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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是征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它与市场运行机制不相 

适应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提 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必须改革现行的政府主导型的农业科技推 广体制 ，建 

立市场主导型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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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行的政府主导型农业科技推广 

体制的主要障碍 

(1)农业技术的有效供给不 ，农、Ik技 

术供给与应用脱节一从管理体制看．农业科 

研和农业生产分属两个相互独立 的系统， 

现出封闭型、条块分割的组织结构特征 从 

运行机制看．农业科研系统不直接面对农业 

生产 ，只是执行来 自七一级科研管理部门的 

任务安排一选题是否立项由科研管理部¨决 

定，学术水平和成果数量由科研管理部门进 

行验收与考核 ，科研经费主要来 自国家的财 

政拨款 同时 ，科研成果是农业科研人员 

称评定中的主要因素．这使得相当部分的农 

业科研 人员关心的并不 是 自己的研究成 

能否在实际中应用，而足能否通过科研管理 

部门的立项审批、成果鉴定，能否获奖 从农 

业技术的供给结构看，突出地表现为“叫多 

四少一，即粮食作物方面技术多，经济怍物和 

多种经营方面技术少；产中技术多，加工技 

术少：常规技术多，高新技术少；增产性技术 

多，质量效益性技术少： 

(2)农业技 术的有效需求乏力 农民收 

入增长缓慢．甚至略有下降，使农业技术有 

效需求缺乏动力基础。超小型的经营规模限 

制了农户的经济积累能力．多数农『、无力 

无意 、也无法 独 果用规模性新技术 ，严重 

制约 农、【 技术有效需求的强度：农民专、l 

合作组织少，组 5化程度低，制约』’农户应 

用科技的范围 农民整体科技文化素质偏 

低，进而形成农业技 术宵效需求的壁垒 

(3) j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第一、农 

技摊广模式带有明显的i-r划经济痕迹，影响 

农技推广的效果 第二 、缺乏市场调节和竞 

争激励机制 农、I 科技成果是科研人员的劳 

动产品，根据其外部性大小．口『将农业科技 

成果分为 3类：即公益性技术成果、半公益 

性技术成果 、私有技术成果一由于 3类技术 

成果具有不同的经济学性质，决定其推广创 

新机制应有所区别 fH现实中农业科技推广 

体系摹本属于政府主导型的计划体系，政府 

大包大揽 ，内部既没有明确分T．又缺乏有 

效的市场竞争，这小仅耗费了国家有限的财 

力资源，也削弱 r政府直有的指导、调节、监 

督和管理职能：第 、农业技术市场发育不 

完善 一是缺乏统一 领导和科学 有效的凋 

拄、激劢与监督机制、技术评估与咨询机制、 

胍险投资与保障机制 、信息反馈机制；二是 

1-介组织体系不完善，信誉度不商，运仃机 

制、管理制度小规范、小健全；三是交易形式 

众多 ，交易行为难以规 范；四是农业技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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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4)政策法规不配套。一是政策着力点 

主要集中在促进农业技术的供给上，而对刺 

激农、世技术需求的稳定增长和协调技术供 

求均衡机制重视不够，措施不力，使市场难 

以达到总量均衡；二是农业技术市场活动没 

有真正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技术无偿外 

流 、科研成果视 为私有转移 ；经营者见利忘 

义，坑农、骗农事件时有发生等。三是我国法 

律对动植物新品种不给予专利保护，栽培规 

范、耕作制度等非物化技术成果形式，更不 

在专利保护之列，农业技术创新与应用者的 

合法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 

(5)农技推广投入不足，投资结构不合 

理，制约着农技推广的力度 据了解，农业科 

技推广强度，即农业科技推广费用在农业生 

产总值中的比例，发达国家一般为 0．6％～ 

1％，发展中国家 也花 0．5％ ，而我国不 足 

0．2％=由于乡镇财政困难，农技推广人员工 

资难以保障：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减少财政支 

出，借机构改革之名，把农业技术服务组织 

当作企业化组织对待，盲目“断奶”。还有一 

砦地方政府将农业技术服务组织视为创收 

实体．不仅不扶持．反过来要求上缴费用：有 

的农技推广部门被拍卖或撤销 ，造成人员离 

岗和流失，出现了“线断 、网破 、人散”的被动 



局面 

2 构建市场主导型的农业科技推广 

体制 

2．1 完善供求机制。实现技术市场的总量均 

衡 

强化农业技术的供给基础。一是广辟渠 

道 ，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导向 ，企业投入为主 

体，科技贷款、个人和社会团体投入为补充 

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农业科技投入 

体系，切实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并提高其利 

用率 二是调整科技攻关方向，加强重点领 

域和以生物技术 、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 

术的科技攻关，改变“四多四少”现状：三是 

对农业科研的立项方式进行改革：政府对科 

研项 目的选定要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 

长远目标出发，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科 

研项目的承担单位及承担人。四是强化科技 

与经济结合，加强中试基地建设，促进农业 

科技 成果的组装 、配套 、工程化 、商品化和产 

业化： 

2．2 以市场为导向，理顺我国农业科研推广 

扶持体制 

(1)加大基础性和公益性技术研究推广 

的国家资助力度。这不仅完全符合WTO的 

“绿箱政策”，而且能有效地增强我国农业科 

技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2)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多元化的农 

业科技服务实体。民营农业科技服务组织具 

有产权清晰、机制灵活、激励有力 、运作高效 

等优势，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农技推广的新 

生力量：国家应该通过政策措施明确地位 ， 

规范管理，加强监督，维护市场运行的正常 

秩序：同时在银行贷款、担保、税收、收费等 

方面提供政策性优惠和扶持，以促进其发 

育 

(3)大力发展专业技术协会等民间组织， 

加强对农业科技示范户、农业专业户、农业 

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逐步提高农民的组织 

化程度： 

(4)鼓励科研单位、科技人员、农技推广 

人员按照效益农业发展需要，开展科学研究 

和技术创新 ，并通过技术承包 、入股 、转让和 

合作兴办农业科技园区等形式加快成果转 

化～ 

2．3 根据技术成果的经济学特性，构建多 

元化的农技推广模式 

(1)国家推广模式。国家推广部门主要 

集中精力搞好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科技成 

果和公益性技术类成果的推广工作，并对其 

它推广部门提供政策技术咨询和服务。在运 

作管理过程中，同样可借助市场力量提高推 

广经费的使用效率，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奖 

励政策。 

(2)教学、科研、开发一体化模式。这种 

模式可集中教学 、科研 、开发各方面的技术 

优势、人才优势和没备优势，实现优势结合， 

同时．还可以大大降低技术成果推广运用过 

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推广效率。为此，一要 

建立农科教统筹协调机制和组织机构，对农 

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组织进行协调 ，针对农业 

技术创新与资金投入，确定农业新技术推广 

项目 二要鼓励农业科技人员从事农业推广 

工作，同时鼓励从事农业推广工作的技术人 

员带着急需解决的科研课题走进科研院所， 

进行合作研究。三要通过政策鼓励教育、科 

研机构创办高科技企业，加速农业高科技成 

果转化。 

(3)中介组织推广模式。从现实情况看， 

这种推广模式主要有这样几种存在形式：一 

是以科技成果的推广示范为宗旨、以追求经 

济效益为目的、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有较 

强的示范带动效应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区；二 

是通过产业化经营方式，把分散经营的农户 

联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表现为 “公司+农 

户”形式的农业科技股份公司；二是专业大 

户 、专业村社 、专业协会 、专业场站 、专业市 

场等“五专”带农户： 

2．4 加强对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调 

动科研推广人员的积极性 

一 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的经验，尽快建立“新产品测试 

保护中心”，并以此为核心构建我 国农业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 另一方面，推进知识产权 

的营运，让技术 、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 

分配。对公益性的科技成果应采取政府收购 

的方式，使科技成果的完成人得到合理的回 

报：当科研机构转制为股份制企业时，允许 

农业科技人员以技术要素入股和参加收益 

分配。以技术转让方式将科技成果提供给科 

技企业开发的，可从利润中提取奖励给成果 

完成人。 

2．5 适应市场机制要求，建立和规范农业科 

技市场 

(1)在科研单位设立“科技成果推广”专 

业部门，负责本单位科技成果的推广、转化 

并收集农村生产、科技市场等各种信息，指 

导本单位的科研 项，推进本单位科技成果 

的转化。 

(2)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技术交易中介 

组织，面向市场 、面向农业和面向农村经济 

开展技术中介、咨询、经纪 、信 自、、资产评估 

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广大 

农村地区的技术服务体系。 

(3)本着专兼结合的原则，建立有中国 

特色的中介经纪人队伍，采用技术交易会、 

洽谈会等形式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4)在科研部门、科技推广部门和农民 

之间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有效 

凋动农民接纳农 业科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提高农业科技推广效益。 

(5)建立健全农业生产风险保障体系， 

减少农业生产和新技术应用风险。 

(6)建立完善的农业科技市场信息服务 

体系，实现农业技术的信息网络化 ，以便农 

户对农业科技和生产安排进行有效选择。 

2．6 适应区域特色农业发展的要求，改革农 

技推广服务体系的机构设置 

根据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区域特色 

农业发展的要求，逐步形成与农业产业区域 

相适应的、跨行政区域的农技推广服务组 

织。区域化的农技推广服务组织还要与区域 

特色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发展有机结合，做到 

推广服务组织与农业龙头企业合理分工、优 

势互补、融为一体。通过改革，使农业科技推 

广体系与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 

经营 、企业化管理 、社会化 服务的效益农业 

发展要求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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