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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农村科技服务的内涵与特征

富景平  

禾田农村科研社  河北  承德  067000 

【摘 要】科技兴农是破解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新时代“三农”发展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对农村科技服务提供了新要求。

重新阐释新时代农村科技服务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对于落实科技兴农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

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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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农业兴、农村稳，则天下安。科技驱动农业农村现代

化，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连续 17 份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

文件，均强调以农村科技服务助力“三农”发展。新时代，

党和国家适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实现农业全面升

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这对农村科技服务提

出新要求。本文根据新时代“三农”发展的新形势、新任

务和新要求，重新阐释农村科技服务的基本内涵与主要特

征，以期为各个农村科技服务主体及时认清基本形势、调

整工作思路、明确工作重点和采取应对举措提供有益启迪。

1 农村科技服务的内涵
科技服务，顾名思义，是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服务。

《辞海》中将科学定义为“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

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可分

为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等”，将技术定义为“根

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

方法与技能。”即根据《辞海》的解释，科学技术在本质

上是一种知识体系，科技服务可以说就是一种知识服务。

原国家科委于 1992 年下发的《关于加速发展科技咨询、科

技信息和技术服务业的意见》中首次提出“科技服务”，

认为科技服务涵盖科技咨询、科技信息和技术服务等方面。

不同的研究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科技服务给予了不同的定

义。 Denhertogl 等认为，科技服务是指一些组织机构利用

自身在某领域所具有的专业化知识或技能为客户提供中间

智力服务或产品的知识密集型服务。程梅青认为，科技服

务是通过为目标客户提供智力服务从而促进社会科技整体

进步和科技管理水平提升的活动总称。 Fischer 认为，科技

服务是实现科技创新供给与科技现实需求的重要桥梁。

科技服务是一种推动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活

动。王姝慧等认为，科技服务是经过技术开发与推广、促

进知识流动、实现资源整合、增强创新组合、形成规模效

应等环节，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活动。综上所述，本文认为，

科技服务是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科技服务中介等

机构，以专业知识技术成果、科技信息等向社会组织或个

人提供智力服务，促进科技传播扩散和转移应用，实现科

技研发与现实需求有效对接，推动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加

快社会进步发展的活动。其含义包括以下几层：科技服务

的主体主要为校、科研机构等科技研发机构以及介于科技

研发机构和科技使用机构之间的中介机构；科技服务的对

象为对科技服务有需求的社会组织或个体；科技服务的内

容为专业知识、技术成果、科技信息等；科技服务的过程

就是科技的传播、转移、扩散、应用等；科技服务的功能

是促进社会科技整体进步和科技管理水平提升。

农村科技服务一种具有特定地域性、行业性的科技服

务活动。有学者从着眼于“农村”阐释农村科技服务的内

涵。杨印生的等认为，农村科技服务是以农业大专院校、

科研单位等机构为依托，以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农业示范

基地、专家大院、示范农户等为支撑，以有关科技中介、

农业专业协会等为传媒，实现农业科技研究开发、推广普

及转化应用的全过程。刘东认为，农村科技服务是以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农村科技发展规律为基础，以“三

农”为服务对象，以满足农民生产经营、生活、精神需求

为服务范畴，以促进农民生活质量提高为目标，以及时了

解和反馈“三农”发展科技需求为前提，由政府科技推广

部门、科研教育机构、有关企业、社会团体、农村合作组

织等各类行为主体共同参与，利用传统或现代传播媒介、

手段和方式，有效地向农民传播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

新信息等，促进农民生产生活改善、思维方式改进和能力

素质提升的系列活动的总称。李俊杰等总结农村科技服务

超市模式指出，农村科技服务是聚集和整合农业科技要素，

以市场机制为核心创新运作方式，围绕区域主导农业产业

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技术服务。周华强业等从科技扶贫的角

度研究指出，农村科技服务是政府相关部门为促进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智力服务，包括创新创业服务、技术

服务和成果转化服务，转化属于创新和创业的过渡阶段。

2 农村科技服务的特征
作为支撑“三农”发展的农村科技服务，除了具有科

技服务非实体性、同步性、易逝性等一般性特点，它还具

有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服务工作的艰难性、服务对象的差

异性、服务内容的综合性等自身特征。

2.1 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十九大报告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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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9 月 6 日

给全国 50 多所涉农高校的 100 多位书记校长和农林专家的

回信中指出，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

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我国是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

农业是国家的基础产业。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实现全面

小康的目标，没有农村农业现代化就不会有整个国家现代

化。科技兴农是推动农村农业现代化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的重要举措。农村科技服务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推动“三农”

发展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对于实现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提升农村居民整体科技文化素质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无法替代的地位，其战略地位

是显而易见的。

2.2 服务工作的艰难性
农村科技服务的限制因素极多，使得其工作开展异常

艰难。当前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农民年龄知识结构、农

村社会建设和乡村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农民组

织化程度比较低，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商品化比较低，

主要以一家户的小农生产为主，这就使得农村科技服务将

面对千万计的服务对象，难实现规模化、集约化服务，普

惠服务工作量巨大。同时，由于小农生产也使得农户难以

从农村科技服务中获得更大收益，农户因此对农村科技服

务回应不积极。农村年轻力壮和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纷纷

涌向城镇，寻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发展，老弱妇孺留守，

村庄空心化严重。受此影响，留守农村的人口对于接受农

村科技服务常常缺乏强烈的意识和必要的能力。农业是千

家万户的产业，如果没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强烈

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一旦某项农业技术或品种一经开发

推广，就容易被人窃取。从总体上看，农村政治、文化、

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相对落后，农民的市场规则意识、法

制观念等不强，他们对一些有用、有经济效益的农村科技、

农业品种等常常顺手牵羊，使得农村科技服务中的知识产

权保护比较困难。

2.3 服务对象的差异性
农村地域广阔，农民居住分散，各地自然地理、种养

种类、产业水平、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差异十分

明显，这就使得农村科技服务对象差异巨大。从地理环境

上看，各地的温度、降水、光照、海拔、地形、土壤等自

然条件不同，所从事农业的种类差异明显，因此对农村科

技服务提出不同的具体要求。从产业水平上看，不仅各地

农业的种养种类不同，而且农业的规模化、商品率、市场

占有份额等是不同的，对农村科技的新颖性和成熟性要求

不同，所能够承受农村科技服务费用能力也是不同的。公

益性的农村科技服务主要面对分散性、小规模的一家一户

的农业生产对象，经营性的农村科技服务主要面对规模化、

企业化的农业生产对象。从文化环境看，不同地区的文化

教育水平不同，人们对新科技、新品种、新思维的认知与

采纳意愿是不同的，农村科技服务工作开展的难度不同。

从社会传统看，不同地区的社会组织秩序不同，有的地方

仍是比较传统的熟人社会，有的地方受现代城市文化影响

基本处于陌生社会，不同社会组织网络形态对农村科技服

务方式的要求是不同的。从农村居民的个体特征看，由于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不同，他们对农村科技服务的内容、

形式会提出不同的要求。

2.4 服务内容的综合性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农村科技服务已经由以提

高农业生产水平为目标的狭义服务转向以促进农村全面进

步为目标的广义服务，由单一的科技服务转向集成的科技

服务。从涉及服务的领域看，农村科技服务不再是单纯的

农业技术推广，还包括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思维转变、

有效组织等，以改造农民，改变农民的态度与行为，提高

农民综合素质和提升团体发展能力，改善农民实际生活质

量，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从服务的环节上看，农村科

技服务不再是某个环节的单一的服务，而是涉及到农村生

产生活全方面、全过程的服务，服务内容具有高度的综合

性和集成性。为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某一领域的问题，

需要多部门紧密合作，形成科研、教育、推广一体化服务

模式，对服务内容进行研发、精选和集成，全方面、全过

程跟踪开展服务，并及时精确地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与反

馈进行服务内容调整与再集成，以确保服务的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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