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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政府批准实施的第一个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计划，星火计划的实施为

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农村正在发生新

的变革，新时期的星火计划应该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其战略内涵，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协调农业科技资源配置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王亚静博士特

为本刊撰文，就新形势下星火科技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从科技资源配置

角度提出了新时期推进星火计划的举措。现刊发如下，以供交流参考。

——— 编 者

! 引 言

自 !"(’ 年实施以来，星火计划历时 ) 个五年

计划，经历了乡镇企业的崛起、市场经济体制的确

立、金融体制的改革、世贸组织的加入、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建设等重大变革。星火计划也始终坚持

科技服务“三农”的宗旨，从“短、平、快”到“高、群、

外”，从项目实施到体系建设，不断取得突破，为中

国农村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走向小康的历史性

转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 +。

星火计划立足县域，把推进农村基层科技发

展和引导科技要素深入基层作为重点，对相关涉

农科技资源进行统筹布局，实行以项目带技术、带

资金、带人才，积极引导现代科技要素深入广大农

村，并支持和鼓励科技人员、科研单位参与星火计

划，建立多种形式的科研生产联合体，通过广泛的

技术合作，开发星火产品和技术。据统计 * % +，截至

%&&’ 年底，全国星火计划共立项!’&"’( 项，覆盖

全国 "&, 以上的县（市）。%&&’ 年，全国各级星火

计划共立项 #-!# 项，项目投资.!’/ )( 亿元，完成

产值 %.!’/ .# 亿元，利税.&"/ .% 亿元。农村科技

摘 要：在概括总结星火计划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针对新时期星火科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提出加强科技人力资源配

置、完善科技资金投入体系、提升科技组织资源配置、强化科技制度资源配置和重视科技物力资源与信息资源配置等推进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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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技资源配置的视角

探讨星火计划的推进措施

王亚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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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总投资达 "#$ %% 亿元，共完

成产值 !&&$ %! 亿元。星火科技培训工作共投入

资金 ’$ (# 亿元，科技培训人数 !!!)#’(! 人次，其

中包括星火科技带头人 *’$ % 万人次，农村技术

经纪人 #’$ #) 万人次，企业管理人员 ##$ %) 万人

次，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跨区域农民科技培训和交

流，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和区域经济发

展。

! 新时期星火计划

的任务

!++"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新时期应继续增

强科技支撑，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加强和完善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这对新时期农业、农村科

技工作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与此同时，我

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面

对的新形势也对星火计划的支持重点与实施方式

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机遇以

及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星火科技如

何适应各个方面的新变化，有效推动资金、技术、

物质、劳动力等要素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吸引社

会各界更广泛参与星火计划，进一步提高星火计

划的示范和辐射作用，继续发挥科技对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是一个需要深入思

考且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星火科技面临的艰巨

任务。

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就是要在资源配置规模、

配置方式和配置结构等方面不断进行完善，最大

限度地有效利用全社会科技资源，实现高效益的

投入产出比 , & -。在推进实施星火科技项目过程中，

要有效地调集人财物等资源要素深入基层并开展

服务，与农民、农村企业、农村专业化合作组织等

结成利益伙伴，实现预期目标，就要充分发挥农

民、农村企业、农村专业化合作组织以及政府等在

资源配置过程当中的主体作用。发挥企业在农村

技术创新和进步中的主体作用，有利于引导企业

加大农村科技投入，有利于优化城乡科技投入要

素配置。农村专业化合作组织是重要的科技组织

资源，也是农村科技创业的联结主体，在农业发展

中扮演着信息传递与反馈，组织带动和技术扩散

等方面的作用，是联结农户、企业、政府的重要桥

梁和纽带。作为市场以外的资源配置主体，政府负

责星火科技政策或项目的制定和执行、技术引进

和创新、创新主体的扶持和培育等工作。但经济建

设归根结底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政府并不能直

接作为微观主体加入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亲

自运作项目。政府的职责范围是制定有利于星火

科技创业实施与推进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政策

等相关制度资源，利用经济杠杆与行政手段，最大

限度地释放企业、市场、农户以及社会的内在潜

能，对不符合科技创业的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保

证各种政策和规划的落实，推动星火科技创业的

顺利发展。

根据新阶段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结合当前中

央政策精神，笔者认为，新时期推进星火计划应把

改善民生作为项目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面向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科技需求，坚持政府

引导与市场推动相结合，以农民、农村企业、农村

专业化合作组织等为主体，将现代科技要素植根

农村，大力推进农村科技创业工程，充分调动发挥

人财物等相关涉农科技资源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和现代农业建设中的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做出贡献。

& 新时期推进星火计划的

措施建议

&$ # 加强科技人力资源配置

科技人力资源不但包括较高层次的科技人才

群体，如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相关领域专家

等，也包括农村本土人才 , * -。而所谓的民生科技也

是与广大的农民息息相关的。发展民生科技，只有

使科技创新活动紧紧贴近广大的农民，才能真正

实现依靠科技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目

标 , % -。新时期的星火科技，在实施积极的人才政策、

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同时，也应在大力开

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多元化农村科技培训机制。要继续实施

科技特派员示范工程，大力推广农业专家大院、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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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科技合作组织等新型农村科技服务模式，引导

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一线，与农民、农村中小企业、

农民专业组织等建立合作关系，将城市科技资源

和人才资源引入农村，带动资金、技术和管理在农

村集成，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农村科技创业服务体

系，逐步实现农村科技的“零距离服务”，推动农村

科技创业。对会经营、懂管理、有技术的农村能手、

科技致富带头人给予信息、技术和资金支持，鼓励

其依托本地人力、科技和其他资源优势开展科技

创业 " # $。

!% & 完善科技资金投入体系

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搭建农村科技创业融

资平台。一方面，要强化财政引导，建立健全多元

化投入体系。各地要切实为星火计划实施提供经

费保障，相应加强有关科技资源的集成，并加大增

量投入。要进一步严格星火计划项目经费的管理，

确保专款专用。要在加强财政引导的同时，建立健

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另一方面，要优化星火计划

引导支持方式，充分调动地方和社会各界加大投

入；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农村科技领域，逐步

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企业、农户和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的多元化、多渠道农村民生科技投入体系 " ’ $。

同时，要积极探索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

以及向农村中小企业、科技服务人员、乡土科技人

才发放科技开发贷款和风险基金等市场化的科技

与金融结合机制。

!% ! 提升科技组织资源配置

第一，从人才、资金和组织制度等各方面给予

扶持，增强其普及、推广农业科技的服务功能。特

别是要根据 &(()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鼓励采

取委托、招标等形式，引导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社

会力量承担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项目。

第二，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凭借自身较强

的经济实力和与农民的天然联系，开展多种形式

的、面向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的信息咨询、技术培

训、市场流通等各种服务。并通过引进、实验和示

范，传播农业适用技术和科研成果，在农村科技创

业行动中发挥组织、示范和服务作用。

第三，支持农村中小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培育

创新型企业。以具有相当技术创新实力和行业带

动作用的农村中小企业为重点，鼓励企业建立技

术创新中心，支持其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引导

企业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高效利用地方

特色资源、开发新型清洁能源、促进资源节约、改

善生态环境等积极开展技术开发应用，依托科技

创新带动企业发展。

第四，吸引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到农村创

业。一是积极鼓励各类农业技术人员以技术入股

的方式，参加和创办农村科技产业；二是依托农村

资源优势，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大专业院校等各

种科研实体，在农村建立和开展各种研究示范和

产业开发。三是针对农村产业发展需要，实施优惠

政策，鼓励拥有较高技术的城镇居民和农民工创

办农村科技产业。

第五，推动和鼓励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研究机

构、高等学校等开展涉及民生科技基础性、前沿性

研究，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集成，促进科技

资源的集成与整合，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和技

术储备能力。加快构建以公共科技服务机构为依

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

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

相结合、科技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

农业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

!% * 强化科技制度资源配置

加强农村科技创业的制度建设，一是根据农

村科技发展实际，制定和出台相关激励措施和法

律法规，减免创业主体有关税费和审批手续，做到

“多予、少取、放活”，降低农村创业的准入门槛，为

创业者提供安全、稳定的创业环境。二是加强规

划，合理布局。星火计划在今后的实施过程中，应

进一步加强规划，理清思路，结合我国国情和农业

农村发展实际，吸收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及农户的

建议和需求，确立重点支持的技术领域和方向，提

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项目的实施质量。三是要加

强对农村科技创业的组织领导，充分发挥政府对

科技创业的作用，为星火计划的深入实施提供有

力的组织和领导保障。坚持政府主导，整合城乡科

技资源，建立健全农村三级科技服务网络，重点办

好县级农业科技服务单位，并在每个乡镇办好一

所农业科技服务站，支持每村配备一名科技特派

特别关注·从科技资源配置的视角探讨星火计划的推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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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制度建设，向农民提供准确及时有效的基本科

技服务。

"# $ 重视科技物力资源和信息资源配置

（%）培育优势产业带建设，强化产业集聚效

应。一是支持发展一批由地理相连、产业相似的多

个县域组成、跨地市乃至跨省区的星火产业带。鼓

励以“一乡一品、一村一品”为方向发展专业镇和

专业村，促进农村基层生产经营专业化。二是积极

支持专业村或镇、星火技术密集区、星火产业带等

农村专业化生产基地加强行业技术创新中心等产

业共性技术开发载体建设，加强精准生产、标准生

产和食品安全等技术的集成应用，培育一批多层

次的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和产业集群。三是发展农

村专业化生产科技示范基地，推进产业整体开

发。发展并形成一批农村区域、产业和现代农业科

技转移中心，充分发挥其对基层科技整体进步的

辐射、带动和服务功能，进一步加快先进适用技术

的集成转移和扩散，为现代农业建设、农村产业发

展提供集成技术支持。

（&）以基地为依托，培育农村科技创新产品和

品牌。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已经形成一定产业规

模和品牌效应的产品，应给予大力支持。支持其所

在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加强产品或品牌升级所必需

的核心技术的开发，争取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行

业技术标准，带动产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产业

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发展农业科技园区，加强现代农业试验和

试点建设。在现有基础上，发展一批农业科技园

区。发挥园区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物质条件、产

业体系、经营形式、循环农业、灾害应变能力等方

面的试验和试点功能。支持园区以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和深加工技术、无污染生产资料开发和应用

技术、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保障技术、标准化生

产与质量分级技术、信息技术等为重点，强化农业

高新技术成果的开发与集成，提升园区的科技服

务能力和产业带动能力，加强现代农业技术和生

产方式的示范推广 ’ ( )。

（!）搭建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平台，加强农村科

技信息共享和服务体系建设。以信息资源开发、信

息共享机制研究和应用、信息共享联盟构建、促进

全国统一信息服务号码、基层信息服务站点建设

等为主要内容，将农村科技服务中介机构、人才等

有机联系起来，搭建全国农村科技信息服务平台，

把用户终端拓展到农民，推动信息进村入户，加速

城乡信息资源的融通，提高农村信息服务能力，缩

小城乡“数字鸿沟”。

! 结 语

如今，星火科技日益深入人心，已成为依靠

科技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面旗帜。但是，

现行的星火计划在推广模式、科技资源配置等方

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经济、科技大

发展的要求还存在着诸多不相适应之处。具体表

现为：星火项目融资渠道单一，建设资金不足；人

力资源配置强度不够；激励优秀人才、鼓励创新

创业的机制不完善；科技创业主体整体素质不

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

星火计划的实施进程，影响了项目实施的效率和

质量。

在新时期的新形势下，星火计划应以改善民

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面向农业、农

村和农民的科技需求，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推动

相结合，以农民、农村企业、农村专业化合作组织

等为主体，通过加强科技人力资源配置、完善科

技资金投入体系、提升科技组织资源配置、强化

科技制度资源配置以及重视科技物力资源和信

息资源配置等对科技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为进一

步提高星火计划的示范和辐射作用，继续发挥科

技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提供

思路。

参考文献

（下转第 * 页）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十一五”星火计划发展

纲要!’( ) *+#& ,--./ ) ) 000& 123.& 456& 12 )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 中国星火计划 $778 年

度报告!9#& ,--./ ) ) 000& 123.& 456& 12 )

杨子江 & 科技资源内涵与外延探讨 !:# & 科技管理研

究，$77;（$）：$"% <$"8=

万方数据



—!—

（上接第 " 页）

理论研究·政府信息增值利用保障机制研究

!"#"$%&’ () *’" +)#,%-). /"&’$)-#0 (1 2(3"%)0")* 4)1(%0$*-()
5$6," 7 $88"8 +9:6(-*$*-()

#$%& ’(%
)*+,-(-. %/ 0&1(1 2%341’5 6%7(8+%1(9 :1+;4-5+8.< =$(1>5$( "?@@@@ A

!"#$%&’$( B+-589.< 8$+5 C(C4- 58&D+4D 8$4 C-%,9435 %/ ;(9&4 E (DD4D 4FC9%+8(8+%1 %/ >%;4-13418 +1/%-3(8+%1
+1 =$+1( (8 C-45418G ’$41 +8 (1(9.545 8$4 7%3C%14185 %/ 8$4 ;(9&4 E (DD4D 5.5843G H8 9(58< +8 5&>>4584D 8$(8 I4
5$%&9D ,4 C(. (88418+%1 8% 8$4 D4;49%C3418 %/ %-D4- C(-(3484-< ,&+9D 8$4 415&-+1> 347$(1+53< >+;4 /&99 C9(. %/
8$4 7%18-%9 C(-(3484-5 (1D 458(,9+5$ 57+418+/+7 /44D,(7J 347$(1+53G

)*+,-%.#( 8$4%-. %/ 5.14->+58+7< >%;4-13418 +1/%-3(8+%1 -45%&-745< ;(9&4 E (DD4D 4FC9%+8(8+%1< 415&-+1>
347$(1+53

!" #

!$ #

!% #

!& #

!’ #

付蓉，宋维平 ( 农村科技创业人才在新农村建设中的

地位与作用!)#( 河南农业科学，*++%（,*）：," -,$(

王海燕 ( 和谐生活. 民生科技追求的基本目标 !/# ( 光

明日报0 *++’ -+, -+&1,+2(

万钢 ( 充分发挥科技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 科技日报，*++’ -+3 -,’1+,2(

罗泽荣，龙佳解 ( 高度重视民生科技在新农村建设中

的支撑作用!)#( *++%，*,132：3’ -"+(

林伯德 ( 浅谈我省“十一五”星火计划的思路与对策 !)# 4

引进与咨询，*++$132：$ -%(

;::%($&’ *( *’" <%(0(*-() /"$#,%"# (1 =:$%> <%(.%$0 1%(0
<"%#:"&*-3"(1 = ?@ !"#(,%&"#;66(&$*-()

2(1> K(L+1>
（M158+8&84 %/ H>-+7&98&-(9 N45%&-745 (1D N4>+%1(9 O9(11+1>< =$+1454 H7(D43. %/ H>-+7&98&-(9 P7+41745<

Q4+L+1> ?@@@R? A

!"#$%&’$( S1 8$4 ,(5+5 %/ 5&33(-+T+1> 8$4 D4;49%C3418 C-%7455 %/ PC(-J O-%>-(3< +1 8$4 /(74 %/ 14I
%CC%-8&1+8. (1D 14I 7$(9941>4 +1 8$4 14I C4-+%D< 8$+5 C(C4- C&85 /%-I(-D 5%34 C-%3%8+%1 34(5&-45 %/ PC(-J
O-%>-(3< 5&7$ (5 58-41>8$41+1> 8$4 (99%7(8+%1 %/ P U’ $&3(1 -45%&-745< C4-/478+1> 8$4 P U’ %->(1+T(8+%1 -4V
5%&-745< 58-41>8$41+1> 8$4 (99%7(8+%1 %/ PU’ 5.5843 -45%&-745< (1D (88(7$+1> +3C%-8(174 8% 8$4 (99%7(8+%1 %/ PU’
3(84-+(9 (1D +1/%-3(8+%1 -45%&-745< 487G

)*+,-%.#( (99%7(8+%1 %/ PU’ %->(1+T(8+%1 -45%&-745< PC(-J O-%>-(3< C-%3%8+%1 34(5&-45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