众所周知

(GS包括3个问项) GS2．通过与别人的相互沟通，实现知识内容互补

GS3．通过农户之间相互学习、交流更好的掌握所传播的知识

知识传播效率 CXl．知识传播由上到下及时传播并普及

(CX包括3个问项) CX2．传播过程中协调、沟通顺畅

CX3．获得的知识可以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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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样本概况

论文的选题基于2007年中国地区Emerald管理学研究基金奖获奖提案《提

升中国农村地区知识传播效率：多媒体教育软件开发与传播渠道设计》的“基

于知识供应链思想的农村知识产品传播渠道设计部分’’。项目组需要对农村的实

际情况进行调研，本次调研共安排21名调查员对安徽省、陕西省、四JII省、河

南省、海南省、江西省、甘肃省、江苏省、辽宁省、吉林省、湖南省、山东省、

河北省、贵州省、天津、内蒙古等17个省市自治区下面的农村进行调研，共发

放问卷300份，实际收回267份，收回率为89．00％，其中有效问卷242份。

首先使用SPSSl3．0对答卷者的基本特征做描述性分析；然后，对观测变量

给出简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分别从均值、标准差、方差、偏度和峰度五个方

面对各观测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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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米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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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SPSS软件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利用SPSSl3．0统计软件对调研的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其中，信度检

验主要采用Cronbacha系数检验，效度检验主要依据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得到。

1．Cronbacha系数分析

Cronbacha系数是一种基于项目协方差的方法，能够在单次测量中测评项

目之间的一致性，由于在SPSS统计软件中能轻易得到这一数值，因此在信度

分析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在一般研究中，口值达到O．7以上即可，对于一些重

要决策，则要求其最低值为0．9，而0．95是一个理想值，在基础研究的初期阶

段，0．5珈．6之间的值也是可以接受的。
下面计算每个量表的Cronbacha系数，结果见表4．3一表4．11。

表4．3知识的复杂性和隐性晕表Cronbacha系数

资料米源：作者整理

表4．4载体的丰富性鼍表Cronbacha系数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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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f Cases=242 N of Item=3 Cronbacha系数=0．902

Scale Mearl Squared Cronbach’s

ifItem Variance if Item—T0tal Multiple Alpha if

Deleted Item Deleted Correlation Correlation Item Deleted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4．7学习动机晕表Cronbacha系数

资料米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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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知识传播方与需求方之间的信任母表Cronbacha系数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4．9知识转移水平晕表Cronbacha系数

Scale Mean Scale Corrected Squared Cronbach’s

if Item Variance if Item—TDtal Multiple Alpha if

Deleted Item Deleted Correlation CorrelatiOn Item Deleted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4．10知识共享水平量表Cronbacha系数

资料米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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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f Cases=242 N of Item=3 Cronbachot系数=O．903

资料米源：作者整理

Cronbacha系数分析显示，在9个量表中，各问项得Cronbacha系数均达到

了0．800以上。因此，各量表达到了检验标准。那么将用28个问项进行下一步

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2．效度检验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根值1为标准来截取数据，共析出9个因子(见

图4．3)，并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Varimax)，KMO=70．8％，Bartlett’s球形

检验显著(p<O．0000)，现实数据适合因子分析，累积方差84．06％，具体分析

结果见表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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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啪Plot

图4．3以特征值l为标准截取数据的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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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米源：作者整理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强制性要求数据符合特定假设：所有的公因子均相

关或不相关；所有的观测变量(问项)直接受全部公因子的影响：唯一性因子

相互独立；每一个观测变量只受一个唯一因子的影响；所有公因子和唯一因子

相互独立，这些假设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符合(金瑜，2001)。因此探索性因子分

析适用于效度检验的前期，还需要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作进一步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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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LI SREL软件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在探索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用LISREL8．8统计软件作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验证性因子分析只涉及外部(测量)模型，不涉及内部(结

构)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允许观测变量与多个因子相关，并且观测变量可以

存在测量误差，因此，用验证性因子分析作信度和效度检验显的更加科学和准

确。

在数据分析之前，通过数据的正态分布检验，结果证实，数据违反正态分

布，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正态化处理【l】。

1．综合信度以系数检验

首先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式，计算样本的总体拟合情况。通过利用

LISREL8．8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样本的总体拟合情况比较理想，见

表4．13。

表4．13外部模型整体拟合指数检验

检验指标 指标值

卡方值(X2)

自由度(∽

X2／aT

RMSEA

SRMR

CFI

球I

NNFI

PNFI

PGFI

938．868

323

2．907

O．048

0．047

0．909

0．847

0．932

0．765

0．647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表中可以看出，样本数据的PNFI和PGFI指数均超过了O．5的可接受水

平，RMSEA和SRMR均小于O．08，而CFI、NNFI和NFI都大于0．9，这说明，

拟合的模型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模型。

【11当数据不是正态分布时．可以用题目小组代替原有的观测变量，或直接将数据正态化．只要样本数量

足够大，用ML(最人似然法)进行数据估计基本上也足町靠的(候杰泰，2004)。在本文的研究中，采
用LISREL8．8软件中的相应予模块对数据进行正态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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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度P。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2以=_-型—_ (4．4)

‘

(∑丑)2+∑4
i-I i

上式中，五是第i个问项得因子负荷，4是第i个问项的测量误差，11代表各因

子中的问项数。根据成系数的计算公式，可以得到各个潜变量的综合信度系数，

见表4．14。从表中可知，各个潜变量的见值全部位子O．8以上，成系数判断取

值和Cronbacha系数相同，所以各个潜变量的综合信度见系数均超过了O．70的

可接受信度水平。

表4．14量表综合信度成系数

资料米源：作者整理

从Cronbacha系数和综合信度成值可以看出，数据样本各个潜变量的量表

具有很高的信度，表明整个量表的测量是可靠的。

2．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主要是指结构效度分析，本文对收敛效度进行了分析。收敛效度

分析的方法之一是计算各因子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各问项的载荷系数在0．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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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并且能够通过T检验即可，在本文样本为250左右的情况下，T值绝对值大

于2即可视为显著且越大越好。计算结果见表4．15，结果显示收敛效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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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量表问项的标准化载荷系数表

潜变量 问项 参数 估计值 标准差 T值

FYl 以11．1 0．715 0．033 12．309

FY2 以12．1 0．876 0．042 1 1．985
Fy

FY3 以13。l 0．787 0．074 1 3．875

FY4 以14．1 0．869 0．036 17．675

ZFl 以2I．2 o．867 0．078 14．659
ZF

ZF2 丸22．2 0．707 0．065 1 7．649

ZCl 丸31．3 0．645 0．098 12．132

ZC ZC2 以32．3 0．776 0．077 1 4．878

ZC3 以33．3 0．734 0．085 1 9．003

CNl 以41．4 o．844 0．053 1 7．306

CN CN2 jk42．4 0．679 0．606 1 5．37 1

CN3 以43．4 O．832 0．019 15．174

XDl 丸51．5 O．718 0．037 16．699

XD2 以52．s O．764 0．041 1 6．785
XD

XD3 丸53．5 0．907 0．048 2 1．377

XD4 丸54．5 0．750 0．076 20．779

XRl 丸6l’6 0．789 0．027 20．594

XR2 以62．6 0．873 0．035 1 7．71 7
XR

XR3 以∞．6 0．774 0．052 1 6．91 3

XR4 以Ⅲ O．776 0．038 1 6．266

GS 1 以lltl o．887 0．086 1 0．980

ZS GS2 A，12．1 0．750 0．024 12．344

GS3 以13’l o．813 0．076 9．987

ZS 1 以2l。2 0．690 0．097 1 4．564
GS

ZS2 旯，22．2 0．712 0．078 13．880

CXl 以3l。3 o．598 0．099 1 9．778

CX CX2 见y32．3 0．770 0．427 1 3．798

CX3 见，33．3 0．674 0．776 1 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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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型的路径系数和研究假设检验

信度和效度检验显示结构方程的测量模型(外部模型)是可信和可靠的，

接下来分析结构模型(内部模型)，主要考察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是否能够通

过显著性检验，即验证本研究中所提出的12条理论假设是否成立。这部分主要

采用LISREL8．8软件最大似然法(Maximum．1ikelihood)和协方差矩阵进行结

构模型的数据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有两条路径的标准化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其它十条路径全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体结果分别见图4．4和表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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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虚线表示该路径未通过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18(幸·)

48(··)

图4．4结构模型路径显著性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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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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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模型验证结果讨论及农村知识传播对策研究

本章主要是针对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讨论，无论是对验证后成立的假设或

是不成立的假设，都将给予一个合理的具有现实意义的解释。然后，基于验证

模型的结果并联系目前的传播现状给农村知识传播提出合理的建议和措施。

第一节模型验证结果讨论

从第四章模型验证的结果我们可知：12条路径关系中，共有10条路径关

系成立，它们证实了知识复杂性和隐性、载体的丰富性、政府参与度、传播能

力、学习动机、传播方与需求方之间的信任和知识转移水平、知识共享水平之

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知识共享水平、知识转移水平和知识传播效率之间的

逻辑关系。

1．影响知识转移水平的因素

(1)知识的复杂性和隐性与知识转移水平之间关系的假设通过了检验。即：

知识的复杂性和隐性与知识转移水平有负相关关系(H1b)。说明了农村知识产

品中囊括的知识复杂性和隐性越高，那么就越不利于知识的转移。因为农村地

区的农民文化水平有限，所以对知识的理解能力也是有限的，过于复杂的知识

必将会不利于知识的转移。

(2)载体的丰富性和知识转移水平之间关系的假设通过了检验。即：知识

载体的丰富性和知识转移水平有正相关关系(H2b)。说明了知识产品的载体种

类越多，则更有利于知识的转移。农村知识产品的载体可为电视、广播、报纸、

杂志、DVDNCD等，在发达的东部农村地区还有互联网在为知识的载体。由

于农民的经济、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不同的载体会适应不同的知识接受者，

这样才能保证知识传播的广度和宽度。因此，知识载体的种类越丰富，就更有

利于知识的转移。

(3)政府参与度和知识转移水平关系的假设通了检验。即：政府参与度和

知识转移水平有正相关关系(H4b)。说明了政府在知识传播的各个环节中，参

与的越多，则知识的转移效果就越好。政府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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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站在一个战略的角度去宏观调控整个知识产品的传播，包括提供资金

的支持、给与优惠的政策等等。因此，政府的参与程度越高，知识转移才会更

顺畅，更有利于知识的转移。

(4)传播能力与知识转移水平之间的关系假设通过了检验。即：传播能力

与知识转移水平有正相关关系(H5)。说明了传播方的传播能力越强，则越有

利于知识的转移，实际上这个假设在现实中还是比较明显的。农村知识产品传

播的过程中，知识的传播方包括大众媒介、农村科技文化站、分销商和志愿服

务机构，它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及时把所需知识传播到农民手中对知识转移的

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传播的知识是否具有可靠性也是非常关键的。因此，

传播能力的大小影响着知识转移的水平。

(5)学习动机与知识转移水平之间的关系假设通过了检验。即：学习动机

与知识转移水平有正相关关系(H3b)。学习动机往往是农民的一种主观因素，

他们的对知识的渴望程度以及学习新知识的强烈程度对接受知识本身来讲是有

很大影响的。如果农民的学习意愿比较强烈，那么在接受知识传播的过程中会

更加认真，接受起来更加省时、容易。同时，也能主动给与知识传播方、供给

方一些重要的反馈。因此，农民的学习动机越强烈，知识转移的效果就越好。

(6)传播方与需求方之间的信任和知识转移水平之间的关系假设通过了检

验。即：传播方与需求方之间的信任和知识转移水平有正相关关系(H6)。传

播方与需求方之间信任程度越高，则可以降低知识转移过程中的一些时间成本、

交易成本、沟通成本等。同时，也可以提高农民学习的积极性。因此，传播方

与需求方之间的信任和知识转移水平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2．影响知识共享水平的因素

(1)知识的复杂性和隐性和知识共享水平之间的关系假设没有通过检验

(Hla)；载体的丰富性和知识共享水平之间的关系假设也没有通过检验(H2a)。

即：知识的复杂性和隐性与知识共享水平之间不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载体的丰

富性与知识共享水平之间也不存在正相关关系。通过相关的文献回顾和农村的

现状分析，发现其主要原因是相似的，下面将这两条没有通过检验的假设联系

在一起说明原因。正如之间对农村知识的共享的定义，主要指农民与农民之间

的一种知识互动，目的是实现知识的互补，通过相互间的学习，拓展知识面。

因为目前农民之间的这种知识传播还仅仅限于口头传播，即属于人际关系传播

范围内，邻居或朋友茶余饭后聊天时往往会谈些农业政策类信息。因此，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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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水平受知识的复杂性和隐性以及知识载体的多样性的影响并不显著。

(2)政府参与度和知识共享水平之间的关系假设通过了检验。即：政府参

与度与知识共享水平有正相关关系(H4a)。正如在解释政府参与度和知识转移

水平时所述，政府参与度可以为农民提供资金、政策等支持。同时，为了提高

农民学习科学文化支持的积极性，也会组织相应的文化宣传活动，组织农民在

一起共同学习知识、共同交流，必定会有利于知识的共享。

(3)学习动机和知识共享水平之间的关系假设通过了检验。即：学习动机

和知识共享水平之间有正相关关系(H3a)。如果农民的学习动机越强烈，那么

在闲暇时间与邻居、朋友聊天时的话题就会倾向于对新知识的学习，相互交流、

沟通、共享知识的概率就比较大。因此，学习动机越强烈，就越有利于知识的

共享。

3．影响知识传播效率的因素

知识共享水平与知识传播效率之间的关系假设通过了检验；知识转移水平

与知识传播效率之间的关系假设也通过了检验。即：知识共享水平和知识传播

效率有正相关关系(H7)；知识转移水平与知识传播效率有正相关关系(H8)。

在这整个知识供应链传播的过程中，知识共享和知识转移分别作为“量”的积

累和“质"的提高，两个因素共同影响着知识传播的效率和效果。因此，知识

转移和知识共享的水平直接影响着知识传播的效率。

第二节农村知识传播对策研究

根据本文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以及结合目前我国农村知识传播的现状，将

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改善农村知识产品传播的建议和措施。

1．农村知识产品传播应以政府为主导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农村公共文化的财政投入总量不足；同时，农村

中的文化设施数量较少、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在中

西部的大部分农村乡镇，仅有少量藏书和文化设施的文化站(馆)设置在乡镇

政府所在地，很难覆盖到农村的农民群体，中西部的大部分乡镇一级的文化站

与村一级的老年活动室、文化大院、个体文化室处于不良运转中。大多数农面

认为形同虚设，并未发挥其本质作用。如表5．1所示，政府在农村的文化设施供

给与农民的文化设施需求之间仍然存在部分程度的脱节与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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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农村文化设施的供给与需求错位状况

排序 供给(已有) 需求(期望)

l 有线电视／差转台 科技文化站iN务中心

2 文化活动室(中心) 图书馆(室)

3 农民技术宣传手册／资料 农民技术学校／培训班

4 有线广播 体育场地和体育器材

5 老年活动室 青少年活动中心(馆)

资料米源：作者整理

在整个知识传播的过程中，政府的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应

该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建立以广

大农民群众为服务对象，以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文化设施为主导方式，鼓励和引

导社会投入农村公共文化活动，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

营高效、服务优质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成为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建

设的重要方向。根据现阶段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实际与目标，建议采取以

政府为主导的农村知识传播体系，并引导农村文化整体水平的提高。具体的讲，

可以开办有针对性地农业培训班、提高投入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农村文化站的

工作效率、加强农村文化管理队伍和相应的组织建设、完善农村文化管理体制、

开展综合性文化活动来丰富农民的业余生活等。

2．积极开发实用、高效的农村知识产品

在知识传播的基础上，配套的知识化产品是农村用户提升信息知识使用价

值的杠杆。在为他们设计和开发信息产品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由于受经济

发展条件的约束，农村地区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的现状。但是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近几十年来在教育工作上的的大力多方位推广，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

处于不断的提升状态。因此在这样一种动态的，趋势上扬的文化素质不平衡的

状态下，为面向不同层次用户的实用、高效的信息产品的开发工作提出了相当

高的要求，要求它们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简单易用。针对偏远落后地区，要求产品操作的在基本功能满足的前

提下最大限度的简单化。

(2)寓教于用。实用、高效的知识产品不仅帮助用户充分利用挖掘信息所

蕴涵的经济价值，更在落后地区信息用户的培训中扮演着培训教师的角色。知

识产品应该能够从使用功能的角度激发农村用户对外面世界了解的渴望，进而

促进其学习并掌握信息技术的动力：在中层(市县级)的使用面上，信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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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加激发信息人员的“不满足感’’，不断学习和使用先进信息技术的渴望。

3．有机结合各种传播媒介，重视意见领袖和组织传播的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对媒体的高度控制，大众传媒在受众的眼中可信

度通常相对较低，因此知识的传播如果仅靠大众传媒是低效率的，其只有与人

际传播渠道相结合时，传播才最有效率。首先，应整合不同类型的大众媒介，

实现媒体间优势互补，形成浩大的传播声势，提高传播效果。其次，充分发挥村

领导、致富带头人和科技人员在信息传播中的二传手作用。在农村可以设立公

共报栏、阅报室、活动中心等为农民获取知识、交流信息提供场所。邀请农业

科技专家下乡，通过现场指导、举办讲座、办试验田等形式说服农民对新技术

的采纳。农村中的种养大户、致富带头人要起好示范作用。从美国、日本等发

达国家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来看，各种合作组织、专业技术协会、农业龙头企

业在传播信息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我国的民间组织要主动迎合，

积极参与到农业信息化的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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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及展望

本文是在系统参阅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农村知识产品传播

的现状，利用管理学、数学等领域内的相关知识和方法撰写而成的。

一、研究结论

文章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哪些因素影响农村知识产品的传播，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与实际访谈的方式，分析与总结现有的农村知识产品的传播

模式；通过文献回顾，总结一般知识供应链上的影响因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的方法验证哪些因素真正影响知识产品在农村的传播，具体结论如下：

1．农村知识产品中囊括的知识复杂性和隐性越高，就越不利于知识的转移。

农村地区的农民文化水平有限，所以对知识的理解能力也是有限的，过于复杂

的知识必将会不利于知识的转移。

2．知识产品的载体种类越多，则更有利于知识的转移。农村知识产品的载

体可为电视、广播、报纸、杂志、DVDNCD等，在发达的东部农村地区还有

互联网在为知识的载体。由于农民的经济、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不同的载

体会适应不同的知识接受者，这样才能保证知识传播的广度和宽度。

3．政府在知识传播的各个环节中，参与的越多，则知识的转移和共享效果

就越好。政府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站在一个战略的角度

去宏观调控整个知识产品的传播，包括提供资金的支持、给与优惠的政策等等。

4．传播方的传播能力越强，则越有利于知识的转移。农村知识产品传播的

过程中，知识的传播方包括大众媒介、农村科技文化站、分销商和志愿服务机

构，它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及时把所需知识传播到农民手中对知识转移的效果

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传播的知识是否具有可靠性也是非常关键的。

5．学习动机往往是农民的一种主观因素，他们的对知识的渴望程度以及学

习新知识的强烈程度对接受知识本身来讲是有很大影响的。如果农民的学习意

愿比较强烈，那么在接受知识传播的过程中会更加认真，接受起来更加省时、

容易。同时，也能主动给与知识传播方、供给方一些重要的反馈。因此，农民

的学习动机越强烈，知识转移和共享的效果就越好。

6．传播方与需求方之间信任程度越高，则可以降低知识转移过程中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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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成本、交易成本、沟通成本等。同时，也可以提高农民学习的积极性。

二、本文创新点

由于知识的交流关系，知识的供应者、转化者、传播者、使用者之间必然

要建立起知识供应链。本文在综合分析了国内外对知识供应链研究的基础上，

将知识供应链思想作为农村知识产品传播的切入点，研究农村知识产品传播体

系，主要创新点有：

1．将知识产品的生产、传播过程中涉及的各节点归纳在供应链中，分析现

有知识传播供应链的利弊，利用知识供应链管理理论建立了知识产品在知识供

应链上传播、转移和共享的新模式。

2．采用实证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发放调查问卷、交谈访问以及文献回顾

等多种方法，找出并分析知识链中影响知识传播的主要因素，提出影响传播效

率的假设模型，然后采用结构化方程的方法进行验证，验证模型中提出了12条

假设，其中有2条假设未能通过检验，其它假设均通过检验。之后，对验证结

果进行了分析和讨论，给出假设成立或不成立的相应理由。

3．文章根据农村知识传播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结构化方程的验证的结果为

理论基础，提出了改善知识传播效率的一系列措施和建议，希望能够对农村知

识产品传播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指导性的作用。

三、展望

科学研究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虽然在

论文的前期准备和实际撰写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并力求论文的完善，但是

仍然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本文在对影响知识供应链传播的因素分析时，虽然回顾了很多的文献，但

是仍然觉得分析的不够全面，提取的影响因素过少，导致提出的解决农村知识

传播的对策不够全面。因此，希望在以后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能够完善这一

不足之处，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农村知识传播体系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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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光阴似箭，两年的辛勤付出与不懈努力。我终于完成了硕士研

究生课程的学习及毕业论文的写作，这是对我学业的检验。此时此刻。充盈于

心的并不是收获的喜悦，而是雷语表达不尽的深深的感激。在此，要向给与我
帮助的老师、朋友、同学及家人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感谢我的导师李勇建教授，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负责的敬业精神，无论

在我硕士学习期间或者论文写作过程中均给予耐心的指导、热情的鼓励。使我

的论文得以顺利地完成。

感谢我的家人在我学习期间对我的无私奉献和体贴照顾，特别感谢我最爱

的母亲，她是我心中最崇拜、最敬爱的人。没有她的倾力支持和伟大付出我不

可能走到今天。

感谢我的博士师兄魏灿生对我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无私帮助和启示。

感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的所有可亲可爱的同学们。感谢他们在我研究生期

间给予我的照顾和帮助。

我的成长寓不开两年来南开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各位老师的精心

培养。能有幸得到他们的教诲才让我成为一名合格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

我谨向所有指导和帮助过我的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论文完成的这天，代表着我的人生即将掀开新的一页，真心的祝福所有

师长、亲人与朋友永远快乐。幸福安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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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A调查问卷

2008年中国农村知识传播调查问卷

您好!

首先感谢您能够参加这次调查活动。本次调查是由南开大学商学院管理科

学与工程系李勇建教授的“提升中国农村地区知识传播效率：多媒体教育软件

开发与传播渠道设计"项目组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的知识传播状况调查，主要是

了解中国东西部地区农村知识水平、需求现状和传播方式等各方面的情况，为

更好得提高农村地区知识服务水平提供合理化建议。您是我们经过严格科学抽

样选中的调查代表，您的合作对我们了解有关信息和决策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本次调研工作采取无记名的方式进行。您的回答不涉及是非对错，请您务

必按照您的实际情况逐一回答我们所提的每个题目。对您的回答我们将遵循《统

计法》的规定予以保密。

对您的合作与支持，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南开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2008年7月

请您认真领会下面的每一句话，根据您对每句话的认同程度，将相应的数

字编号涂为红色(或打勾)。1一完全不同意，2一比较不同意，3一中立，4-比

较同意，5一完全同意。

对于农村知识传播的内容而言，您认为下面的表述是否能够说明知识的复杂性和隐性高：

您认为下面表述是否能够说明知识载体的丰富性：

ZFl．知识载体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纸制书籍、DVD／VCD、报纸、杂；占等较多形式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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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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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一、个人简历

李礼，1984年6月26日生，2003．9—2007．7就读于吉林大学电子商务专业，获管理学学

士学位；2007．9～2009．7于南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攻读管理学硕士学位。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l、参与Emerald研究基金项目(2007)：Promoting effectiveness ofknowledge transmission

in Chinese rural areas：multimedia education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channel

design，2007．9-2009．6．

2、参与北京大学联泰研究中心项目：考虑退货物流的服装企业综合物流渠道设计与管

理问题，2007．9．2008．9

3、参与《企业运作管理》教材的编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8月出版。

ISBN：978．7．5617．5990．5／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