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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C_88_E8_B0_882_c26_22589.htm 构建多元化的农技推广体

系 王秀真 最近召开的全国农业科技创新工作会议提出，我国

将力争到2020年，使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3%，使农业

科技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这一科技兴农新目标的提出，

既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以鼓舞，同时也为农业科技工作带

来了新任务、新挑战。 科技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

来说，面对粮食安全的挑战，面对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

收入的迫切需要，面对农产品市场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所

带来的巨大压力，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已经成

为我们的不二选择。目前，尽管我国的农业科技工作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已达到48%左右，但我

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相对于美国高达81%的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和85%的成果转化率，相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要求和广大农民对科技的迫切需要，我国的农业科技工作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这其中，尤为突

出的是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目前，我国每年登记

的农业科技新成果有3000余项，但转化率仅为40%左右，真正

形成规模的不到30%。目前制约我国粮食生产的旱育稀植、

平衡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和节水灌溉四大关键农业技

术，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诞生并开始在全国农村推

广，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些关系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技术

推广了20多年居然还迟迟没有到位，结果形成了一种农民求



之若渴、新技术却始终无法落地的奇怪现象。 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不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技推广体系出现了问

题。 这些问题，归纳起来有两类。一是体制性的。一些地方

在对原有的农技推广体制进行改革时，使得农技推广体系在

一些基层地方“线断、网破、人散”，服务功能被削弱，有

的甚至已经名存实亡。体制改革目标不清，使得农技推广的

主干力量受损，直接造成了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困难。二是

结构性的。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农村经济走向多元化，农民

对农业科技的需求也趋于多元化，由政府主导的单一农技推

广方式已经很难适应这一现状。 因此，构建适应农民需求的

新型农技推广体系已成为科技兴农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从

完善原有的农技推广网络出发，突出农技推广的公益性职能

。 即便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也都有自己的农技推广队伍。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户以分散经营为主、农民科技素质不高

的农业大国来说，建设具有公益性质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更

是必不可少。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要加大投入，

把已经断的“线”接起来，已经破的“网”修补好。当然，

这不是简单的接与补，而是要与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联系在

一起，改革原有的体制机制，提高农技推广人员的素质，建

设一支能够真正深入农业生产一线、为农民提供实实在在服

务的高素质农技推广队伍。 此外，在开展公益性的农技推广

服务方面，各级政府还应从实际出发，有更多的作为。如实

施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通过培育科技示范户，发挥辐

射带动效应，为科技成果进村入户开辟新的通道。 其次，要

从改革创新出发，建立多元化的农技推广新体系。 随着农村

经济的发展，农民对于科技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并从产中



向产前、产后延伸。为满足农民的需求，国家可以通过政策

扶持等措施，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民合作组织、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开展农技推广服务营造良好的环境，逐步

构建一个以国家农技推广机构为主体、多元化发展的新型农

业技术推广体系。 一是要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直接参与农技

推广。近年来，一些地方创造的“科技特派员”和“农业专

家大院”等模式，就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鼓励科技人员以

资金入股、技术参股等形式，与农民群众尤其是专业大户、

龙头企业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既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同时也缩短了科研成果转化的

路径。对于这些经验，我们应该好好加以总结推广，从而激

励一大批科技人员深入基层，为农民提供技术、管理、营销

等综合服务。二是要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在农技推广中的作用

。鼓励龙头企业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或与其他农业科研单位

联合，提高科技含量，并通过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

服务，解决农民的技术问题。三是要大力发展和扶持民间农

技推广机构。如在农技推广中充分发挥专业协会和种养大户

的作用，开展农技推广活动。 总之，就是要通过多种手段，

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农技推广组织，建立起科技人员、农民

、企业家等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农技推广队伍，实现无偿服务

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推广形式，建立起一张适应农村实际的

农技推广新网络。也只有这样，农民对现代科技的需求才会

得到满足，提高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目标才能得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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