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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推广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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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要：在分析了美国合作推广服务体系的理论和思想基础上，探讨了河北农业大学坚持的太行山道路以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探索的农业科技专家大院的大学推广模式，阐述了大学推广模式的基本特征：专家和问题对接；

专家和农民融合；教学、科研和推广的统一。提出了建立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推广体系构架要以制度和激励机制

建设为根本，以项目基地、咨询服务、培训为“抓手”，发挥学校的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同地方建设密切合作，因地

制宜的开展多种形式的推广。大学推广模式和大学推广活动的关系是制度和活动的关系，是有计划保证的系列推

广和行政推动的零散活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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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推广

体系构建之溯源

! ! “大学推广”（"#$%&’($)* &+)&#($,#）概念的记载

早在 -. 世纪 /0 年代就有了，大学推广活动是由英

国剑桥大学 123&( 4)"2’) 开始实践，主要是给英国

北部地区的妇女协会和男劳动者俱乐部进行讲学。

123&( 4)"2’) 给大学领导提出组建由大学指导和监

督的“推广讲学”（ &+)&#($,# 5&6)"’&(）中心。当然这

里的推广不是指农业技术推广，而是把大学的思想

和知识延伸到大学之外。剑桥大学在 -/78 年正式

采纳了推广讲学制度，-/79 年英国的伦敦大学也效

仿这种体系，牛津大学在 -/7/ 年也开始这种推广讲

学。［-］美国的合作推广体系的思想也受到早期“ 大

学推广”的影响。

从国际上农业推广模式的发展趋势看，以大学

为依托的农业推广体系是以美国的农业合作推广体

系为典型代表，其特点在于“联邦政府农业部门、州

政府农业部门以及县推广部门同各州的赠地大学紧

密合作，形成了推广、研究、教学为一体的农业推广

体系”。［:］形成这一体系的重要基础是美国的三大

法律：莫里埃法，哈奇法以及斯密斯法。莫里埃法确

定了美国赠地学院（农学院）的建立，目的是为了加

强农业、家庭经济以及机械工业（森工机械等）等方

面的教育；哈奇法促成了美国农业大学试验站的建

立，目 的 是 为 加 强 农 业 科 学 研 究 和 加 速 成 果 转

化。［8］

目前，在美国 7; 个州和波多黎各、关岛、维尔京

群岛和哥伦比亚特区共设 7. 个农业推广站。各州

农业推广站隶属于州立大学，站长由州立大学农学

院院长兼任，从而把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三者紧密

联系在一起。州推广站一般下设有三类机构，即负

有行政权力和监督职能的对口机构，由州推广站站

长、督察和县推广员组成；由各领域的州专家及地区

专家组成的工作班子服务于州推广工作的附属机

构，包括负责人事、财务等问题的行政辅助人员。专

题专家只对州推广站站长或所在系系主任负责，督

察则侧重于推广工作的行政方面，负责与赠地大学

之间的联系。另外农学院设有专门的推广委员会，

每个推广委员在从事农业教育、科研的同时，兼任推

广员的角色。推广人员由农学院各系、各学院教授

组成，教授可根据各自的专业特长参与到相关的项

目组，具体负责制订推广计划，设计推广方案，实施

推广项目。州推广站的任务主要有：制定州农业推

广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选择县农业推广人员，并

进行各种必要的培训；向县推广人员提供技术、信息

等服务。［: < =］

图 - 是乔治亚州立大学（>?& @#$%&’($)* ,A B&,’C
D$2）农业与环境学院（ED’$6"5)"’25 F G#%$’,#3&#)25
46$&#6&(）按照合作推广法设立的机构（根据 :00= 年

乔治亚州立大学机构设置简化而来，其中教学、科研

机构省略）。可以看出推广服务的内容涵盖了家

政、青年培训（青年四健会）以及农村发展和自然资

源管理等方面。各县的推广中心直接有大学管理。

大学在推广推广服务中起了主导作用。

图 -! 乔治亚州立大学推广体系示意

! ! 斯密斯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农业部同大学建立

了包括组织机构、资金以及运作方式在内的合作推

广机制的建立。［: < 8］通过教育、推广、研究等多种渠

道“把大学带给人民”是美国引以自豪的成就，美国

一位学者在总结美国农业推广制度 7; 年的发展历

程时，以此作为书名。［;］可见，合作推广体系建立是

一个循序渐进过程，其中的法律基础是核心。

合作是美国农业推广体系的重要特色，从美国

的农业部到各个州以及各赠地大学，都有合作推广

服务机构设置，具体负责推广和农村教育等事宜。

合作一方面体现在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

的合作；另一方面体现在大学同各级政府的合作。

美国的农业推广制度从一开始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

有配套的合作推广资金。一般来说，联邦政府提供

80H 资金，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提供 70H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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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在州的各个县设立基层推广服务机构，同当地

自愿者一起开展工作。如：普渡大学农学系农业推

广机构在职 !"# 人，遍布各个县的农业推广办公专

职人员 $!# 人；大学的农业推广经费的 $%& ’( 来自

联邦政府，"!& )( 来自州政府，"!& ’( 来自地方政

府，其余的资金来自各个方面的捐助。［* + )］

二、创新中的我国农业大学推广模式

在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的新形势下，尤

其在运用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活动

中，农业大学正从社会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农业

大学在其中的角色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在这

个转型过程农业大学开始探索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

推广体系建设和发展，其中河北农业大学开辟的太

行山道路和西北农业大学的专家大院以其特色和成

效而引人注目。

（一）太行山模式（见图 $）

图 $, 太行山道路示意

, , 河北农业大学从 !-)- 年开始承担河北省太行

山区综合开发研究课题，课题的目的是改变山区的

生态环境，探索帮助农民迅速脱贫的途径。学校从

一开始就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没有把这项课题看成

单一的技术推广，而是一项多学科联合作战的农村

发展项目。具体采取的措施有以下几条：（!）全面

的资源调查；（$）确定山区开发的总体战略；（"）建

立项目的保障体系（组织、学科、人员）；（.）实用技

术传播和推广；（’）培植通过学习致富的示范户；

（*）科技成果示范基地（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基

地）；（)）扶持建立农民技术协会；（%）举办农民夜

校；（-）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到农村进行成人教育。

河北农大经过多年的实践，当地农民的收入从 $# 世

纪 %# 年代的年人均 ’# 元增加到 !--% 年的年均 !
’## 元。

河北农业大学的实践道路说明了大学为社会服

务有着很大的范围。其重要的启示是：一是项目带

动，项目不仅保证了资金的正常投入，也带动了学科

的交叉，研究的合作，教学模式的创新。二是要有从

当地和自身实际状况出发，因地制宜的发展思路，不

能图形象和暂时的业绩。三是要有一支敬业和团结

的队伍。［%］

（二）专家大院模式

!--% 年，宝鸡市委、市政府就提出了“ 典型示

范、效益诱导、科技服务、良种先行”的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新思路。为了寻觅依靠科技支撑调整产业结

构的新路子，充分发挥专家教授的科技优势，他们根

据全市农业主导产业的发展需要，凭借毗邻杨凌农

科城的地缘优势，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聘请了 $) 位

国内知名教授、专家，分别在田间地头、龙头企业、产

业带上，为专家修建了一座 $$# 平方米的二层小楼，

配有起居室、会客厅，设有实验室、培训教室、图书资

料室和科技咨询室，并配备了电脑、电话及电化教学

设施。在院外规划建设了科技试验田和示范园（ 基

地），使专家进了门是实验室、是教室，出了门是基

地、是舞台。先后建成了布尔羊、秦川牛、苗木花卉、

特种玉米、杂交小麦、辣椒、果品、蔬菜、蚕桑、“ 万元

田”等 $) 个农业科技专家大院。改变了长期以来

农业科研与试验推广相分离的局面，实现了农业科

研、试验、示范、培训、推广的有机结合。

专家大院全力推行“ 聘一位专家，建一处示范

园（场），办一所培训学校，孵化一批科技企业，带动

一个产业，振兴一方经济”的“六个一”建设方针，确

立了以科技为先导，以项目为载体，以企业为依托，

以产业为基础，以效益为目标的大院建设指导思想，

使专家大院真正成为科技龙头和产业龙头。

专家大院经过 * 年多的建设和实施，表现出来

明显的效果，主要表现在：（!）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农

业科技人才，打造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

平台；（$）加快了科技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的步伐；

（"）拓宽了对外合作领域，提高了高科技农业发展

水平；（.）培养了一批当地农技人员，提高了农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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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素质；（!）带动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农民

收入的稳定增长。［" # $%］

三、大学为依托的农业推广体系

的主要特征

& & 从以上的两个典型例子可以看出，大学为依托

的农业推广模式（ 见图 ’）最重要的特征表现为：农

民（农村）和专家以及技术人员建立了直通车，快

捷，简洁，实现了专家和农民的融合、专家和问题对

接、农业和农村的实际与科教机构的直接挂钩。此

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已经逐渐显示出来：

$( 组织特征。以大学（ 或大学的实习、教学、试

验推广基地）、当地农业机构以及企业构成的网络。

大学为依托的推广体系不是独立的，它的推广必须

借助地方的支持。

)( 核心人员。大学的专家或科教人员、地方合

作推广人员、大学的学生（包括研究生）以及参与的

企业人员。这种人员的互动和交往是大学推广体系

的一道风景。

’( 资金保障。政府资助、项目资金以及企业资

金。如果体系形成，政府资金将是常规资金，项目资

金和企业等其他资金相对灵活。

*( 运行方式。大学 + 项目（基地）+ 农户；大学

+ 农协 + 农户；大学 + 企业 + 农户。

!( 政策法规：有配套的国家、省、学校、地方的

政策法规，体现一种激励。这种制度保障是大学进

行农业推广的持续动力。如果过去农业大学的科技

下乡、科技承包是一种行政需要，是一种活动安排的

话，在大学推广体系建立后，应该体现是一种制度安

排的结果。

,( 推广的目的。除了技术外，更重要的是农民

的能力建设、企业的合理决策、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

高。这是发挥大学知识、技术和学科优势的具体体

现。在目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形势下，大学的

这些综合作用更显得重要和突出。

图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推广体系构架

四、重点工作和难点破解

建设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推广体系难点不在于

项目和基地具体建设，而在于制度和激励机制的形

成，在于教职工思想意识的转变，最终是态度和行为

的转变，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推广，需要知识和理论的

储备。美国从赠地学院法到合作推广法经历了 !%
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制度的确立需要时间。制度确

立的目的是效益和效率，而不是增加负担。

我们建立以大学为依托的推广体系是社会多元

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赋予的责任。但在这

种体系建设过程中，切忌用过去政府行政推动的推

广体系运行方法来做大学推广体系，因为政府行政

推动的推广表现出来的弊端已经严重影响了推广的

效果。从前面的太行山道路和专家大院的分析明显

看出，大学推广是建立在基层需求基础上，而不是上

层需要基础上。大学的这种到田间、到企业、到户的

“直通式”推广，是它的生命所在。在推广中切忌建

立在“理想化”条件下“昂贵的”技术，因为农民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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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是不可能在“水、肥”条件以及管理技术理想

化状况下。

目前在建设和完善各种制度的同时，从人员、项

目、以及运行方式上进行有效配置，找到适宜的“ 抓

手”。可以从咨询服务、培训、以及项目基地建设几

个方面下功夫。在项目建设上坚持“ 因地制宜，自

下而上”的原则，找到农民既需要，又能带动当地农

民增收的产业。要发挥各学院的特色，强化学科交

叉，团队合作。既要大处着眼，又要小处着手，在群

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为实现长效目标奠定基础。

各个学院应该尽快建立推广领导小组，由院长

挂帅，召开各个项目的论证（ 包括选点、计划、实施

方案等论证）。每个项目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度，

组建学科团队（类似美国大学推广体系中的专家小

组）。推广领导小组要在整个学校的农业推广框架

下，依靠学科团队，做好学院社会化服务的方案，重

点是咨询服务、培训服务和项目建设。可以把学院

的教学、试验基地，改建成教学、试验、推广基地，使

这些基地成为学校服务的一个窗口。这也是美国大

学推广体系的重要经验之一。

不同时代的背景和农村发展的需求是建设以大

学为依托的农业推广体系的根本动力。太行山道路

在改变山区的生态环境，探索帮助农民迅速脱贫的

背景下走出来的，是多学科合作、农村综合发展的典

型。河北农业大学充分发挥了科技优势、人才优势，

不仅是注重农民生产技术的示范，也注重农民素质

的提高，农民的能力建设是太行山道路的重要内容。

美国农业推广中的四健项目就是围绕技能、智力、文

化和心理开展的培训项目，这一点是我国建设以大

学为依托的农业推广体系应该借鉴的。专家大院模

式可以说是在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力

的需要和呼声中发展而来。“ 三农”问题以及以科

学的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又为这个时代

增添了新的内涵。以大学为依托的推广体系建设应

该把这些主题紧密结合，创新推广模式，走出新的路

子。以林学院为例，在学校的推广体系下，围绕林业

学科为社会服务，尤其为林业生态建设服务，为我国

林业建设的六大工程服务的思想，以及为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服务和提供科技支撑的思想，密切和各

地的林业推广机构合作，建设良种、技术示范推广基

地，尤其是生态建设示范林和经济林的示范推广。

利用学校的科技和人力资源，开展不同层次的技术

培训，提高地方农业推广人力资源的整体能力，使软

件建设和硬件建设配套协调，保证大学为依托的农

业推广体系持续、高效、良性、互动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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