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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一是农业生产者收益不高，即农业效益偏低的问题；二是

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和其他社会需求，即农产品供给与需

求还存在着明显的错位问题。

激励约束机制
是农业科技创新的关键
文 |李国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去
年年底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到现在已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一直是社会讨论的热点。对于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如何让农业

科技创新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

重要作用，我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要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讨

和实践引入深入

现阶段，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探讨总体上还不够深入，宽泛化、等同化

和表面化明显，这不利于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实践的发展。

宽泛化。在探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中，普遍存在着泛化、或者宽泛化的问

题。农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农

产品。从这个角度看，解决农业问题，甚

至与农业有关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即通常

所说的“三农”问题，都与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有关。

从经济社会全局来看，有供给、有需

求的差别。从农业自身来说，农业产业发

展面临的所有问题，实际上都是供给问题。

如果把我国农业经济运行和发展中所有的

问题全部看作供给侧问题，这种宽泛化，

虽然是对的，但没有体现供给侧中结构性

难题。探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

放任这种宽泛化，我们就有可能抓不住重

点，或者说我担心想解决的问题、难题没

有搞清楚，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

践就可能无的放矢。

农业问题很多，有的由来已久，需要

长期努力才能解决；有的是当前的突出矛

盾，必须尽快解决。如果把农业发展的长

期问题和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混为一

谈，就没有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或

者说没有弄清楚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应该着重解决最重要的难题是什么。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个人理解，

它除了强调供给侧这个方面之外，最主要

的是结构性的问题，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指

的是什么呢？我国当前农业发展的突出问

题：一是农业生产者收益不高，即农业效

益偏低的问题；二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和其他社

会需求，即农产品供给与需求还存在着明

显的错位问题。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提高农业供给

体系的质量和效益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首

要任务，这是从当前国民经济全局赋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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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业最重要使命而提出的。目前我国现

代农业发展保障农产品供给，不能再把农

产品供给数量增长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首

要目标，当前迫切要解决农产品供给的质

量安全问题，解决农业效率问题，也就是

农业竞争力的问题。有人认为农产品质量

安全问题和农业效率问题是同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但是不可相

互替代的，二者之间有时甚至是冲突和矛

盾的。

我国已经明确了施策和推进改革要坚

持问题导向。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解决的问题是有针对性的，是需要抓

主要矛盾和突出矛盾的，而不是把农业发

展的所有问题都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来解决。有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探讨宽泛化，实际上就是没有把农业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与结构性改革很好地区分开

来。我们在探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

应该避免宽泛化，这样才能把研究引向深

入，更好地发挥理论探讨和施策的指导作

用。

等同化。社会上有人认为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就是把过去我们提出的农业发

展政策措施和改革举措换一种说法，没有

新意。我认为这在认识上犯了等同化的错

误。如果我们不纠正等同化的认识，就无

法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讨引向深

入，在实践中就仍然会按照习惯思维、传

统做法来开展农业工作。显然，这就无法

解决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突出

问题。

表面化。我们在探讨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时，在认识上还出现表面化的倾向。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似乎很熟悉，每

个人都可以发言，但往往谈的都是表面化

的问题，较少涉及到农业发展的结构性问

题，更没有深入到我国农业发展的结构性

体制机制问题。

农产品生产成本高和农业比较效益偏

低，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信心不足，

这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需要解决的突出问

题。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从体制机制

上探讨，从体制机制改革上寻求解决之道，

我担心目前人们十分关心的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很可能就是谈论一阵子，最

后不了了之。

我认为中央提出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不仅不同于西方国家曾经主张的供

给管理，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供给（应）

学派提出的一些主张，而且也要避免将这

一举措与我国已经实施的和正在实施的推

进现代农业发展政策措施和改革举措完全

等同起来，也不能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理解为就是现有政策和改革举措无

所不包的集成，而应该由表及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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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供给侧主要矛盾及其推进结构性

改革的着力点。

面临的问题

当我们探讨发挥农业科技在发展具有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时，往往比较

注重农业科技活动，而对农业科技创新注

重不够。农业科技活动与农业科技创新密

切相关，但二者明显区别。研究开发是科

技活动，并不能等同于创新。创新是一种

经济活动，是要讲经济效益的。

过去，我国比较注重强调农业科技进

步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现在我国强调农业

科技创新，但实际上我国的农业科技创

新仍然主要停留在科技成果的应用上，而

没有建立起以农民科技需求为导向的科技

创新体系。无论是农业科技创新立项，还

是农业科技人员的研究开发实践，往往以

科技的先进性为导向，主要表现就是农业

科技活动主要局限于本领域关注的研究问

题，而农民在发展现代农业实践中需要解

决的问题往往无人问津，得不到解决。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事关农业科技资

源配置的我国农业科技立项，目前总体上

比较注重立项书对现有相关农业科技研究

的综述，比较注重围绕农业科技领域内关

心的问题开展的实验，比较注重农业科技

工作者感兴趣的课题开展研究开发。结果

农业科技项目重复研究多、成果虽然不少，

但推广难，结果是农业在发展现代农业实

践中的难题得不到解决，农业科技无法提

高农业比较效益，无法帮助农民增收。

农业科技资源对解决农民在发展现代

农业实践中难题的配置严重不足和不当，

造成农业科技活动与农业生产、与消费者

需求、与农民需要严重脱节，这就是要让

农业科技创新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发力必须着力解决的难题。

去年下半年，我们去福建农村调研，

当地果农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少施化

肥、少打农药的需要，很多农民自发行

动起来，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结果让果

农意想不到，果树不施化肥，不仅水果产

量低，而且水果的外形也不好，单个果子

很小。不打农药，虫瘿非常多，结果让农

民想按生态农业模式种植的水果不仅价格

低，甚至根本就卖不出去。这种结局对提

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比较效益会造成

怎样的伤害可想而知。

我们总说要推进生态农业发展，让化

肥农药实现零增长，但是当农民真正的要

发展生态农业的时候，技术问题却得不到

解决，科技发挥不出该有的作用。很多农

民去试了，失败了，最后发现不具备发展

生态农业的条件，结果农民还是回到原来

的农业生产方式。

互联网是农业发展的新业态。我们在

实际调查中发现农民利用互联网赚钱的很

少。为什么农民没有通过发展“互联网+”

获得创新所带来的收益？这虽然与信息技

术创新业态失败率很高的普遍规律有关，

但也与农民发展“互联网 + 现代农业”所

面临的技术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有关。

以农民发展农产品电商来说，如果不解决

农产品分等分级等技术问题，消费者怎么

放心地在网上购买呢？

农产品质量受多种因素影响。除化肥

农药等现代投入物外，还受天气影响。南

方有一个果农一直严格控制化肥农药使

用，在市场上创立了品牌。去年当地天气

不好，水果生长得比较差，糖分严重不足，

但由于没有从技术上对水果分等定级，长

得不好的水果仍然按照过去品牌水果销

售，结果让购买水果的消费者品尝后大失

所望，品牌发展遭受重创。

怎样让“互联网+”帮助农民来赚钱？

这不仅仅要让农民建立起“互联网+农业”

发展意念，不仅仅给农民普及电脑知识和

当我们探讨发挥农

业科技在发展具有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

化的作用时，往往

比较注重农业科技

活动，而对农业科

技创新注重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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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而且要能够及时地根据农民在

发展“互联网 + 农业”实现盈利实践中遇

到的技术难题进行攻关，这才是农业科技

创新，这才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才能走出农业科技尴尬的格局。

让农业科技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发挥关键作用，必须建立起以农民对科

技需求为导向的创新体系。

体制机制是突破口

发挥农业科技创新在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中作用，体制改革和机制建立必须

有所突破。

我们说建立以农民对科技需求为导向

的创新体系，并不是完全否定我国现有的

以领先科技为导向的研究开发。现代生

物科技突飞猛进，实施国家种子工程，

“十三五”作为重大专项加以支持，这无

疑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以单个重大专项的

当期经济效益来衡量。国家再花多少钱，

也是应该的。

除了一些基础性、先导性的农业科技

活动，我们不能仅凭它在农业生产实践中

带来多少效益而决定资源配置外，对于大

多数农业科技创新的资源配置来说，必须

要用市场价值，就是到底能实现多少经济

价值来衡量的。如果农业科技人员都按照

农业科技文献和科技先进性开展研发，就

非常可能出现重复性的劳动，这种研发虽

然是科技活动，但无助于我国现代农业补

短板，甚至是极其有害的。

研发是科技活动，创新是经济活动。

经济活动必须要用经济价值来衡量。如果

要用市场价值来衡量，如果科技体制不进

行改革的话，科技人员都盯住国家的重大

专项，不跟农民的实际结合起来，如果还

是按照这样一套规则配置科技资源，那么

科技创新就难以担负起在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中应有的重任。

发挥激励约束机制作用，需要相应的

科技创新体制。我国现有的农业科技激励

机制基本上就是引导科技人员，查阅资料，

做做实验，写写论文，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是创新主

体，激励机制和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相对成

熟。遗憾的是，我国能够吸引一流的科技

人员并为他们提供科技创新条件的龙头企

业还很少，更难通过激励约束机制让科技

人员以实际难题为导向推进创新。

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在探索农业科技创

新体制改革问题。前些年我到浙江湖州调

研，了解当地推行“1+1+N”科技模式，

即一个专家加上一个科技示范户，再加上

N 个农民，这种模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但仍然不能算作完全的以农民科技需求为

导向的科技创新体系。尽管如此，这种

“1+1+N”模式在全国也还很少，更不要

说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以农民科技需求为

导向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了。

我国已经提出了建立公益性和经营性

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虽然并不是建立以

农民科技需求为导向的农业科技创新体

系，但其中试图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发挥农

业科技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用市场绩效来衡量科技人员贡献

的激励机制建立不起来，发挥科技在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在提高品质，

降低成本方面的作用，是相当困难的。虽

然目前我国让龙头企业作为农业科技创新

主体还不现实，但怎样发挥激励作用来引

导科技人员下乡并根据农民对农业科技实

际需求来进行创新则必须解决。

总之，让农业科技在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中发力，要求必须建立以激励约束

机制为动力的以农民对农业科技实际需求

为导向的创新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