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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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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科技政策与创新管理研究所，江苏南通 226007）

摘  要：论文研究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中某些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缺陷及其变异，提出促进地方政府优化农业科技

资源有效配置的地方政府行为创新对策建议。作为公共产品投入，农业科技创新及其作为基础的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离

不开地方政府行为促进。我国农业科技投入长期不足既有中央政府的原因，也有地方政府原因。因此，要强化地方政

府优化在农业科技资源配置、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技术推广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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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search the defects of local authority behavior mode and its variation in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allocation hat practical meaning .As investment of public products, the local authority behavior 
is essential to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lloc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the foundation of which is the innovation. Not onl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t also the local 
authority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long-term insufficient of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of China.
Therefore, we must strengthen the role of local authority in the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Keywords: disposi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insufficiency, 
Local authority behavior, Variation

作者简介：陈昭锋（1964- ），男，江苏南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科技创新与科技政策理。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内生型机制研究：自主创新和国家价值链融合视角”（12YJAZH007）。
收稿日期：2012年4月19日。

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

力的若干意见》（简称“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全面部署农业科技，把农业科技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文件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同时，文

件特别重视农业科技创新，要求明确农业科技创新方向、突出创新重点、完善创新机制、改善创

新条件，力争在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领域占有重要位置。为此，本刊特组织一期农业科技资源管理

的专题文章，分别从农业科技资源配置、农产品物流资源共享等方面对农业科技进行探讨，以期

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持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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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条件。农业科

技创新已成为推动我国粮食和农业发展的最重要力

量。农业科技资源直接作用于农业科学研究、农业

技术创新过程。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是农业科技创新

的基础，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科技投入。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

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提出，“实现

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

本出路在科技 [1]”，“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明

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逐步提高农业研发投

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建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

机制”。近年来，中央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作了不

懈的努力。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至2010年，中央

财政支持“三农”投入从2626.2亿元增加到8579.7
亿元，年均增长21.8%。2011年中央财政“三农” 
支出10497.7亿元，增长22.4％。中央财政安排用于

农业科研、农业技术与服务体系等方面的资金合计

187亿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一五”期间，

国家科技部管理的科技计划在农村农业领域共投入

187.3亿元，比“十五”期间增长近3倍，2011年国

家科技计划专项经费共拨款40亿投入农业领域。

2012年，国家将启动开展超级稻“双增一百”、东

北地区玉米“双增二百”等科技专项活动，新启动

100个农业科技项目，中央财政将对每个农业县安

排100万元，实现农业基层推广体系覆盖到乡镇的

目标。这表明，在促进农业科技资源配置和农业科

技创新方面，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

但是，客观地讲，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仍显不

足。这与我国全社会研究与开发投入长期不足基本

相关 [2]。在联合国粮农组织1982年《粮食及农业状

况》的报告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农

业科技投入占农业总产值比重的平均值约为1%，

发展中国家约为0.5%，发达国家一般为2%，而美

国高达3%。发达国家的农业科研强度普遍大于非

农业部门。而在我国，农业科研政府拨款强度远远

低于非农业部门，仅为总的科研投资强度（0.6%）

的1/3。王海波（2012）提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水

平在诸多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10 ～ 15年。我国农

业科研投资强度（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国内生产总

值比重）从1985年0.4%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的0.20% ～ 0.23%（发达国家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为

2.37%）。农业科技投入的不足导致我国农业科研成

果产出大幅度下降 [3] ，影响了农业科技创新水平的

提升。而农业科技创新水平相对偏低且积累能力缓

慢，已成为新时期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也是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区

域创新体系和农业创新体系建设的突出问题。

目前地方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上的不足是我

国农业科技投入长期不足的重要原因。据统计，在

2012年浙江省财政新增１亿元科技经费中，用于农

业科技的经费为6000万元。而同期该省科学技术支

出21.9亿元 [4]。同期，杭州市科学技术公共财政支

出12.75亿元，而扶持科技兴农和现代农业发展二

者合计才1.86亿元 [5]。地方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上

的不足，直接影响了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科技

资源配置。纵观全局，现今一些地区的政府在农业

科技创新和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中并没有发挥其应有

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影响科技投入不足的原因

有很多，地方政府行为变异而导致科技投入不足是

主要原因。本文将剖析地方政府在农业科技资源配

置中的行为变异，提出促进地方政府优化农业科技

资源配置的对策建议。

2  我国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中地方政府的
变异行为

本文假定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是地方政府行为的

内在属性和基本行为模式。但现实中，我国地方政

府与该属性和行为模式存在巨大差异，表现出粗放型

经济增长模式的过度偏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的地方政府目标和属性变异十分突

出。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变异治理，既是地方政府行

为转型和创新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农业科技资源配

置和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条件。   
（1）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缺少有力的制度保

障。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农业科技资源配

置和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建设没有给予足够

的重视。这直接导致我国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地方政

府主体地位和责任长期缺位。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方

式、政府行为目标模式和农业科研体制的差异，我

国农业科技投入总量、强度和效率明显落后于发达

国家。在农业科技投入的政府行为约束中所存在的

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是地方政府行为变异的直接诱

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提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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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

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对农业科技投入却没

有得到有力执行。1989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依靠

科技进步振兴农业加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的决

定》把科技兴农作为振兴农业的重大战略措施。但

在1985-1999年间，政府农业科研财政实际支出却

下降了，年增长率为-1.3%。2006-2009年，全国

财政科技支出年均增长24.1%，初步建立起了我国

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但财政农业科技投

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并没有因此建立起来。《国家中

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将

农业列为重点领域，提出重点扶持种质资源发掘、

保存和创新与新品种定向培育等9项主题。但投入

规模及所占比例的差距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因

此，我国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不足与制度保障、体制

因素密切相关。另外，要发挥政府农业科研资金的

效率，必须改革以项目为主体的科技管理体制 [6]。

农业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是制约我国农业科技资

源配置能力低下的重要原因。

（2）政府在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缺位。农业科

技投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目前缺少一个

以政府为核心要素的高效运行机制 [7]。这导致了我

国农业科技创新的系统效应比预期低，从而制约

了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科技资源集聚配置。

“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科研机构科技成果高效转

化率为37%，这与发达国家70%至80%的水平相差

甚远。我国每年6000多项省部级以上农业科技创新

成果产业化的比例仅占1/3，与发达国家70％ ~80％
差距也很大。这是因为，一是代表农民和农业的利

益集团弱小，致使地方政府对农业科技创新财政投

入缺乏有力的约束。二是我国农业科技投入的多头

管理导致农业科技投入系统合力不够，各级政府和

各个政府部门都没有明确甚至量化的责任。三是虽

然农业科研的预期平均收益高，但风险太大、投资

回报期较长，制约了地方政府协调农业科技创新系

统的努力。四是农业科技创新投资不能全部收回回

报，导致地方政府在农业科技创新系统工程中的主

动性不够，不愿意对农业科技进行投资，投资供给

能力低下。

（3）缺少有效的地方政府科技资源配置激励机

制。相对而言，我国地方政府重工轻农的财政支出

体系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农业科技投入行为变异，农

业科技创新受到其他行业，特别是工业领域政府计

划项目的过度竞争，始终处于不利地位，科技项目

经费投入向农业、农村倾斜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根

本解决①。究其对农业科技投入不足的原因，除农

业科研投入收益因素外，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

制或升迁机制因素也是原因之一。黄季惃、胡瑞法

认为，政府投资的分配是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均

衡。由于对农业投入和农业科技创新投入的漠视以

及缺少地方政府行为的有力配套，影响了地方政府

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中央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和上级

财政农业科技投入普遍存在投入规模“小”、地方

配套资金“少或无”、投资周期“短”和考虑管理

“松”等不足 [8]。

（4）地方政府科技资源配置集中度低。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非自主创新倾向。地方政

府相关部门实施的农业科技创新项目普遍存在程度

不等的低水平重复、跟踪研究和模仿研究缺陷。二

是非公益性倾向。我国地方政府实施农业科技创新

项目对地区特色产业、投资回报高的低层次农业

创新项目投资过度，而在农业产业化关键技术和共

性技术、食品安全、民生等方面投入还处于瓶颈状

态。三是非公开化倾向。地方财政专项支农资金的

使用公开和透明度不够、招标竞标项目的程序缺陷

和预算执行的随意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四是与非

农业科技项目处于不对称的状态。发达国家农业科

技投入强度普遍大于非农业部门。20世纪90年代

中期日本总科研投资强度保持在2.8% ～ 2.9%，农

业科技投资强度高达3.4%；1995年英国农业科技投

资强度为2.29%；法国、德国和美国在2% ～ 2.5%
左右。美国政府农业科技投入高于国内非农业部门

科技投入的平均水平。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与发达国

家的差距很大，投入强度不到美国的1/6，我国农

业科技投资强度大约只相当于全部科技投资平均强

度的1/3左右。四是农业科技资源与科学数据共享

机制尚未有效建立。我国现存的《农业科学数据共

享管理办法》《农业科学数据汇交管理办法》《中国

科学院生态系统研究网络数据共享和管理条例（暂

行）》只是部门制度规定，不具备对整个农业科技

资源共享和农业科学数据共用的整合能力和约束保

障。

① 科技部已确定提升农业科研经费的比重，使工业领域与农业领域科技投入的比例由7:3调整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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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方农业科研经费投入有限。中央财政农

业科技投入体系 [9]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863”
计划、“97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等科技计划和基金，支持应用性、前瞻性和战

略性的农业科学研究；二是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

费、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经费等专项，

组织开展农业应急性、培育性和基础性科研工作；

三是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四是专

门安排资金用于支持科技入户示范县建设、科技示

范区建设等工作；五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②；

六是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 [10]。为了引导地

方财政扶持农业科技投入，中央财政还实施了“星

火计划”、中央补助地方科技基础条件专项资金、

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资金、科普惠农兴村行

动专项资金、设施农业给予财政补贴、旱作农业生

产技术推广资金等。但在调研中却发现，工业发达

的省市区多数没有有效地建立起地方政府农业科

技财政投入和重点扶持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的地方

政府行为偏好。2009-2010年广西区本级财政安排

1200万元支持实施自治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52
项，2011年区本级财政继续安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资金750万元。2002年设立海南省农业科技110项

目，2003-2007年共投入7386万元，其中省财政投

入1353万元、市县（区）财政投入1692万元，而企

业、科研院所、专业协会等投入4166万元，2008年

该省对农业科技110项目实施省财政为期5年、总

体投入3500万元的资金支持 [11]。苏州2007年对农

业的总投入近亿元，但这些投入大部分用于农村的

基础设施建设，真正用于农业科研的部分很少，仅

占农业GDP的0.04% ～ 0.05%。这种倒挂现象应引

起高度重视。

（6）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农业科技推

广既是农业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业科技资

源供求均衡的重要通道。基层地方政府在农业推广

体系上的作用有限，农技推广体系的功能不全，其

主要症结集中在体制上。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网络体

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组织框架对地方政府的行政依

附性十分突出，导致政府、农业科研、技术推广人

员的技术创新和推广与农民的技术需求相脱节 [12]，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目前，我国农业科技

创新服务体系的组织体制，仍然依附计划经济体

制的行政条块管理体制。这形成了农业科技创新社

会化服务体系的区域独立性，必然导致我国农业科

技创新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地方垄断和封锁倾向。因

此，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也与政治体制和地方政

府行为直接相关。

（7）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产出能力有待提高。农

业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领军企业是农业新技术、新

知识、新产品、新工艺创新甚至农产品新型商业模

式创新实施的主体。但是地方政府在培育农业科技

自主创新领军人才和领军企业方面的作为十分有

限。缺少农业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领军企业是我国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发展能力不佳的重要原因。

欧洲各国把能否产生优质、安全农产品的新技术作

为能否提高本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地位的一

项首要内容 [13]。《“十二五”农业与农村科技发展规

划》提出，我国生物种业、农业装备、食品制造、

生物质能源等产业核心技术严重不足，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专用型高产优质新品种匮乏，主要商用畜

禽良种和部分高端蔬菜种子均依靠国外，许多先进

装备主要依靠进口，自主创新能力相当薄弱，迫切

需要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提高科技

对产业发展的引领能力，提高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的

产出能力。在我国，种子产业安全包括农业安全不

容乐观。我国种子市场甚至出现了“1克洋种子1克

金”现象。这与我国领军种子公司农业科技资源集

聚配置能力不足密切相关。我国50%以上的生猪、

蛋肉鸡、奶牛良种，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种

依赖进口（陈萌山，2012）。一些进口种子已占据了

我国高端种子市场的一半以上，如甜菜种子90%、

向日葵种子60%都由外国种子公司控制。有媒体

称，外国种子公司已经控制了中国70%的种子市

场，美国先锋公司“先玉335”玉米仅用3年时间成

长为中国第三大玉米品种。客观上，中国在农业外

资企业的相关市场准入和股份比例缺少保护规定。

我国持种子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有8700多家，真正有

育种能力的不到1%。另外，有效支撑农业自主创

新的国内市场需求保护和培育也存在明显差距。为

鼓励农民使用农作物优良品种，2002年中央财政设

立大豆、小麦、玉米、水稻、棉花和油菜等农作物

② 国务院批准设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专项，由中央财政拨款，科技部、财政部共同管理。2001年至2010年，中央财政累计

投入3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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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种补贴。但这项富有前瞻性的政策没有得到有效

的执行，而且地方政府在保护和培育能有效支撑农

业自主创新的国内市场需求方面更是低作为甚至不

作为。要让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韩长

赋，2010），就必须培育农业科技自主创新领军人

才和领军企业。

3 矫正地方政府变异行为的对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村现代化、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都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农业科

技资源配置、农业科技创新上的有为作用和历史责

任，并最终建立起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

和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可持续积累机制。剖析农业

科技资源配置的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分析其变异的

原因，对建立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新机制具有重要意

义。应有力实施中央政府促进农业科技资源配置和

农业科技创新的政策，建立各级政府财政农业科技

投入的优先机制，形成地方政府农业科技财政投入

的新偏好，以矫正地方政府在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中

的行为变异。

（1）学习借鉴成功经验，强化地方政府农业科

技投入的责任和职能。必须在充分认识农业科技资

源配置公共品性质的基础上，在改变地方政府天然

的非农偏好和口号农业缺陷的前提下，增强地方政

府加强和引导甚至主导农业科技资源有效配置和农

业科技创新的全局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

在促进农业科技资源有效配置中多承担相关责任和

义务。为此，地方政府必须将农业科技资源有效配

置作为新时期农业产业化工作，特别是农业科技创

新、农业技术推广的首要目标。一要将地方政府农

业科技财政投入作为加快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的重要

手段，强化地方财政对农业科研投入的职能考核，

提高地方政府农业科研投资占GDP的比重，把以改

善农业科技创新为重点的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技术

推广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地方政府投资的范畴。二要

解决农业科研及其推广与农业生产各自为政、相互

脱节的体制顽症，以农业新技术应用为核心，提高

地方政府对农业科技资源共享的扶持水平和农业产

业创新的服务水平。三要采取综合政策手段，优化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的区域环境。如加强农村教育、

农业基础设施和防灾设施建设，出台农业科技创新

的优惠扶持政策、加大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重点

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培育等。农业龙头企业

市场竞争力的根本性提高必须依赖农业科技创新能

力的积累与提升。四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积

极探索地方政府农业科技投入的新路径和新机制。

近年来，印度政府大幅增加农业科技与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印度中央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

入占到了总科研投入的15%，而地方政府科研投入

的91.5%用在了农业及相关领域，形成了印度政府

在良种研发、生产及推广，微灌工程推广，农产

品营销网络建设，农产品仓储加工以及新农村建设

（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的政府投资优势。这值得仿

效。在我国，各地方在科技创新方面进行了大胆的

尝试。“十一五”以来，江苏省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农

业科技创新的模式。江苏建立了省农业科技自主创

新专项资金、省级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专项引导资

金、农业三项工程等各类农业科技专项扶持资金，

逐步建立全省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十一五”

期间，省财政共安排农业科技专项扶持资金12.2亿

元；省农业行业拥有各类专业人才近14万人，其

中涉农科研人员1.2万人，占全国农业科研人员总

数的10%以上 [14]。2012年，昆山市财政预算安排

资金700万元，对带动作用强、市场前景好的科技

农产品加工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关键技术研究开

发以及农业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设立专项资

金重点扶持。山东省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上

的主导作用，2012年省级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方

面资金323.49亿元，比上年增加64.86亿元，增长

25.08%。山东省财政厅以发展农业优势产业、加快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目标，筹集专项资金6.25
亿元，并根据对2010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绩效

考评结果将51个续建县项目资金分配下达。河南财

政在支农资金绩效考评工作中也引入了竞争机制。

各地政府在推进科技创新、加大科技投入方面取得

了成功的经验，值得推广和借鉴。

（2）培育领军企业，广泛集聚社会农业科技资

源。第一，建立以现代农业龙头企业为中心，以农

民专业组织为依托，以科技特派员服务站为中介的

新型社会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积极培育服务农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领军企业，发挥科技型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大力实施科技特派员

农村科技创业行动，鼓励创办科技型企业和技术合

作组织。全国90%以上的县市已经开展了科技特

派员农村科技创业工作，下派的科技特派员数量已

达17万人，法人科技特派员达5500个，直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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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880万户，辐射带动农村5700万人，取得了显

著的成绩。第二，借助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思路来解

决我国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不足和低效问题，通过城

乡结合、工商农结合、政府和市场结合、国内和国

外结合等方式，建立起农业科技资源集聚配置的开

放机制，拓宽广泛集聚社会农业科技资源的平台和

渠道。第三，将农业科技资源有效配置与国家创新

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农业产业创新体系建设相结

合，特别是与农业新兴产业、领军企业和新生代农

民创业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科技资源

配置问题 [15]。第四，要加强农业新兴技术商业化应

用的孵化组织建设，培育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

企业。调查发现，地方政府对农业新兴产业如生态

农业、设施农业的投入供给能力在递增，这是地方

政府行为变异矫正的有益尝试，值得推广。山东省

级财政已筹集资金5000万元，以支持启动实施生

态农业和农村新能源示范县建设项目。资料显示，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已有不同类型、不同规模

的生态农业试点2000多个，生态农业县也有300多

个。中国已有7个生态农业建设点被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授予“全球环保500佳”称号。2010年，我国

园艺设施面积超过350万公顷，其中日光温室面积

超过38万公顷；生猪、蛋鸡、肉鸡、奶牛和肉牛的

规模化养殖比例分别达到64.5%、78.8%、85.7%、

46.5%和41.6%；设施水产中，海水与淡水养殖总

规模已达156万公顷和4358万立方米。

（3）建立社会化机制，促进农业科技配置的多

元化。建立和完善农业投资包括农业科技投入的多

元化机制，是新时期地方政府农业政策转型和创新

的重点之一。要认真解决农业科技投入金融政策滞

后问题。借助政策激励和制度创新来加大金融信贷

在农业科技投入多元化中的投入力度，是解决农业

科技资源配置中地方政府行为变异的基本思路。因

此，地方政府要加强政策设计和制度创新 ,积极鼓

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以及国

外资金向农业科技投资，采用各种融资渠道筹措资

金。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要运用财政杠杆

加强金融、税收、保险对农业科技的支持 [16]，形成

多元化和社会化的投入机制。另外，还可借助扶持

政策，在进一步促进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的基础

上，促进工商资本、高校、科研院所、风险投资、

金融和国外资本进入农业科技创新领域，完善农业

科技资源有效配置的社会化和多元化机制。

4  结语

政府是科技资源配置的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

我国农业资源配置和农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对政府

农业资源配置行为模式具有很强的依赖性。针对农

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变异模式的属

性、表现和原因，提出政府行为变异治理的相应对

策，促进我国农业科技有效配置的制度安排研究，

是一种基本的研究视角。从研究深化的角度分析，

如何研究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变异

模式和激励机制，如何限制这种地方政府行为变异

的可能性、影响范围和力度，是一种新的选择。这

能促进我国科技资源配置竞争模式由资源竞争转向

制度竞争，形成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地方政府竞

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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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措施。

 4.4 农村图书馆建设

图书馆是传递信息的重要机构。高校图书馆具

备丰富的信息资源，先进的服务技术，众多的专业

技术人员，而广大的农村图书馆则资源稀少、技术

落后，急需外界来帮助。随着农村经济文化的发

展，广大农村对信息技术的需求不断扩大。因此如

何利用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和优势服务落后的广大农

村图书馆成了高校图书馆工作者研究的对象。

5  结语

从本文统计分析的结果看，高校图书馆服务新

农村的研究不容乐观，一方面是相关的研究论文比

较少，特别是2005年以前，虽然中央及各部委非常

重视新农村建设，但是高校图书馆并没有走出象牙

塔，受《武汉宣言》和“三部委和河北省联合座谈

会”的鼓励，高校图书馆将服务迈向农村，相关的研

究才逐渐增多。另一方面虽然研究内容覆盖了新农

村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但是研究不够深入，重

复性研究较多，服务的方式方法单一。在高校图书

馆服务新农村的历程中，农业院校图书馆一直是主

力军，在未来的服务道路上，希望农业院校图书馆

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依托先进的信息技术和

先进的服务手段，促进对我国农村发展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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