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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推广是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的关键环节，是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内容。 农业科技的推

广是以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体系为主导， 农业高校、
科研院所、涉农企业等为供给者，农业生产与推广、教育相

联系的体系。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农业科技推广的主体分

别为农业科技推广供给者与需求者。 据农业部统计，我国

每年有6 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问世， 但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的只有30%～40%，与发达国家的70%～80%相差甚远。 我

国以政府推广机构为主体的农业推广体系存在着科研、推

广、生产三者之间衔接不紧密、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等问

题。 通过研究不同地区的农业科技推广主体间差异，来确

定农业科技推广发展的方向， 从而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推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

1 农业科技推广的主体现状

1.1 农业科技推广的主体类型

从农业科技推广的主体要素角度出发，主体类型可分

析为农业科技的供给者和需求者。 农业科研单位、农业高

校作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创新思维、开发等环节的农业

科技的供给者，提供技术成果，即成果发生源；通过农业科

技推广部门，转移到生产领域，来满足涉农企业、中介组织

或农户需求，即成果吸收源。由农业科研单位、农业高校与

涉农企业、中介组织或农户通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形成的

市场，实现供给与需求信息的传递与推广。 本文进行分析

时只考虑农业科研单位、农业高校、涉农企业3个主体，暂

不考虑农民主体。 农业科技创新框架如图1［1］。

图1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农业科技推广主体间差异比较分析

柳 岩，张正河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过程中，科技成果的供给者与需求者存在着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
为了了解农业高校、涉农企业、科技院所等主要供给者和需求者参与科技推广的积极性和参与程度，在对

各主体地区之间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科技推广主体共同发展的方向，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推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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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高校 参与 参与 参与 参与 不参与

农业科研单位 参与 参与 参与 参与 不参与

涉农企业、中介组织 不参与 不参与 参与 参与 参与

农户 不参与 不参与 不参与 不参与 参与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创新思维 开发 推销
农业科技推广主体

农业科技创新环节

表1 农业科技推广主体处于农业科技创新不同环节的特征

1.2 农业科技推广主体的特征

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可分为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创

新思维、开发、推销等不同环节，按照这些环节，将供给者

和需求者参与程度作为参与农业科技推广的指标，其特征

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 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农业高校和农

业科研单位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创新思维、开发的主要

参与者，在推销环节并没有参与进来。在这样情况下，尽管

它们的科技成果形态各有差异，但转化过程都具有共同的

特点：①转化周期长；②风险大和不稳定性；③社会公益性

强，商品性弱；④转化条件选择性强。与之相对应则是涉农

企业、中介组织和农户在农业科技创新环节都参与了推销

环节。 而涉农企业、中介组织的科技成果在转化时具有的

特点是：①直接与农户对接；②商品性强 ［2-3］。

2 农业科技推广主体间的差异比较分析

2.1 农业科技推广供给者情况分析

至2006年，我国有农业高等院校53所，国家和省级农

业科研院所40多所， 它们是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主要源

泉 。 我 国 农 业 院 校 承 担 了 国 家 科 技 攻 关 计 划 、“863”和

“973”计划在农业领域50％以上的课题，获得了国家级科

技奖励100余项, 但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仅11%左右，
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率多在50%左右。 这说明我国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环节还比较薄弱，没有充分发挥“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的重大作用 ［4-5］。
2006年，全 国 研 究 与 试 验 发 展 （R&D）经 费 总 支 出 为

3 003.1亿元，比上年增加553.1亿元，增长22.6%，研究与试

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为1.42%。从地区看，研究与试

验发 展（R&D）经 费 支 出 超 过100亿 元的 有 北 京、江 苏、广

东、上海、山东、浙江、辽宁、四川和陕西9个省（市），共支出

2 154亿元，占全国经费总支出的71.1%。 从活动类型分，全

国R&D经费支出情况如图2： 大中型工业企业是试验发展

阶段的重要科技主体，R&D经费支出情况占91.7%。高等学

校与研究机构在应用研究的R&D经费支出分别占49.6%、

34.6%，是主要的科技主体。

2.2 科技资源的区域分布差异较大

我国科技资源在地区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
其分布态势与我国的经济分布态势大致相同，表现为由东

南向西北和西南逐渐减弱的规律。
第一类型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辽宁、吉林、

江苏、浙江、山东、广东10省（市），是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
是我国科研重点分布区。 2006年该区研究与开发机构、大

中型工业企业、高等院校的科技经费支出额分别占全国的

62.26%、71.68%、62.32%。
第二类型区包括河北、山 西、黑 龙 江、安 徽、福 建、江

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四川、陕西12省，该区科技资源

总量和人均量均居全国中等，2006年研究与开发机构、大

中型工业企业、高等院校的科技经费支出额分别占全国的

33.33%、24.40%、33.92%。
第三类型区包括内蒙 古、广西、贵 州、云 南、西 藏、甘

肃、青海、宁夏、新疆9省（区）。是我国国土面积最大而人口

稀少的地区，2006年研究与开发机构、大中型工业企业、高

等 院 校 的 科 技 经 费 支 出 额 分 别 占 全 国 的4.35%、3.93%、

3.76%。
本文从地域分布来考察R&D人员与经费支出情况，以

北京、山东、江苏、河南、吉林、四川5个地区为例，见表2。
表2 2006年按地域划分R&D人员与经费支出情况

地区 北京 山东 江苏 河南 吉林 四川

R&D 人员

（千人）
168.4 96.64 138.88 59.69 28.46 68.58

R&D 经费

（亿元）
433 234.1 346.1 79.8 40.9 107.8

2.3 农业科技推广主体差异比较分析

推广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中间环节，是使新型农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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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市场不可或缺的一步。对农业科技推广主体差异进行

比较可以通过从农业科技推广主体的规模及内部主要人

员结构两个指标来分析。 2005年农业科研机构数为1 381
个，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为4.33万人，从事具体研究活动

比 例 较 低 ， 从 事 课 题 活 动 的 人 员 仅 占 全 部 从 业 人 员 的

36.02%，从事科技服务的人员16.38%，从事课题活动的人

员67.09%。 2000年有关农业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数为26个，
其中科研人员为421，全职人员为310人，科学家和工程师

为282人。 到2006年，农业高等院校为53个。 农业科研单位

与农业高等院校从单位数量上看，农业科研单位要远远超

过农业高等院校，关注农业科研单位科技活动对农业科技

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科技人员数与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情况两个指标，比

较分析了农业科技推广供给者情况、科技资源的区域分布

差异及整体差异。 从分析情况看，科技人员与科技活动经

费显然是农业科技供给者、不同地区的农业科技推广的限

制因素，这对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会产生阻碍作用。

3 农业科技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比较各个主体的参与程度，不难发现，在农业科

技推广过程中， 涉农企业与中介组织处于重要的位置，它

是处理农业高校、农业科研单位与农户之间成果转化问题

的关键，也正是科研、开发生产与推广之间的不对称现象

导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基于上述分析，农业科技推

广过程中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农业科研单位、农业高等院校的推广人员和推广

经费匮乏，推广力度不够。 全国参与农技推广人员占农民

总数的0.053%左右， 与发达国家相差很大。 推广度仅约

25%，推广经费不足农业总产值的0.2%，而发达国家已接

近1.0%。 众所周知，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农业、社会、
经济及其相关条件的创建才能实现，它的成本不仅不会少

于成果研究经费，往往还会远高于研究经费。
（2）仅有农业科研单位与农业高等院校参与基础应用

及应用开发成果，同时农业高校内部、农业科研单位与农

业科技使用者之间缺乏促进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特别是

农业企业缺乏依靠农业科技进步的实力，导致高校与企业

的“智力对流”受阻，导致绝大部分科技人员仍然沿用游离

于市场需求之外的模式搞科研，科研成果的自身价值也就

难以实现，造成科研成果与市场不能有效对接。

4 建议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农业科技推广主体活动是否有效

率体现在它们之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高低。为使科技

成果转化率提高就必须在农业科研单位、农业高等院校与

农业科技使用者之间建立有效的成果转化机制。 然而，由

于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受周期长、稳定性差、商品性弱、条

件选择性强等固有特征的制约，因此要提高农业科技成果

的转化率，需建立处于产业链条上的各个主体之间的激励

与约束机制，实现各个突破。
首先从源头抓起，即农业科研单位与农业高等院校的

科研立项课题应来源于市场需求，进行研究、鉴定，最后促

进成果转化应用来满足市场需求。
其次，要“硬化”成果、减少浮躁，还要注意产前、产中、

产后的配套技术组装，为成果转化奠定良好基础，更要强

化中试基地建设。 同时，要创造有利于成果转化的中介条

件、构建畅通的成果转化渠道，提高成果使用者的素质，强

化技术推广工作，实现农业科技成果与农业经济发展的有

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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