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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服务功能的拓展和提升 ,与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在政府的政

策引导下 ,我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服务职能由单一技术环节向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拓展 ,协会也由单一

的技术合作组织逐步向技术经济实体方向演变。对我国农技协的服务专业、服务类型和基本职能等进行了分

析 ,总结了我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并从明确法律地位、将现代生产要素注入协会的发展

之中、规范协会内部治理结构和通过“内生外引”加强协会的技术服务能力建设等几个方面 ,提出了提升协会服

务能力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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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以下简称农技协)是由

农民自愿加入 ,民主管理 ,旨在改善生产经营质量、

增进农民利益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1 ] 。农技协的产

生和发展 ,是与整个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市场化进程

相伴随的。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对我国农村专业

技术协会服务功能的拓展与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

用。

　　一、我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政策
导向与职能演化

　　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产物 ,我国农技协

的产生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 ,其发展也

经历了由萌芽到成长和稳定的不同阶段[ 2 ] 。根据不

同时期我国政府对农技协的政策导向和农技协自身

发展的状况 ,可归纳为以下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

1. 第一阶段 (1979 - 1986 年) :国家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的不健全衍生出单一技术服务协会

我国最早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 ,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

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普遍推行 ,农

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此时 ,由于我国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还不健全 ,广大农民开始逐渐在一

些农村技术能手的带领下 ,自发组织起来相互交流

技术 ,发展农业生产。1979 年 ,安徽天长县成立了

中国第一个农民科学种田技术协会 ; 1980 年 ,四川

郸县又成立了养蜂协会。自此 ,我国农村专业技术

协会应运而生。到 1986 年 ,全国农村各种群众性的

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已发展到 6 万多个。但是 ,这

一时期的农技协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和管理章程 ,

政府对农技协的认识也不足 ,基本上处于无序发展

状态 ,农技协的服务职能也仅停留在单纯的技术交

流与服务层面[3 ] 。

2. 第二阶段 (1987 - 1999 年) :通过政策激励来

引导和扶持农技协由单纯的技术服务向产前和产后

服务领域拓展

农技协的产生首先引起了各级科协组织的注意

和重视。1986 年 10 月 ,中国科协以《一种具有中国

特色的技术经济合作组织正在农村兴起》为题 ,就农

技协的问题向国务院做了报告。1987 年初 ,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中国科协《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

经济组织正在农村兴起》的报告 ,指出 :专业技术研

究会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专业化的技术服务组

织 ,应当加以鼓励和扶持”,第一次从宏观政策上明

确肯定农技协的地位和作用。此后 ,在关于农业和

农村工作的许多文件中 ,中央、国务院都对农技协给

予了充分肯定。1991 年 5 月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章程》规定 :“县科协建立的基层乡镇科协 (乡镇科普

协会) ,联系指导农村专业研究会 (协会) ”,把农技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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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了地方科协的主要工作。与此同时 ,随着农村

改革的深化 ,高度分散的小农户与千变万化的大市

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此时的农技协由于规模

小、力量弱 ,仍然不能承担起带领农民走向市场 ,抵

御各种风险的重任[4 ] 。鉴于此 ,各级党和政府部门

出台了一些具体举措 ,来引导和扶持农技协的发展。

如 1993 年 11 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

央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指出 :“农村各类民办的专业技术协会 (研究会)是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支新生力量。各级政府要加

强引导和扶持 ,使其在技术服务过程中 ,逐步形成技

术经济实体 ,走自我发展、自我服务的道路”。1998

年 10 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扶持农村专

业技术协会等民办专业服务组织”。国家有关部门

对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也出台了有关扶持政策 ,如中

国科协提出“百县千会”试点工作 ;财政部和税务总

局 1994 年联合下发了《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

策的通知》规定 :对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提供的技术服

务或劳务所取得的收入 ,以及城镇其他各类事业单

位开展上述技术服务或劳务所取得的收入暂免征收

所得税。1995 年 11 月 8 日 ,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

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农技

协的组织网络体系。这一时期 ,国家密集政策的扶

持和鼓励 ,对农技协的发展起了催化作用[ 5 ] 。农技

协在政府的扶持和引导下 ,服务职能由技术环节向

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拓展 ,运行管理机制不断

完善 ,并逐步向技术经济实体方向演变 ,数量也达到

最高。其中 ,1997 年底为 13 万个 ,入会农户约 500

万人。

3. 第三阶段 (2000 年至今) :依靠市场机制的调

节来促进农技协的自我发展与变革

进入新世纪后 ,受金融危机和入世的双重影响 ,

我国农产品出口受阻 ,国内需求结构发生急剧变动 ,

农产品再度出现销售困难。农业生产的困境也直接

波及到农业产业组织的变革 ,许多规模小、实力弱、

市场风险抵御能力差的农技协要么逐渐被淘汰 ,要

么向其它更具市场活力的农村产业组织演变。特别

是 2007 年 7 月 1 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后 ,对

农技协造成了持续的冲击 ,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

农技协向多种组织形态的演化进程。2008 年 10 月

9 日至 12 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 ,我国农村

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历史变革的转折阶段。农户对

农技协服务功能和领域的需求不断扩展 ,出于解决

协会自身运作成本的考虑 ,部分农技协转变为农民

专业合作社 ,或者在协会下面组建合作社或其它经

济实体。统计资料显示 ,2008 年全国农技协总数达

到 133 601 个 ,会员总数为 1 131. 24 万人 ,但其中包

含许多已转化或即将转化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协

会。这一时期 ,政府一方面继续对农技协的发展给

予扶持和引导 ,另一方面也开始寻求市场机制的导

向作用 ,促进农技协与市场接轨 ,实现其自我体制、

机制的演化和变革[6 ] 。如 2006 年 ,中国科协和财政

部推出了《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科技部每年也通过

星火计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科技扶贫等项目

支持和引导基层农技协的发展。从整体上看 ,这一

阶段的农技协组织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服

务职能进一步向综合型和多元化方向拓展 ,有实力

的协会开始尝试为农户提供信贷担保、农资赊购、维

权以及其它各项社会化服务 ;有些协会开始探索创

办或转向各种经济实体 ,以提高协会市场竞争力和

自我发展能力。但由于服务功能的单一性和市场运

营能力的缺乏 ,导致农技协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无法

从市场获得相应的利润返还来支撑和推动农技协的

进一步发展壮大 ,农技协的发展呈现出发轫以来的

低谷 ,其管理体制、服务职能、运作模式和发展方向

都急需进行一场深入变革 ,以此来推进农技协与市

场接轨 ,更好地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

　　二、我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服务
领域及类型

　　1. 我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服务专业领域

我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专业门类已经日臻齐

全 ,目前已基本覆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和领域。

从技术领域和产业环节来看 ,基本可分为 : (1) 种植

技术类总数为 60 794 个。其中 ,粮食作物类 20 220

个 ,经济作物类 39 446 个。(2) 养殖技术类总量为

39 073 个 ,其中畜业 16 750 个、禽业 6 955 个、渔业

9 066 个以及其它类别的 4 370 个。(3) 农产品加工

类 8 770 个。(4)农资流通类 4 677 个。(5) 农村节

能技术类 2 570 个。 ( 6 ) 经纪人协会 2 728 个。

(7)其他 7 263 个。各技术协会占比如图 1 所示 ,说

明我国农技协的服务专业领域以传统种养殖业为

主 ,与市场体系联系密切的流通、加工等类协会数量

偏少 ,而正是流通和加工功能的缺失 ,制约了我国农

业产业的增效和农民的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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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分类

　　2. 我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服务类型及功能

受区域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条件差异性以及政

府支持力度的影响 ,我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服务

类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概括来讲 ,主要可分为

如下几种服务类型 :

(1)单一技术交流型。此类农技协主要针对产

前、产中环节开展技术和经验交流 ,如产前良种选

购、产中技术交流和田间管理技术指导等。这类农

技协以专业技术能手为核心 ,由有着共同生产经营

项目的农户会员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科技的引进、消

化、吸收、传播和推广 ,有利于缩小区域内农户之间

的技术差距。但由于只是单一环节的互帮互助 ,会

员之间的关系较松散、组织管理欠规范 ,对于降低生

产成本、增强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及保证农民权益等

都没有太大的帮助。

(2)综合技术服务型。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

需要 ,一些农技协逐步扩大业务经营范围 ,将服务领

域从产中技术服务扩大到产前的农资供应、信息提

供以及产后的销售服务等。如以优惠价格为会员提

供良种、肥料、饲料、农药、农膜 ,帮助会员联系产品

销售渠道等 ,使农技协演变成我国农村社会化服务

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7 ] 。依据性质的不同 ,此

类农技协还可以分解为技术服务类和市场服务类。

由于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 ,这类农技协有的逐步

发展成为乡、村支柱产业的带动组织。

(3)技术经济实体型。一些农技协在组织内分

化出一部分会员集资组成一定的经济实体 ,这样的

做法使协会会员分化为核心会员和联系会员 ,核心

会员往往利用农技协的牌子再组建某种经济实体 ,

如合作社或民营企业。这种经济实体隶属于农技

协 ,主要贡献是能为协会运作提供经费支持。此外 ,

外来投资者的出现也是一种重要的力量 ,即企业以

单位会员的名义加入协会 ,成为协会中最有实力的

会员。

(4)行业协会型。与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相

适应 ,一些协会的业务范围逐步突破了地缘限制 ,发

展成跨乡、跨县、跨地区甚至跨省的行业性协会。加

之一些农技协本身就是以“官民合作”形式 ,在地方

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有些协会的主要

工作人员事实上就是由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的干部职

工兼任的。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到位 ,

政府就会将原来部门行使的行业自律的职责转移给

这些协会 ,这些协会自然就会成为区域性的行业协

会。

据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统计资料显示 ,

2008 年我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服务类型中 ,技术交

流类 39 756 个、技术服务类 40 532 个、市场服务类

13 854 个、技术经济实体类 16 351 个、行业协会雏

形类 6 956 个、其他 8 542 个。统计数据显示 ,技术

服务类是目前我国农技协的主要类型 ,占到总数的

31. 5 % ; 其次为技术交流型 ,比例为 30. 9 %。与

1997 年 50 %的比例相比 ,技术交流型的农技协数量

在逐渐减少 ;而市场类和实体类的比例在逐渐增加。

目前 ,技术经济实体类、市场服务类和行业协会雏形

类分别占总比例的 12. 7 %、10. 8 %和 5. 4 %。这说

明农技协的服务内容逐步向市场化和实体化方向迈

进。

　　三、制约我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服
务能力的主要因素

　　我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从总体上看仍处在发展

初级阶段 ,在服务能力、发展规模和技术水平等方

面 ,还难以满足新形势下广大农民对科技的迫切需

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归纳起来 ,主要存

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

1. 行政管理体制不健全

目前 ,农业、民政、工商、科协等各部门都参与农

技协的管理。如农业部门从产业化经营的角度进行

指导 ;民政部门从社团登记、社团运作的角度进行管

理 ;工商部门从市场的角度进行管理 ;科协从技术的

角度对农技协进行业务指导等 ,形成了各个部门各

自为政、缺乏沟通与协调的多头管理局面 ,影响了协

会的有序发展。同时 ,许多地方政府对农技协的发

展缺乏正常的认识 ,农技协在财力、物力方面难以得

到地方政府支持 ,在税收、贷款等方面也没有优惠政

策。

2. 治理结构不合理

目前 ,大部分协会存在章程制定不规范、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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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脱离实际和不按章程办事的现象 ,许多协会的

会员大会、民主决策、运行监督和财务管理等制度大

多流于形式 ,致使协会责权不明确 ,会员对协会及其

领导人缺乏监督 ,制度很难执行或根本无法执行。

同时 ,许多协会的机构设置形同虚设 ,有的甚至没有

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 ;协会内部管理主要实行

“家长式”管理和“能人治理”模式 ,重大问题由少数

领导人“说了算”,缺乏健全的民主决策程序与执行

机制 ,削弱了协会的凝聚力。

3. 利益联结机制缺失

许多协会的发起人主要是各村的产销大户、乡

村干部和科技人员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忽视小规模

会员和农户利益诉求 ,甚至牺牲会员和农户利益的

行为。一些地方的农技协甚至已沦为个人谋取私利

的工具 ,他们以协会为平台 ,以牺牲农户利益为代

价 ,来获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严重挫伤了农户参加

农技协的积极性。同时 ,受农技协公益性职能定位

的影响 ,缺少将广大农户和会员联结起来的抓手 ,大

多数农技协同会员和广大农户的关系比较松散 ,协

会对会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非常薄弱 ,难以组成紧

密型的合作组织。

4. 运转资金缺乏

资金是制约农技协发展的瓶颈。调查发现 ,绝

大多数农技协都存资金短缺、日常运转困难的问题。

受农技协公益性和非盈利性社团法人性质的影响 ,

农技协对农户的服务都是免费的 ,缺乏依靠自身积

累实现规模发展的能力。而农村信用合作社及其他

金融机构又不愿意向协会提供贷款 ,各级政府对农

技协资金扶持政策也非常少 ,寻求政府财政资助又

难以立项。并且 ,农技协还必须到民政部门交纳一

笔注册登记费 ,每年年审也要缴费 ,有的地方还存在

“吃、拿、卡、要”等现象 ,加重了农技协的经费负担。

5. 技术支撑能力不足

由于缺少资金和产业实体 ,协会无法与科研单

位建立持续、长久的合作关系 ,协会内部又缺乏真正

懂技术的人才 ,致使我国农技协技术支撑能力严重

不足 ;同时 ,大部分农技协均缺乏有效的市场信息交

流平台和服务网络 ,致使协会在技术普及、指导生产

和社会服务中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此外 ,大部分协会

服务覆盖地域仅限于本村 ,跨区域辐射的范围十分

有限[ 8 ] 。因此 ,总体来看 ,我国农技协在满足农户和

农业生产的多样化需求、提升农业生产规模、提高农

业产业比较效益等方面的能力和作用仍有待加强。

　　四、提升我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服
务能力的政策思考

　　1. 明确协会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政策待遇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作为农村技术经济合作组

织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社团 ,因此在管理上应区别对

待。1998 年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在许

多方面已不适应农技协发展的需要 ,存在许多制约

农技协发展的规定。当前 ,农技协缺乏明确具体的

法律地位和法律规范 ,难以保障其正常的经济活动

和合法权益 ,从而限制了协会技术经济合作的范围

与作用 ,使协会发展处于不利地位。建议国家有关

部门及早着手研究制定《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管理条

例》或相关法律法规 ,明确农技协应有的法律地位 ,

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 ,规范和促进其发展。2007 年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后 ,中央和地方政府相应

出台了许多扶持农民专业全作社发展的政策。对

此 ,在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文件中 ,特别是中央部门

的政策文件中也应明确给予农技协和农民专业合作

社以同等的政策待遇。

2. 通过政策引导 ,将现代生产要素注入协会的

发展之中

作为非营利的社团组织 ,农技协的成长离不开

政府的扶持和引导。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

门要围绕农业产业化发展需求 ,从资金、技术、项目、

信息、人力等方面对农技协给予支持 ,帮助农技协开

展科技培训、信息采集和发布以及成果示范推广。

财政、金融、工商、税务、农业、科技、民政等部门要在

贷款和农业开发、建立龙头企业、科技推广专项经费

使用等方面给予农技协会一定的资金扶持 ,支持农

技协发展新产业、开发特色产品、延伸加工和流通 ,

实现产、供、加、销一体化的农业生产经营。要依法

允许和鼓励农技协创办下属的经济实体 ,提高市场

经营和运作能力 ,解决运行经费困难 ,提高协会自我

发展能力。同时 ,要积极探寻财政扶持与金融信贷

支持农技协发展的有效模式。将农技协的发育和农

村金融的发展有机结合。鼓励科研院所、大专院校

和社会组织依靠资本、技术和市场优势 ,到农业产区

领办和创办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将管理、金、技术、人

才和信息等现代生产要素引入农村 ,注入农村专业

技术协会的肌体之中 ,促进农技协的健康有序发展。

3. 规范内部治理结构 ,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科学规范的运行机制是我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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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当前 ,农技协急需构建一

套能够解决实际困难的合理运行机制和治理结构。

在未来制度构建中 ,政府应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法规

来进一步加强对协会的组织管理 ,完善协会章程 ,明

确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包括一人一票表决权 ,选举权

与被选为协会干部代表的权利 ;在制度设计上更多

地为小农户着想 ,真正体现协会自主、自愿的组织原

则。要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会员 (代表) 大会、理事

会、监事会”等“三会”制度 ,引导农技协建立健全内

部组织结构 ,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利益共享、风

险共担 ,使农民真正受益。同时 ,通过法律来明确和

构建农技协与农户之间的合理利益关系 ,形成利益

共同体 ,使协会由松散型向紧密型发展。

4. 通过“内生外引”,加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

技术服务能力建设

要通过“内生外引”的方式 ,加强农村专业技术

协会的技术服务能力建设。“内生”即 :通过加强对

协会技术骨干的培养 ,增强农技协自身的技术支撑

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加强对农技协管理者及成员

的业务培训 ,培养一批农村实用技术带头人和生产

专业技术能手 ,提高农技协的专业水平 ;帮助农技协

同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挂钩合作关系 ,

开展技术业务培训和实用技术指导 ,培养和造就一

支懂生产技术 ,懂市场营销、懂民主管理的农村专业

技术协会骨干队伍。“外引”即 :整合各种农村基层

科技资源 ,如专家大院、职业学校、农业服务中心等 ,

形成合力 ,为协会提供坚强的技术支撑 ,增强其服务

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鼓励科研单位和企业将项目

下放到基层 ,与农技协开展和建立长期稳定的技术

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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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 icy Considerations for Promoting Service Capacity of
Rural Special Technique Associations in China

CH EN Shi2bo

( Chi nese A cadem y of S cience and Technolog y f or Development , B ei j i ng ,100038)

Abstract 　Extension and p romotion of rural special technique associations service f un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wit h t he government policy guidance in t he different period. Guiding by government policy ,serv2
ice f unction of rural special technique associations in China are developing f rom single technical link to

every links of t he p re2inter2post p roduction ,and the technique associations has also changed f rom single

technology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o technology economic entit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ervice spe2
cialty ,type and basic f unction of rural special technique association , and summarizes the out standing

problems t he technique association facing. An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advanced ,including specif2
ying it s legal stat us ,p ut ting modern production element into t he develop ment of technique association ,

normalizing internal governance st ructure ,and st rengt hening the technical service capacity building by

endogeny and int roduction f rom out side etc.

Key words　rural special technique association ; service capacity ; restrictive factors ;policy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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