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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目前河北省农业龙头企业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提出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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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diffusion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leading enterprises in Hebei province at present were ana-
lyzed . And some concrete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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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河北省农业龙头企业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和规模。

农业产业化经营已开始由加快发展阶段向创新提高阶段转

变, 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扩散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探讨技术创新扩散中存在的

问题和相应的对策 , 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中非常迫切的任务。

1  现状

河北省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 年上半年, 全省

1 172个龙头经营组织共实现销售总额516 .9 亿元 , 增长

22 .9 % ,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2 .5 个百分点。截止目前 , 全省

规模以上龙头企业达954 家 , 其中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的

200 家,10 亿元以上的13 家。国家级龙头企业21 家, 有9 个

产品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全省涉农龙头企业已建成

种植养殖加工基地481 个, 辐射带动农户749 万户, 农民户均

来自产业化经营的纯收入达4 799 元, 比2001 年增收1 537

元[ 1] 。全省20 个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县( 市) 建设深入推

进, 优势产业加速向优势区域集聚, 初步形成一批农产品加

工企业密集区和优势产业带, 如, 环京津及省会周边乳品产

业群、秦皇岛粮油加工产业群、怀来和昌黎酒葡萄产业群、京

东板栗产业群、石家庄和沧州优质梨产业群、张家口和承德

杏仁产业群、张承、环京津、冀东、冀中、冀南五大蔬菜产业

群。随着全省农业龙头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产业化经营的深

入发展, 农业龙头企业作为创新主体、采用主体和传递媒介

在农业技术创新扩散中的作用不断加强, 但也暴露出许多

问题。

2  存在的问题

2 .1  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缺乏科学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  

河北省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多是相对松散的合

同型, 双方以利益关系为纽带。在多数情况下, 龙头企业考

虑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而农户考虑的是以较高的销售价格销

售农产品[ 2] 。当农产品市场价格高于协议价格时 , 农户可能

毁约把产品卖向市场。比如,“定州市大鹿庄乡农业技术推

广协会”2003 年收购黄瓜种子, 以60 元/ kg 保护价收购 , 农户

违约以62 ～64 元/ kg 供应市场, 结果协会不能完成上游企业

的收购任务, 第2 年上游企业终止了收购合同, 使协会和农

户都蒙受损失。当市场价格低于协议价格时, 企业也可能毁

约降价收购。比如三鹿“倒奶事件”, 由于市场不景气, 厂家

压级压价拒收鲜奶, 导致养牛户“倒奶事件”的发生。缺乏科

学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和双方的趋利心理使合同的约束力

降低, 双方的信任度不强,“兵团作战”的优势不能发挥。

2 .2  龙头企业的规模小, 创新扩散的投入不足  河北省

1 172 个龙头企业中年销售收入超过亿元的有200 家, 占龙头

企业总数的17 .1 % ; 超过10 亿元的有13 家, 占龙头企业总数

的1 .1 % 。从全国范围来看, 目前山东拥有国家级重点龙头

企业36 家, 比河北省多15 家; 截至2006 年底, 年销售收入亿

元以上的龙头企业有646 家, 比河北省多470 家。河南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有15 个产品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 比

河北省多6 个。龙头企业的规模较小, 企业自主研发的投入

不足, 新产品的市场推广力度不够, 产业链条短, 产品附加价

值低, 仍是河北省龙头企业辐射带动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2 .3  龙头企业技术服务水平低  目前很多龙头企业技术推

广人员不够, 综合素质不高, 服务意识差, 造成其整体的技术

服务水平低, 影响了技术推广的质量。农户分散性的特征要

求龙头企业在进行新技术推广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需

要技术人员熟悉相关技术, 具有实际操作能力 , 并且能够处

理好与农户的关系, 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式的

系列化服务。很多龙头企业在产前为吸引农户进行广泛宣

传, 而产中产后的技术服务不到位, 导致农民产品达不到合

同要求 , 农民利益受到损失, 也影响到企业信誉。

2 .4 农民素质低, 观念落后  农民的文化素质对技术扩散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常文化程度高的农民认知和采用

新技术较早。目前河北省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绝大

多数只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接受新技术的速度较慢。很

多农民只注重眼前利益, 缺乏长远眼光。例如, 全混合日粮

( TMR) 技术, 是一种将粗料、精料、矿物质、维生素和其他添

加剂充分混合, 能够提供足够的营养以满足奶牛需要的饲养

技术。目前这种成熟的奶牛饲喂技术已在奶牛业发达国家

普遍使用。这种技术在增加奶牛产量、提高牛奶质量的同

时, 还降低了奶牛疾病发生率, 提高了奶牛繁殖率。但这一

技术在河北省推广目前仍然阻力重重, 因为农民只看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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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料会加大饲养的成本, 而看不到长远利益。

2 .5 农产品比较利益低, 农民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  

农村目前存在的一个普通问题是 , 大多数农村壮劳力都进入

城市打工, 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以40 岁以上的农民为主

体。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相对于农民工的收入 , 农民

从事农业生产获取的利益比较低。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后 ,

地块分散的农户不可能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入, 落

后的生产条件阻碍农户进行产业化经营, 使得农业生产成本

提高[ 3] 。加上农业产品的不确定性的风险, 农户信息的不完

全, 所以虽然采用农业新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收

入, 但农业收入总体上还是低于外出打工的收入, 农业收入

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不大 , 农民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

不高。

3  对策

3 .1  建立科学的技术创新扩散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  河北

省农业龙头企业技术创新扩散的模式主要有龙头企业+ ( 基

地) + 农户型、合作经济组织( 协会) + 农户型、专业市场+ 农

户型、龙头企业+ 基地+ 农业工人型。现有较成熟的扩散模

式要进一步完善。比如,“龙头企业+ ( 基地) + 农户型”, 龙

头企业处于主体地位, 应处理好与农户利益分配关系, 为农

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保护农户利益, 风险

共担, 利益共享 , 提高农户的合作意愿。

2007 年7 月1 日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了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主体地位, 合作社以增加社员收入、保

护社员利益为目的 , 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 全省

各类比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4 857 个, 加

入合作组织的农户达180 多万户, 辐射带动农户422 万户, 占

全省农户的40 % 。许多合作组织在技术创新扩散的过程中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比如,“马兰峪板栗合作社”、“定州市大

鹿庄乡农业技术推广协会”等龙头企业在技术创新扩散模式

和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尝试。各地区

还应在现有经验的基础上, 规范合作组织行为 , 扩大规模, 增

加数量 , 增强其辐射带动能力。此外, 要结合当地特点努力

探索更加适合农民需要的扩散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比如 ,

“清苑县农林高优专业社”探索的相对松散的“协作社 + 农

户”模式, 通过项目吸引、多种形式入社办法吸引、服务吸引、

科普吸引等方式吸引农户入社, 也值得推广。

3 .2 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 增强龙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龙头企业在技术扩散中应该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发挥更大

的作用。河北省主要农产品加工多为初级加工, 二次以上加

工不足30 % 。以玉米为例 , 吉林省有的企业加工已达8 个层

次, 而河北省绝大部分用作饲料、淀粉一次加工, 层次最高的

健民淀粉集团才加工出 VB12 , 达6 个层次。目前, 欧美发达

国家农产品加工增值比已达3∶1 以上, 河北省仅为0 .55∶1 。

河北省提出“再造一个河北农业”的口号, 就是在现有基础

上, 经过努力, 到2010 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和第一产

业增加值之比由2005 年的0 .55∶1 提高到1∶1。为了实现这

个目标, 龙头企业应加强技术创新, 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 提

高农产品的加工深度和农产品的档次、质量, 全面增强龙头

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3 .3 以多种方式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提高农民的素质首

先靠各级政府部门的努力, 一是加强宣传, 使农民的经营观

念从短期、眼前利益转变为着眼长远、与龙头企业互利的观

念; 二是加强对《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诚信守法意识

的宣传教育 , 增强企业和农民的契约观念, 提高订单农业的

履约率; 三是提高农民素质 , 鼓励农民参加函授等形式的学

习, 为农民提供各种技术讲座、培训班。龙头企业也应定期

对农民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搞好技术服务; 在农民内部发展

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 让他们言传身教 , 带动更多的农户学

习技术、转变观念。

3 .4  扩大龙头企业规模 , 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规模的扩

大可以增强龙头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对农户的辐射带动能

力。产业化经营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市场交易成本 , 规

避农业风险, 有效地促进技术创新扩散的顺利实现。扩大龙

头企业规模, 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 首先企业要增加积累 ,

提高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在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协调

好与农户利益分配之间的矛盾; 其次, 将生产者、加工者和销

售者联系为一体, 实现农工商一体化经营; 第三, 把产品开

发、市场开拓、营销服务纳入统一的发展规划 , 增强市场开拓

能力, 打造优势的农产品品牌, 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第四 ,

进行科、工、农联合, 实行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经营[ 4] ,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集团的规模效应和示范带动效应。

3 .5 加大对龙头企业科技创新扩散的政策支持力度 政府

要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支持和扶持力度。①项目扶持, 科技部

和省科技局可以安排一些农业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 让龙头企

业牵头, 与农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合作; ②金融支持, 政府

可以采用投资补助、财政贴息、以奖代补、配套投入等方式支

持企业技术改造和基地建设; ③信息支持, 帮助龙头企业建

立网站、网上交易平台、提供农产品价格信息 , 提供企业在市

场上所需要的信息, 降低经营的信息成本; ④税收优惠, 根据

所解决的就业人数、带动农民致富人数减免税收[ 5] ; ⑤扶持

龙头企业建立风险基金制度, 一旦出现天灾, 风险基金可以

补偿农民损失; 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让更多的科技人员直

接加盟龙头企业, 壮大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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