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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意见领袖具有较高文化程度、较高社会地位、优越的经济条件和阅历丰

富、社会交往频繁、活动范围广阔的特点。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能起到政策的宣传者和解读者,新技术、新品种

试用的先行者、引导者和示范者以及文化的引领者和造就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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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农村建设的由来和农村社区
意见领袖的概念及存在条件

  1.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和目标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和

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当前,我国总体上已到

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

对农业和农村支持保护的条件和能力。因此党中央

统筹全局、适时而动,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

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精辟地概括了新农

村建设的目标,即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个字体现了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

布局。不仅勾勒出一幅令人向往的现代化的美丽图

景,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乡村社会的想象。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

要,体现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具有深刻的科学内

涵、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以提高农民收入、改善生产

生活条件为核心,以健全社区成员自治制度为保证,
以发展生产夯实农村的物质基础,推动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实现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建设新农村,是
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的根本途径,是发展农

村社会事业、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是缩小城乡

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

2.农村社区意见领袖概念的由来和存在条件

1940年在拉扎斯菲尔德的著作《人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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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提出了二级传播理论,二级传播理论就是指

意见从媒介到意见领袖到受众再从受众到媒介的过

程,又叫二级传播理论。其中作为二级传播的“节
点”的意见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

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

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

滤的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

的二级传播。二级传播中的重要角色,是人群中首

先或较多接触大众传媒信息,并将经过自己再加工

的信息传播给其他人的人。他们具有影响他人态度

的能力,通过介入大众传播,加快了传播速度并扩大

了影响。在农村特定的社会-文化-人际环境中,意
见领袖一般具有文化程度较高、社会地位较高、富裕

程度较高、活动范围较大、人际交往能力较强的特

点[1]。与此相伴的是农村社区成员整体文化素质不

高、生活水平低下的现实;他们迫切需要改变现实的

生活条件,需要接受最新的农业政策、农业科技、社
会文化以及其他资讯信息。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

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的存在,决定了农村社区能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充当意见领袖的优秀分子很少,
他们必须有高于一般社区成员平均水平的文化知识

水平、经济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办事能力、务实精神

和创新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探索精神、冒险

精神和开拓的魄力。据调查,这一群体所占的比例

现在农村社区成员中仅有10%左右,但他们却能在

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对新农村建设效果

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之一。

  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意
见领袖的特点

  1.具有较高文化程度

由于农村社区成员具有普遍较低文化素质的客

观现实,他们迫切需要获悉和理解外来信息和资讯。
这样,那些文化程度较高的成员比如教师、村里的大

学生、农业科技工作者等成为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

桥梁和先进资讯的“二传手”。即便是在当前电视、
广播、报纸等媒介在农村广泛普及的情况下,那些文

化素质较低的农村社区成员也无法正确理解和捕获

大众传播媒介上对他们有用有利的信息。即使在认

知信息的前提下,他们必须从“意见领袖”那里获得

下一步行为的确认信息来产生行动和决策的举动。
由于农村社区意见领袖是新的信息的首获者和先行

者,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对农村社区的普通成员具有

重要的示范作用,在获得从意见领袖那里传来的信

息后,经过内心的评价、观望和斟酌,当他们觉得这

些信息所产生的社会行动能为他们带来实在利益的

时候,他们便趋之若鹜[2]。很显然,农村社区意见领

袖必须具备理解和捕获有用的媒介信息的本领,还
必须具有传播信息,让受众即普遍文化素质和理解

能力较差的社区成员去理解和接受这些信息,并指

导他们的行动,这就要求这些意见领袖们具备发现

和传播信息的高文化素质的特点。

2.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马克思·韦伯认为权威就是合法化的权力。权

威者运用制度体系,任职者之担任权威角色,命令

(或规章)的内容和颁布方式都是符合某一或某些更

一般的准则的。通过权威的运用,众多个别行动者

的行动被置于或保持在有秩序的状态中,或者被协

调起来在合作中达到某一特定目标或某些普遍目

标。权威是权力的这样一种形式:它通过命令来安

排或联合其他各个行动者的行动。这些命令之所以

有效,是因为被命令者认为这些命令是合法的。这

就决定了那些在农村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农村管理

者———乡镇一级政府的的公务员和村干部具备成为

农民信赖和依靠的力 量———意 见 领 袖 的 基 本 特

征[3]。他们大多最先接触党和政府关于农村的最新

的政策方针,对农村发展的现状和规划也最为熟悉。
政治素质、文化素养和科学技能相对农民而言又高

出许多,而且可以利用组织传播的这种自上而下的

垂直传播模式来传播新农村建设的信息,所以能对

农村的发展规划和生产管理建设等起到把握和导向

作用。通过对新农村建设的典型———湖北省十堰市

堰河村的考察和研究表明,外来的力量依靠当地政

府部门,是能对社区成员起到积极影响作用的。孙

君模式在当地获得的巨大成功,他来自北京的背景

即较高的社会地位的事实和当地政府的权威性的结

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3.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

我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先富带动后富,
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模式。因此,那些农村提前富

裕起来的农户就成为其他的社区成员关注的焦点,
富裕户的致富模式必然成为他们竞相模仿的对象。
俗话说“政策看干部,生产看大户”,大体意思就是富

裕户的致富经验和致富方式具有可模仿性和可操作

性。不仅是政策如此,先富者事实上也能对普通社

区成员起到指导和示范作用[4]。但凡那些具有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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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条件的人,一般都是在农村改革和发展中具有

前瞻性的视角和开阔的视野,他们能先采用先进的

生产技术和优良的品种,并大力发展其他产业,靠敏

锐的触角和眼光来洞悉和把握科技的进步和市场的

变化,随机应变、适时而动、因地制宜的发展生产,最
终取得较好的效益,达到先富的目的和效果。

4.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

农村社区的那些阅历丰富、交往频繁和活动范

围广阔成员,比如德高望重的老人、外出务工人员中

的成功者等,往往也是其他成员的意见领袖。他们

见多识广,对遇到问题事情的处理往往更加科学和

成熟,对问题和事件的见地更能让人们信服,社会交

往的范围和频率都比其他成员要高。他们的经验和

见识通过频繁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能得到社区成

员的共识,因而在社区成员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
一方面,农村社区成员对他们的意见较为信服,因而对

这些成员更加尊重,在传播经验的时候他们往往能获

得较大自我的满足。另一方面,在农村社区,由于社区

成员之间较为熟悉,社区成员也普遍比较朴实厚道,他
们愿意将自身的经验传授他人,而且农村社区成员之

间往往就有亲戚、邻居、朋友等关系,成员关系密切,具
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活背景,人际交往和传播频繁,而且

没有中间环节,所以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直接和迅速。

5.具有活跃的思维和探索精神

那些具有活跃的思维和浓厚的创新意识的农村

社区成员比如科技示范户、新品种试种户等一般不

会安于现状,他们往往成为新的技术的和新的作物

品种的试用和试种的先行者。一旦当他们凭借新的

技术和新的品种提高了劳动效率、增加了产量并减

少了成本投入时,他们的行为便成为无形的广告,会
产生和带动无数的模仿者和跟风者。然而新的技术

和新的品种的采用却需要冒险精神和探索精神的支

撑,在当前农村的生产条件下和社会发展水平下,农
民不可能经受得起一年颗粒无收的境遇。加之社会

保险也未能进入农村,对农民的损失还缺乏进行赔

付以保障农民权益的政策。因此,对于那些采用新

技术和新品种的农户来说,无异于冒着巨大的风险

和担负着全家生活的责任,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冒险探

索精神是不可能带来比一般农户更高的收益的。

  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意
见领袖的作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家的各种政策比如

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政策本身存在可以解释的较大弹

性空间。这样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使得处于大众

传播媒介不是很发达的农村的社区成员感到力不从

心,无法正确和方便地获悉和认知。同时,由于农村

的社会关系网络仍然是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核心的

社会关系圈层。这就给意见领袖的形成和培育提供

了条件,也为他们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提供了社会

网络和空间。此外,由于意见领袖本身的特点和如

今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作用和效果的削弱以及人际

传播在受传者根据信息进行接受、决策和行动过程

中的优势,也为意见领袖在新农村建设中起到积极

作用进行二级传播,提高新农村建设对农宣传的效

果创造了条件[5]。

1.农村社区意见领袖是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宣传

者和解读者

意见领袖能利用自身的优势条件和资源,主动

的了解和捕获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资讯等方面的信

息。他们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充当“桥梁”的作用,
会把获得信息扩散传播给社区其他成员。他们从大

众传播媒介得到信息,充当受众的角色,同时他们会

对获得的信息进行加工和解读,结合当地的实际情

况和社区成员的理解能力和文化背景,用他们听得

懂、能理解、易接受的方式传播给受众。在这个传播

过程中,他们既是“把关人”,又是传播信息的“信息

源”。通过接受-加工-传播的过程,新农村建设的政

策方针便直接迅速的传播给最终的目标受众即普通

社区成员,对新农村建设理念的宣传和解读以及在

广大农村生根发芽和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起到了

关键性的作用。但同时由于意见领袖的能力毕竟有

限,对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传播和理解甚至是把关或

多或少的存在偏差和偏爱,因为从信息的认知、理
解、认同到信息解读、加工、决策、传播,几乎每一个

环节意见领袖个人的因素都起着核心的作用。因

此,有人说,在新农村建设中,意见领袖是一把双刃

剑,可以作为新农村建设信息传播的“加速器”,同时

也可能使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扭曲和失真。这就要求

政策的制定者和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的过程中尽量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方式来发布,政府部门也有必

要加强对意见领袖的引导和教育,促使他们积极作

用的发挥和责任意识的增强[6]。

2.农村社区意见领袖是新农村建设中的先行

者、引导者和示范者

由于意见领袖具有思维活跃、创新意识和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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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探索精神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成为新

技术、新品种的“试用者”和“先行者”。而社区成员

为了规避风险会对意见领袖的行为采取观望的态

度。当他们取得巨大成功时,新的技术和新的品种

会迅速普及推广。此时,意见领袖的行为才会被认

同,作用才会显现,这其中的示范作用、导向作用十

分明显[6]。研究表明,意见领袖能通过人际交流这

种双向互动的交往方式,既能在新农村建设的理念、
政策等方面对社区成员进行有效宣传和引导,还能

通过自身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对社区成员进行示范

和带动[7]。例如中国十大杰出农民师智敏的有机水

果理念和生产模式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带动

了大批农民争相投资有机水果产业。但同时政府要

加强对该领域的引导,根据市场变化信息及时调整

产业结构和规模,防止盲目的“一窝蜂”上马,造成产

品供大于求,农户利益受损。

3.农村社区意见领袖是新农村建设中先进文化

的引领者和造就者

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
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文明淳朴的乡风和整

洁卫生村容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农村社

区意见领袖高素质的特点决定他们在“乡风文明、村
容整洁”的实现过程中要发挥引领作用。同时由于

他们见识广博,对大城市的环境和条件的舒适十分

熟悉,也很羡慕,迫切希望农村也能达到城市那样的

水平。因此,他们会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带动和影响

社区其他成员,希望他们能和自己行动一致;另一方

面,社区其他成员有的虽然没有亲历过城市的卫生

和整洁,但他们从电视等媒介上知道城市的文明和

自己所在的农村环境的恶劣,希望通过学习意见领

袖来引领他们的行为从而改变现状。这样,一旦意

见领袖有了文明的行为,社区成员有了文明的意识

和需求,农村文明乡风和整洁村容的目标便会很快

实现。据研究者在湖北省十堰市堰河村考察,在这

个村民素质和其他村并无大的区别的乡村,却能做

到垃圾分类这些城市居民都无法企及的文明行为。
调查者发现,在堰河村,由于意见领袖的带动,整个

村子环境十分整洁,基本看不到垃圾随便倒、牛羊粪

便到处撒的现象,当地的河水可以直接饮用;村民的

家里也实现了农村“三改”即改沼、改灶、改厕,达到

了碧水蓝天,空气清新的要求。文明的乡风和整洁

的村容固然重要,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避免政府为

了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而强行制定整治处罚政策,
不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村民的接受能

力。新农村建设中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目标需要

政府的教育和意见领袖的引领,是村民自觉自愿的

行为,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强制执行[8]。

  四、结语

意见领袖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

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目前农村的意见领袖的数

量和素质却远远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这其

中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培育和造就能

对新农村建设起推动作用的大批意见领袖,要求政

府能发现和培育意见领袖,鼓励意见领袖的成长和

作用的发挥,在政策上、资金上、精神上对意见领袖

进行支持。媒体要加大对农宣传的力度和广度,尽
量用百姓喜闻乐见,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和形式

传播新农村建设的相关信息[9]。营造有利于意见领

袖接触媒介的传播环境和扩散信息发挥作用的平

台,造就大批主动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信息并正确传

播给其他成员的意见领袖,形成大众传播媒介-意见

领袖-农村社区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促进生产

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

农村建设目标的早日实现。

参 考 文 献

[1] 迈克尔·E·罗洛夫.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M].上海:上海

译文出版社,1991:103-179.
[2] 彭光芒.农村社区意见领袖在科技传播中的作用[J].科技进步

管理,2002(7):104-105.
[3] 彭巧莲,王志霞.积极发挥农村“意见领袖”的作用[J].市州报

振兴谈,2003(5):33-35.
[4] 周向红,徐翔.意见领袖:现阶段农村公共政策宣传的重要变量

[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20-124.
[5] 胡书芝,刘征.农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发展[J].社会,2003(1):

45-47.
[6] 郭正林.卷入民主化的农村精英:案例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

2003(1):66-74.
[7] 李强彬.乡村精英变迁视角下的村社治理[J].中国农村观察,

2006(6):78-81.
[8] 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45-89.
[9] 赵延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79-105.

(责任编辑:陈万红)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