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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视角下台湾农业技术在大陆扩散影响因素分析
——以广东韶关粤台农业合作试验区兰花种植业为例

李航飞 1,2，韦素琼 2，魏少彬 2

（1. 韶关学院旅游与地理学院，韶关 512005；2.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福州 350007）

摘要：以广东韶关粤台农业合作试验区兰花种植业为例，基于农户视角，构建三个维度下7个

外因潜在变量，利用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台湾农业（兰花）技术扩散效果（内因

潜在变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社会网络与主观规范因素、农户对台湾农

业的认知因素、台湾农业特点因素、台湾农业技术服务特点因素及基础条件因素等对兰花技术

扩散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应假设通过检验；农户创业特征及政策环境等两个因素对兰花

技术扩散效果的影响不显著，相应假设未通过检验；试验区特殊的地域文化在促进兰花技术扩

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试验区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根据兰花技术扩散的影响因

素，制定合理的兰花产业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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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6年均以“三农”问题为主题，并都对农业科技创

新工作做了相应部署，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对农业科技创新的

重视。然而，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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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扩散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面临的最大瓶颈，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

当务之急。台湾农业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领先于祖国大陆，其在大陆的技术扩散对大陆

农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农业技术扩散是一个由技术本身、技术扩散传播渠道以及技

术扩散受体等基本要素构成的系统。首先，对于技术创新本身而言，在农户风险决策过

程中，农业创新技术的特点对其是否采用新技术影响非常之大，从而影响到创新技术扩

散的效果，技术越复杂，越难扩散[1,2]。其次，农户的信息来源渠道尤其是获取新技术的

信息渠道，对于农户创新技术采纳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3]；而农户信息获取渠道的畅

通与否受地理环境 [4,5]、政策环境 [6,7]、经济环境 [8]、社会网络环境 [9,10]、外商直接投资

（FDI） [11,12]等众多因素影响和制约。第三，农业技术扩散的主要受体是农户，其是农业技

术的主要采纳者和应用者。从理论上讲，农户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各不相同，已有研究主

要从农户的个人特征（如性别[13-15]、年龄[16,17]、文化程度[18-20]、风险意识[13,21]、是否参加农

业技术培训[22,23]等）、家庭特征（如家庭经济状况[16,18,19]、劳动力人数[19,24]、兼业情况[5,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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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规模[2,16]等）、创业特征[28]、社会网络特征[9,10,29]等方面，根据问卷调查结果与赋值，

采用二元回归分析方法（如 Probit、Logistic 等）来探讨农户视角下采纳新技术的影响

因素[2,5,9,10,13-17,23-28]。

综上可知，已有大量文献对影响农业技术扩散的因素进行了综合研究，成为本文的

基础，但已有研究尚有进一步改进之处：第一，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是一个过程，不能

简单地用“采纳”或“不采纳”来表示。第二，农户在采纳农业创新技术时，很多因素

如技术的有用性、易用性、政府的支持力度及农户的风险意识、创业能力、社会网络关

系等不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那样可以直接量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户的心理感知所

决定。传统的二元回归方法如 Logistic、Probit 等在解释力上显得不足，结构方程模型

（SEM）能较好地解决以上问题。第三，已有研究在公益性技术扩散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

的成果，但对于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性技术扩散研究较少。台湾农业（兰花）

技术在广东韶关粤台农业合作试验区的扩散是商业性技术成果在大陆地区扩散的典型案

例（台商乐于将兰花种植的大众化技术传授给当地农户，但对于关键核心技术如育苗、

施肥比例等，不会轻易传给当地农户；早期，当地兰农的种苗主要来自台企，而种苗费

用在兰花种植成本中所占比例甚高），在两岸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

的理论及实践意义。本文基于系统论观点和结构方程理论，从农户、台湾农业、环境三

个维度，构建7个外因潜在变量（因素）来探讨台湾农业（兰花）技术扩散效果的影响

因素，并结合地域文化特点对兰花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试验区（翁源）兰花产业发展概况

广东韶关粤台农业合作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于 2010年 7月 6日奠基，其核心

区位于粤北山区——翁源县。翁源县属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气候条件非常

适合兰花生长。翁源兰花产业发展始于1998年，台商张建邦先生最早在江尾镇仙北村试

种兰花获得成功，之后吸引众多兰商（大部分是台商）到翁源种植兰花。在台商带动

下，一大批当地农民亦开始投资种植兰花，至2017年底，翁源县兰花种植面积近1.5万

亩，成为全国最大的兰花生产基地。多年来，翁源兰花在国内外举办的各种兰花博览会

中荣获300多个特金奖、金奖、银奖、铜奖等各类奖项，被授予“中国兰花之乡”“中国

兰花第一县”等荣誉。全国兰花协会2018年举办的第28届中国兰花博览会首次在县级城

市（翁源）举行。同年，翁源县兰花产业园成为广东省第一批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园

区企业为 15000多名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农民劳务费从 1998年的 20元/天/人

提高到现在的 100~300元/天/人，山坡地租金从原来的 20~50元/亩/年提高到现在的 300~

1000元/亩/年，实现了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目标。

1.2 结构方程模型（SEM）简介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是为难以直接观测的潜变量提

供一个可以观测和处理、并将难以避免的主观测量误差纳入模型中的分析工具，其由反

映潜变量和可观察变量间关系的测量模型以及反映潜变量之间结构关系的结构模型两部

分组成。关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详细理论及应用等详见参考文献[30]。

1.3 研究假设

由计划行为理论可知行为态度决定行为意愿，行为意愿决定实际的采用行为，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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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创新技术扩散的效果[31]；农户对农业创新技术的行为态度越积极，其采用意愿就会

越强，技术扩散的效果就会越好。本文在李后建[18]、薛洲等[32]研究行为意愿量表的基础

上，结合试验区的实际情况，设置4个观察变量（表1）对台湾农业（兰花）技术扩散效

果因素进行测量。

1.3.1 农户维度各因素与扩散效果关系假设

（1）农户社会网络与主观规范因素。社会网络是农户间信息资源共享的重要载体，

通过相互协作与互惠关系，可有效促进农户之间的信任。在农业创新技术扩散过程中，

农户间的信任和认同，能有效减少农业投资的风险和成本，对农户农业创新技术的采用

具有显著正向作用[10]，有利于农业创新技术的扩散。通过农业技术培训，可扩大农户的

个人网络，对其采用农业技术行为具有积极影响[22]；与他人交流农业技术心得是农户网

络学习的重要形式[33]，能有效促进农业创新技术的扩散[23]。农户主观规范是指农户在决

定是否采用农业技术时所受到的他人或团体的影响，其对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产生正

向显著影响[34]，农户是否采用创新技术受到乡邻们采用行为的影响[18]。参考乔丹等[10]、李

表1 研究假设

Table 1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维度

农户维度

（A）

台湾农业

维度（B）

环境维度

（C）

潜变量

农户社会网络

与主观规范

（A1）

农户创业特征

（A2）

农户对台湾农业

的认知（A3）

台湾农业特点

（B1）

台湾农业技术服

务特点（B2）

基础条件（C1）

政策环境（C2）

扩散效果（D）

观察变量

您经常参加农业技术培训（A11）

您经常与他人交流农业技术心得（A12）

乡邻们种植兰花，您也愿意尝试一下（A13）

您能够容易掌握新技术、新方法（A21）

您愿意尝试新东西（A22）

您总是能抓住刚出现的赚钱机会（A23）

您了解韶关粤台农业合作试验区（A31）

您了解本地台湾农业（兰花）品种（A32）

您了解本地台湾农业（兰花）技术（A33）

台湾农业（兰花）技术容易掌握（B11）

台湾农业（兰花）技术信息的获取容易（B12）

台湾农业（兰花）种植成本低（B13）

台湾农业（兰花）技术服务来源广（B21）

台湾农业（兰花）技术服务类型多（B22）

台湾农业（兰花）技术服务效果好（B23）

兰花用地容易解决（C11）

本地土地用水方便（C12）

本地交通方便（C13）

政府对台湾农业（兰花）的宣传到位（C21）

政府对台湾农业（兰花）的补贴到位（C22）

农业（兰花）生产贷款容易（C23）

您对台湾农业（兰花）技术感兴趣（D1）

您会关注粤台农业合作试验区的发展（D2）

您会关注台湾农业（兰花）技术的动向（D3）

您会推荐亲友种植兰花（D4）

研究假设

HA1：农户社会网络与主

观规范对兰花扩散效果具

有正向影响

HA2：农户创业特征对兰

花扩散效果具有正向影响

HA3：农户对台湾农业的

认知对兰花扩散效果具有

正向影响

HB1：台湾农业特点对兰

花扩散效果具有正向影响

HB2：台湾农业技术服务

特点对兰花扩散效果具有

正向影响

HC1：基础条件对兰花扩

散效果具有正向影响

HC2：政策环境对兰花扩

散效果具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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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建[18]、刘洋等[34]对农户社会网络及主观规范的研究，设置三个观察变量对影响兰花技

术扩散效果的农户社会网络与主观规范因素进行测量，并提出假设HA1（表1）。

（2）农户创业特征因素。创业是创建新的企业或组织的过程，是创造新组合的过

程。相关研究表明农户的创业能力与其采用新技术的意愿及新技术的扩散速度成正相关

关系[28]。农户的创业能力受创业精神的影响和制约，而地域文化会影响到创业精神的发

挥，对区域创业活动产生重要作用 [35]。试验区内具有“勤劳节俭、团结诚信、自强不

息、开拓创新”等优良传统的客家文化有利于激发农户的创新创业精神、促进兰花技术

的扩散。借鉴苏岚岚等[36]、周菁华等[37]、姚文[28]对农民创业能力进行度量时所选取的指

标，结合试验区实际情况，设置三个观察变量（表 1）对影响兰花技术扩散效果的农户

创业特征因素进行测量，并提出假设HA2（表1）。

（3）农户对台湾农业的认知因素。农户对农业创新技术的认知是指农户在农业生产

过程中根据直接经验或其他渠道所获得的关于农业技术的感知和印象；其对农业科技推

广、农业技术扩散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情况下，农户对新技术的认知度越高，越容易产

生实际的接受或采用行为[5]。试验区农户对台湾农业（兰花）的认知主要表现在对试验

区、兰花品种、兰花技术的认知等方面，故设置三个观察变量对影响兰花技术扩散效果

的农户对台湾农业的认知因素进行测量，并提出假设HA3（表1）。

1.3.2 台湾农业维度各因素与扩散效果关系假设

（1）台湾农业特点因素。农业新技术、新产品的特点对农户的采用意愿产生重要影

响，进而影响到农业创新技术扩散的效果。按照理性农户理论的观点，农户在采用农业

新技术、新产品时，通常会将新技术、新产品的特性和原来的技术、产品进行对比，并

通过其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判断新技术和新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如能否增加收入、

减少生产成本等；在“收益”和“成本”之间进行博弈之后，农户才会对农业新技术、

新产品做出采用、暂不采用或不采用的决策。新技术的难易程度、获取的便捷性及成本

的高低[1,2]等因素影响其扩散速率的快慢。基于以上研究，选取三个观察变量对影响兰花

技术扩散效果的台湾农业特点因素进行测量，并提出假设HB1（表1）。

（2）台湾农业技术服务特点因素。农业技术服务特点主要包括技术服务来源、服务

类型、推广方式、服务效果等方面，会显著影响到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用与否。一般来

说，农业新技术服务来源越广、类型越多、效果越好，越容易得到扩散。在石洪景[13]、

陈光燕等[38]研究基础上，设置三个观察变量对影响兰花技术扩散效果的台湾农业技术服

务特点因素进行测量，并提出假设HB2（表1）。

1.3.3 环境维度各因素与扩散效果关系假设

（1）基础条件。主要包括农业用地、农田水利、道路交通、农资销售点等，完善的

基础条件能为农业技术扩散提供重要的保障，促进其快速扩散。目前来看，影响试验区

兰花技术扩散的基础条件主要有土地、水源及交通三个方面。故选取以上三个观察变量

对影响兰花技术扩散效果的基础条件因素进行测量，并提出假设HC1（表1）。

（2）政策环境。与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相比，农业是弱势产业，农业的发展与创新

技术的扩散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的优惠政策及财政支持等对农业发展、科技创新及

扩散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可有效诱导和鼓励农户采用农业创新技术，促进农业技

术扩散[39]。石洪景[13]的研究表明农业贷款的难易度会对农户是否采用台湾农业产生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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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李楠楠等[5]的研究发现政府政策如农业优惠、农业贷款等对于马铃薯种植技术扩散

产生重要影响，并认为应该建立“企业牵头、政府扶持、农户参与”的环形扩散模式。

基于上述研究，设置三个观察变量对影响兰花技术扩散效果的政策环境因素进行测量，

并提出假设HC2（表1）。

1.4 研究模型

根据以上假设，通过软件Amos 17.0构建相应研究理论模型，见图1（限于篇幅，只

展示农户维度与兰花技术扩散效果关系的理论模型图，台湾农业维度及环境维度类似）。

1.5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对基于农户感知视角的预调研结果进行分析之后，最终确定问卷调查表（表1）。为

保证调查对象的随机性和调查结果的可靠性，正式调研采用集中发放问卷和分散发放问

卷相结合的形式，发放对象为兰花种植农户及部分工人，调研时间为2018年3-7月。首

先，利用翁源兰花协会统一组织的培训活动集中发放问卷，收回问卷137份；然后在兰

花种植最为集中的松塘、仙北、仙南及九仙4个行政村，采取随机到户的形式发放问卷

（排除已集中填写过问卷的农户），每个行政村发放 30份问卷，收回问卷 100份；最后，

整理出217份有效问卷，样本量符合结构方程模型的要求[30,40]。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表1中每个观察变量都有5个题项供调查对象选择，采取李克特

的 5分量化制，即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基本同意=3；同意=4；非常同意=5），首

先，采用软件SPSS 19.0计算25个观察变量的偏度系数及峰度系数，其绝对值均小于1，

调研数据符合正态分布[30]；其次，对调研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各个潜在变量及总

体数据的Cronbach's α值都大于 0.6，信度检验符合要求[41]；KMO值为 0.907，Bartlett球

形度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问卷所获取的数据效度良好[41]；最后采用变量间相关系

图1 农户维度与兰花技术扩散效果理论模型

Fig. 1 The theoretical model between farmer dimension and orchid technology diffus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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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矩阵R诊断法进行样本数据的多元共线性检验，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064~0.650

之间且绝大部分小于0.4，变量间基本不存在多元共线性问题[41]。

2 结果分析

2.1 实证结果

2.1.1 各因素测量模型检验结果

测量模型的检验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第一，选取相关拟合指标（表 2）对模型质

量进行评价[18,30]。第二，检验潜在变量与观察变量之间的因素负荷量（路径系数）。目

前，学界对于因素负荷量的最小接受值尚无统一标准，在已有研究[42]的基础上，本文采

用 0.4作为临界标准。第三，各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根据软件Amos 17.0的检验结

果，所有潜在变量测量模型均通过检验。

2.1.2 验证性因素检验结果

在测量模型检验基础上，检验因素（潜在变量）的信度和效度。因素的信度（ρc）

主要用来评价一组潜在构念指标的一致性程度，一般认为其值应在0.6以上[30]。区别效度

指的是构念所代表的潜在特质与其他构念所代表的潜在特质间低度相关或有显著差异的

程度。目前，使用较多的检验方法为平均方差萃取量法，即比较两个潜在变量的平均变

异萃取量（ρv）是否大于两个潜在变量的相关系数的平方，如果ρv平均值较大，则说明潜

在变量间具有较好的区别度。检验结果表明：（1）三个维度下的各因素（潜在变量）均

具有较强的聚敛性，其组合信度ρc值均大于0.6；（2）除环境维度下“基础条件因素和政

策环境因素”区别效度稍差之外，其余维度下因素间的区别效度都非常理想。

2.1.3 各维度与扩散效果关系检验结果

由软件Amos 17.0的计算结果可知，农户维度、台湾农业维度及环境维度与扩散效

果之间的模型拟合均较为理想，质量达到要求。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图分别见图 2，检验

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农户、台湾农业及环境三个维度下的7个因素中，有5个因素通过假设

检验，即这5个因素对台湾农业技术扩散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余2个因素未通过检

验，这2个因素对台湾农业技术扩散效果没有显著影响。

2.2 数据分析

2.2.1 农户维度与扩散效果之间关系分析

（1）农户创业特征因素与扩散效果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1，在0.05的水平上

不显著，对扩散效果的影响不显著，假设HA2未获得通过，与已有研究不一致[28]。原因

可能是：在台湾农业（兰花）技术扩散过程中，农户的创业能力并未全部体现在兰花种

植方面。在调研中发现当地较多农户虽种植兰花，但并非其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或主要

来源。由于兰花种植成本相对较高，风险较大，很多农户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兼业”行

表2 常用拟合指标

Table 2 The commonly used fitting indices

拟合指标

适配标准或临界值

RMR值

<0.05

GFI值

>0.90

NFI值

>0.90

IFI值

>0.90

CFI值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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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主业还是传统的种植业如水稻等。种兰兼业行为实质上是农户对家庭劳动力及其

他生产资料的再分配过程，这种兼业行为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兰花生产的人力、财力和

物力的投入，对兰花种植技术的扩散产生阻碍作用，影响扩散效果。

（2）农户社会网络与主观规范因素与扩散效果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69，在

0.001的水平上显著，对扩散效果的正向影响显著，假设HA1获得通过。在中国差序有别

的农村社会中，农户获取相关技术信息的手段有限，途径不多；加之风险与信任等因素

图2 不同维度和扩散效果之间关系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图

Fig. 2 The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diffusion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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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农户对新技术、新产品的传播与扩散多处于观望状态。而农户间的社会网络关

系可通过学习效应、风险分担效应及服务互补效应等，有效降低技术扩散成本[33]。由实

地调研可知，试验区农户间的网络关系，由原来的“宗族家族式扩散网络”（客家文化重

宗族家族观念，促进了早期兰花技术扩散；但过分重视宗族宗亲关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到现代市场发展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43]，对兰花产业发展产生一定的不利

影响）逐渐演变成功能强大的“功能性扩散网络”，兰花种植户数量不断增多，种植规模

日益扩大，种植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兰花产业在试验区迅速扩散。同时，来自邻里及种

植大户等的示范和支持能够增强农户种兰信心，有利于其采纳意愿的提高，促进兰花技

术的扩散。

（3）农户对台湾农业的认知因素与扩散效果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4，对扩散

效果的影响程度虽不如农户社会网络与主观规范因素，但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其

对扩散效果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与预期一致。由计划行为理论可知，行为态度（Atti-

tude）是农户对是否种植兰花的认知与评价，农户对兰花生产的认知度愈深，评价越积

极，进行兰花生产的可能性就愈大；反之，如果农户对兰花生产的理念不认同、评价消

极，那么其主观上就不会愿意进行兰花生产行为。试验区内的客家文化拥有自强不息、

开拓创新、勤劳刻苦的优良传统[43]，能有效激发当地村民对新事物与台湾农业（兰花）

的探究；加之政府的宣传引导及台商兰花企业、外地兰花企业、本地“观念领导者”的

带动，当地农户对试验区与兰花的了解逐渐加深，对兰花的行为态度亦表现得越来越积

极，在经济效益驱动下，其种植兰花的意愿逐渐增强，促进了兰花的技术扩散。

2.2.2 台湾农业维度与扩散效果之间关系分析

（1）台湾农业（兰花）特点因素与扩散效果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49且在0.001

的水平上显著，对扩散效果有显著正向影响，与预期一致。已有研究表明农业创新技术

的自身特征影响其扩散的效率，农业创新技术越复杂，农户越难吸收，扩散速度越慢、

效果越差[1,2]。农业创新技术的相对优势和相容性越明显，农户越愿意采用，扩散速度越

快。台商兰花种植技术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兰花育苗（特别是高端品种的育苗）、各种肥料

的配置比例及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在兰花种植技术扩散之初，当地农户对兰花认知不

深，普遍认为种植兰花的技术难以掌握、成本较高。经过20来年的发展，在当地政府的

宣传及台商兰花企业、外地兰花企业、本地“观念领导者”、兰花协会、兰花专业合作

社、经销商等的示范带动及技术支持下，农户对兰花的认知由陌生变得熟悉。对于那些

表3 检验结果汇总

Table 3 Summaries of test results

维度

农户

台湾

农业

环境

假设

HA1

HA2

HA3

HB1

HB2

HC1

HC2

假设内容（系数）

农户社会网络与主观规范对兰花扩散效果具有正向影响（0.69）

农户创业特征对兰花扩散效果具有正向影响（-0.11）

农户对台湾农业的认知对兰花扩散效果具有正向影响（0.34）

台湾农业特点对兰花扩散效果具有正向影响（0.49）

台湾农业技术服务特点对兰花扩散效果具有正向影响（0.25）

基础条件对兰花扩散效果具有正向影响（0.61）

政策环境对兰花扩散效果具有正向影响（0.18）

P值
***

0.293
***

***

0.018
***

0.313

检验结果

通过

未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未通过

注：***表明P值小于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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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的国兰品种来说，种植技术如分苗、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已趋于成熟并标准化，

易于被广大兰农接受。另外，尽管种植兰花最初的成本投入较高（种苗购买及基础建

设），但一方面，种植一两年之后，种苗大部分可以通过农户自家兰场分苗而来，成本也

就大为降低；另一方面，目前试验区已拥有自己的兰花组培基地，亦能培育高端兰花品

种的种苗，台商所具有的技术优势正逐渐弱化，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兰农的种苗成本，

促进了兰花产业的扩散，兰花产业由“技术带动效应”逐渐向“产业带动效应”转变。

（2）与预期一致，台湾农业（兰花）技术服务特点因素与扩散效果之间的标准化路

径系数为0.25，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其对兰花技术扩散效果具有正向显著促进作

用，即兰花技术服务来源越广、类型越多、效果越好，其在试验区的扩散速度就越快。

每年试验区管委会、江尾镇政府及兰花协会、兰花专业合作社、化肥农药经销商等都会

积极组织不同形式的兰花技术服务活动，如邀请相关专家开展专题技术讲座（施肥、病

虫害防治、育苗、兰花电商服务等）、发放指导材料、专家同行实地指导、组织兰农外出

参观或考察等。这些兰花技术服务活动效果良好，得到了广大兰农的认可。

2.2.3 环境维度与扩散效果之间关系分析

（1）政策环境因素与扩散效果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8，在0.05的水平上不显

著（P 值为 0.313），假设 HC2 未获得通过。已有研究表明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

持，政策优惠能有效促进农业技术扩散[39]。本文得出的结论与已有研究不一致，可能的

原因有：第一，政府政策宣传还不够到位。在调研中发现，当问及政府对兰花种植的优

惠政策时，很多农户表示不知道或不清楚，也很少关心，他们种植兰花与否与政府的宣

传似乎关系不大。第二，政府对兰农的资金补贴主要集中在“种植大户”，更多的是“锦

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同时，兰花种植的低息贷款优惠也主要倾斜于经营时间较

长、种植规模较大的兰农，刚起步或小规模的兰农受益面较小，导致很多兰农并未享受

到政府贷款的优惠条件。

（2）与预期一致，基础条件因素对兰花技术扩散效果具有正向显著促进作用，其标

准化路径系数为0.61，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相较于其他产业，农业具有弱质性，农户

（民）具有弱势性。因此，政府在政策、资金、土地、交通、用电、用水等方面对农业的

支持是农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更好地发展兰花产业，翁源县政府、试验区管委

会、江尾镇政府在兰花用地、试验区道路建设与兰花企业通电、通水及路灯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完善的基础条件保障了兰花产业的发展，得到兰农们的普遍认可，增强了其

发展兰花产业的信心。

3 结论

本文基于农户感知视角，根据广东韶关粤台农业合作试验区的实际情况，构建农

户、台湾农业、环境等三个维度下的 7 个外因潜在变量（因素）来探讨台湾农业（兰

花）技术扩散效果（内因潜在变量）的影响因素，得到的主要结论有：农户维度下的农

户创业特征及环境维度下的政策环境等两个因素对兰花技术扩散效果的影响并不显著；

农户维度下的农户社会网络与主观规范、农户对台湾农业的认知，台湾农业维度下的台

湾农业特点与技术服务特点，环境维度下的基础条件等5个因素对试验区兰花技术扩散

效果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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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以及研究区域对象的差异，本文所得出的部分结论与已有文献

不一致。从影响试验区兰花技术扩散（商业性或经营性技术扩散）效果的因素来看，政

府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其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对龙头企业育苗技术的支持，

有效促进了兰花技术的扩散。这与已有研究结论有所差异（李同昇等[44]认为经营性技术

扩散的主要动力源于市场，公益性技术扩散的主要动力才源于政府），可能与特殊的兰花

技术扩散源——台商或台企有关。翁源兰花产业由台商带动并逐步发展，受两岸特殊的

政治背景影响，台湾农业在大陆的技术扩散引起了大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翁源县政

府也不例外。因此，具有商业性特征的台湾农业技术在大陆扩散的主要动力源于当地政

府的作用与市场推动。此外，不同区域由于自然环境特别是人文社会环境的差异，人们

的思想观念、对新技术的感知有所不同，甚至差异巨大；试验区内特殊的地域文化（客

家文化）在促进兰花技术扩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试验区应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根据影响兰花技术扩散的各因素，制定合理的兰花产业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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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iffusion of Chinese
Taiwan'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China's Main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Taking orchid planting industry in Guangdong-Taiw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experimental zone in Shaoguan of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LI Hang-fei1,2, WEI Su-qiong2, WEI Shao-bin2

(1. College of Tourism & Geography,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512005, Guangdong,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aking orchid planting industry in Guangdong- Taiw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experimental area in Shaoguan,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seven potential variables of external factors under three dimensions were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iffusion effect of

Taiwan's agricultural (orchid) technology (potential variable of internal factor) were analyzed

through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social networks and subjective norms, farmers' cognition to Taiwan's

agri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agri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agricultural

technical service and basic condition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diffusion effect

of orchid technology, and the corresponding hypotheses pass the test.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policy environment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diffusion effect of orchid technology, and the corresponding hypotheses do not

pass the test. The special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experimental area promotes the diffusion of

orchid technology; however, it also brings some negative effects. According 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rchid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reasonable countermeasures of

orchid industry should be formulated in the experimental area.

Keywords: Taiwan agriculture; technology diffusion; farmer; influencing factor; orchid cultiva-

tion; experiment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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