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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四版前言　　《创新的扩散》的第一版于1962年正式出版。
在那个时候，这方面的出版物大概有405种。
第二版《创新的沟通——一个跨文化的方法》（与弗劳德·肖梅克合著）于九年后出版，也就是1971
年。
那时有关扩散学的出版物已增至1500种，差不多翻了4倍。
12年后，《创新的扩散》第三版正式问世，到这时有关的出版物又翻了一番，达到3085种。
如今，12年过去了，这类出版物已达到了4000种。
从研究者及其所涉及学科的数量及国家来看，扩散研究远远超过行为科学的其他研究领域。
　　本版首先对以前的理论框架做了修订并提供了支持最新扩散模型的调查依据。
其次，本版还引进了许多新的概念和理论观点。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次智力上的探险。
在扩散学过去50年取得的学术成果中，各种观点兼收并蓄，此消彼长。
　因此，我的前四本书都是每隔10年出版一次。
然而，我决不是仅仅综合过去研究的重要成果，我也带着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些成果（包括我自己
的），并为未来的研究设计出一些有别于过去的研究方向。
本书第四版仍命名为《创新的扩散》，与我1962年出版的第一版同名，以证明这一领域里研究的传统
的连续性。
　　在1962年之前，大多数扩散研究都在美国和欧洲进行。
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本书第一版出版后和第二版出版之前，扩散研究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发
展中国家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
古典的扩散模型通常适用于这些把发展放在政策首位的国家。
实际上，扩散研究方法构成了一种自然的理论框架，它可以用来评价各种发展计划在诸如农业、人口
控制、公共卫生和营养等领域带来的影响。
通过研究创新在发展中国家的扩散，我逐渐认识到这个理论框架的某些局限性。
我们原有的古典扩散模型未能考虑一些特殊的情况。
所以我们对古典模型做了相应的修改。
　　第四版与以前的版本不同的是，它具有更多批判性的观点。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扩散研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同时也有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和批判性的
意见。
主要是因为从事扩散研究的部分学者研究的范围有些狭窄，研究的方法有些陈腐。
扩散的研究者一旦形成“一所无形的大学”①，他们不必要地限制了创新扩散研究的方法。
尤其是近些年来的研究标准化，已限制了扩散研究的发展。
　　过去的扩散研究多以过程的线性模型为基础。
沟通是指信息从信息源传递到接受者的过程。
这种单向的人际沟通准确地描述了一些沟通过程。
许多扩散过程确实是某个个人，比如创新机构的工作人员，将创新思想传播给潜在的接受者的单向过
程。
但是，一些其他的扩散可能用聚合性模型描述更为准确。
在这种模型中，沟通被定义为参与者互相提供和分享信息的过程，从而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罗杰斯
和金凯德，1981）。
在本版中，我们努力通过把特定的扩散聚合性模型概念化来展示更深入的分析和理解。
在第八章里，我们将着重讨论沟通过程　　中信息的交换以及扩散网络，这样读者可以对创新的扩散
过程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本书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不确定性和信息。
不确定性是指特定情景下各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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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促使决策者具体地收集信息。
当个体面临多种不确定性的选择方案时，信息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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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不确定性和信息。
不确定性是指特定情景下各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不确定性促使决策者具体地收集信息。
当个体面临多种不确定性的选择方案时，信息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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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埃弗雷特·罗杰斯：新墨西哥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教授、系主任。
曾任国际传播协会会长。
他的著作包括《传播研究史》（1994），《传播技巧》（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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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农村社会学研究人员的无形学院。
在20世纪50年代，距瑞安和格罗斯于1943年提出扩散范例10年之后，进行扩散研究的农业社会学家人
数激增。
由瑞安和格罗斯发起的扩散研究由威斯康星大学、密苏里大学、和衣阿华州立大学致力于该传统的先
锋学者们继续发扬光大。
20世纪50年代，麦迪逊、哥伦比亚和埃姆斯培养出的农村社会学新博士们成为其他州立大学的教授，
并且继续进行扩散研究。
我是这支扩散研究队伍中的一员，在衣阿华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
　　农村社会学研究人员的无形学院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学者网络，这些学者使用同一理论方法框架（
克莱恩，1972）。
在这个网络中有两个比较大的小组（Clique）①，一个由27个学者组成，另一个由32个学者组成。
每一小组以一个重要的扩散学者为中心，领导了一批博士生以及这些博士生所带的学生。
由13个人、12个人、7个人等等组成的较小的小组紧密地联系在这两个较大的小组周围（图2-2）。
这个农村社会学扩散研究人员的关系网使得各成员协同一致，使用共同的研究框架，并且彼此都知道
各自的研究发现。
这所无形学院有助于该领域稳步地向研究目标迈进，每一项研究都是在前一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
的。
由于该领域不赞成对扩散范例的重大偏离，扩散行为的某些方面也就被忽略不记，因为公认的范例中
不包括这些行为。
　　除了学者之间的紧密联系，20世纪50年代农村社会学扩散研究传统飞速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是充足的研究经费。
在这个时期，州农业实验站和美国农业部（为各州的农业研究提供部分资金）推出了大量的农业创新
：除草剂、化学肥料、作物新品种、饲养牲畜的化学饲料，以及新的农用机械，结果导致了“农业革
命。
”平均每个美国农民能够供应食物和衣服的人数从1950年的14个，上升到1960年的26个，再上升到1970
年的47个。
农业生产能力的迅速增长来自于农业创新在美国农民中的扩散。
　　农村社会学家的扩散研究使农业推广组织工作人员明白怎样把新的技术思想传播给农民，以及如
何加快扩散过程。
多亏了瑞安和格罗斯（1943），农村社会学家才有一个合适的范例指导他们的扩散研究；也多亏了20
世纪50年代的农业革命，这些扩散学者才得以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位置（州立大学的农业学院）
。
结果是农村社会学传统扩散研究数目迅速增长：到1960年，有185个，到1970年，有648个，到1981年，
有791个。
再以后，农村社会学家每年完成的扩散研究数目开始下降，并且几乎停止（图2-2）。
　　第三世界的农村社会学扩散研究。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的农村社会学家走向世界。
这10年是美国公立大学和农业推广组织大规模地把成果向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输出
的l0年。
在美国国际发展机构（U.S.AID）和其他私人基金的资助下，美国的公立大学建立了海外校园。
在那里，美国教学人员教书，进行农业研究，或者向推广组织或其他发展项目提供建议（罗杰斯等人
，1982）。
农村社会学家是这项海外操作的一部分，他们（与他们所培养的当地研究生共同合作）在农村发起了
扩散研究。
这些跨国行动的主要动力是农业的发展，因此研究主题自然是农业创新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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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农村社会学家还研究了营养、卫生以及计划生育创新在村民中的扩散。
　　20世纪60年代早期标志着发展中国家扩散研究数目开始飞速上升。
孟加拉的赛德·A．拉黑姆，哥伦比亚的保罗·J．道彻尔曼和奥兰多·费斯·波尔达（1962）是其中
的先驱，他们的尝试表明新思想在第三世界国家农民中的扩散与发生在拥有更多媒体设施的环境（如
美国和欧洲）中的扩散具有大致相同的模式，并且在扩散过程以及用于分析这个过程的概念和模型上
也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在新的情况下也能得到同样结果。
但是，再后来，由美国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的扩散范例就不再那么具有适用性了。
　　20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扩散研究的飞速发展是因为技术被看做是发展的核心，至少在当时
发展是如此定义的。
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对技术创新在村民中的扩散所做的微观层面的研究与发展计划制定者和其他政
府官员直接相关。
这些研究成果以及扩散的一般框架提供了：（1）制定发展计划的一种理论方法，以及（2）评价发展
活动是否成功的一套程序。
　　第三世界国家所进行的扩散研究大约占总数的30％。
并非所有这些研究都是由农村社会学家完成的，但是农村社会学传统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扩散研究中
起到了带头作用。
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了对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扩散范例的批评（在第三章讨论）。
　　农村社会学中扩散范例的减少。
美国在1958年之后，发展中国家在1967年之后农村社会学扩散著作的数目急剧减少，因此由农村社会
学家完成的扩散著作相对较少。
主要的研究问题都已经解决，异常现象和论战开始出现。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之间，对扩散研究的批评开始增多（罗杰斯，1983）。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由美国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学家发展的扩散范例开始在国际农村社会学家（没有传
给其他的学者）中间传播。
所以农村社会学研究分支衰落了，但是扩散范例并没有衰落。
　　由于范例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大部分理论问题，农村社会学家对扩散研究兴趣开始减少。
克莱思（1972）总结道：“在农村社会学领域内，当众多新成员开始加入时（1960年左右），该领域
内大部分创新工作已经完成。
”已经没有多少有趣的学术问题还没有解决，被吸引到无形学院的学者的越来越少（克莱恩，1972）
，并且几个著名的学者也离开了该领域。
　　从1941年到1966年的25年中，每5年的创新研究成果的数目平均为40左右。
在这25年中，有关扩散的著作数目从6本上升到187本，其中的飞速上升阶段发生在瑞安和格罗斯
（1943）的研究著作发表后的10年中。
此后，创新研究在农村社会学扩散研究（即新的分析变量的引入）中的比率迅速减少，在最后两个5
年几乎降为零。
这种减少意味着由于学术文献中重复的东西越来越多，扩散研究的前方战线已变得日益陈旧和乏味。
　　当范例面临这样的危机时，进一步研究的速度就下降（普赖斯，1963；库恩，1962／1970）。
在这个特例中，范例的解释能力并没有受到怀疑，但是随着主要研究问题被解决，范例开始变得陈旧
。
不像库恩和其他人所描述的一般案例，瑞安和格罗斯提出的用于解释创新扩散的范例一直没有被取代
。
　　此外，在这个特例中，美国日益加剧的粮食剩余使政策制定者们开始杯疑他们以前希望通过扩散
农业创新来提高农业产量的观念。
相反，农村社会学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如何解决由农业产量过剩所带来的农业危机。
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不仅对农业扩散研究的学术兴趣趋于衰竭，而且农业政策的制订者（以及
农村社会学家本人）也开始意识到以前需要进行大量农业扩散研究的环境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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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学家的扩散研究不仅无益于解决农业产量过剩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相反会使该问题更加恶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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