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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服务规模化的路径分析
———基于山东丰信农业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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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如何为小农户提供适宜的技术服务，实现其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

机衔接，一直是中国农业技术供给面临的现实问题。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对山东丰信农业公司类

似“平台经济”的技术供给方式进行深入分析。丰信农业以小农户为服务对象，以技术托管为主要方式，

是在土地碎片化的现实制约下实现农业技术服务规模化的典型探索。但是，以其为代表的农业科技服务

型企业目前存在交易成本高、资源共享困难、缺乏有效政策支持和技术来源受限等共同问题，需要在政

策层面予以关注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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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Analysis of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Service
———Case Study Based on Shandong Fengxi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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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large country and small farmers”in China，how to provide appropriate technical serv-
ices for small farmers and realize their organic connec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has always been a practical prob-
lem faced by China’ 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supply. Using the method of single case study，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technology supply mode of Shandong Fengxin agriculture company similar to“platform economy”. Fengxin agriculture is a typical ex-
ploration to realize the scale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services with small farmers as the service object and technology trusteeship as the
main way，under the realistic constraints of land fragmentation. However，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oriented en-
terprises represented by Fengxin agriculture have common problems such as high transaction cost，difficulty in resource sharing，lack of
effective policy support and limited technology sources，it needs to be concerned and solved at the polic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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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 年底，我国

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的 98%以上，小农

户从业人员约占农业从业人员的 90%，小农户经

营耕地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 70%，我国“大国小

农”的基本国情短期内无法改变。现阶段，如何为

小农户提供适宜的技术服务，实现其和现代农业

发展有机衔接，是农业技术供给面临的现实问题。
2020 年，科技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

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从国

家层面提出“提高农业科技服务效能，引领和支撑

农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系统解

决方案。如果说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是将现代化农

业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载体，那

么，针对我国具体的农业现状，农业技术服务规

模化则是具体的实施手段。山东丰信农业服务连

锁有限公司 ( 简称“丰信农业”) 的探索为此问题的

解决提供了一种有益思路，本文以丰信农业为研

究对象，采用实证案例研究方法中常用的单案例

纵向研究方法，便于真正了解被研究对象，也能

保证案例研究的深度。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问卷调查、访谈、跟踪研究、田野调查、文献资

料查阅等方法，在给相关部门形成的调研报告基

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探索实现农技服务规模化

的路径，体现本案例研究在政策制定和理论探讨

方面的双重价值。

1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问题提出

我国农业承载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及促进农

民增收的多重使命，整体来看，无论是以大宗粮

食作物为主的大田农业，还是以经济作物及种养

结合存在的生产性农业，整体都面临着成本偏高、
比较收益偏低的现实问题。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和推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促进以高新技术为主

的高产值、高附加值的农业领域发展，都对农技

服务有较高的需求
［1］。国外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相关的提法主要出现在农业咨询服务体系、农业

推广系统、农业知识与创新系统等名词或政策中，

虽然概念不同，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一些农业强

国均注重创新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目前，国内对

农业技术服务特别是社会化农技服务的研究多是

集中在供给主体和服务路径的角度。

1. 1 农业技术服务供给主体研究

我国农技服务供给方大致包括政府、高校和

科研机构、涉农企业及科协四类社会组织
［2］。目

前，基础农技服务供给模式已经发生变迁，尤其

是 20 世纪 90 年代农技体系“断奶”式的改革抽空

了基层农技服务体系，出现了“线断、人散、网

破”的现象
［3］，导致小农户存在技术获取难的困

境。从服务提供主体上看，由政府提供公益性的

农技服务体系呈半瘫痪状态，农业部主导的农技

推广体系在现实中遇到了较大困难，高校、科研

院所为社会提供农业科技服务的动力不足。由企

业主导商业化的农技服务体系顺势崛起，而服务

内容已经异化为农资销售
［4］。一些研究者认为，

农村生产资料的市场化使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

生产积极性会有所提高
［5］。也有部分学者认为，

新的技术对富裕阶层更有利，由于农村基础设施

的欠缺和对新技术的使用能力不足，从而拉大了

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之间的差距
［6］。更多的学者

认为农村生产资料的市场化正处于探索阶段，由

于农村市场的特殊性，且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现象，价格机制不能作为判断涉农产品质量好坏

的标准
［7］，从而导致与农资销售者的人情关系好

坏变成了判断农资质量好坏的标准。从服务提供

对象上看，主要倾向于新兴的规模经营主体，存

在“垒大户”的现象( “垒大户”本意是指信贷资金

向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和某些行业过度集中，

本文的具体含义是农技服务倾向于规模经营主体，

不断弱化对广大小规模农户的服务，使其在农技

服务中逐渐边缘化) ，小农户不断被服务市场排

斥
［8］，农技服务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并不畅通。

关于农技服务体系的改革探索比较多，主要

围绕通过公益性推广机构主导的联合示范、经营

性服务组织作为中介的传导模式、农技服务外包

等，实现公益性与经营性农技推广融合发展的道

路
［9］，探讨建设公益性与经营性服务有机结合的

新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10］。具体到各地基层农技

推广方面，有湖北省的“以钱养事”［11］
的改革探

索，构建“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新机制，

力图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新型农村公益性农

技服务体系; 陕西省的以资源平台整合为基础的

“农商合作”模式探索，通过农资企业作为资源整

合平台，联结农业局农技中心、银行、农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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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工作站、农户这五类主体，在政府的引导下，

实现技术、金融和农资为农户服务的目标; 成都

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现代农业

科技服务体系创新方面的实践，参照国外农业科

技服务体系创新的经验，从农业科技人才、多元

化经费投入、农业科技服务模式、农业信息服务

体系、实 施 农 民 知 识 化 工 程 五 个 方 面 进 行 了

探索
［12］。
从国际上看，日本和我国的情况类似，人多

地少是其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这也决定了其选

择以农业协调组织为纽带的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

体系，对我国的农技服务更具有借鉴意义。推行

由政府农业改良普及系统和农协营农指导系统构

成的农技服务双轨体系，两者共同组织、管理和

实施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工作，通过增进教育、科

研、推广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极大推动了日本农

业的现代化发展，有效解决了农户农业生产规模

小、产量低等问题，符合其小农经济发展情况。
在韩国，发达的农业合作社覆盖了农业科技的研

发、选择、推广等领域，绝大多数农民都参加了

合作社，有效组织了农民。在印度，中央和地方

各级农业政府部门以及农业教育科研系统承担部

分农 技 推 广 职 能， 主 要 采 取 农 业 技 术 管 理 局

( ATMA) 模式。但是，包含涉农企业、农民组织、
非政府组织和金融机构、媒体等其他相关部门，

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起到重要作用，能提供产

前的农业投入供给，如新品种、化肥、农药和农

用机械等，以及产后有关农产品销售的市场营销、
品牌经营、融资管理等咨询服务

［13］。
1. 2 农业技术服务实现路径研究

当前，对农技服务规模化实现路径的研究主

要聚焦在通过土地确权
［14］、流转溢价

［15］
等实现土

地规模化，来推动农技服务的规模化
［16］。在我国

广大农村地区，虽然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兴起，但是以家庭为

主的小规模经营的基本形态将长期存续，小农户

仍然是现代农业耕作的主体，较高程度的土地规

模化存在现实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农业

与小农如何衔接”可以具体化为“现代农业技术与

小农如何衔接”的问题
［17］。现代农业的突出特征是

生产技术要素持续增加，小农户的技术需求也呈

上升趋势。首先表现在传统的种植方式亟需修正，

大部分农户仍然靠增加生产资料投入密度来维持

产量，我国亩均化肥使用量是美国和欧美的 2 ～ 3
倍，而且利用率偏低。其次是小农户难以获得有

效的技术指导，尤其是经济作物类的专有性技术，

使得小农户承受病虫害、自然风险、销售等方面

的巨大风险。目前与小农户一家一户对接农技服

务需求显然是不可能实现，最终还是回归如何实

现农业技术服务规模化的问题。
美国是世界农业强国，主要以家庭农场制为

依托，较早实现了土地的规模化，是农业现代化、
规模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美国国会分别于 1855 年、
1887 年和 1914 年通过了《赠地法案》《哈奇试验站

法》和《史密斯－利弗法案》，依托这三个法案，构

建了以州立大学为依托，农业教育、科研、推广

相互结合的“三位一体”推广模式。企业在美国农

业科技社会化体系中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全球定位系统、农田遥感监测系统、农田地理信

息系统、智能农机系统等应用在产前、产中和产

后的各个环节。在土地规模化的基础上，先进生

产技术和大型农机设备陆续应用于农业生产中，

形成了高效的规模化生产方式。农业规模化生产

可有效节省农业资源、提高生产效率，整合农业

生产、加工、推广、金融服务等功能，促进农业

产业融合，形成集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社

会化和国际化于一体的综合农业形态
［18］。

综上，由于我国“大国小农”的国情仍然存在，

所以通过土地规模化实现农业科技服务规模化在

短期内很难实现。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农民有迫

切的技术需求，农业生产、管理技术成为制约农

业发展的瓶颈; 另一方面我国基础农技推广机构

日渐式微，越来越远离农民的诉求，在市场化的

农技服务逐渐异化为农资销售的情况下，探索以

农技服务规模化的方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

农技服务，成为一种可行的路径。通过利用农技

服务平台的方式，整合农技服务资源，既可以使

平台企业获利，又可以为广大小农户提供农技服

务。对此，山东丰信农业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特

别是在农业生产托管方面，在不流转土地经营权、
不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垒大户”的情况下，

通过农技服务规模化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其

“平台经济”的做法，是在不改变我国基本农业生

产组织形式的前提下，对新型农业技术服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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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一种有益尝试。

2 丰信农业科技服务的主要做法与特

征分析

丰信农业总部位于山东济南，是一家以提供

农技服务为核心的科技服务型民营企业，公司基

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建立作

物生长模型，为小农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及种植公司等各类种植生产者提供农业全程技术

托管服务，通过网格化和平台化管理方式的创新，

实现了农业集成技术推广的效果。目前公司总部

有 80 人，雇佣 4000 多名当地农民作为线下服务人

员，业务已覆盖 12 个省 105 个县，服务 84 万农

户、3000 万亩耕地，83%的服务对象是小农户。
2. 1 地下有人: 以小农户为服务对象，解决农技

服务“最后一米”问题

基于“地下有人”的服务原则，做到每块服务

的土地都有工作人员实时实地跟踪，有效解决农

技服务难、农作物品种杂乱、地块狭小、农户认

知水平较低等问题。采取总部、县 ( 合伙人) 、乡

镇 ( 经理) 、村 ( 店长) 四级管理模式: 总部主要负

责平台建设、作物模型创建与优化、内部管理及

成本控制; 县级加盟合伙人具体负责县域内各乡

镇店长的管理; 乡镇经理负责分片联系管理村级

店长，视服务地块规模不同，乡镇经理也承担村

级店长的具体业务; 村级店长一般是当地种植大

户，负责农户种植全程一对一田间巡查、农事提

醒、问题处理、应急救援服务等。例如，丰信农

业在山东省临邑县的线下服务队伍共 56 人，其中

有 1 名县合伙人、8 名乡镇管理员，分别负责联系

6～8 名村级店长。
以小农户为服务对象，通过模型化、标准化

等手段，增强农技服务的通用性和适用性，解决

农技服务“最后一米”问题。通过数据积累、区域

统筹、个性化目标设定等手段，逐步形成模型化、
标准化的农业科技服务方案，实现对不同作物、
不同区域、不同模式的标准化管理，采用操作提

醒的服务方式，农户只需照方操作，就可以实现

科学种植，使小农户在分散化土地耕种的方式下

也能享受农业科技服务。采取作物技术托管的服

务方式，基于地理位置、地块、作物、管理目标

等，在综合土壤信息和种植习惯等基础上制定科

学种植管理方案，以“小托管”和“大托管”两种服

务形式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小托管”只负责

生产周期内的技术指导、田间巡查、农事提醒等

纯技术 指 导 内 容，通 常 采 用 微 信 公 众 号、手 机

APP 的形式，在农民注册成为会员以后就可以自

己查询相关农业资讯; “大托管”增加了农药、化肥

等投入品代购及产品销售等，而且负责帮农户打

药、施肥等，农民没有了田间劳作的辛苦。例如，

一般小麦的“小托管”价格为 3～5 元 /亩，“大托管”
为 240 元 /亩。若农户还有其他农事需要，还可以

一事一托管，但总体是以“大托管”农技服务模式

为主。
2. 2 天上有网: 以数字农业为基础，降低农技服

务成本

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数字农业，形成作

物生长模型，实现针对庄稼生长各种症状的智能

化“一键开方”。经过多年实践积累，结合专家意

见，将农作物多年生长期形成的气象、温度、水、
肥、病虫害、地块遥感等指标数据化，并将数字

化后的种植经验纳入作物生长模型。吸取人工智

能 ( AI) 技术与中医结合的成果，应用到数字化、
智慧农业领域，建立智能开方系统，对服务对象

的田块、病虫害、作物种类、历年产量、种植习

惯等数据开展分析，可提供播种、施肥、施 药、
灌溉、田间巡查、收获、销售及储存等建议，实

现覆盖全生产周期的技术服务。用户只需要使用

手机 APP，就能为各种常见症状提供解决方案，

目前的技术水平已经可以达到 58 秒一键智能开方，

仅出现疑难杂症才需要专家现场解决，大大节省

了专家费用，有效降低了农技服务成本。
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方案，实现农民增产增

收。运用大数据、信息化和智能决策技术，整合

不同学科的理论、数据和田间经验，建立以需求

为导向的实用技术体系，实现农技服务与农户需

求的有效对接。优化农业生产资料投入和劳动力

等的组合，帮助农户科学化、标准化种植，确保

各方获益和服务可持续，物化科技服务的经济价

值。据丰信农业测算，能确保签约农户的小麦、
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平均增产率超过 10%，花生、
马铃薯、棉花、辣椒、姜等经济作物的平均增产

率分别为 14%、21%、21%、46%、22%。最终实

现土地增产、农民增收、企业获利、工人劳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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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各个参与方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

体。通过对农户的实际调研发现，在丰信农业技

术托管下，成本投入与自己耕种基本持平，以小

麦为例，每亩地能增产 200 斤麦子。综合来看，包

括技术服务费在内，农户生产成本并未增加，却

可以获得增产增收、保障投入品质量、省力省心

等收益。

2. 3 资源整合: 以网格化管理方式为载体，盘活

现有农技服务资源

通过网格化管理方式，建立农技服务平台。

按照一定的标准，将所服务的土地划分为单元网

格，使用数字化手段实现土地数字规模化，使得

工作人员技术服务更为敏捷、精准和高效。以网

格化管理的土地为载体，利用多元主体的合作优

势，建立农技服务平台。平台本身虽然不生产产

品，却发挥了农业共享经济中供需匹配的数字媒

介作用，整合了分散于各处的原有公益性农技推

广服务、农业机械服务、农业企业服务等农技服

务资源，基于农技服务规模化，进而实现一定程

度的农业规模经营。以农业机械共享为例，现代

化的农业机械可以很大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但

是以户为单位，耕种土地面积并不大，而且面临

农业机械购置价格较高、前期使用和后期维护复

杂等问题，所以每家每户都去购买并不现实。通

过农技服务平台，可以有效连接闲置农业机械和

有使用需求的农户，一方面可以使购买农业机械

的农户获得一定报酬，发挥其最大价值，另一方

面可使无力购买的农户用上农业机械。
激发农业活力，拓展农技服务模式。采用合

伙模式与本地农民合作，激发农户潜力，让村里

想做事、能做事的人有了技术支持，降低了创业

风险。最大限度雇佣本地农民，充分利用“土经

验”和“土专家”，激发农村剩余劳动者活力。尝试

农产品定制方案，在适合的地方选择适合的农户

去种植适合的作物，实现统一销售、深加工等，

增加农产品附加值。随着国家保险业的发展，保

险门类日渐繁多，企业也在尝试集成种植业、养

殖业保险，增加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

也在努力解决农民的融资问题，整合银行信贷业

务，利用农技服务平台，逐渐推动多项涉农业务

融合发展。

3 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丰信农业作为农业领域典型的科技服务型企

业，面临的困难也具有一定普遍性。
3. 1 与小农户交易成本偏高

服务小而散的小农户时，在前期谈判和后期

服务阶段，始终面临着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农

村户均耕地面积小、地块分散，直接导致企业在

开拓市场初期只能选择一家一户去做工作。由于

小农户的素质参差不齐，理解能力也不尽相同，

导致同样的问题要多次重复解释，工作效率偏低，

在合同谈判、签约、契约履行方面花费较多的时

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托管服务合同一般采取后付

费的付款方式，企业必须先行贷款垫资; 在后期

合同履行完毕后，由于缺乏必要的信用担保体系，

针对分散小农户的服务费收取也存在困难，约有

2%的服务对象无法收取服务费，综合来看，会导

致财务成本增加 5%左右。
3. 2 难以获得科技型企业政策的支持

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企业更多享受的是农业

相关补贴，没有重视向科技管理部门申请科技型

企业资格，缺乏对国家科技型企业相关政策的研

究，对鼓励创新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国

家相关支撑政策了解不够。以《科技型中小企业评

定办法》( 国科发政 〔2017〕115 号) 为例，该办法

加大了对评定的农业科技服务型企业的精准支持

力度，并给予适当照顾，规定科技人员、研发投

入、科技成果三项指标是重点，是评定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主要依据。但是，丰信农业初期开发主

要投入为种植实验、模型开发和外聘专家等费用，

当地管理部门认定丰信农业为农业公司，等同于

一般生产性服务业; 代购农药和化肥等农业投入

品被要求按贸易公司缴纳税费，税率较高，没有

享受到科技型企业的优惠政策。
3. 3 资源共享存在现实障碍

作物生长模型能够定量描述和预测作物生长

发育过程，关注与环境、技术之间的动态关系，

核心是作物生长的相关数据，但是，相关的数据

资源获取比较困难，有些数据还存在涉密情况。
通常来讲，这些数据存在于同类企业、科研单位

和政府部门，“数据壁垒”“信息孤岛”“信息烟囱”
现象严重，难以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实际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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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企业来讲，获取这些信息数据更是难上加难。
所以，更多的情况是，企业采取自行收集整理的

方式，这又会增加企业投入成本，同时，已经拥

有部分信息数据的企业又会将其作为商业秘密，

很难与其他企业甚至科研部门、政府机构分享，

进一步增加了资源共享的难度。
3. 4 技术来源受限

技术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但是其技术

来源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与企业相比，高校、科

研院所拥有更强的科研能力、学科优势和科研人

才队伍，取得了较多的科技成果，但是他们更关

注发表高端学术论文。由于相关激励机制不健全，

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缺乏动力，在科技成果转化

方面的能力较差。所以，企业要发挥在农业科技

服务方面的技术优势，使平台集成更多的先进技

术，多数情况下会选择自行研发，其中企业自行

开发、集成开发的新技术约占 60%，这在无形中

又增加了企业运行成本，导致一方面高校、科研

院所的许多科研成果闲置，另一方面企业又苦苦

寻求相关技术无果的双重困境，使企业新技术来

源受到限制。

4 加快农技服务规模化的有关建议

4. 1 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规模化农技服务先期

试点

在农业规模性经营比较好、土地连片、农民

素质相对较高的区域，尤其是村集体能发挥较大

作用的地区，通过当地政府、村集体和当地农民

合作经济组织的引导作用，充分利用国家惠农资

金的支持，培养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渴求，开展规

模化农技服务试点。引进优良品种，采用科学种

植方案，依靠大型现代化农业机械，做好“种产

销”以及农产品深加工等工作，起到示范作用，形

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营模式。一是通过引导规

模大户、示范户的方式，发挥其本身具有一定经

营规模、便于组织管理且对农技服务有迫切需求

的优势; 二是通过组织小农户的方式，在当地政

府、村集体引导下，充分发挥当地农民合作经济

组织的作用，依靠科技特派员、“科技小院”( 是指

组织教师和学生长期深入农业生产一线，实现科

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农业技术创新“三位一体”的

模式) 、“科技超市”( 借鉴现代商品超市理念，创

新农村科技服务理念，将人才、成果、技术、信

息等科技要素整合、集聚到科技超市平台，让科

技服务要素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商品，提高农民

对科技服务的认知度与接受度) 等农业科技社会化

服务力量，调动小农户学农技、懂农技、用农技

的积极性。
4. 2 加大对农业科技服务型企业的支持力度

完善对农业科技服务型企业的认定体系，加

大对农业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在

国家层面，要大力发展农业科技服务业，对于发

展较好的企业应认定一批“农业科技服务型企业”，

使其能够享受农业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优惠

政策，在科技创新政策、创新资源、创新服务供

给和金融资本市场等方面给予支撑，集中组织农

业企业开展相关创新政策的宣讲工作，帮助落实

科技型企业相关鼓励政策。在企业层面，应顺应

经济发展需求，响应政府号召和产业导向，合法

经营、规范发展，不断提升自身技术能力，贴近

市场进行业务开发，做好客户服务工作，并将这

些工作和成效用合理的渠道宣传出来。
4. 3 加强金融、保险等支持手段的衔接

加强金融、保险等支持手段的衔接，尤其是

针对农民的项目，免除其后顾之忧，支持农业科

技服务型企业发展。应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科技服

务企业、农民的信贷支持和金融服务力度，为农

业产业开设金融服务绿灯，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

转变经营理念，适度放宽融资条件，允许联合贷

款、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健全知识产权价值市

场评估机制，鼓励和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同

时，农业存在一定的自然风险，如地震、暴风雪、
暴雨、病虫害等，可以尝试增加农业保险服务，

比如“收成险”，以挽回损失或者将损失降到最低，

做到产前、产中金融支持，产后保险护航。
4. 4 重视对企业提供平台服务的引导和监管

农技服务平台是市场化行为，政府应结合各

地实际情况，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引导和规范，保

护处于劣势的农民。通过积极搭建农技服务平台，

一方面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进行深入交流，进而

提高科技创新效率，增强产品和技术竞争力; 另

一方面鼓励涉农高校、科研院所将成果向农业科

技服务型企业转移转化，开展面向基层需求、由

企业主导的公私部门协作创新，支持高校和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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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开放科研试验平台，开展技术熟化试验，解

决企业平台技术来源受限问题，充分发挥平台对

农技服务资源的整合作用。同时要加强对农技服

务平台的监督，保障平台服务的中立性、公正性

和科学性。虽然平台不生产产品，但可以通过资

讯工具、即时通讯以及网络功能，将世界上任何

地方的货品、服务供应商与客户连结起来。要防

止形成市场垄断，杜绝平台提价侵害消费者利益、
通过高额抽成侵害平台加盟商的利益，产生所谓

的赢者通吃现象。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范，

保护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支持平台企业健康发展。

5 总结

本文通过对丰信农业典型案例的调查和研究，

跳出以往探讨在土地规模经营基础上提供农业技

术服务的传统思路，基于中国农业农村的现实情

况，提出农技服务规模化的概念，突出了企业农

技服务平台对现有资源的整合效应，为提高农业

科技的有效供给水平提供了新的路径。多元化的

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是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

农业技术供给的主要方式，但是，在国家“粮食安

全”的战略目标下，农业技术的公益属性也是不容

忽视的因素。如何进一步完善公益性农技推广体

系与市场化农技服务的分工与衔接，加强对市场

化农技服务主体，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
新兴技术赋能的从事农业生产与流通的服务型企

业的政策扶持，是国家政策层面应持续关注的内

容。随着农业技术服务企业类型的多样化，如何

加强对具有平台经济性质的农技服务企业的引导，

在为其发展提供必要支持的同时，加强对这类企

业的规范与监管，以保护广大小农户的切身利益，

也是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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