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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业推广模式现状、问题及对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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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推广是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致富的农村社会教育活动，健全的农业推广体系是实现科

技兴农的组织保证。通过调查和分析浙江现行的农业推广模式及运行状况，深入剖析浙江省农业推广存在的问题，在

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浙江省农业推广模式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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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extension is one of the rural social education programs that can improv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ural

prosperity and farmer amassment. The sound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ystem is the guarantee to promote agriculture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about the current status of Zhejiang agricultural extension mode and

operation, the author makes an analysis of Zhejiang Province agricultural extension problems in depth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

sures based on the optimiz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agricultural extens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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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经济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虽然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在不

断提升，但随着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到来，过去依靠

资源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继续，农业发展方式

仍粗放式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农业发展从量变

到质变的突破任务仍旧繁重。实现农业发展从量变

到质变的突破，需要完善的科技创新和推广服务体

系作支撑来促使现代化农业发展。农业推广是连接

农业科技研究与技术应用的中间环节，是农业科学

技术由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基本手段，

是农业科技创新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转换器。熊彼特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只要发明还没有得

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

的。”也就是说是否能真正发挥科技这一要素对农

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关键在于农业推广[1]。

一、浙江省农业推广模式的现状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由新中国建立初期

的省、地、县三级逐步发展成为现在的省、市

（地）、县（市、区）、乡（镇）四级组织。另外，

在不少地方村级也建立了相应的服务组织、科技示

范户及各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专业协会、研究

会为主的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较快)，成为基

层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形成

了一个以国家政府农技推广组织组织为主体，农业

社会团体、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龙头企业等共

同参与的地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一）农业推广机构及分布

2006 年以来，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按照省政

府的要求，高度重视农技推广责任制度建设，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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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试点及推进工作，截止到 2012 年，全省县

（市）农技推广中心90 个，乡镇农技站农业技术人

员 9 661 人，配有农技员的村数 2.34 万个，存不脱

产农民技术人员 8.13 万人，而科技户更是达到了

7.82 万户。杭州、绍兴、宁波、衢州等四个市所属

县已基本完成了责任农技制度建设，为全面实施打

下了很好的基础。但农业科技人才仍然满足不了现

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二）农民科技文化素质

从2013 年统计资料来看，浙江省1 711.01 万从

业人员中，有 30.22 %的人员从事农业 （包括农、

林、牧、渔业）生产，达到517.03 万。据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全省人口中大学文化 507.78 万，占

9.33 %；高中文化 738.12 万，占 13.56 %；初中文

化 1 996.41 万，占 36.68 %；小学文化 1 568.54 万，

占 28.82 %；文盲、半文盲 （15 岁及 15 岁以上）

306.10 万，占 5.62 %[2]。而文化程度低的人员大都

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在欠发达地区尤其明显。从

全国的平均水平看，目前我国农业增长中的科技进

步贡献率是40 %左右，浙江省的农业科技贡献率稍

高在54 %左右，但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0 %。

（三）农业推广内容

当前来看，浙江省的农业推广还仅仅局限在狭

义的农业推广，即一般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

以及咨询服务等，把农业技术传输到农业生产的各

个过程。可是核心的环节——产后服务咨询工作基

本还处于起步阶段，推广工作还是集中在生产领

域，具体如表1所示。加之我国加入WTO后，国际

竞争越来越激烈，农产品短缺时代已经结束，市场

也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迫在眉睫。当前农业推广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实

的发展。

（四）农业推广经费

浙江省近几年逐渐加大了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2012 年财政新增 1 亿元科技经费中的 6 000 万元已

用于农业科技，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为浙江发展

现代农业提供基础支撑。同时浙江将加大农业科技

投入，强化全省43 家涉农科研院所、4 700 多名农

业科技人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争取在新品种育

成、高效生态农业、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取得一批重

要成果，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两

区”为主平台，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但总的来说，

浙江省的资金投入渠道比较单一，缺乏活力、资金

不足。

二、浙江省农业推广的主要实践模式

（一）以政府为主体的农业推广模式

2008 年，浙江在全省范围作出部署，在广大农

村地区建立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

量监管“三位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现代农

业发展。

在此次调查中发现，当大多数省份还在为农业

公共服务体系一筹莫展的时候，浙江已构建了由首

席农技推广专家、农技指导员、责任农技员组成的

共18 262 名成员的新型农技队伍，由责任农技人员

联村包户、履行“班主任职责”的新型农技推广服

务模式就此在浙江全面铺开。

（二）“龙头企业 + 农户”的农业推广模式

农业龙头企业是指立足农业领域，以追求自身

利润、价值最大化为动机，具有引导生产、深化加

工、服务基地、开拓市场等综合功能，规模较大，

并致力于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各类组织[3]。

据调查，浙江省现有年销售收入500 万元以上

农业龙头企业 2 870 多家，其中省级骨干农业龙头

企业 313 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42 家，

分别比 2002 年增加了 1 370 家、290 家和 34 家。

农业龙头企业以多种方式与农户联结，向联结农户

提供培训、技术服务和技术产品，从而使先进的农

业技术为农户所掌握，真正进入农户的实际生产

中，形成了科技成果迅速转化的产业化机制，提高

了科学技术的普及率。

（三）“农村合作社 + 农户”的农业推广模式

浙江省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于 80 年

代，到90年代得到较快发展，是一种由农民为主体

内容

生产领域

农产品加工

市场营销

信息服务

经营管理

家政服务

户数

183

45

87

50

33

12

比例/%

96.8

23.8

46.03

26.46

17.5

6.35

表1 浙江省农户接受农业推广内容调查统计表

注：发放问卷200 份，有效问卷18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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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组织起来，在农户自主经营的基础上，以增加

成员收入为目的，以专业为纽带，对农业产前、产

中、产后中的一个或几个环节实行资金、技术、信

息、生产、供销等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

2004 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农民专业合

作社条例》，第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温

岭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即告成立。截止到

2011 年 6 月底，全省共有合作社 2.2 万多家，成员

数仅90 万户，牵涉到耕地面积130 多万亩。浙江农

业合作社除了注重量的发展，更加关注质量的提

升。浙江从 2010 年起，每个县（市、区）每年培

育 10 个以上县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各市从

县级示范社中每年择优培育 30 个以上市级示范

社，省从市、县级示范社中每年择优培育200 个左

右省级示范社，推动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

建设。

（四）“科技示范园区”推广服务模式

2010 年，浙江出台《关于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

建设与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开展现代农业园区

建设工作的意见》，强调将“粮食生产功能区”和

“现代农业园区”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现代农业的主

战场、主平台、主抓手，争取在 5 年内，建成 500
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100 个左右省级现代农业综

合区，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就此，波澜壮阔的

“两区”建设在浙江拉开帷幕。

三、浙江农业推广模式存在的问题

目前浙江省农业推广体系中，政府主导的农业

推广模式占有绝对的地位，其他的民间力量发展比

较滞后。

（一）农业推广体制转轨滞后

“决策 + 技术”已成为农业推广的主要方式，

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式推广方式还广泛

存在。这种行政式推广方式，限制了农户作为市场

主体的自主选择决策权力，使农户只能被动地接受

推广技术，难以发挥其应用科技成果的主动性，造

成推广效率低下。加之这种方式只注重对农户实行

单方式的技术指导，忽视了对农户更高层次的推广

教育，使得推广人员与农户之间缺乏应有的沟通与

交流，使得推广工作陷入被动状态[4]。

（二）农业推广的民间力量参与程度较低

由于农业推广工作的公益性，农业科技成果中

大多是非物化技术，农业推广的这些特性决定了政

府在农业推广工作中的主导地位。但是完善的农业

推广体系应该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与民间自发力

量密切结合的，不应该只是政府的独角戏。浙江的

农业推广模式目前主要还是政府主导，民间的农业

推广组织发育较为滞后，民间力量自发开展农业推

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为欠缺。

（三） 各农业推广模式联系较为松散，缺少沟

通与协作

目前，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推广模式内部各级

推广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衔接，各个推广主

体之间的联系也不密切。由于缺乏必要的交流与沟

通，农业科技信息与成果不能及时地共享与传播，

导致科技供给系统与应用系统不能有效运行，使得

农业科技研究部门、各推广机构与农户都缺乏积极

性与主动性。

（四） 农业推广内容单一，仍然停留在技术

层面

调查发现，浙江省农业推广重点集中在农业生

产中，对于产前和产后的服务较少，且推广集中在

种植业和养殖业两方面。在种植业推广中，主要是

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即作物新品种的相关推

广应用、农作物优质高效栽培技术、塑料大棚蔬菜

栽培管理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

四、浙江农业推广模式的优化策略

（一） 优化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推广模式，更

新推广理念

有人提倡采用美国的农业推广体系，建立以社

会组织为主体的农业推广体系，尤其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农业推广机构改革应把农业推广工作市场

化。但物化技术部分市场化是可行的，而要全部彻

底市场化则难以行通。农业推广工作的公益性和农

业科技成果的非物化技术，决定了此项工作必须由

政府主办的农业推广机构来实施。

在新形势下，浙江省应在充分发挥政府推广机

构的主导作用前提下，进一步优化以政府为主导的

农业推广模式，强化以人为本的观念，重视推广中

农户的重要性，创新推广理念。

（二） 加大民间力量，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

农业推广体系

在发挥政府推广机构主导作用的同时，各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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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机关要积极营造环境，制定激励和优惠政策，引

导和调动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科技示范户

主动投身农技推广服务，使其逐步发展成为农业科

技推广的新兴力量，形成政府推广机构、龙头企

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科技示范户等多种推广组

织并存的局面，实现农技与市场相结合的多元化

格局。

（三） 加大民间力量，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

农业推广体系

农业推广工作除了需要政府主导外，还需要社

会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与努力。鉴于当前浙江省多

元化农业推广体系，须由政府协调与统筹。改变各

推广主体之间松散、脱节的现状，需要成立浙江省

农业推广委员会，由各政府农业推广成员、农民、

企业代表、农协代表组成。通过这个平台，加强各

个推广主体的联系，建立有效双向沟通机制。

农业技术的有其特殊性，各个推广组织可以根

据不同类型的农业技术，不同的农业发展区域，承

担不同的任务[5]。对价格弹性较小的农产品及发展

比较落后的地区的农业推广可以由政府来承担，而

对于价格比较大的农产品及适合商品化运作的地区

可以考虑由民间力量来承担。

（四）丰富农业推广内容，拓宽农业推广领域

现阶段，浙江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已经进入

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对科技的需求已发生了巨大变

化，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个环节均需

要相应的科技服务和信息服务。浙江省农业推广要

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针对农业发展的需要及时拓

宽推广领域，包括产前的科技信息提供、农用物资

的供应，产中的栽培、养殖技术、种植服务，及产

后的农产品、鲜花、海鲜产品的保鲜、贮藏、加工

等技术的推广。除了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外，还应加

强对农村妇女、农村青年农业科技知识培训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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