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经历世界金融危机的洗礼，伴随国内经济增长方式的

调整，在基本满足我国13亿人口农产品需求后，一场以产

业化、集约化和绿色化为诉求的农业产业革命正在以燎原

之势改变着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农业形态。 其中，以

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技 术 创新 为 支 撑，以 专 业

化、标准化、规模化为特点的现代农业产业链的构建，就是

这场革命的最重要实现形式之一。
鉴于此，国内很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农业产业链

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蒋逸民 ［1］从分析产业链内涵着

手，区分了农业产业链与工业供应链的不同，认为对农业

产业链管理的研究，不仅要为企业提高效率和竞争力提供

理论指导， 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于政府或其它公共部门，为

政府制定产业链政策奠定理论基础；王艺，王耀球 ［2］分析

了农业产业链的结构，将其分为辅助价值链、基本价值链

和可拓展价值链， 拓展了人们对现代农业产业链的认识；
李杰义 ［3］将农业产业链延伸作为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

重要途径，阐述了产业链延伸的思路、类型和技术路径；张

利庠 ［4］等则从我国农业产业的现状和国情出发，分析了我

国农业产业链的困境，提出了产业链整合的理论框架和操

作模式。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学者大多只是从农业

产业链内涵、运行机制等产业链本身问题着手，对我国农

业产业链构建提出建议，但却忽视了作为农业产业链重要

推动力量———技术创新的影响。 诚然，就产业链谈产业链

固然重要，但本文同时认为，只有通过将现代科学技术大

规模地应用到农业供应、生产、加工和销售等各个环节，实

现较高水平的农产品经济效益，才可称之为“现代农业”；
而要实现现代农业上中下游产业的无缝衔接，则必须依靠

现代技术来保障。 因此，构建面向现代农业产业链的技术

创新支持体系，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战略课题。

1 构建技术创新体系是打造现代农业产业

链的本质要求

鉴于农业是以具有生命的有机体为载体，是自然再生

产和经济再生产的有机结合，赵绪福认为农业产业链具有

四大特征：自然条件约束性大；容 易 形 成“发 散 性 蛛 网 效

应”；交易费用较高；农业产业链技术一致性难以保证。 通

过深入分析，我们认为这些均与当前所采用的农业技术落

后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这些落后的农业技术直接制约

了传统农业产业链向现代农业链的转型。 因此，构建面向

现代农业产业链的技术创新体系， 从整体上突破技术瓶

颈，就成为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链的前提和重要突破口。
（1）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需要技术创新体

系支撑。 中国是农业大国， 谷物、棉花、油菜籽、猪牛羊肉

等产量均位列世界第一， 用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1/5的人

口，取得了非凡的成绩。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虽然近年来科

技投入的贡献比重日益扩大，但增产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

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靠天收的现象仍然比较普

遍，“三农”问题也依旧突出。 传统农业模式已无法满足现

代社会的要求，向现代农业转变已成为必由之路。
现代农业，最简单地来说就是商品农业。 它不仅将农

产品本身作为商品，而且将所有投入要素均作为可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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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计价的商品。 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就成为了其内在要求，对科学技术大规模应用的需求也日

益迫切。因此，通过构建完备的技术创新体系，对农业发展

的各领域、各环节提供技术支持，就成为实现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保证，
（2） 实现传统农业产业链向现代农业产业链跃迁，需

要技术创新体系支撑。 传统农业产业链，是指与传统农业

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产业组织形式，如图1所示。但随着我国

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农业产业链已不能适应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要求，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松散，市

场集中度不够，各环节运营主体未结成稳定共同体；产业

链比例失衡，利润两头大中间小，尤其作为农产品种养主

体的普通农户收益过低；产业链风险失控，食品安全事件

时有发生；产业链信息沟通不畅，容易导致市场失灵。技术

创新体系源源不断产出的技术成果，可为产业链跃迁提供

必要的技术手段，有效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

图1 农业产业链

（3）提高现代农业产业链运行效率，降低农产品产业

链交易成本需要技术创新体系支撑。由于农业是以有生命

机体为生产对象，因此受环境条件影响，往往某一区域只

能生产某一种农产品，而且规模受限；其质量存在隐蔽性、
复杂性，难以辨别；其储存、运输受限严格。 它们严重影响

了产业链的运行效率，增加了交易成本。 而通过技术创新

体系的针对性研发， 则完全有可能从技术上解决以上问

题。
（4）提高农产品产业链信息传播效率，需要技术创新

体系支撑。 以市场信息为例，当农业产业链下游产品的需

求发生变化时，往往会由于信息缺失导致合成谬误，使农

产品种养者决策失误；而农产品的长生产周期又会放大传

播谬误，从而造成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进而损害产业链

运转。 要减轻这种“需求乘数”效应，需要在大力引进现代

农业技术的基础上，构建相应科技信息传播体系，从而为

实现农业资源的精细化管理创造条件。

2 构建面向现代农业产业链技术创新体系

的思路

（1）加强领导，政策保障。鉴于农业的极端重要性和农

业技术创新的极大外部性，世界各国政府尤其是发达国家

政府都给予了极优惠的政策补贴。 而随着《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

见》文件的发布，我国政府已经连续6年发布关于“三农”工

作一号文件，也体现了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现阶段，虽然

我国各地方农村科技工作均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各地农村

科技工作，尤其是作为国家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的中部地

区，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地方科技部门为主导，立足各

地农村科技工作实际，切实加强统筹领导，联系地方农业、
财政等部门出台较大力度、可操作性的政策，将对构建面

向现代农业产业链技术创新体系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2）系统规划，形成合力。构建面向现代农业产业链技

术创新体系是个系统工程， 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运

行有效的领导机制、统筹规划，汇集各方资源和力量形成

合力，是其得以运作的有效保障。 因此，建议由各省、市级

政府牵头，组建由各地科技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并邀请农业

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参与的联合工作组，切实统筹领导技

术创新体系的创建工作；深入研讨现代农业产业链的运作

特点，系统规划，通过会商从不同切入点发布相关鼓励政

策，如税收减免、创新补贴、成果奖励等，形成政策协同；同

时，还要重视发挥政府投入的引导、杠杆作用，着力吸引社

会投资参与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从而形成政府引导、市场

主导以协同进行创新体系建设的良性互动发展格局。
（3）培育企业主体，强化市场导向。构建面向现代农业

产业链的技术创新体系，目的之一就是要培育作为市场主

体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关键就是要引导企业主体投入

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使技术创新体系与现代农业产业链二

位一体。 通过强化市场导向和主体培育，以提高创新资源

使用效率，提升我国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和整体竞争力。
（4）引导资源流向，促进产学研结合。构建面向现代农

业产业链的技术创新体系，是站在政府宏观角度提出的概

念，因此，要随时警惕政府的缺位与越位问题。在创新体系

构建中， 各级政府要随时注意自身引导者的角色定位，站

在宏观层面对产业链进行查缺补漏；营造条件，推进产学

研各方力量达成战略联盟；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弥补市场

失灵，推动产业链运行效率的持续提升。

3 构建面向现代农业产业链技术创新体系

的对策建议

（1）加强农业技术源头创新能力建设和农业共性技术

开发。 “无源之水无法长流”，对于现代农业产业链来说，农

产品品种繁育技术、种养殖技术、农产品生产资料研发技

术和生物技术等共性技术就是它的“源头活水”，从根本上

决定着产业链的生命力。 因此，应加大建立良种选育基地

和新品种繁育基地的支持力度，提高品种繁育和种、养植

技术的创新能力； 依托高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研发中心，运

用生物技术和其它新技术，加大新型农药、农肥、饲料、兽

药、饲料添加剂开发力度；同时，建立农村科技培训体系，
促进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的传播应用，着力保障现代农业产

业链前端的技术需求。
（2）建立面向农产品标准化、规模化发展需求的农业

科技创新示范基地。 标准化、规模化是现代农业的本质要

求，是提升产业链价值的重要环节。 通过集成先进适用技

术，以提升品质、提高产量、降低成本、保证食品安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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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为目标，以“农业企业+基地”为主要模式，建立农

业科技创新示范基地，一方面可最大限度减少技术不成熟

风险，为技术的全面铺开积累应用经验；另一方面，也可对

普通农产品生产主体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以看得见的成效

说明技术作用，减少了技术推广阻力。
（3）培植和提升农村经济主体的创新能力。 在现代农

业体系中， 农村经济主体主要是处于市场第一线的企业，
它们最了解市场需求， 也具备一定资源组织和创新能力。
因此，构建面向现代农业的技术创新体系，既要以满足农

业技术需求的重要目标，也要让企业本身就成为技术创新

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培育和提升农村经济主体尤其

是企业的创新能力，既是构建面向现代农业的技术创新体

系的目标，同时也是其重要实现形式。由此，笔者建议应尽

快支持企业建立面向种、养植业的技术管理体系，将政府

以项目为标的的支持方式向以企业为标的、以项目为载体

的方式调整，以着力推动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链为载体

的技术支撑体系建立。
（4）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技术创新资源共享。农业

技术创新资源，主要包括农业科研人员、科研设备和农业

产品、技术、市场等各方面信息。 在现代农业体系中，各类

资源都是都需要而且可以被定价的。通过提高资源搜索和

使用效率，可以有效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因此，政府应拨专

款积极引进最新通信技术和通信手段，营造软、硬件环境，
通过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创造更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信

息的互动交流平台，从而达到降低创新壁垒，提高创新的

效率的目的。
（5）鼓励金融创新，完善中介服务体系。农业技术创新

具有投资大、见效慢、风险大、外溢性强等特点和准公共物

品的性质，仅仅依靠市场导向配置的资源远远无法满足农

业技术创新的需求。 因此，一方面应加大政府投入引导力

度，通过建立专项农业创新引导基金、农业创新优惠贷款

等手段，着力补偿社会资源投入农业创新风险，降低投资

成本，提高投资回报，提升农业创新项目对社会资源的吸

引力；另一方面，应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展

针对农业技术创新的金融创新，有效满足处于不同创新阶

段的不同技术创新主体的各类融资需求。 同时，农业技术

创新作为一种社会性活动，还需要技术咨询、人才流动、信

息传递等各方面的中介服务，完善有效的中介服务可起到

产业链融合剂和润滑剂的双效作用。 因此，引导建立完善

中介服务体系，也成为构建面向农业产业链的技术创新体

系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结束语

构建技术创新体系是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链的本质要

求，并立足现代农业的特点，从培育产业链参与主体创新

能力、优化产业链运行环境等角度，系统提出了构建面向

现代农业产业链技术创新体系的思路与对策，对政府制定

扶持农业创新政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现代农业产业链

构建的具体问题是复杂的，不同类别，如棉花、谷物、牲畜

等都具有不同特点，它们各自的产业链构建需要根据各自

特点，区分不同的引导扶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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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芸：构建现代农业产业链技术创新支撑体系的基本思路与对策

The Thought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ort System of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Bai Yun
(Chinese Agricultural Museum, Beijing 100125, China)

Abstract:Improving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 is the important means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
ization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urrent research shortag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construc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ort system of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for building a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and gives specific thoughts and countermeasures around the various link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
Key Words:Agricultural;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dustry Cha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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