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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农业创新体系发展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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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摘  要：世界各国在社会制度、农业资源禀赋、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形成了当今世界多元化的农

业科技创新模式与制度。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所以了解和学习国外农业创新体系发展的先进经验是非常重要

的。通过大量文献综述，阐述了以色列、美国、法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农业创新体系概况，对这些国家农业科研开发

管理、农业科技推广、农业创新体系保障机制的共同特点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比较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指出国

外农业创新体系经验值得我国借鉴的 7 个方面，以期为我国农业创新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提供积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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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social systems, natural resources, productivity,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ls and systems are formed 
in other country. China is a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country,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and to learn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in overseas countries.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system in Israel,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Japan, India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On this basis, useful experiences in overseas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system are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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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达国家的农业创新体系
当今世界农业发展总趋势是，重视尖端农业

创新技术的重大突破和普及应用，把增加科技投

入，推进农业技术创新，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

要途径。与 20 世纪 40 年代利用工业革命的技术

成果、实现机械化和化学化相比，20 世纪 90 年

代，世界各国农业技术创新具有明显不同的特

点，主要是农业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基因工程技术、电脑信息网络技术、全球卫星定

位等高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使农业领域扩大化

和生产规模化。同时，完善的组织体系和高效的

运行机制促进农业创新活动的开展。从而，促使

各国农业特别是发达国家农业创新体系，正在发

生一次新的革命性变化，并推动着农业产业的革

命，由此导致农业科技重大突破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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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国农业创新体系

美国国家农业创新体系的建立经历了漫长的

过程，它以Morrill（1862年）、Hatch（1887年）、

Smith-Lever（1914 年）3 个法案的通过为标志。

公共大众和科学家相结合是美国农业创新体系建

设与运行的核心，其最成功之处在于各个机构的

职能分配及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

在农业科研开发管理方面，美国农业部

（USDA）是联邦政府内阁 13 个部之一，是唯一

管理农业科研与教育的政府机构，下设与农业创

新相关的办公室（局）及分支机构（研究所、实

验室）遍及全国各地，直接行使研究、教育、推

广、监督职能。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也是美国农业

科研的重要力量，诸类机构相互作用，形成庞大

的农业科技教育、研究和推广协作网。

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美国的国家农业推广

系统（CES）由农业部推广局、州立大学农学院、

县推广站三级合作组成 [1]。农业部农业推广局负

责管理、指导和协调全美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各

州的农业推广机构设在州立大学农学院，是农业

推广工作的核心，对推广项目进行决策、监督和

评估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县农业推广机构是州立

大学农学院的派出机构，帮助农民发现并解决农

业生产经营中的问题；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主要由

志愿推广人员组成 [2]。

在农业创新体系的保障机制方面：（1）完善的

专利法、知识产权法和严格的法律执行力度，构

成了世界上最完善的保护技术发明者权益的法律

体系。（2）各个州都有完善的推广体系，可以根

据自身条件及农业发展的需要，有选择地挑选适

合的科技成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科技成果转化

率 [3]。（3）美国“赠地大学”有研究、推广、教育

３项使命。以大学为中心的农业创新体系通过教

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做法，使得“把大学

带给人民”的设想变成现实 [4]。

1.2 法国农业创新体系

法国国土面积为 54.8 万平方公里，其中农业

用地 29.5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53.7%，人

口接近 6300 万，从事农业及相关工作的人口占

总人口的 1.2%。法国农业产量与产值位居欧洲之

首，在农业食品行业，法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

第二大出口国。

在农业科研开发管理方面，法国农业科

技研究工作是由农业部与科技部组织、实施

和管理的，其中四大农业科研机构：农科院

（INRA），农业机械、乡村土建、水利及林业中心

（GEMAGREF），食品卫生安全署（AFSSA）和海

洋开发研究中心（IFRE-MER），覆盖了法国农业

的各大主要领域，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各领域科研

课题 [5]。

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中央设有全国农业发

展协会（由农会、专业协会、农业部、财政部的

代表组成），负责分配来自农产品附加税的农业

发展基金；省级科技推广工作由各省农会的技术

顾问负责；县区级有农场主自愿组成的农业推广

组织。农业科技推广最重要的环节是隶属于“农

业技术协调协会”的各专业技术研究所和技术中

心，将科研成果进行适应本地区的试验后再通过

各省农会的技术顾问或农场主推广出去。此外，

私营企业和农业合作社也是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

组织。

在农业创新体系的保障机制方面：（1）从上世

纪 60 年代起，法国建立了以高等、中等农业教育

和农民业余农业技术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教育

体系。（2）国家每年对农业科学研究投入充足的

经费，重视科研中心与企业的科研合作，促进科

研与生产紧密结合。（3）法国的农业信息服务体

系十分健全，形成了多元信息服务主体共存的局

面，加速农业领域新技术应用和推广。

1.3 日本农业创新体系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耕地面积较少，二战后

30 年经济迅速发展，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这与

日本提出的“技术立国”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是分

不开的。

在农业科研开发管理方面，主要由国有科研

机构、大学、企业、中介组织以及农户五大主体

构成。公立科研机构在整个创新体系中占据主导

地位，国立农林水产研究机构是国家级农业科学

研究机构；都、道、府、县等地方公立农业科研

机构是区域性农业研究开发机构，主要是立足于

当地农业生产发展需要。

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实行的是政府和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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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推广制，两个体系既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

政府设立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健全的科技普及与

推广组织系统；农协是开展农村综合服务工作的

民间组织，在农产品加工、销售、农村信贷等方

面，最大限度地为农民提供服务 [6]。同时，农业

推广与教育、科研部门有着紧密的联系，如农业

研究中心与推广普及中心建在同一地点。农业推

广人员录用、工作考核、研修培训形成制度化。

在农业创新体系的保障机制方面：（1）政府

在科技创新的作用上尤其突出：一是政府的科学

决策体系和行政体制；二是政府制定统一的科技

创新政策。（2）政府出面组织、协调产学官联合

攻关，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加快农业科学研究

和技术的应用转化。（3）重视增强农业研究开发

的综合能力，如基础和应用研究两者间的协调发

展，加强农业科技投入确保农业发展后劲。

2 其他国家的农业创新体系
2.1 以色列农业创新体系

以色列国土面积约 209.1 万公顷，其中约 2/3
的土地是沙漠。可耕地面积约 43.7 万公顷，其中

灌溉面积约占 58.4%。由于受资源的制约，以色

列十分重视农业的科技投入，到 1980 年，以色列

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96%。该国农

业创新体系主要特点是政府在农业创新体系中充

当主要角色 [7]。

在农业科研开发管理方面，实行全国农业科

技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的科研体制，职责是制定

全国农业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和领域，

审批全国农业科技计划。农业科研机构由独立的

公益性研究机构、农业科教机构和公司类社会研

究机构组成。公益性研究机构有农业研究组织 
（ARO）、韦斯曼科学研究院（世界一流水平的综

合性研究院）以及相关的研究所。

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农业部设有农业科

技推广服务局，是国家级农业科技推广中心；根

据不同农业生态区域条件设有 9 个区域性推广服

务中心。二者关系是：国家推广中心负责收集、

核查和分析各种来源的农业研究试验成果，并把

这些成果传递到各区域推广中心并对其管理和监

督；区域推广服务中心负责将总部确定的试验成

果传递给农民，并及时反馈效果和需解决问题。

在农业创新体系的保障机制方面：（1）政府每

年的农业科研专项经费占全国农业产值的 3%，

在国家农业部科研经费中，有 50% 是定向拨给国

家农业研究组织且逐年增加 [8]；（2）鼓励学术研究

的平等竞争，并推行严格的项目追踪式过程管理

监督、评估机制，提高了科研投资效益；（3）制定

法规和优惠政策，支持研究与开发，促进农业的

创新；（4）成立专门的农业教育培训机构，主要有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农学院和以色列技术学院。

2.2 印度农业创新体系

印度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65%，农业产值占 GDP 的 18.5%。印度许多重要

农产品的年产量都已居世界前列，例如：奶年产

量达到 9100 万吨，居世界第一；大米和小麦年产

量居世界第二 [9]。印度农业之所以发展这样快，

农业创新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农业科研开发管理方面，在中央一级，联

邦农业和农村发展部负责农业和农村发展工作；

在邦、县政府，也分别设有邦农业局、园艺局和

畜牧局等。农业科研开发体系由 3 个层面构成
[10]：一是国家层面，由农业科研委员会 (ICAR)
及其所属的科研院所构成，主要从事农业科研活

动；二是各邦层面，由邦农业大学 (ASUs) 和 1
个中央农业大学来从事教育和科研活动；三是地

区层面，有地区性的科研站在不同地区进行实用

技术研究。

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主要由以下 4 个方面

构成：（1）政府推广部门：中央政府（联邦农业和

农村发展部）的技术和服务等推广计划的执行，

必须要通过各邦政府来实现；（2）农业科研机构：

能提供推广方法、新技术及信息反馈等；（3）农业

大学：对推广业务专家严格培训，为农民提供咨

询和样板服务；（4）农业合作社和私人部门： 仅限

于推广他们自己生产的化肥、农药和种子等。

在农业创新体系的保障机制方面：（1）农业研

究理事会作为全国农业科技的协调管理机构，实

行农业科技的统筹管理和协调；（2）政府财政投入

稳定，中央和地方的农业科研分工明确；（3）注重

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的紧密结合，鼓励私营部

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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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外农业创新体系的共同特征与
发展趋势
3.1 国外农业创新体系的共同特征

（1）农业创新主体多元化。农业创新主体多

元化是区别于工业等领域科技创新的主要特点之

一。农业的科研开发、技术推广、教育培训、各

种服务等环节都是由多个部门参与实施的，私立

研究机构和农业企业也是农业创新的主体 [11]。与

此同时，注重发挥社会机构的中介作用，私人农

业创新投资在农业创新总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2）统一的行政领导体系。农业发达国家都

设立了专门的行政部门和全国性农业科研管理机

构，负责农业创新的协调管理工作，协调和牵头

农业科研、教育、推广；地方政府不同形式地设

置相应行政管理机构，代表政府行使职能，从而

避免职能分割。

（3）以政府所属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农业科研

组织体系。农业发达国家政府除集中设置大型科

研机构外，还按生态或行政区域分别在国内的不

同地区布设研究所、研究中心等。农业基础研究

由国家科研机构负责，应用研究由国家分设机构

和地方科研机构负责，开发研究由私人企业或协

会组织的研究机构负责 [12]。

（4）以提高素质为目标的农业教育培训体

系。一是注重高等、中等、初等教育，各种学历

和职业培训相结合，使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人

员都能享受到教育；二是教育培训主体多元化，

主要包括高、中等农业院校、各级农业科技教育

培训中心、企业与民间的各类培训机构等；三是

培训方式多样化，多采取理论教学与现场实践相

结合的方式，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5）信息化手段广泛应用。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各国都把信息技术迅捷地应用到农业领

域，目前正成为推动农业发展、农业科技革命的

重要措施。美国、印度等国家已超于国家经济时

代，把农业信息技术发展作为重要发展目标，系

统的图形分析理论技术 [13]、“3S”技术、网络信息

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的逐步使用，使农业创新体

系逐步向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

（6）强化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世界各

国都在加强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激励私人

企业和农民对于农业创新的投入，加强对农业领

域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明晰科技成果产权，且

专利权己经被广泛运用，从而促进了农业科研更

大的发展。

3.2 国外农业创新体系发展趋势

（1）合作农业创新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趋

势。重视合作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政府通过制

定多样化的政策机制积极鼓励大学、企业和政府

间的合作，合作研究对传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

大的影响，相应地设立了促进合作研究的机构与

项目。合作过程中每个参加者拥有自己所开发成

果的知识产权，以最低成本分享其他合作伙伴的

成果，同时通过合作使自己处于科技的前沿。

（2）注重农业创新制度与政策的完善。随着

经济形势的发展、科技政策的战略转移和产业政

策的完善，政府通过对多方位的创新政策的制

定、科研和创新活动的拨款、制定促进高技术发

展计划、利用各种财政金融手段和法律手段，加

强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协调，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

和不完备性，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 [14]，为农业科

技体系创新活动创造良好的环境。

（3）狭义的农业技术推广正逐渐被广义的农

业科技服务所取代。农业科技服务不仅单纯地推

广农业技术，还包括教育农民、培养农民带头人

及改善农民实际生活质量等方面，强调注意改变

农民的态度与行为，提高农民素质和团体发展能

力。如美、日等国通过地方志愿者，以改进农民

家庭生活条件，提高其生活水平为目标，面向全

体农民开展全方位的无偿服务 [15]。

（4）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生产结合越来

越紧密。各国国家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农

业企业的合作较为密切，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科

研、教育、推广、生产的桥梁和纽带，有力地促

进了科研成果的推广。各级政府、私人企业分级

办科研，各负其责，紧密、协调配合，已经成为

农业创新体系一种发展趋势。

（5）民间组织及企业作用日益增强。农业发

达国家都有庞大的农民合作社或协会组织体系，

都经历了一个起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农民合

作社是体现了农户的经济利益，改善农户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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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经济地位，提高竞争能力 [16]；协会注重农民

的政治权益，维护农民在国家中的地位；企业通

过完成产品推销来提供咨询服务。

（6）政府通过立法保障农业创新。以美国、

日本为代表，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农业科研机

构进行管理，避免了对农业科研工作的多头管

理，保护农业创新各主体的合法权益，实现了

责、权、利对等。另外，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

保护及利用，成为国外科技立法的重要趋势。通

过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及利用，使各国的

科学技术优势转变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

4 结论与建议
尽管由于各国组织结构和行政管理体制不

同，国外在农业创新体系方面的成功经验不可能

完全适应我国农业创新体系发展的要求，但仍有

很多值得借鉴的方面。

第一，国外在农业创新体系方面都有比较完

善的法律法规，也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

保证了农业创新体系的顺利发展。中国应借鉴国

外成功经验，结合本国国情，尽快制定和完善农

业创新体系的法律体系，制定和完善农业科学研

究开发、技术推广、技术专利保护的配套法规和

规章，为农业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

境条件。

第二，建立农业技术创新资金筹措机制，加

大国家财政支持力度，建立一套以国家投入为主，

全社会多渠道、多层次、多途径为辅的投入机制。

通过政策的制定，在知识产权容易受到保护、市场

潜力大、以产前和产后技术为主的应用研究等领域

发挥私人投资的作用，集中政府财力用于私人资本

和农业企业不愿意进入的研究开发领域，如基础研

究、战略性研究项目和教育的投入。

第三，各国农业科技管理中最突出的特点是

形成全国统一协调管理和协作网络，强调政府对

农业科研管理与协调的职能，如法国、印度等国

家还成立了专门的协调机构，对于发挥政府的宏

观管理职能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的体制造成了农

业技术创新多头管理、多部门管理、分割管理的

局面，造成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需要尽快建

立协调一致的管理体系。

第四，建立高素质的农业科研开发和技术推

广队伍。人才是知识的主要载体，是创新的决策

要素。要特别注意培养一大批懂科技、会管理、

善经营的农业创新队伍，建立产学研合作培育人

才的新机制，实行农业公务员和农业技术人员的

学习考核认证制度，加强鼓励人才流动的政策；

保障和提高农业创新主体人员的待遇，吸引有志

青年的加入。

第五，借鉴国外地方化经验，农业创新体系

的各个环节都应该引入企业、民间机构的广泛参

与，例如全社会、多元化的农业投入体系是美国

农业科研投入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其中企业的投

入已达到 50% 以上。企业、民间机构的权利义务

和责任应通过法律或条例的形式予以确定，避免

流于形式，以共同参与、共同负责、共同受益为

原则，建立有效的共同参与的农业创新体系和管

理模式。

第六，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和科技素质。

在新世纪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培育一支高素质的

农业劳动力大军是其先决条件之一。所以，应发

展科学完备的农业教育体系，用农村职业技术教

育去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发展高科技农业，提高

农业效率和农产品科技含量，加快和普及农业科

研成果的推广。

第七，农业信息化体系是新时期农业科技推

广、农业教育培训的重要阵地，国外经验表明加

强农业信息化建设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7]。

我国要实现农业的跨越式发展，必须把农业信息

化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建立和完善我国农业科技

信息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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