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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农业科技推广中介组织的路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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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农技推广组织缺位, 实施主体单一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要彻底解决上述问题, 我国必须尽快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导向, 以效益为核心,

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农技推广组织体系。具体为: 确立政府在农技推广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充分

利用农业高等院校的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 建立一支以公司、企业为骨干的农业科技产业化队伍;

加快发展民间和社会团体农技推广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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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W TO 后, 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面对

专业化、集约化和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外企业的

竞争, 提高我国农业企业的竞争力显得尤为迫切。科

技创新是提高农业企业竞争力的源动力, 科技成果

转化为生产力则是实现其价值的根本保证。但目前

我国农业科技转化率较低, 严重制约着农业竞争力

的提高。有资料表明, 我国每年约有 6 000～ 7 000 项

农业科技成果问世, 但转化率仅为 30%～ 40% , 远

低于发达国家 70%～ 80% 的水平[1 ]。究其原因, 主

要是农业科技创新活动与农户、企业的技术需求之

间缺少一个有效的双向沟通机制。作为这一沟通机

制关键组成部分的农技推广中介组织未能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 因此, 切实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中介组织建

设刻不容缓。

一、中国农业科技推广

中介组织发展现状剖析

　　 由于缺乏开展工作所需的人力资源与智力资

源, 作为连接农业科研和农业生产的农技推广尚未

形成一套有效的推广机制,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桥梁和纽带的农技推广中介组织的建设显

得更为薄弱。农业推广的中介组织缺位, 推广组织实

施主体单一。主要在于我国农技推广中介组织以政

府的技术推广部门为主, 市场型的技术推广中介组

织发育不良, 至于非政府的农技推广组织, 目前尚处

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多数组织发育不充分, 规模小,

层次低, 还未在农业科技推广中发挥主体地位的作

用。总的来说, 我国农技推广的中介组织有政府, 农

业科研、教育部门,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业龙头企

业, 社会团体组织等五大类。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

下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以及有关原因, 严重制约了

农业科技推广中介组织充分发挥自己中介服务的

功能。

(一)国家农技推广组织

国家农技推广组织是目前五类推广组织中历史

最长, 机构较为健全, 推广人员较多, 技术力量较雄

厚的生力军, 它主要由省、市 (地)、县 (市) 乡四级农

技推广组织组成。建国以来, 国家农技推广组织为我

国科技推广事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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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下成长起来的国家农技推广组织弊端日益显露。主

要问题有:

1. 机构不健全。虽然国家的推广服务体系经多

年的建设已初具规模, 但还不健全。许多的乡镇农技

站, 至今仍是一个人的“光杆司令”, 许多在行政名义

上已建立了服务站, 但实际上仅流于形式。据统计,

全国只有 1 400 多个县建成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还

有 22% 的乡镇无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80% 的村级服

务组织残缺不全或有名无实。

2. 农技推广组织推广经费缺乏。发达国家农技

推广经费一般占到农业总产值的 0. 6%～ 1. 0% , 发

展中国家也在 0. 5% 左右, 但我国不足 0. 2%。因经

费不足等原因, 地方政府“卸包袱”, 农技推广部门被

推向市场, 甚至拍卖、撤销的现象为数不少, 导致人

力资源的流失和浪费。

3. 农业科技推广队伍人员数量少, 素质较低。发

达国家农技推广人员与农业人口之比为 1: 100, 我

国仅为 1: 1 200, 平均 667 公顷耕地不足 1 名专业技

术人员[2 ]。另外, 我国农技推广人员素质较低, 其中

专业技术干部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仅占 0. 1% , 县

一级推广机构中仅占 0. 07% , 而美国县一级推广中

75% 的人具有硕士学位。农技人员低素质与我国农

业现代化建设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明显不适应。

(二)农业科研、教育部门

农业科研、教育部门有丰富的人力和智力资源,

是一支重要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但由于社会对其

农业推广功能的忽视及自身对农技推广工作缺乏足

够的积极性, 很多方面仍按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推广,

未能挖掘其农技推广潜力。严重浪费了宝贵的人力

资源和智力资源。主要原因是教育与生产脱节。农

业教育、农业研究和农业生产是农业发展系统的三

个基本因素, 三者互相联系互为前提, 对推动农业发

展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作为农业教育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的高等教育, 在农业推广中承担着重要的角

色。我国教育制度的一个弊端就是与生产脱节, 把高

校作为纯粹的教学工作场所, 直接导致教学明显落

后于生产, 教学内容枯燥, 学生缺乏学习兴趣, 教师

数学工作难度加大, 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效率, 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另外, 农业高等

院校也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与政策, 没有激发起教

师融身于生产中, 将科研成果推广的兴趣。

(三)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组织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如农民研究会、农民协

会、农民合作社等, 是农民在参与市场过程中自发组

织起来的, 以农民为主体 , 以农民技术人员或优秀

经营人才为骨干的群众性组织。目前虽然力量薄弱,

但在农技推广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 浙江省

截止 1999 年底, 全省、县、乡村三级各类专业合作组

织 4 500 多个, 拥有会员近 21 万余人, 联系农户 300

万, 涉及粮食、果树、茶叶、蚕茧、蔬菜、畜牧等 20 多

个领域, 其中技术交流、技术培训和信息服务的合作

经济组织占半数以上[3 ]。这些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

浙江省农技推广工作起到了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先天发育不足,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普遍存

在内部工作人员素质较低, 技术人员缺乏, 信息来源

闭塞以及资金匮乏等问题。

社会团体组织是民间非赢利性专业社会组织,

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个人捐赠, 政府支持。由于农

业推广投资回报可见度低, 社会效益高, 经济效益

低, 加上资金无法正常供应, 使得社会团体组织从事

农技推广能力不足, 积极性不高, 同时缺乏技术供给

方和需求方的有力配合, 因此, 此类推广组织推广作

用有限。

二、加快培育农技推广中介组织

的对策和措施

　　 由于上述几类农业科技推广中介组织发育还

不充分, 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 使得我国推广体系几

乎断层。农业科技推广度和推广率相对较低, 严重阻

碍了农业的快速持续发展。要快速发展我国农业, 提

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必须尽快发展壮大农技推广

组织。根据我国目前情况, 应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导

向, 以效益为核心, 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农技推广

中介组织体系。要加强对各类农技推广中介组织的

培育、引导、鼓励, 使农技推广的资源和要素在竞争

中得到优化配置。

(一)确立政府农技推广组织体系的主体地位

农技推广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公益性职

能, 它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体, 是国家农业支持保

护体系的重要部分。由政府建立一支履行公益职能

的农技推广队伍, 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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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需要, 也是绝大多数国家农业发展的经验。根据联

合国粮农组织对全球 113 个国家调查表明, 以政府

农业部为基础的农业推广组织占整个推广体系的

81%。

针对目前我国农技推广“线断、网破、人散”的局

面, 首先, 在确立国家农技推广组织主体地位的同

时, 必须完善国家农技推广体系, 可采取如下措施:

(1) 重组市、县农技推广专业机构, 使农技推广专业

机构与产业结构协调, 满足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2)调整乡 (镇)农技推广机构设置, 建立与农业区域

相适应的可跨区域服务的专业性农技站。(3)优化省

级农、科、教农技推广机构的管理机制, 实行统一管

理, 达到优势互补, 避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效率低

下。 (4)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科技推广经费的投入, 设

立成果推广专项基金, 同时, 对于市场潜力大的科技

成果推广予以风险货款, 确保推广经费, 做到技术推

广的风险由政府、科研机构和推广部门共同承担。再

次, 要鼓励农技推广部门建立农业技术服务公司, 逐

步开展有偿服务。(5)要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市场, 实现农业科技供需方的信息对称。最后, 还应

定期培训推广人员, 提高他们的素质, 以适应农技推

广人员高智力化的要求。

(二)充分利用农业高等院校的智力资源和人力

资源, 强化农技推广工作

农业高等院校拥有农技推广丰富的人力资源和

智力资源, 具有促进农技推广的巨大潜力。而农技推

广使科研成果在实践中得到快速检验, 有利于进一

步完善农业科研创新。同时, 这种创新具有足够的先

进性和适用性, 能尽快得到应用。这种正反馈会形成

良性循环的农业创新、开放和应用模式。另外, 农业

科技的推广对高等院校的教学工作也有巨大 的促

进与推动作用。因此, 高等院校加入到农技推广的行

列对社会及自身都有相当大的益处。

作为农业科技成果的一个重要生产场所, 我国

农业院校拥有庞大的科研队伍。据有关资料, 全国农

业高等院校有专业教师 2. 52 万人, 其中教授、副教

授 0. 88 万人, 占教师队伍总数的 35. 1%。有 7 000

多名在校研究生, 其中, 博士占 20% 左右[4 ]。因此,

农业高等院校是我国农技推广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

量, 具有充分的条件, 足够的能力和巨大的潜力。

农业高等院校要发挥自己的农技推广作用, 应

做到: (1)转变观念, 强化意识, 营造高校农技推广工

作的有利氛围。一方面 , 政府应从政策、资金等方面

给予认可支持, 给高等农业院校的农技推广工作一

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 另一方面, 农业高等院校也

应从自身出发, 制订相应的激励政策, 鼓励教师积极

投身到农业推广工作中。 (2)开发应用研究成果, 全

面促进农业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3)应建立市场

为导向, 以效益为核心的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

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益型经济,

农技推广也必须考虑投资回报问题。可以通过有偿

转移技术, 有偿指导、辅导等方式加快农技成果转

化。另外, 也可通过技术承包、经营与服务等多种形

式相结合的方式推广。

(三)建立一支以公司、企业为骨干的农业科技

产业化队伍

涉农企业、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兴起的各种龙头

企业、个体工商企业、民营科技咨询公司都可以成为

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的有生力量。该类企业大都以获

取盈利为目的, 自主经营, 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 所以

更注重经济效益。例如, 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发展起来

的龙头企业, 特别是以农产品为加工原料的企业, 有

着对新技术的强烈需求。为了确保原材料供应, 以取

得预期效益, 他们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及时进行新

品种、新技术试验和推广, 以优质品种投入和科学种

植、养植技术服务于农户, 因这种使用新技术的费用

增加了这些企业的经费成本, 因此, 他们会选择市场

前景好, 效益高, 可以迅速开发的新技术新品种为

主。国家应鼓励这些组织充分发展, 为其营造有利的

社会氛围和宽松的社会环境, 提供相关的科技信息

服务, 促使他们快速成长, 充分发挥其农技推广作

用, 为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四)加快民间和社会团体农技推广组织建设

从市场主体看, 农村改革确立了农户的市场主

体地位, 但绝大多数农户目前还称不上是完整的市

场主体。由于单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小, 它在进入市场

中存在种种缺陷。比如获取信息难, 采用新技术、新

装备不经济, 交易成本高, 市场地位低等等。而农业

合作经济组织, 如农民研究会、农民协会、农民合作

社等则弥补了上述缺陷, 这些组织是农民自发组织

起来的群众组织, 是以谋求高效益为目的的经营组

织, 他们可以通过不断引进开发新产品、新技术, 以

快速有效的扩散运行机制, 提高农民经济效益。农业

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可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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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形成一个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组织。在进行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同时,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

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指导, 技术培训

和信息服务。

农技推广中的社会团体组织, 是一个非盈利性

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可通过以下途径发挥自己的

农技推广作用: (1) 资助农业科技示范推广项目, 支

持有关农技推广机构开展工作; (2)资助欠发达地区

农技推广机构的建设; (3) 通过货款贴息项目, 资助

农技推广机构兴办经济实体, 壮大服务实力; (4) 通

过表彰、奖励优秀农技员, 优秀农技推广机构来激发

他们的责任心, 提高他们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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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 tion s on Cultiva ting the In term ed iary Form s of

Agr icultura l Sc i-Tech Exten sion

FAN X iu2rong;M A X iao2xu
(1. Colleg e of E conom ics and M anag em en t, 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 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712100, Ch ina;

2. Colleg e of A g ronomy , Y ang z hou U n iversity , Y ang z hou, J iang su　225009, Ch ina)

Abstract: T he ab sence of agricu ltu ra l sci2tech ex ten t ion fo rm s and the single acto r seriou sly affected

the tran sfo rm at ion of ach ievem en ts, w h ich has led to the large w aste of resou rces. In o rder to so lve these

p rob lem s,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bu ild up a diverse system of agricu ltu ra l sci2tech ex ten sion, w h ich m u st

be m arket o rien ted, benefit2cen tered and. To be p recise, it m ean s : estab lish ing the key sta tu s of govern2
m en t; fu lly u sing the in telligence and personnel resou rces of the agricu ltu ra l in st itu t ion s of h igher educa2
t ion; set t ing up a indu stria lized sci2tech team w h ich relys on en terp rises; p romo ting the developm en t of the

socia l and civilian o rgan iza t ion s of agricu ltu ra l sci2tech ex ten sion.

Key words: agricu ltu ra l sci2tech ach ievem en ts; agricu ltu ra l sci2tech ex ten sion; in term ediary fo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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