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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高等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已实施了三年，本文通过调研发现当前各个高校以不同组

织形式和运作模式都开展了有益的探索，体现出公益性服务与市场化服务齐头并进、学生培养与农技服

务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与此同时，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又面临着职称改革难以有效激励教师开展推广、
经费管理严重影响教师参与农村科技服务的积极性、院地合作的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本文认为采用市场

化的方式推动高等院校农村科技服务，能够弥补公益性服务的缺陷，激发教师参与农村科技服务及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使新农院与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开展竞争并互为补充，推动中国农村

科技服务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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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3 years. Survey conducted by
this paper shows that effective explorations in different forms of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models have been carried out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featuring the simultaneous emergence of nonprofit and for-profit service，and the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students train-
ing and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ervice. Meanwhile，the new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is facing difficulties. Professional title
reform couldn't mobilize teachers' enthusiasm，funds managemen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nstitutions is also in lac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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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多年来，中国高校农村科技服务作为独立于

政府农业推广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形式、内

容及制 度 等 方 面 创 新 不 断，形 成 了 “太 行 山 道

路”、“农业专家大院”、“科技大篷车”、“科技小

院”等一系列有益探索，在推动农村发展、带动

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高

校农村科技服务也越来越受政府重视。在近几年

连续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支持大中专院校参

与农业 技 术 推 广”等 类 似 表 述 一 直 贯 穿 其 中。
2012 年，科技部、教育部牵头实施 “高等学校新

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计划” ( 以下简称新农院) ，

旨在进一步推动高等院校参与中国新型农业科技

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业科技成果推广转化。从

2012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来看，明确指出 “引导高

等院校成为公益性农技推广的重要力量”，因此新

农院最初定位为公益性。为数不多的有关新农院

的学术研究也普遍将新农院的目标定位为挖掘高

校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潜能，加大高校开展公益性

农业技术推广［1］。
从理论上讲，政府与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

配置方式，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供给也存在政府

与市场两种途径。而在市场化资源配置的背景下，

公益性农技推广不可能脱离市场经济的环境而独

立存在［2］。只有靠政府通过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

方式来强化公益性农技推广主体经营的内在动力，

才能达到公益性农技推广中的公益性目标［3］。从

国际动态看，市场化的推广有范围逐步扩大的趋

势［4］，中国多元化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在农村科技

推广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根据 2012 年 《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修正案的表述，包

括高校在内的多元化组织开展农村科技服务既可

以是公益性，也可以是经营性。当前，越来越多

的多元化组织以市场化的方式进入农村社会化服

务领域，为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开展农技服务，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如“大荔模式”。
从近期对第一批十所新农院的调研情况来看，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大多数新农院延续了以往的

既有工作，将公益性和市场化服务并行。新农院

公益性的农村科技服务在运作过程中遇到了什么

问题? 市场化的农村科技服务应如何开展? 这是

本文的关注重点。事实上，2015 年 《中华人民共

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 ( 草案) 》征求意

见稿的发布，极大程度上鼓励了高等院校通过市

场化的方式开展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的积极性。
因此，本文在总结当前新农院农村科技服务特点

的基础上，对新农院公益性农村科技服务面临的

问题和原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进一步优化新农

院农村科技服务的政策建议。

2 新农院农村科技服务的现状及特点
三年来，科技部、教育部批准建立的新农院

主要共有 39 所，其中 21 所为涉农高等院校，18
所为综合性高等院校。在实践中，新农村发展研

究院通过与地方共建基地及分布式服务站等方式，

整合学校农业科技服务资源、完善制度建设、组

织农民培训，在推动高等学校开展农业科技服务

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 1 组织形式及运作模式各有侧重

为推动新农院在农村科技服务中发挥重要作

用，第一批十所高校采取了不同的组织形式和运

作模式为新农村发展服务，体现出多元化、综合

性的特点，通过校企合作、校地合作、依托科研

基地或科技园区开展服务、构建农业科技专家大

院、开展农民科技培训等形式服务新农村建设。
但具体来看，各个高校的服务重点和亮点则有所

不同。如表 1 所示，湖南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在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中依托 “百名教授进百

企”的“双百工程”，以市场化、企业化运作的形

式推动高校教师深入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推动地

方经济 向 纵 深 发 展; 四 川 农 业 大 学 的 “雅 安 模

式”、浙江大学的 “湖州模式”、南京农业大学的

“挂县强农富民工程”等则是校地合作的典范; 中

国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通过建设 “教授工作

站”、服务基地等形式，将高校基础科研、示范推

广与基地或园区建设有机融合，在科技成果转化

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农村

发展研究院则依托建设多年的农业科技专家大院，

实现政府、高校、企业“三位一体”，推动地方产

业转型和企业创新发展; 东北农业大学、沈阳农

业大学则面向农民、合作社、专业协会等积极开

展科技培训，开展 “农民冬训”等活动，在市场

信息传输、专业技术指导、基础素质提升等方面

形成了特色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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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等院校新农村科技发展研究院服务现状

组织形式 服务性质 运作模式 典型高校

校企合作
市场化、独
有性

企业化运作
湖南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校地合作 公益性
政府与高校
主导

四川农业大学、
浙 江 大 学、南
京农业大学

科研基地或
科技园区

半 市 场 化、
半公益性

教学科研附
属性推广或
企业化运作

中国农业大学、
安徽农业大学

农业科技
专家大院

半 公 益 性、
半市场化

政府、高
校、企 业、
合作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

农民科技
培训

公益性 高校主导
东北农业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

资料来源: 根据实地调研情况总结而得。

2. 2 公益性服务与市场化服务并行不悖

当前新农院公益性的农业科技服务主要是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农等为主要服务对象，以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素质为目标，通过

建设基地、分布式服务站建设、开展农民科技培

训等 途 径，与 地 方 政 府、合 作 组 织 建 立 合 作 关

系，最终实现农业产业得以发展、农民收入稳步

提高、农村环境有效改善的目的。从第一批十所

新农院建设情况来看，当前高等院校公益性农技

服务主要体现在校地合作、农民培训等方面。地

方政府通过项目委托、共建基地等方式与新农院

合作，充 分 发 挥 高 等 院 校 在 农 业 科 研 方 面 的 优

势，与地方政府建立定点联系，共同推动地方产

业发展。以四川农业大学为例，四川农业大学与

雅安市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一方面重点围绕当地

产业发展需求设计科研内容，为雅安农业产业发

展提供科技支撑，将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无缝衔

接;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学校的教学优势构建多层

次的培训体系，根据区域产业发展和市场需要，

结合农民的技术需求，采取多种形式对雅安市农

村基层技术干部、农技人员、科技示范户和农民

进行先 进 实 用 技 术、管 理 知 识 和 经 营 技 能 的 培

训，极大 地 推 动 了 雅 安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和 新 农 村

建设。
高等院校市场化的农村科技服务主要是高等

院校通过组建企业、技术转让、技术入股等方式

与涉农企业、合作组织及专业协会开展合作，为

其提供农业科技指导和服务。在市场化的农村科

技服务体系中，农业科技服务的供给内容和方式

由服务对象决定。当前，为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

体系建设和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格局中的重要

作用，激发高校教师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协

同创新的 积 极 性，地 方 政 府 都 出 台 了 相 关 政 策

( 如京十条、上海科创 22 条等) ，充分释放高等院

校科技创新活力。新农院也不同程度的支持科研

团队开展市场化服务。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2014
年初，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 《中国农业大学关于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暂行规定》，规定科技成果转

让的纯收入，上缴学校 15%，学院 15%，成果完

成人 ( 项目组) 70% ( 其中 30% 用于科学研究，

40%可提取现金) 。这一政策激励了科研人员积极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地方及企业发展，取得

了明显成效。近年来共转让国内企业专利 15 项，

转让金额 1000 余万元，涉及食品、动医、动科、
农学等多个领域。
2. 3 学生培养与农技服务互相促进

适应农村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培养高层次

应用型专门人才，为新农村发展培养后继人，是

当前涉农高等院校研究生尤其是硕士研究生培养

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新农院建设过程中，将

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与农技服务相结合，已成为

新农院的特色优势，也是新农院公益性农技推广

的主要方式。如表 2 所示，十所高校均通过科技小

院、研究生实践基地、111 行动等形式将学生培养

与农村科技服务有机融合，积极探索高等院校人

才培养新模式。

表 2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学生培养模式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所属高校

学生培养模式 主要做法

中国农业大学 科技小院

硕士研究生选题直接来源
于所驻乡村的实 际 问 题，
研究 成 果 直 接 用 于 乡 村
建设

浙江大学
研究生实践
基地

在湖州吴兴金农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农业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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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所属高校

学生培养模式 主要做法

西北 农 林 科 技
大学

农业科技专
家大院

派博士及硕士研究生驻乡
驻村开展科研实践和农技
推广

南京农业大学 村官大学生

与地方合作，将当地的村
官或者预备干部选派到学
校进行系统理论学习，培
养后备人才

华中农业大学 111 行动

选派研究生驻村 做 干 部;
有计划地在合作村开展大
学生文化下乡等社会实践
活动

四川农业大学
大学生科技
创 业 支 持
计划

与雅安市开展合作，选择
与当地产业发展相关的项
目，支持大学生来雅安开
展科技创业

沈阳农业大学
青年农民上
大学

举办 沈 阳 市 科 技 特 派 员
“青年农民上大学”项目，
培养科技人才

安徽农业大学
农业科技专
家大院

派博士及硕士研究生驻乡
驻村开展科研实践和农技
推广

湖南农业大学
新农村示范
基地

面向服务基地开展本科生
的教 学 实 习、社 会 调 查、
研究生的课题研究

资料来源: 根据实地调研情况总结而得。

以中 国 农 业 大 学 为 例，中 国 农 业 大 学 通 过

“科技小院”的形式积极探索并初步形成了宽口

径、重实践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新模式。具体来说，

是以科研基地为依托，与乡村共建科技小院，将

在农业技术推广和生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作为学

生的科研课题，支持学生自由开展研究为乡村解

决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形成了 “学校 + 基地

+ 乡村”三位一体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5］。
自 2009 年 6 月以来，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

院先后有 26 名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进驻分布在

曲周县 10 个村 ( 镇) 的 “科技小院”，通过科研

与实践结合的方式获得了硕士学位。

3 新农院开展公益性农村科技服务面

临的问题
新农院从组织结构、制度保障等方面开展创

新，构建高等院校农村科技服务自上而下、上下

结合的服务体系，通过相关培训加快了农业技术

信息的普及，通过人才培养与推广有效结合扩大

了公益性农技推广的覆盖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

了地方农业产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但是在当前

的制度约束下，高校开展公益性农村科技服务面

临实际问题，制约着新农院形成服务 “三农”的

长效机制。
3. 1 职称改革对高校教师从事农村科技服务的激

励有限

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把农技推广

服务绩效纳入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工作考核，推

行推广教授、推广研究员制度”，第一批十所新农

村发展研究院也在不断探索推广教授制度进行职

称改革，出台了不少创新政策。例如，四川农业

大学将农技推广纳入了教师的考核范围 ( 下乡每

天按 6 小时课时计算) ，为下乡教师提供相应补

贴，并将农技推广课时计入平时工作量，年终考

核一并核算并进行奖励。中国农业大学从 2006 年

开始就试行农业推广教授制度，出台了 《农业特

聘推广教授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推广教授在地

方任职期间校内所有待遇不变，工作量减半，在

推广教授岗位上获得优秀者，在职称评聘过程中

优先考虑等鼓励措施。
各个高校出台的这些制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

鼓励了高校教师开展农村科技服务，但效果非常

有限。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中国农业大学推广

教授制度已有近十年的时间，但是实际上真正获

得推广教授职称的只有 1 人，而且是经校长特批。
究其原因，一是职称改革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性

推进，仅靠学校制度改革则难以产生实际效果。
按照正常评审仍是以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成绩为主，

推广教师在职称评审中不占优势。二是对教师推

广工作进行评估存在实质性困难，推广教师的工

作成果主要体现在农业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方

面，但是农业产业的发展是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的

结果，难以从中剥离出推广教师的实际作用。
3. 2 项目经费难以合理支撑高校教师从事农村科

技服务

以大学为依托开展公益性农业科技推广离不

开稳定的公共财政支持。如美国农技推广的经费，

主要由联邦、州和县的税收构成，县政府也通过

财政预算落实县级农业科研和推广的经费。而当

前中国新农院的运作经费主要来自于科技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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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专项拨款，在一定程度上为

教师将科研与推广有机结合提供了支持，但问题

在于国家科研项目经费有着严格的管理方式，新

农院的经费从预算到使用也都必须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执行，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其不合理性。一方

面，教师在县、乡、村开展农村科技服务过程中

所产生的食宿交通常因无法获得有效票据，难以

从项目差旅费中报销; 另一方面，项目经费中劳

务费主要用于课题研究过程中支付给没有工资性

收入的在校研究生和课题组临时聘用人员，并不

能用于对专家教师提供劳务补偿。同时项目经费

的预算中占主要比例的是用于科研的设备费、耗

材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等，并没有明确列出推广

费用。根据实地调查，专家教师最常采用的服务

基地的方式是电话或网络咨询，多数老师在没有

经费的情况下开展实地推广靠的是三农情怀以及

科研成就感。新农院农村科技服务缺乏稳定经费

支持，大部分专家、教师都以兼职的身份参与推

广工作，也难以鼓励更多的教师参与到农村科技

服务中来。
3. 3 院地合作的稳定支持机制难以建立

新农院建设的主导思路是将政府、高校和企

业紧密联系，形成“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化发

展”的一体化发展模式，改变长期以来高等院校

“重科研、轻转化”的局面，引导科技与经济发展

紧密结合。因此，在实践中，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均积极寻求与地方政府深度合作，通过共建发展

基地的方式实现优势互补。然而，院地合作的基

地在发挥着教育、科研、社会服务、信息传 输、
文化传承等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和

不足导致院地合作稳定性及可持续性差。一是大

部分基地服务功能单一，多是围绕一个课题开展

研究服务; 二是基地管理制度不健全，未能建立

起保障基地持续运作的制度体系; 三是经费紧张，

院地合作的项目经费往往难以支持科研人员和学

生在基地的科研和推广工作，严重制约院地合作

基地朝着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以中国农业

大学为例，当前中国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教授工作站达 40 个，按照学校

规定，地方政府每年应提供不少于 20 万元的配套

经费支持工作站建设，由学校为教授工作站负责

人单独设立账户，按横向项目管理。但在实际运

作过程中，地方配套经费要么没有要么迟迟不到

位。随着地方政府领导换届更迭，朝令夕改的事

件常有发生，经费支持的稳定性较差。

4 总结与政策建议
与公益性农村科技服务所遇到的困难相对应

的是越来越多的新农院开始尝试市场化推进的方

式。一方面是科研成果转让和有偿技术服务的收

益分配充分重视研究团队的贡献，各高校纷纷改

革收益分配，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如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科研成果、专利技术转让纯收益分配

课题组占 50% ; 对外技术服务纯收益分配课题组

占 70%。四川农业大学规定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

益可按不少于 70% 的比例，用于对科技成果完成

人员和为科技成果转化做出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

等等。另一方面，尝试以市场化方式推动院地合

作，逐步形成 “高校 + 企业 + 合作组织 + 农户”
等组织形式，通过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与企业开展

合作，培养适合市场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将传统的、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提高了农民参

与市场的可能性并降低了市场风险，使农民分享

市场收益从中获利。
本文认为采用市场化的方式推动高等院校农

村科技服务，能够弥补公益性服务经费不足等缺

陷，激发教师参与农村科技服务及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的积极性，使新农院与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

推广体系开展竞争并互为补充，推动中国农村科

技服务高效发展。因此新农院并不一定要限定于

公益性，而是公益性与市场化并行，并高度重视

新农院的市场化服务。其中公益性农技推广应主

要针对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深远的基础农业技术

和容易造成垄断的农业技术。具体而言，下一阶

段新农院建设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4. 1 公益性与市场化农村科技服务在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上应有所区别

新农院作为农村科技服务的供给方，应充分

了解农村科技服务需求方的实际需求，根据需求

制定不同的服务方案，采取不同的服务模式。如

表 3 所示，当前中国农业经营类型大致可分为涉农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农户、小农这四类。
其中专业农户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户生

产服务专业户。各类经营类型对农业科技服务的

需求不同，例如涉农企业对新技术需求最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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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则主要偏重于农业信息的获取。因此，对

于农业企业，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则应该提供市场

化的农技服务，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共同研发等

方式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对于合作社，新农村

发展研究院应该提供市场化的农技服务并参与政

府主导的公益性农业推广服务，为合作社提供技

术、管理方面的咨询; 对于专业农户，新农村发

展研究院应该通过积极参与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农

业推广服务为专业农户提供培训、咨询服务; 对

于小农户，则应该利用培训为其提供基础农技服

务、利用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学生科研实践活动或

通过合作社开展公益性的农村科技服务。

表 3 农业经营类型对农技服务的需求及制度安排

农业经营类型
农业科技
服务需求

农技服务制度安排

涉农企业 新技术 市场化农业科技服务

农民专业合
作社

新技术、农产
品加 工 管 理、
农场管理

市场 化 农 业 科 技 服 务、
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农业
推广服务

专业农户
低技术、农业
管 理 和 组 织
技能

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农业
推广服务

小农户
低技术、农业
经 营、农 业
信息

通过培训提供农业技术
信息、依托学生科研实
践、合作社开展公益性
农村科技服务

资料来源: 作者总结整理。

4. 2 通过管理制度改革激励推广教师的积极性

从国外经验来看，以大学为依托的公益性农

业科技推广工作均有稳定的公共财政支持。中国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经费依赖于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项目，从经费的划拨、管理到审计都严格遵

守国家有关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管理办法，在实

际操作过程中就出现了经费预算项目与实际工作

经费支出不相符合的情况，为教授开展农业科技

服务带来了很多不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

授开展农业科技服务的积极性。新农村发展研究

院建设要在农村科技服务方面发挥应有作用，就

应得到持续稳定的财政支持，甚至有必要建立支

持农业高校科技推广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建立

高等院校科技推广专项资金，扶持农业高校进行

科技推广工作。另一方面，市场机制是激励政府

农技推广机构和推广人员从事技术推广的不可缺

少的动力［2］。例如，加拿大高校建立的实验站的

农技推广工作多数都是有偿进行［6］。新农院应鼓

励推广教师以市场化手段对基地入股、承包、独

资、合资等 方 式 开 展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和 农 技 推 广

工作。
同时，要协调多个部门自上而下开展职称改

革。职称改革仅仅依靠学校政策不足以对高校教

师开展推广工作形成有效激励。调研发现，当前

年轻教师投身农业推广的意愿极低，新农院推广

教师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为鼓励更多的教师参

与新农院农技推广，亟需人社部牵头联合科技部、
教育部、农业部等单位开展自上而下的职称改革，

将推广教授正式纳入职称评定体系，职称评审向

农技推广合理倾斜。
4. 3 院地合作可通过政府购买农技服务的方式逐

步实现市场化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是中国现阶段

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特色的政府改革的一个重

要方向。当前新农院与地方政府的主要合作模式

是共建研究基地，但从具体实践来看，研究基地

的稳定性、可持续性不足，且服务范围有限。因

此，下一阶段院地合作可以尝试通过地方政府向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购买农技服务的方式，开展从

农业生产、产业发展到农民培训再到乡村建设等

全方位的合作。在政府向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购买

农技服务的过程中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确定承接主体，并在既有预算中安排支出，以事

定费，不以科研项目的管理方式来限制新农村发

展研究院进行农技推广服务，提高农村科技服务

供给的质量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院地合

作的可持续发展。在合作过程中可借鉴四川农业

大学的做法，在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设立地方科技

局办公 室，高 效 对 接 供 需 信 息、提 高 院 地 合 作

质量。
4. 4 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加快高校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充分发挥新农

村发展研究院在科研成果转化中的作用。尽管目

前新农院都积极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但效果

不太明显，转化数量少、金额小。困难在于一是

当前中国对于农业新品种、新技术产权保护环境

较差，最新成果一经推广很容易被企业复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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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购买新品种、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 二是大部

分高等院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目前主要是靠个人

或者团队进行转让，由于信息、资源较为分散，

转化难度较高。事实上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

因素复杂，有效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仅靠提

高转化收益分配是不够的，还需开展体制机制创

新。建议支持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立技术转移办

公室，根据地方农村发展及企业发展需要，开展

高校与区域内产业部门之间的技术转移合作，以

专业化、市场化的方式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同时也可以参考美国经验，在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建立概念证明中心，以创业为目标，通过天使投

资、商业运作、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等方式进一步

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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