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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随着科技创新成果的快速渗透以及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迫切要求，农业和科技的关系愈发紧密。论文通过分析科技创新在农业领域推广中遇到的现实难题及障碍，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Abstract: Putting the wing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agriculture is an indispensable support to realiz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ith the rapid penet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and the urgent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obstacles encountered in the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agricultural field,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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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实力的强弱与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小息息相关，尤其

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更是离不开科技创新这一重要

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

步和创新”。随着科技成果不断向农业转化应用，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成效越来越显著，丰硕成果越来越多，为新时

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

撑。“十三五”时期，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超过了

60%，许多农业领域的研发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

甚至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十四五”时期，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农业基

础要更加牢固，农业科技装备水平要进一步提升，一些“卡

脖子”的关键核心环节要集中攻克，这些都离不开科技创新

这一重要驱动力。同时，为保证中国粮食安全，也需要通过

创新组织经营管理方式，利用现代化社会化服务将小农户引

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上来，更多应用现代科技创新成果，

推行绿色集约生产方式，提高粮食保障水平，更好贯彻“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方针。

2 农业科技创新推广面临的难题和障碍

2.1 “统”的服务能力弱化
实践证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

体制是我们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石，极大改变了中国农业农村的

面貌。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社会分化分流

导致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出现，重家庭、轻集体，重分散、轻

统一思想倾向严重，理论上正确的政策主张，在实际执行中出

现了偏差，脱离了中央政策设计的初衷。原有的集体资产以各

种形式被分光吃光、村一级既没有留下经济资源，也没有形成

自有的经济组织，本应由村集体承担的产前产中产后等社会服

务，在村集体“统”的层面上无法实现。虽然中央一再强调要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但直到目前，集体“统”的力量仍然薄

弱，难以有效发挥对家庭分散经营管理、协调、服务的职能。

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虽然符合农业生产规律和特点，但在日趋专

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的农业生产需求面前仍然是力不从心，

“统”的服务能力弱化的缺陷日趋明显。

2.2 组织化程度低
小农户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家庭分散经营，力量太弱，

不仅经营成本高、市场谈判成本高，而且信息获取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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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参与能力严重不足，难以与市场有效对接，严重影响到

农业经营效益。因此，亟须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

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横向组织化程度的提

高，二是纵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横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即小农户与各类经营主体之间的合作与联合，如加入农民专

业合作社或土地股份合作社，也包括各类新型经营主体之间

的联合与合作，如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成立联合社；纵向组

织化程度的提高，即通过农业产业链条延伸，让小农户以各

种方式参与到产业化经营过程去获取产业收益，以此提高农

户市场主体地位，降低风险压力，共享价值链增值的收益 [1]。

2.3 集约化程度低
集约化主要是相对于小农户粗放经营而言的，解决的主要

是小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现代化生产要素投入不足和使

用效率低下的问题。现代化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先进的农业科学

技术、现代化机械装备和现代化的生产管理方法和手段。由于

小农户集约化程度低，粗放经营，不懂得科学种田，不了解标

准化作业规范，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常常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等

化学投入品，不仅对农业生产环境造成面源污染，而且还对耕

地质量、地下水、农产品品质以及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2.4 专业化水平低
专业化主要是针对小农户兼业化、副业化而言的，主要是

解决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人”的问题。“谁来种地”“谁来

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即如何种好地，是当前农业生产经营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

打工以及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加速，留在农村种地的主要以老

人和妇女为主，平均年龄都在 60 岁左右，未来随着老龄化程

度的不断提高，农业后继无人或老人农业粗放经营的局面将很

快到来。另一方面，随着打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高，

农业经营性收入占比越来越低，农民种地积极性显著下降，政

府刺激的边际效应将会不断降低。因此，迫切需要创新农业经

营体系，打造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农民队伍来经营农业。专业

化的发展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生产主体的专业化，即大力培

育新型职业农业，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二是服务

主体的专业化，即大力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服务过

程的现代化实现规模经营，将小农户带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

2.5 农业经营成本不断上升
全球新冠疫情下，受国际和中国市场原油、煤炭能源供

应紧张、物价上涨、通胀以及生产、运输成本上涨等多种因

素影响，除粮食价格保持稳定外，其他各种农业投入品价格

都在不断上涨，尤其是近两年来，种子、化肥、农膜等投入

品受疫情影响，价格大幅上涨，小农户由于无法实现批量

采购，难以跟厂家直接对接，导致农业经营成本不断上升，

直接或间接传导给小农户，导致小农户种粮比较收益下降，

给农业生产经营及小农户增收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为应对农

资价格上涨压力，今年国家采取多种政策手段进行干预，中

央财政拿出 200 亿元左右资金对实际种粮农民进行一次性补

贴，同时扩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

围，以稳定种粮农民收益，提高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但是对

小农户而言，如果不改变单打独斗的生产经营方式，不提高

组织化程度的话，这些风险和成本将很难转嫁 [2]。

3 科技创新在农业领域推广的对策建议
3.1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提高“统”的服务能力

科技创新在农业领域的推广离不开村集体的服务与协

调。因此，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提高为民服务能力，才能

更好把小散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接受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应

用，如高标准农田建设、良种推广、现代化农业机械装备、

各种绿色投入品以及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不仅能够大大降低

农业科技在推广应用中的成本支出，提高推广效率，而且也

能够提高村集体在群众中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感召力。

3.2 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大国小农的农业生产格局在一定时期内将会长期存在，尤

其是小农户仍然占据中国农业生产的主体，这是由中国特殊的

国情和资源禀赋所决定的。小农户天然具有经验、保守的传统

耕作方式和习惯，如何让小农户接受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成果，

需要外在的力量进行干预和示范带动。随着外出农民工数量的

增多，农村空心化和无人种地的现实，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

展提供了市场空间，在国家政策的大力鼓励和倡导下，各种专

业性服务组织不仅能够解决小农户和规模经营户在生产过程中

存在的难题和不足，同时也可为产前和产后提供各式各样的服

务，而服务质量的好坏则取决于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和现代科学

技术的应用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既实现了社会化服务组织自身

的发展，同时也解决了小农户单家单户生产不方便、不划算的

问题，实现了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 [3]。

3.3 构建多元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各级政府、

农业科技院校、社会组织、农户等多类主体，多个环节，在

实际转化中既有以政府为中心的转化模式，也有以农业技术

部门或以企业和农民为中心的转化模式，各种模式特点各不

一样，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和覆盖面也各不相同。

4 结语
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与发达国家相比，

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在政策支持、科技管理体制创新、

奖励激励制度等方面加大力度，构建一个覆盖面大、转化效

率高、群众认可的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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