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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城市农业科研院所转型期的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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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省会城市农业科研院所是区域性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通过对其创新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

出了其在变革转型期的创新策略:建制结构由专业分割向综合组团转变,打造创新力;学科定位由研究趋同向特

色差异转变,提升竞争力;服务形式由提供成果向综合方案转变,扩大影响力;体制架构由事业为主向事企互动

转变,激活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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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省会城市(含副省级城市,下同)农业科研院所,
是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节点。“地市级农

业科研院所是我国从中央到地方五级农业科研和推

广体系网络中的重要‘驿站暞暠[1],与地级农业科研院

所相比,它具有更多的科技、经济、社会、区位等资源

优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近10多年来,省
会城市农业科研院所,发挥城市优势,抢抓国家科技

体制改革机遇,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推

进农业发展方式变革转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创新

策略。
本研究以全国大城市科研院所联谊会成员单位

为考察对象,考察对象包括东北地区:长春市、哈尔

滨市、沈阳市;西北地区:西安市、兰州市;西南地

区:成都市;华北地区:石家庄市、青岛市;华中地区:
武汉市、郑州市、南昌市;华东地区:杭州市、南京市、
福州市、宁波市;华南地区:广州市。总结他们在创

新方面的实践和探索,从策略层面反映省会城市农

业科研院所的走势及创新成果(文中所用到的未注

明来源的数据均为笔者考察调查所得),为我国农业

科技创新提供借鉴。

暋暋一、建制结构由专业分割向综合组

团转变,打造创新力

暋暋建制是农业科研院所的基础,是研究机构、职
能、人才、条件的载体,是院所科技创新内在条件的

总和。建制结构则是构成建制的各个要素和构件的

组合方式。“如果说,系统的每一个要素或构件,都
趋向由这些要素和构件整合成的系统,具有某种功

能的话,那么,结构便是使这些要素和构件的功能,
通过系统整体功能得以有效发挥的中介和纽带。在

这个系统中,相对于功能而言,结构就是工具。也就

是说,如果没有这个结构,把各个要素、各个构件充

分而完整地整合在一起,那么这些零散的要素和构

件之功能,就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整体大于部分

之和,就是结构的作用暠[2]。建制结构决定科研功

能。省会城市农业科研院所采取多种形式,整合科

研资源,重塑创新基础,优化建制结构,推动由专业

分割向综合组团的转变,有效地增强了其在国家农

业科技创新区域布局中的地位,有效地提高了城市

“菜篮子暠和市民“菜盘子暠科技创新的能力。

1.并所设院

如何将分散的科研所整合起来,使其在农业科

研上趋向优化,以更好地服务城市,武汉率先进行了

尝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科研迎来了发

展的春天,一批专业性科研所相继组建。如武汉市,
在1978年9月至12月期间,市政府先后批准成立

了6个涉农研究所,其中市农机化服务总公司设立

武汉市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所,市蔬菜局设立武汉

市蔬菜科学研究所,市农林牧业局设立武汉市农业

科学研究所、武汉市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武汉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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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果树科学研究所,市水产局设立武汉市水产科学

研究所。初步形成了覆盖大农业的学科门类科研体

系。但各科研所分属于农业主管部门,处于专业分

割的状态。为了解决这种状况,1984年6月,武汉

市政府整合市属农业科研资源,将隶属于市农口各

部门的科研所集中成立武汉市农业科研中心。1989
年9月又将其更名为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
此后市政府又在农科院框架内,相继批准组建武汉

农业干部培训中心、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现代都

市农业研究院、现代都市农业规划设计院。至此,武
汉市农科院成为一个集科研、示范、推广、培训、服务

为一体的综合型公益性事业单位,成为将分散的农

科研机构向整合设院总分一体的先行先试典型。

2.升级扩容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至今,一些省会城

市追随武汉市并所设院的足迹,纷纷整合科研资源

组建农科院。有的城市将原有的研究室升级成科研

所并设立农科院,如宁波市,2000年12月组建宁波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内设8个机构,分别为作物研究

所、林业研究所、蔬菜研究所、生态环境研究所、生物

技术研究所、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农业新品种引进中

心、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等;有的城市虽然仍然挂科

研所的牌子但其学科门类设置实际已是院的雏形,
比如福州市农科所,内设果树、花卉、作物、畜牧、食
用菌、生物中心等6个研究室。结构的升级必然带

来功能的增强,这些院所已成为区域性农业科技创

新的重要力量。

3.功能再造

为增强地区性农业科技创新功能,有的城市以

功能再造倒逼建制结构的完善。如兰州市,为在功

能上打造更加符合农业生产需要的农业科技建制结

构,该市于2009年将原兰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兰
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整合重组为兰州市农业科技

研究推广中心,内设农作物科技研究推广站、蔬菜科

技研究推广站、瓜类科技研究推广站、果树科技研究

推广站、植保植检站、土肥与节水研究推广站、经作

与花卉研究推广站等8站。实践证明,这种把涉农

科技单位一体化、科研推广结合的做法,不仅充分吸

取了涉农科技机构分散的长处,还有效地避免了它

们的种种弊端。
据不完全统计,至2010年底已有62%的省会

城市设立农科院。并所设院、升级扩容、功能再造,

优化的科研院所建制结构,促进了院所的学科发展、
队伍建设、条件改善,为院所建立和谐的创新体系、
体现社会存在价值以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诸多

功能的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暋暋二、学科定位由研究趋同向特色差

异转变,提升竞争力

暋暋农业科研必须根据市场经济规律,适时调整科

研方向[3]。省会城市农业科研院所,根据本地区现

代都市农业和“菜篮子工程暠的发展要求,建设重点

学科,创办特色院所,在业内和所在地区的竞争力不

断提高。特色院所大体分为5种类型。
(1)地理型。该类院所以市场为导向,将本地自

然气候与学科定位结合,推进特色学科建设。如哈

尔滨农科院建立寒地园艺学学科和水产养殖技术学

科,形成了2支梯次合理、素质优良的学科团队,其
中“寒地园艺学暠专业梯队2008年被评为省级重点

专业梯队。杭州市农科院研发钱塘江土著鱼(虾)品
种20余个,其中10个品种已达到规模化繁育水平。

(2)资源型。武汉市农科院依托本地水资源禀

赋,开展水生蔬菜资源收集、评估及利用。建成“国
家水生蔬菜种质资源圃暠,研究出世界上第一支试管

藕。育成莲藕、芋头、茭白品种20个,推广至全国

20多个省160多个县市。福州市农科所依托本地

种质资源,培育出甘薯、甜橙、枇杷等优良品种。
(3)强化型。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暠的原则,

强化优势学科建设。如郑州市蔬菜研究所:首创大

白菜 AN-15自交不亲和系,选育的“豫白菜6号暠
荣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连同“豫马铃薯2号暠
和“豫番茄6号暠等3个品种,推广到全国300多个

市(县)。此外,成都农林科学院的油菜育种,石家庄

市农科院的小麦和棉花育种,西安市农技中心的厚

皮甜瓜育种,广州市农科院的甜玉米育种等,已成为

区域内的优势学科。
(4)扩张型。该类院所倡导培植优势学科,发展

特色学科,开发新兴学科,不断扩张研究领域。如宁

波市农科院,利用水稻籼粳亚种间杂交,育成“甬粳

3号 A暠和“甬糯2号 A暠,分别填补国内相关不育系

选育空白,育成杂交糯稻填补国内粳型杂交糯稻选

育空白,选育出的16个新品种在浙江、江苏等6省

大面积推广;该院还选育出瓜菜新品种24个,其中

9个通过浙江省品种审(认)定,“甬砧1号暠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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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唯一通过省级认定的西瓜砧木品种。青岛市农

科院放大原有大白菜学科优势,利用胞质雄性不育

系选育春夏大白菜新品种20多个,获得国家新品种

授权1个,申请国家品种权保护7个。
(5)交叉型。该类院所紧紧跟踪农业科技趋势,

创建边缘交叉学科。杭州市农科院对“水体修复水质

改良暠立项研究,效果显著,水质由原来的桇类,提高

到栻-栿类;他们还研制桑枝条粉碎机,利用桑枝发展

食用菌栽培。广州市农科院开发雨水回收利用、植物

残渣无害化堆沤、频振式杀虫灯等低碳循环节能新技

术20多项。宁波市农科院“主要创汇蔬菜无公害生

产技术研究与示范暠获浙江省农业丰收一等奖。
差异化———跳出该行业来重新审视这个行业,

从而发现新的机会、开发新的产品。同于人者制于

人,异于人者才能制人[4]。靠“建设重点学科,创办

特色院所暠,省会城市农业科研院所都有了“当家暠学
科和“叫得响暠的成果,改变了过去课题低水平重复、
学科多乱杂设置的同质现象,有效地提升了在业内

的竞争能力。

暋暋三、服务形式由提供成果向综合方

案转变,扩大影响力

暋暋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中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
有的科研成果形不成直接的生产力,有些科技成

果长期在有限领域徘徊,有的先进技术不能及时

得到普及和推广。个中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推广服

务没能形成一个有机系统,缺乏整体配套功能。
农业生产是一个综合要素构成的体系,农村是一

个技术需求的洼地,仅凭单项技术推广,不但难以

发挥科技生产力的作用,而且也难以满足农业生

产需要。只有把科学与技术、技术与技术、技术与

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综合考虑,才能促进

科学技术的应用、转化和创新[5]。省会城市将单

纯提供成果转变为科技配套综合方案,在服务形

式变革上不失为有益的探索。

1.构建成果转化模式

沈阳市农科院针对本地农业主导产业,构建推

行“实施一个项目,推广一项技术,创立一个品牌,带
动一批农户,致富一方农民暠的模式,取得较好效果:
畅通了科技人员进入经济主战场的渠道,拉近了科

研单位与基层的距离,推动了结构优化调整,促进了

农民增收。

2.组织科技推广行动

兰州市农业科研推广中心实施“一优五化暠农业

科技推广行动:优化农业结构,实行产业化经营、标
准化生产、规模化发展、精细化加工和社会化服务。
走出院门搞科研,面向农村搞推广。推出“特派员+
协会暠“特派员+农户+市场暠“特派员+合作社+市

场暠“特派员+科研项目暠等服务模式,近年来共联系

10个龙头企业,17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1.58万

人次,发放技术资料5.5万份。科技推广行动较好

地促进了各项技术的应用。

3.对接各类专业协会

西安市农技推广中心,培育和扶持蔬菜产业协

会和甜瓜专业合作社。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支持协会

和合作社,引导农民积极投入土地托管和土地入股,

2010年土地托管规模达5个乡镇15个行政村3800
户1100hm2,同时推行“统一购种肥、统一整地、统
一种植品种、统一田间管理暠,实现了农业经营和农

业科技的有机结合。

4.实施技术集成计划

长春市农科院实施农作物高产综合配套栽培技

术推广计划,近年来在全市所属县(市、区)建立农业

科技实验示范基地16个,总面积36hm2,辐射面积

5000多hm2。“技术集成计划暠在农业科技示范、
推广、普及、成果转化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5.实施多功能农业工程

为发展现代农业,一些院所实施了旨在开发农

业多功能的工程。如哈尔滨市农科院建立北方现代

都市农业科技园,成为国家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基地、
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基地、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基地、旅
游观光和婚纱摄影基地,该项目获黑龙江省科学技

术一等奖。又如南京市蔬菜(花卉)研究所,投资兴

建农业多功能园区,建成6大平台:农业部南方工厂

化育苗中心,全国农业科普示范基地,国家AA级旅

游景区,江苏省现代农业科技园,南京灢以色列农业

科技园,低碳循环农业院士工作站,充分挖掘了农业

的科研、生产、展示、培训、休闲等多种功能。
提供公共服务是城市农业科研院所的重要职

能,服务形式由提供成果向综合方案转变,改变了过

去推广单项技术成果的做法,使农业科研院所初步

适应了农业生产对科技的需要,不仅促进了农业科

技生产力,还有效地履行了院所的公共服务职能,提
高了科研院所的显示度,发挥了“地市级农业科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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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其特有的区位优势、人才优势和成果优势在促

进农村改革发展中的作用暠[6]。

暋暋四、体制架构由事业为主向事企互

动转变,激活生命力

暋暋我国农业科研院所多为公益性事业体制。在这

种体制下,“吃饭暠靠财政支持,“干事暠凭院所运作,
难免出现科技成果产业化缺乏动力、科研院所缺乏

活力的现象。“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正遭遇日益

激烈的竞争环境,加快重建自身的发展基础,提升自

我发展能力已迫在眉睫暠[7]。省会城市农业科研院

所采取事企互动的方式,2种机制的融合显现出强

大生命力。

1.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石家庄市农科院以开发自身科技成果为基础,
创建大地种业公司。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先进经营

理念和营销网络宣传方式,建立直销式网点、仓储式

网点、区域营销网点、专营直销网点360个,形成了

稳定的成果产品扩散体系,覆盖全省并辐射周边6
省,全院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97%,实现了自身效

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2.实施品牌营销战略

郑州市菜科所充分发挥现代企业制度在科技成

果转化中的作用,创造条件鼓励和引导开发实体走

向市场,加强品牌建设,实施品牌战略,完善售后服

务,注重产权保护,提升其“郑研暠和“祥龙暠品牌美誉

度和知名度,不仅推进了自主创新成果的转化,促进

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进了成果价值的实现,而且

还使郑州郑研种苗科技有限公司和河南祥龙种业有

限公司得到不断壮大发展。

3.引入股份合作机制

武汉市农科院引入股份合作机制,采取3种形

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对事关全局的重大疫病防控

的兽用疫苗成果,实行控股,吸收民间资金和管理,
组建股份公司;对具有完全市场竞争力的成果,实行

参股引导,吸引社会资金入股组建有限公司;创办民

营企业,支持科技人员创办实体,鼓励科技成果入股

和科技人员持股。全院科技型企业呈稳步发展态

势,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城市

农业科研院所在院所内尝试科技体制改革,推进科

技成果产业化,科研为企业提供成果,支撑企业;企
业实现成果价值,反哺科研。这种转型变革似乎更

加符合农业科研院所的实际。

暋暋五、结论与讨论

(1)建制结构由专业分割向综合组团转变,整合

设院,从体制上奠定了农业科技创新基础。实践证

明,这种建制有利于院所利用各类资源打造交叉学

科、边缘学科和横向学科等新兴学科;有利于院所建

设自主创新体系、技术服务体系和成果转化体系;有
利于促进学科发展、队伍建设、条件改善及交流合

作。但应当注意协调设院单位与涉农部门“各吹各

的号,各唱各的调暠的问题。率先设院的武汉市采取

各科研所所长与农业主管部门业务处室处长交叉任

职,使科学研究与政府决策对接,缓解了“号暠与“调暠
的矛盾,但真正解决科研服务与生产贴近的问题,仍
然需要在体制机制完善上深化改革。

(2)学科定位由研究趋同向特色差异转变,靠
“建设重点学科,创办特色院所暠,省会城市农业科研

院所都有了“当家暠学科和“叫得响暠的成果,改变了

过去课题低水平重复、学科多乱杂设置的同质现象,
值得充分肯定。但不容讳言,一些带有基础性、长远

性、区域性的课题如土壤肥料、生物防治等公益性学

科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应注意加强宏观指导以改变

这种状况。
(3)服务形式由提供成果向综合方案转变,使农

业科研院所初步适应了农业生产对科技的需要,改
变了过去仅凭单项技术推广的做法,发挥了科技的

作用,提高了科研院所的显示度。但应该看到这种

转变仍然局限在生产层面,在农产品采后的贮藏保

鲜及农产品加工方面涉足不多,而且服务形式向深

层次探索方面如农科教、产学研结合等还有待完善

和加强。
(4)体制架构由事业为主向事企互动转变,促进

了农业科研院所科研成果产业化,显现出强大生命

力。但有的院所的尝试就像当年的“小岗村暠,敢做

不敢说,或遮遮掩掩,其中原因是担心政府消减编

制,减少财政支持。“农业科技是一个公益性十分强

的事业,面向的是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支撑的是母亲

产业暠[8]。应把农业科研院所当做特殊领域,给以特

殊政策,鼓励院所先行先试,以促进事企在成果转化

过程中的良性互动。
创新是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作为行

业性科技机构,农业科研院所特别是省会城市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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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单位,应发挥各自优势,抢抓机遇,积极完善创

新策略。从建制结构的优化中打造创新力,通过学

科的差异化提升竞争力,在服务方式的转变中扩大

影响力,在体制机制转型中激活生命力,使自己在创

新大潮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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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InnovationStrategyofAgriculturalResearch
InstitutesinProvincialCapitalsinTransitionPeriod

SONGQiao灢sheng
(Wuhan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Wuhan,Hubei,430065)

Abstract暋Theagriculturalresearchinstitutesinprovincialcapitalsaretheimportantfactorsinre灢
gionalagriculturaltechnologyinnovation.Basedonthesummaryoftheirinnovativepracticeandexperi灢
ences,thispapergeneralizestheinnovationstrategiesintheperiodofreformationandtransformation.
Theorganicsystemistransformingfromprofessionaldivisiontointegratedcombinationsoastoform
innovativeabiligy;thesubjectorientationistransformingfromsimilarresearchtocharacteristicdiffer灢
encesoastoadvancecompetiveness;theservicestyleistransformingfromprovidingachievementsto
multipleplansoastoextendinfluencesandthesystemtransformationischangingfromsingleinstitute
toinstitute灢enterpriseinteraction,inordertoactivatevitality.

Keywords暋researchinstitutes;innovationstrategy;organicstructure;disciplineorientation;tech灢
nologyintegration;system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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