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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推力量开始从有形财富迅速转变为无形知识财富。
据资料统计，在20世纪初，技术进步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5％～l0％：20世纪中叶上升到509；20
世纪80年代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已明显超过资本和劳动的贡献，达到了60％～80％。
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科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
在农业领域，科技进步日益成为农业发展的主推力量和农业竞争的核心要素，一是必须依靠科技创新
，提高粮食单产，突破耕地等资源瓶颈，增加粮食总量，保障粮食安全；二是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增
加农产品种类，善品质，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三是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增加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
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四是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提高抗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农业资源循环利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因此，发达国家正大力推进农业科技革命，起点之高、进展之快、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意料。
比如，美国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达到81％，成果转化率达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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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认知一知识一采用一生产率（AKAP）序列在分析推广的影响时，RobertEvenson用了一个非常重
要的概念，即认知～知识一采用一生产率（AKAP）序列。
通过提供信息和教育或者培训服务，使农民按AKAP序列产生反应，农业推广可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
果。
具体来说，认知～知识一采用一生产率（AKAP）序列包括：提供信息使农民认知某项技术或者知识
；通过试验和实验农民获得的知识；农民采用这些技术或者知识运用于实践；最终引起农民生产率的
变化。
以上农民行为的变化将反映到产品生产数量、投入要素的数量以及他们的价格上，最终实现生产率的
提高。
这可以被看作是通过推广活动得以实现的经济剩余，是一系列给定投入要素的产品增值。
　　AKAP序列是一个自然的顺序。
无论是推广人员还是农民，其技术形成和活动开展过程中真正的资源都需要按照这个顺序流动。
认知不是知识，知识需要认知、经验、观察及评价数据和证据的能力，然后才能转化为知识。
知识导致采用和实施，但是采用并不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
生产率的提高依靠有效率地实施技术实践，还依靠社区和市场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
推广服务影响这个序列的每一部分。
它们既是农户技术的替代品，也是互补品。
经验证据表明，从农民受教育来说，推广服务是农户技术的纯粹的替代品。
比如，推广服务就不仅仅是信息（认知）来源，有技术经验的农民能够自己收集信息，而没有多少技
术的农民则不大会这样做，因此，推广信息可能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产生更大的效果。
这表明，在AKAP序列中认知一知识部分里，推广服务是农民教育的强有力的代替品。
通过有组织的经常联系，他们对农民的教育远远超过了简单地提供信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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