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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农村产业技术服务体系构建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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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攀枝花市仁和区农村产业技术服务中心为例，分析了其建设模式、运行现状、存在 问题，指出构建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 系，要 

以整合科技资源为基础，以社会化为方向，以服务企业为重点，以产学研协同为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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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H M ode of Socialized Technical Service System for R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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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Renhe District Technical Service Center for Rural Industry of Panzhihua City as example，the constructive mode，pres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were analyzed．Suggestions were then provided to construct new kinds of technical service system for rural industry．which 

including taking integra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s basis，taking socialization as the direction，taking servicing enterprises as the key， 

taking collaboration of production study research as 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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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农业大省 ，“三农”问题始终是事关国计民生的 

重要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带动农民增收 1]。实 

践 证明 ，发展现代农业是解决 “三农”问题 的出路脚。现代农 

业的显著特征是产业规模化、资源集约化、生产标准化、经 

营组织化、服务社会化[31，其本质是以科技为驱动的农业，科 

技服务贯穿了现代农业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时下大力推 

广的专业种粮大户、农民专合组织、家庭农场等现代农业生 

产方式，以土地集约经营为基础，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短缺的 

问题 ，但是传统的农村科技服务往往着眼于单一行业、单 
一

环节，服务方式简单，服务水平不高 ，服务主动性不强，明 

显不能满足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需求。攀枝花市仁和 

区成立了农村产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农村中心)，以探索 

满足新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科技服务。 

1 建设模式 

仁和区农村中心采取了“整合资源、民办官助、立足产 

业、公益服务”的建设模式，即由仁和区科技局组织科技人 

员、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科技专家大院 

等资源 ，在民政局注册成立农村中心，性质为社会团体；科 

技局为农村中心提供办公场地、设备、人员和运行经费：农 

村中心将立足地方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组织开展农业产 

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培训等公益性服务。 

2 运行现状 

传统的科技服务往往就科技本身而服务，传统的产业 

服务往往就产业本身而服务，是将科技与产业隔离的被动 

式服务。仁和区农村中心提供的科技服务则是以满足产业 

需求为目标的主动式服务，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主动整合资源，搭建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科技资源的分散是农村产业技术服务效率不高、效果 

基金项目 四川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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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的突出原因[51，仁和区农村中心的首要任务就是聚集科 

技资源。一是整合了 2个科研机构 、15家龙 头企业 、2个农 

业科技专家大院、1个农业科技园区、13家农民专合组织的 

人员、场地、设备、基地、成果等综合资源。办公室 20 Ill ，有 

兼职办公人员6名。二是通过 17名科技特派员初步整合了 

涉农部门的人力资源，并通过科技特派员整合各级、各类科 

技项目17项。三是整合了“农技 110”信息化服务平台。 

2．2 主动协同示范。突破产业发展技术瓶颈 

创新与转化脱节是造成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根本原 

因[61，仁和区农村中心将产学研各方凝聚起来。以企业技术 

需求搞协同创新、协同示范。一是抓住芒果与石榴这两大特 

色优势产业的技术需求，组织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中 

科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攀枝花市锐华农业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等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突破了优质晚熟芒果 

标准化生产技术 、芒果控时成熟技术、石榴枯萎病 防治技术 

等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7项。二是抓住企业基地建设 

的技术需求．开展了芒果病虫害防治技术、芒果快速套袋技 

术等实用技术的科技示范，建成科技示范基地 1 000 hIll2o三 

是抓住培养新型农民的技术需求 ，开展现场科技培训 50 

期，培训农民3 000人次。 

2．3 主动服务企业．发展壮大地方特色产业 

企业是现代农业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71，在服务企业的 

方式上，仁和区农村中心采用了“服务企业、带动农民、壮大 

产业”的思路。一是通过企业的技术需求调配各种科技资 

源 ，主动深入企业开展项 目咨询服务 60次 ，为企业争取到 

各级项目资金 133万元 ，为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供科 

技支撑。二是通过企业的基地建设带动农民增收，在农民专 

合组织、专业技术协会、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农业科技园区 

的组织下．实现土地资源集约化经营、基地标准化示范、生 

产组织化经营、技术社会化服务，基地农户户均存款约 5O 

万元，家家住洋房、开小车，切实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三是 

通过企业的发展带动产业的发展 ，对 15家涉农企业开展 了 

技术普查，针对这些需求从科技成果库中筛选出 12项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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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成果，促成了其中5项在企业实现产业化应用，企业实 

现产值 1．2亿元，让科技成果转化成了现实生产力。 

3 问题与建议 

仁和区农村中心是针对当前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新型 

农村科技服务机构，建成至今仅 1年时间，在功能定位、服 

务能力、运行机制等诸多方面都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3．1 行政服务功能缺失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职能将进一步向简政放权 

转变．政府的主要精力将放在宏观管理和调控上，事务性工 

作将逐步实现社会化，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嗍。对四川而言，农 

村产业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农村产业的工作涉 

及多个行业管理部门，随着政府简政放权，有大量的事务性 

工作需要社会组织承担 ，而农村 中心这样 的组织正好满足 

这一需求。但从仁和区农村 中心 目前的工作范 围来看 ，还没 

有涉及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弥补。 

3．2 综合服务能力不强 

农村科技工作可以分为创新、转化、推广 3个方面 ，其 

中，科技服务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因此，科技服务平台是创 

新工作得以开展、创新成果得以转化、转化经验得以推广的 

核心，平台必须具备服务这3个环节的综合功能。仁和区农 

村中心虽然将其自身定位成综合服务机构，但目前开展的 

重点工作仅 3项：一是为企业开展技术咨询，二是为产业解 

决技 术难题 。三是组织开展技术培训 。这远不能构建创新 、 

转化 、推广全程服务链 ，远不能支撑产业链 ，迫切需要建立 

起面向全产业链的综合服务功能。 

3．3 亟需建立市场化运行机制 

我国当前的农业技术服务多由政府主导[91，一方面政府 

的财政负担很重，另一方面服务机构的公益属性决定了其 

本身的工作效率并不高。真正能够高效运转的一定是一种 

以利益为驱动、市场化运作的新型农村科技服务机制l】Ol。仁 

和区农村中心虽然是民办的社团组织，但政府部门在其中 

的作用不可低估：一是科技部门是发起单位和个人的实质 

性组织者，农村中心将来工作的开展必将依赖于科技部门 

的协调：二是农村中心的发起实现了社会化，但其经费来源 

并没有实现社会化，仍然由科技部门提供；三是服务方式以 

科技项目为载体，体现的还是公益属性。因此，农村中心需 

要在运行中逐渐建立起市场化的运行机制，让其本身与服 

务对象构建利益共同体 。 

3．4 解 决人力资源存在 问题 

仁和区农村中心由多种经济性质的多家单位构成，其 

构成的 15名人员中全部为兼职，其中的6人是比较固定的 

从属于其他事业单位(生产力中心)的兼职人员。农村中心 

是一种面 向全产业链 、服务全技术链 的综合性服务机构 ，其 

预期的服务功能要对接好政府、对接好市场、对接好基地， 

具有大量与传统事业单位不同的职能定位。事业单位的人 

员是根据其职能设定的．要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满足农 

村中心的需求难度很大，而这种方式正是各种新兴农村科 

技服务机构人员组成的主要方式 ，导致其服务水平的先天 

不足。仁和区农村中心要突破这一先天不足．必须得走社会 

化这条路子，当前可采用管理与服务分离的办法过渡，即由 

事业单位兼职人员从事对接政府的工作，市场和基地服务 

则以科技特派员为主形成动态的队伍。 

4 经验启示 

尽管仁和区农村中心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民办 

官助、整合资源、立足产业、公益服务”的建设模式，指明了将 

来农村科技服务社会化、市场化、综合化的发展方向，对四 

川构建全省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提供了以下经验启示。’ 

4．1 以整合科技资源为基础 

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发展的推动力 

是科技和科技创新[1j】。当前创新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 

才、基地、资本、项目、信息等科技创新资源的条块分割嘲，没 

有形成合力：一是行业阻隔，二是部门垄断，三是产业链脱 

节。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科技体 制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要 

整合科技资源[81。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要从 3个方面探索 

实现科技资源的整合：一要实现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农业科 

技园区、农民专合组织、专业技术协会、家庭农场、专业种粮 

大户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整合；二要在不改变现有行政资 

源归属的前提下，以科技特派员为纽带，初步实现各级、各 

部门科技项目的整合；三要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通过网络 

平台实现相关产业、金融资本等更大范围内的科技资源整合。 

4．2 以社会化 、市场化、综合化为方向 

从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的角度考虑[81，政府主导的产 

业技术服务模式将会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被社会化的组织 

所取代，政府的事务性工作将被社会化的组织所承接。从科 

技资源配置的方式分析 ，除公益性 、基础性 、前沿性研 究之 

外，应用性和产业化的科技资源将由市场决定，因此，新型 

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要通过市场机制建立，要参与市场竞争 ， 

提供满足市场的技术服务。从服务功能剖析，新型农村科技 

服务体系绝不能面向单一产业或产业链的单一环节，服务 

方式也不能简单搞技术培训、项目咨询，而要提供贯穿创 

新、转化、推广全过程的综合服务。 

4．3 以服务企业为重点 

从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综合服务功能分析，其服 

务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和企业。服务政府即要当好政府的助 

手 ，承接事务工作 ，提出产业发展规划 ，开展决策调研 ；服务 

企业即要立足企业和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开展技术需求普 

查、发布成果信息、挖掘有效成果、撮合成果落户、争取项目 

支持、构建商业模式、打造知名品牌等全方位技术服务。这2 

个服务对象中，要以企业为主，原因有2点：一是政府行为 

多是公益性行为，是对行业的共性服务 ，只有面 向企业的服 

务才会产生利益 ，而利益才是科技服务的长效保障；二是 

从政策环境看 ，深化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让市场在 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是企业的生存 

土壤，企业对市场的变化最敏感，企业必须生产出满足市场 

需求的产品，企业的技术需求就会决定科技资源的流向。 

4．4 以产学研协同为驱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 

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81。从国际经验看，企业确 

实在技术创新中成为了投入、研发、转化的综合主体u 。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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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乃山：曲靖市麒麟区西城街道办事处核桃生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事处核桃产业建设督查暂行办法》．将核桃管理工作纳入年 

终责任制考核 ，实行专项督 查考核评价 ，对核桃管护 、建园 

任务完不成 、完成质量差的村及干部进行逐级 问责。同时 ， 

建立街道领导及干部包抓机制，每个示范园确定 1名街道领 

导和村干部 ，推动大户承包、集中连片建园，促进产业发展 

的进度和质量。 

2．2 强化政策资金扶持 。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 

优化农业投资结构，集中资金，支持本规划区重点项目 

建设。一是加大科技投入 ，争取列入省、市、县重点项目建设 

计划。为了确保规划任务的完成，街道出台有关苗木繁育、 

园区建设、产品加工销售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坚持“谁建设、 

谁管理 ，谁经营、谁受益，允许承包和转让”原则，对承包大 

户优先流转土地 ，支持科技人员进行技术承包，有偿服务。 

采取“以奖代补”的办法，对 20 hm 以上集中连片园区，补助 

苗木费 1 500元／hm 。各村要制定资金扶持、土地流转、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优惠扶持政策和办法，整合物力、财力资 

源．支持和鼓励农户大力发展核桃产业。二是建立以财政资 

金为弓1导，龙头企业和农民资金为主体 ，信贷资金为支柱 ， 

社会资金为重要来源的多元化、开放式的投入新机制l引。鼓 

励核桃加工企业出资、投物 ，解决农户投入资金不足的问 

题，与农户建立起长期的利益合作关系，稳定企业的原料基 

地。三是把争取项目建设作为扶持核桃产业发展的关键措 

施来抓，以项目作支撑，引导和鼓励个人、集体和企业等多 

种经济主体参与核桃生产、加工和流通，充分发挥资金 、人 

才、技术、经营理念和产品市场等方面优势，加快核桃产业 

发展 。按园区化建设要求 ，对 “果 、畜 、沼 、窑 、草 、路”配套设 

施建设优先安排。果园机械可享受国家农机具补贴政策。 

2．3 强化科技保障。提高果业生产科技水平 

街道、村 2级要建立强有力的科技、人才、培训等支撑 

体系，由街道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承担优质核 

桃产业发展的职责，负责对全街道优质核桃园进行技术指 

导和技术更新工作。一是不断引进新优品种，推广新技术， 

开展试验、示范，摸索其生产技术，实行优质核桃保优栽培， 
·+ 一+ *+ ··+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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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优质核桃产量阁。二是加强技术培训。充分利用农 

民文化技术学校等阵地，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生产技术 

培训，使全街道核桃栽植户，户均有 1名技术人员。通过现 

场示范、座谈讨论等方式，现身说法，开展经验交流，提高群 

众的生产管理水平。三是加快成果转化。把新技术及时推广 

应用到生产的关键环节，切实提高作务水平，使全街道核桃 

园均达到优质园区标准。 

2．4 搭建平台。打造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 

让群众真正作为核桃产业建设的主体，整合项目资金， 

多形式、多渠道扶持核桃种植。坚持把扩大种植规模，加强 

良种基地建设作为核桃产业规模发展的重要支撑[61。提升核 

桃质量，打造一个“打得出、叫得响”的品牌，并申请注册商 

标，加大品牌宣传，提高核桃知名度，拓展核桃销售渠道。 

2．5 强化运作机制保障。确保核桃产供销一条龙发展 

选择有较好科技示范基础 、农民积极性高、建设环境 

好 、基础条件好的村组建立优质核桃生产基地 ，通过基地建 

设起到以点带面的辐射作用。坚持市场运作机制，实施订单 

生产。按照优质核桃产业发展各个环节的要求，街道、村成 

立核桃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群众各自履行职责，实现产供销 
一

体化的运作模式，建立产业化运行模式[71。在硬件设备和 

人员方面加强西城街道核桃生产信息网络建设，开设核桃 

信息专项网页，开展连锁配送、网上交易等，促进传统营销 

方式向现代营销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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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实际情况看 ，企业主体代表了方向 ，但还不能完全发挥 

主体作用㈣，这是由我国的科研机制造成的。长期以来，我国 

对科技人员的评价关键是看论文、专利、成果『l41，只要有了这 

些东西，科技人员就可以得到职称的晋升、工资的提高，科 

技人员与企业并没有直接关联。企业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 

的考虑，往往是当问题出现后才会找专家解决，是一种短期 

行为，长远的技术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因此，科技与经济 

的结合就需要一个粘 合剂 ，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就要充 

当这种粘合剂，让创新以企业的技术需求为基础，搞产学研 

协同创新，这也是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一种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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