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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的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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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创新是成果转化的基础，只有围绕产业发展需求，研究出高水平的科技成果，成果转化才能

取得高效益。公益性科研单位的成果转化必须要围绕政府的重大决策进行、融入到政府的重大任务中去，

为实现政府的目标而努力，同时也要围绕企业的技术需求进行，实现成果和市场的对接，从而被政府和市

场认可。科研单位的成果转化应以示范为主，而不能以大面积推广为主。要搞好成果转化，必须制定相应

的配套政策、搞好与农技部门的合作、选择好过硬的成果和得力的科技人员，打造出示范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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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原本是科技工作的两个
方面，但在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上，不少农业科研

单位一直把科技创新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而对

科技示范和成果转化不太重视。作为以解决地方主

要农业关键技术问题为主的省级农业科研单位，必

须既要重视创新，也要重视转化，正确处理好创新

与转化的关系。

１　强化科技创新，奠定成果示范转化基础

　　应用研究的目的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
生态安全。成果转化是科技工作的重要环节，更是

科技创新的目的和要求。同时，在转化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也有利于完善成果，或者成为新的创新研究

课题。然而，创新始终是转化的基础，只有高水平

的创新性成果，转化以后才能取得高效的社会经济

效益和生态环保效益
［１］
。所以，加强成果转化的

前提是必须要加强科技创新。但目前在个别科研单

位却有过多强调成果示范、甚至把科研单位的主要

力量投入到推广上去，影响了科技创新后劲。

创新的前提是要围绕农业产业需求和新农村建

设需求进行，按照现代农业的思路和发展产业链的

要求来确定创新重点和创新内容。考虑到推广应用

的容易程度和推广覆盖面，科技成果不但应当是高

水平的，而且应当是符合和引导农民耕作习惯、方

式的简化、方便、有效的成果。四川省农科院在多

年的科技创新和成果推广实践过程中，提出了

“创新转化一条线，专家农民面对面”的科技工作

思路，核心就是要求创新要着眼推广是否容易、研

究要考虑农民是否接受。

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研究，推出的成果绝大部分

都符合市场、产业和农民的需求，成果转化率达到

８５％以上。“十五”以来，四川省农科院共选育出
审定的新品种 ３００多个，研制先进实用技术 ９０余
项。大田作物新品种在四川省内外推广 ３２００万
ｈｍ２，年推广面积占全省粮棉油作物种植面积的
４０％以上，食用菌品种在全省的覆盖率达到 ８０％，
全省果树种植面积居前二位的柑橘和梨的主推品种

中，８０％以上由四川省农科院选育和引进。水稻旱
育秧技术和抛秧技术、小麦精量露播稻草覆盖、农

田保护性耕作技术、大口鲇高产高效养殖等综合配

套技术累计推广 ３０００万 ｈｍ２。柑橘留树保鲜技术
成为四川省重点推广技术。新研制的水稻和小麦机

械直播技术具有高产、高效和省力的优点，受到农

民和基层农技部门欢迎，显示出强大的推广势头。

２　转化应当紧密围绕政府和企业需求

　　农业科研单位必须要处理好创新与转化的关
系。创新是第一位的、基础性的，转化是必不可少

的，是与创新一样重要的任务，绝不能作为可有可



无的事。从四川农科院的实际体会来看，地方党政

领导特别看重科研单位的成果转化工作，把成果的

推广和应用情况作为衡量科研单位科技工作好坏的

最重要指标，并作为是否支持单位发展的主要依

据。

实际上，考核省级农业科研单位科技工作好坏

的指标体系有两套：一套是科研单位的体系，即课

题 （尤其是国家级课题）、成果 （尤其是国家级获

奖成果）、论文、专利、人才等，另一套是地方政

府的体系，即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能否解决生产发

展遇到的重大技术问题，能否为地方农业产业的发

展提供实实在在的科技支持。要想得到政府的帮

助，必须完成政府的任务，符合政府的考核标准。

最近几年，四川省农科院得到了省委、省政府政策

和资金的大力支持，最重要的原因是省领导看到了

农科院的成果在促进全省现代农业发展上发挥的重

要作用。２００４年 ８月，胡锦涛同志视察了该院在
广安的蔬菜、食用菌和花卉等示范项目。近两年

来，副总理回良玉、科技部党组书记李学勇、省委

书记刘奇葆、省长蒋巨峰等领导先后 １０多次视察
了该院在全省的成果示范和推广情况，全省的农业

科技示范现场会也大多在该院的示范基地进行。因

此，科技成果转化必须要围绕政府的重大任务，融

入到政府的任务中去，为实现政府的目标而努力。

要把最好的成果用在政府打造的核心示范区域。只

有这样，科研单位的推广工作才有用武的之地，才

有显示度，才能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和认可。

同样，随着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介入农业的

企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绝大多数企业都迫切需

要农业科研单位的成果和人才为其服务。而农业科

研单位为企业服务不但可以增加研究、推广经费，

更可以更新思想观念，还可以完善和调整研究内

容，使其更好适应市场需求
［２］
。近年来，四川省

农科院与近百家企业开展了合作，并与其中不少企

业建立了产业联盟，企业出资金，农科院出技术成

果，取得了双赢的效果。

３　制定措施、完善机制，推动成果转化

　　成果转化分示范和推广两个层面。以科研单位
为主的成果转化只能是打造小面积的示范典型和较

大面积的示范片，而不能进行大面积、大范围的成

果推广。大面积、大范围的推广工作主要应由农技

推广部门来做，科研单位积极配合。

四川省农科院高度重视成果转化工作，制定了

加强成果转化的专门文件，把 ２００７年作为科技成
果转化年，集中力量抓示范、抓转化。该院每年拿

出专项经费用于转化，近两年，单是院里每年就拿

出专款５００万元用于成果示范等转化工作。该院还
与全省近１０个市 （州）和几十个县建立了科技合

作关系，按照地方的要求进行科技示范和技术指

导。该院每年参与的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员近

５００人次，有的专家全年到省内各地搞示范转化的
时间多达２５０多天，行程几万公里。

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四川省农科院创造了多项

农作物高产纪录。仅以近两年为例，２００８年院里的
专家在广汉市西高镇创造了单产８５３７ｋｇ／６６７ｍ２的
四川盆地水稻高产纪录。同年，又在宣汉县峰城镇

创造了单产１１８１６ｋｇ／６６７ｍ２的四川省和我国南方
地区玉米高产纪录，２００９年又在该镇实现了 “万

亩”玉米高产示范片平均产量 ８００４ｋｇ／６６７ｍ２，创
造了我国南方 “万亩”玉米高产纪录。２００９年在
江油市大堰乡创造了小麦单产５９１９ｋｇ／６６７ｍ２的西
南麦区小麦高产历史纪录。２０多年来，该院长期
进行成果转化的基地广汉市连山镇锦花村一直都是

全省小麦单产最高的村，该村小麦平均单产已经达

到４５０ｋｇ／６６７ｍ２。该院创造的高产记录多次受到农
业部、科技部和四川省领导的批示、肯定和支持。

４　进一步做好成果转化工作的思考

４１　完善政策，鼓励科技成果转化
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一般只有 ５０％左右［３］

，

农业科技成果入户难，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这

其中与我们目前的很多政策不配套有很大关系。在

省级科研单位，因为评价体系的问题，从事转化为

主的科技人员难以评上技术职称
［４］
。虽然按照有

关文件规定，科研单位也是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重

要单位，但要真正进入成果推广的主渠道还有一定

距离，所以，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申请示范推广经

费比较难。由于这些原因，要调动科研单位和科技

人员搞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必须在政策上进行相应的

调整，在操作上进行有效的落实，只有这样，才有

利于提高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从事成果转化的积极

性。实际上，目前很多省级农业科研单位的成果转

化工作主要还是从事科技创新的科技人员兼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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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这必然会影响转化。

４２　认真选好示范点，集中力量打造亮点
科研单位的推广力量比较薄弱，要搞好示范，

必须十分重视示范点的选择，本着适量、代表性和

领导重视的原则，投入过硬成果，选派得力人员，

常抓不懈，才能取得成功。由于四川农科院近几年

抓成果转化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全省的影响越来越

大，主动找上门来搞示范、推广的省级部门、市

（州）、县越来越多，院里也深感力不从心。为了

确保成果示范成功、并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该院

已经将示范地区按生态和产业进行分类，在省内建

设４个综合性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基地，即成都平
原 （广汉）现代农业示范区、川中丘陵 （简阳）

旱作农业示范区、川北山区 （宣汉）粮经作物高

产、高效示范区和川南丘陵 （泸县）水稻、高粱

高产、高效示范区，并在 ３０个县建立了单一作物
或技术的示范点或专家大院，如水稻、小麦、蔬

菜、食用菌、茶叶、旱作农业等。这些示范区和示

范点就是农科院今后重点打造的成果转化基地。我

们将根据省里确定的产业需求、当地的生产和生态

条件、当地政府和部门的积极性，选用最好、最适

合的成果，与地方农技和科技部门一道，千方百计

做出示范亮点，带动成果的大面积推广。

４３　自觉搞好农科教结合，争取更多支持
要更好发挥示范的作用，使示范的成果在大面

积推广应用，必须争取省领导的支持，争取省级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科技部门的理解和支持
［５］
。在

示范中，四川省农科院主动向省领导汇报，请他们

到现场视察和指导并争取支持。同时也主动向各级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科技主管部门汇报，将示范基

地纳入他们的示范基地，大家共同搞示范，共同抓

典型，使示范基地成为省、市、县的农业科技示范

现场和参观现场，示范转化的成果成为省、市、县

的主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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