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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农业信息传播的状况及展望 

翁志辉 

( 塥逮收业科技 编辑部 ) 

台湾农业信息传播作 这些i ￡ 重要 
方式之一，为农业壁这生 垄I譬 力，发挥 
过重要作用。台湾的农业信息传播工作起步 

子农复会时期 (50年代 )，当时以幻灯片， 

电影、广播、书刊等主要传播媒体，推动农 

业计如的实施。1970年电视开始加入台湾农 

业信息抟播行列 80年代中后期，自湾 “行 

政院农委会”通过 大众视听媒体传播农业 

新知计划 ， 大力支援各区农业改良场、试 

验所发展农业信息传播工作，l989年，新兴 

的电讯技术一一 “电传视讯”正式在各区农 

改场开始运作，使农业信息传播工作又向前 

迈进了一大步。当前，尽管经 济转型期台湾 

农业经济的地位呈下降趋势，但其农业信息 

传播工作仍受到普遍重视和发展，每年不惜 

投入大量的^力物力加强农业信息 传 播 工 

作，而保证了台湾农业信息传播事业的繁荣 

发展。． 
一

、 台湾的农业信息传播体系 

台湾农业信息传播是在 “行政院农业委 

员会”和省农林厅指导下，由 省 农 (渔 ) 

会、区农业改良场 农业科学研究所、试验 

所，大寺院校 新闻单位以及公营。私营企 

业等多种机构共同参与，其中最主要的执行 

单位是区农改场。各机构分工 作，各司其 

责，使台湾农业信 息传播呈现多元化体系。 

=、台湾农业信息传豫的媒体 

(一 )太众化传播角I体 

1．祝听媒体。台湾共有 中祝”、 “华 

视”、 “台湾”三家电视公司及33家全省性 

的广播单位，他们与捉业有关单泣联合制作 

“农业电视节目 和 “农业广播节目 定期 

F ’ 
播放。有关农业企业公司也通过电视、广播 

进行广泛的产品广告宣传，也从一定程度上 

丰富了农民的信息来源。 

2．报刊媒体。包括全省发行的各家报纸 

和农业类杂志。据统计，经常阅报的台湾农 

民占59．1 ，他们从中了解政府的农业政策和 

措擅， 以及农业市场的新动态。台湾现有农 

业类杂志130家，其中与农业信息传 播 关 系 

密切的农业科普杂志共60多家 这类农业刊 

物内容丰富、版面活泼，印刷精美，出版周 

期短， 满足农民的需要为立足点，刊物的 

社会效果很好，据统计，全省共有约31 的 

农民经常看农业科普杂志，其中最常阅读的 

是省农会办的 农友 月刊，占13．1 ，其 

次为 《丰年 (10．3 )、 兴农》(7．4 )、 

农药世界 (2．2 )等。 

(= )小众化传藩 体 

与大众化传播媒体相比，小众化的传播 

媒体是：针对特定区域的居民，因面能更好地 

满足农民的特定需求。其中最具代表洼的是 

地区性农业广播节目及社区报纸，如由高雄 

区农改场制作的 “山地农业 节 目，自1976 

年起分别 用汉语、地方语在6个地方 电台 连 

续播放，1O)L年来普遍受到农民的欢迎 由 

东势地Ⅸ办的 《山城周刊 》，是一份很成功 

很典型的社区报纸，发行对象主要以本区农 

民为主，报道农业知识及生活、文化方面内 

容。此外，许多地方农会办的会刊，也是一 

种迎合特定对象～一农含会员的小众化抟播 

媒体。近几年，台湾已越来越重视发鼹这种 

区域性的小众化传播媒体。 

(三 )团体教育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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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教育是指农业推广人员通过各种集 

会或示范方法对农民团体进行有目的性的培 

训提高，包括农训班、观摩会、讲会习、演 

讲会、现场示范会等。在团体教育中，由区 

农改场扮演主要角色，其他试验单位、农民 

团体、农业院校、农业行政人员等 共 同 参 

与。农业推广人员通过由有关单位挑选，送 

经农业院校培训，再由区农改场择优聘任， 

然后通过农 (渔 )会组织，举办各种形式的 

团体培训班辅 导农民。 

(四 )个体信息眼务媒体 

使用的传播方式有私函、 电 话、 办公 

室、农家访问以及近年来新发展 的 “电传视 

讯 等。其中 “电传视讯 是一种运用现代 

电脑与通讯技术结台的新媒体，使用者可利 

用电脑终端机或电视电话网络， 将 贮 存在 

电传视讯中心数据库 的资料，利用电话 

拨叫特定号码接通电脑 系统，经过解码作用 

而将信息置于 电脑 或电视荧幕中，使用者则 

须具备电话、个人 电脑或 电 视 机，并购买 

“电传视讯 开关软件。农业信息传播进入 

电传视讯 后，农民可以足不出门获得所 

需的资料。 

(五 )台湾衣业信息传薏媒体的绩效 

农民是农业信思传潘的最终按受者。农 

民的知识结构和信息来源大体包 括三 个 部 

分t一是 自己固有的经验J二是来自亲友、 

同业介绍的信息和厂商推销商品时提供的信 

息，三是直按接受传播媒体传递的信息。由 

于农民接受信息一般具有选择性，即乐意接 

受符合他们特定需要的信息，因此尽管台湾 

拥有众多的农业信息传播媒体，但各种媒体 

的信 息不可能全部为农 民所按受，比如，在 

关于农作物知识的来源中，直接来自农业信 

息传播媒体的占30．3 。其次，农民仍有相 

当多的信息来源是通过其亲友，同业接受媒 

体的信 包后再传递给他，可称之为 “间接媒 

体传播 。再次，对于农药和新病虫害的知 

识来源，农药厂的推销员在推销其产品时也 

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各种农业信息传播媒体 

作用来看，以团体教育媒体所占比例最大， 

其次为农业电视媒体及农业杂 志 媒 体 (见 

表 )。 

三、来柬台湾农业信息恃捶业的发展方 

向 

近年来，随着电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台湾 

已向信息化社会迈进，未来台湾农业信息传 

播的发展方向是t更加强调传播效果，迎合 

特定对象的要求，加强个别化信息服务，建 

立一个 “以用户为中心 的传播体系。具体 

的发展策略是t①进行各种传播媒体的规划 

整合，以追求更好的效果，@建立各种小众 

化传播媒体，以符合特定对象的需求，⑧建 

立区域性的电传视讯资料库，以提供最新的 

个 剐信息服务J④建立各区农业改良场视听 

图书中心，以开辟 用户为中心”的 传 播 空 

闯J⑤进行农业信息传播效果的预测评估工 

作。 (本文责任编辑一革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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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同业 } 30．3％ 26．1 一 l 43．2％ 

厂 商 i l0．9 37．1％ 6 43．2 

盍毒曩誊嚣3i l -．。 i zz．s l s ．s l z。． ％ 
农期电视 l 8．5 4．9 ： 一 1 0．1 

农业杂志 【 9．9 『 9 【 6．5％ 2．17 

注一1．本资料系l9目1年氍 农势杂志对1l00位台湾农民随机抽查的统计缔果 ． 
2．主要农作物包括水稻、蔬菜 花卉、荼、葡萄、莲雾、芒果、状卉、柑桔、番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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