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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动科技特派员农村创新创业的鼓励政策后，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服务行为颇受关注。本文以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

服务行为为研究对象，解析其产生发展的政策环境，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和行为特点，并提出促进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服务的对策建议。 

  一、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服务行为的政策架构 

  1. 政策背景 

  科技特派员科技服务的实践探索源于福建省南平市，2000年科技部借鉴南平经验，在西北五省先行推广，2002年试点扩展到中、西部13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并形成了“宁夏模式”。2004年在科技部、人事部《关于开展科技持派员基层创业行动试点工作若干意见》的指导下，全

国各地相继开展了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建设工作，涌现出了许多先进和典型。2009年科技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部、教育部、中宣

部、国家林业局共青团中央、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入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启动了全国

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以创业为特点的科技特派员科技服务行为上升到国家层面。至此，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自2002年发端，逐步演变

成为常态化的农村科技服务行为。 

  2. 政策内涵 

  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服务行为是以创新创业为主要手段，依托科技特派员服务站、各类利益共同体等，将科技、知识、资本、管理等稀缺生

产要素与传播授体农户、农业企业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相结合，实现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的活动。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服务是我

国农业技术推广应用活动的重要创新形式，其推广服务功能在不同主体的互补共存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极大地推进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

设。在实践中科技特派员科技服务模式多样，机制灵活，服务行为本身具有风险性、先进性、社会性的特点。 

  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服务政策，是指政府对科技特派员在农业一线，通过产学研结合的创业方式推广农业科技成果，打造产业链的活动给予

鼓励和支持的一系列规定。 

  3. 政策目标 

  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服务政策具有重要作用，其政策目标瞄准三个方面： 

  一是增强农业竞争力，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技术创新的双驼峰模型理论认为，以市场需求拉动为主导的发展高峰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在以技

术推动为主导的基础上，农业的可持续增长才有保障。因此，由市场主导向技术主导的转变是发展中国家实现集群升级和技术追赶的关键转折

点。科技特派员科技创业链的形成和发展为产业集群注入了新的活力，创业链政策正是适应这一转折点需求的主动选择。二是带动要素逆向流

动，促进城乡统筹。科技要素以其较强的流动性、社会性与先进性融合其它生产要素，对于推动各种要素由城市向农村逆向流动的带动作用十分

突出；科技创业链的培育符合我国新农村发展方向，即通过第生产性三产业的发展和经营高端现代农业，提高产业附加值和农民收入，缩小以至

消除城乡差距。三是创新农业科技服务体制机制，建设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我国目前农村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的结构和特征可以概括为：以公

益性服务为基础、社会化创业为引领、多元化服务主体为依托的复合型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其中，科技特派员是社会化创业的主体力量，科

技特派员农村科技服务对于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服务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科技特派员的个人特征、服务类型、管理机制以及政策环境等多个因素影响着科技特派员开展农业技术服务的行为。笔者利用在山东、内蒙

古、宁夏等地区调查所得180份有效问卷，选取对科技特派员农业技术服务行为密切相关的指标，运用模型展开实证分析，以从中了解科技特派员

农村科技服务的行为特点和规律。其结果主要是： 

  1. 个人特征对于科技特派员开展农业技术服务行为有重要影响。年龄特征和累积创业时间和推广农业技术项数呈负相关，而学历呈正

相关。说明优化科技特派员队伍结构有利于促进农业技术服务的开展，提高年轻化程度和学历层次有助于提高推广农业技术的数量。 

  2. 创业特征是影响科技特派员开展农业技术服务行为的重要因素。法人科技特派员、团体科技特派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于科技特

派员开展农业技术服务行为有显著影响；研发投入程度等指标和推广农业技术项数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创业实体研发的技术多是能够为企业直

接带来经济效益的、应用于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技术，而很少研发能够向农户推广的技术。 

  3. 管理机制对于科技特派员开展农业技术服务行为有重要影响。获得创业培训、有激励机制对于农业技术服务行为影响显著，且正相

关，而考核措施影响不显著，说明在推进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服务过程中要多从激励措施和开展创业培训入手，激发科技特派员服务热情和提高

创业能力，因地制宜地设定考核机制，以免造成负面影响。 

  4. 创业环境是创业型科技特派员开展农业技术服务的重要因素。商业银行贷款难易程度、相关的农村专业市场个数对于科技特派员开

展农业技术服务行为影响都显著，且与推广农业技术项数呈正相关，说明创业环境的改善有利于科技特派员开展农业技术服务活动。  

  三、对策建议 

  1. 优化和壮大科技特派员服务队伍。完善科技特派员选派机制，争取更多的年轻和学历层次更高的科技特派员加入科技特派员创业队

伍，进而推进农业科技服务工作。 



  2. 完善创业实体开展农业技术服务的引导机制。设立科技特派员创业实体农业技术研究基金，完善科技研发资源分配机制，引导公共科

技资源向科技特派员创业实体流动；引导科技实体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鼓励其研发能够向农户推广的农业新技术、新方法；推动更多的

创业实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3. 健全科技特派员服务行为管理机制。完善激励机制，除了“三保留、两优先”等基本政策激励措施外，还应加强组织激励、绩效激励

和市场化激励等多个方面支持；同时，还应合理设定考核机制，把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结合起来，激励与考核相得益彰。 

  4. 完善创业环境。科技特派员创业有其特殊性、灵活性和发展不平衡性，必须因地制宜，统筹考虑，有针对性地在教育培训、专业基础设

施、金融环境、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完善创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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