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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于1999年由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置,2000年首次招生以来,发展迅速,已成

为农科专业学位中发展得最快的专业学位类型。文章试图从现代农业角度剖析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设置及

快速发展的动因,为农科专业学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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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E(MastersofAgriculturalExtension)settingwasapprovedbytheAcademicDegree
CommissionundertheStateCouncilin1999,whichhasbecomeamajorprofessionaldegreeofagricultur-
aleducationinChina.ThispapertriestoanalyzethecauseofrapidandsounddevelopmentofMAEfrom
theangleofmodernagricultureinordertoprovidethebasicinformationfor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
ofM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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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业推广硕士与现代农业的关
系

  教育要走出“象牙塔”,教育要服务于社会、服务

于经济建设,专业学位教育培养对应于特定职业领

域的高级专门人才,专业学位起源于美国,美国不仅

专业学位类型多而且专业学位培养的人才比例高,
为美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专业学位

起步晚,工商管理硕士是我国的第一种专业学位类

型,于1991年批准设立,农科专业学位(农业推广硕

士、兽医硕士、兽医博士)于1999年批准设立,比我

国恢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晚了21年。
农业推广是使农业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重

要途径。农业推广包括物质形态的物化技术的推

广,如推广良种、苗木、农药、农具等;也包括非物质

形态的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推广,如推广新的栽培技

术、科学的经营管理知识等[1]。农业推广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使命就是培养农业推广人才,推
进农业发展。我国农业推广硕士教育起步晚、内涵

正在不断丰富与发展,这与我国专业学位教育整体

起步晚是一致的,也与我国农业在不同时期对人才

有不同的需求有密切的关系。
当农业生产主要是为解决粮食问题,生产初级

农产品时,农业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的是物质资源的

利用及劳动力的投入,对农业推广人才的需求反映

不强烈。农业推广的职能主要是物质形态的物化技

术的推广。
当农业生产不仅要解决粮食问题,还要解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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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活质量问题时,当农业生产所依赖的物质资源

受到严重制约时,农业增长方式转向主要依靠科技

的进步及科技成果的应用,对农业推广人才的需求

日益迫切。农业推广的职能主要是物质形态与非物

质形态并重的推广。
当农业产业界限模糊,农业生产渗入到生活的

各个方面,随着观光农业、生态农业、节水农业、特色

农业、精准农业、循环农业、替代农业、新型农民等成

为农业的重要元素,科技、知识、人口质量将成为主

导农业生产的主要要素,农业从业人员结构将发生

重大变化,少数传统职业将消失,并诞生一些新职

业。对农业推广人才的需求不仅表现在规模的扩大

上,也表现在类型的增加上。农业推广的职能主要

是非物质形态的技术和知识的推广。

  二、农业推广硕士发展

1.农业推广硕士的萌芽阶段(1978-1993)
十年文革,农业生产发展受到严重桎梏。1978

年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
-1986年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都是关注农业发

展,党中央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
大地解放了土地生产力。依靠新品种的使用,大量

施用化肥、农药,大量消耗水资源,农业产出数倍、数
十倍地增加,增速明显高于同期的美国和世界平均

水平。中国农业发展走了“高投入、高产出+农户经

营”的模式。1978-1984年,中国农业连年丰收,粮
食年产量从3047.7亿公斤增长到4073.1亿公斤,
增加了1025.4亿公斤。此阶段的农业主要是吃饭

农业,解决“吃饱”问题,主要生产初级农产品,中国实

现了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
此阶段的农业推广主要是物化技术推广,逐步

形成以“技术示范+行政干预”为主导的方式,即在

技术示范和培训的基础上,依靠各级(主要是基层)
政府的组织、发动和支持,引导、推动广大农户采纳

农业新技术[2],对农业推广人才有了一定的需求。
教育部国家教育研究发展中心郝克明、蔡克勇

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研究项目《应
用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研究》,其中,包
含了农科高级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的研究与实践问

题。1990年农业部《中国农科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

研究》提出要培养农业科技推广、临床兽医类应用型

研究生,1993年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华中、南京、北
京等农业大学开展应用型硕士生培养试点。农业推

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进入萌芽阶段。

2.农业推广硕士的起步阶段(1994-2002)
中国农业的高速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耕地

数量减少及质量下降,淡水资源紧缺与污染,生态环

境恶化进一步导致土地沙化及水土流失;面源污染

严重。而带来20世纪农业繁荣的化肥、农药、良种、
拖拉机等增产要素已表现出明显的增产效应趋减。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5%,对农业(村)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40%[3]。

中国农业不仅要解决中国人民吃饱的问题,还
要解决吃好的问题,中国农业必须实现增长方式转

变。199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国21世纪

议程》,以“可持续发展”为国策,以“可持续”为农业

发展的方针;1996年中央二号文件发出“贸工农一

体经营”的指示。1997年,提出和推进新的农业科

技革命,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迅速发展,
同年召开了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座谈会,推进农业

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界限逐步模糊。知识与技术

在农业产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农业推广

人才的需求从物化技术推广人才延伸到非物化技术

推广人才。

1996年,农业部“九五”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提

出农科专业学位的初步构想。1997年9月,国务院

学位办、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部门联合

下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农科专业学位背景

情况调研工作。调研显示,我国有农技、兽牧兽医、
农机、水产、经营管理等五大推广系统,形成中央、
省、地、县、乡五级推广体系,全国共有农业推广机构

189502,有专业技术人员885021人,但其中,副高

以上职称人员仅占3%、中级职称人员仅占18%;有
研究生学历的仅占0.42%,省级推广系统有研究生

学历的占4.4%。同期美国县级推广机构中有75%
的人员具有硕士学位[3-4]。调研表明,我国迫切需要

培养农业推广系统高层次应用型人才。1998年1
月8-9日,国务院学位办和农业部教育司在中国农

业大学召开了农科专业学位调研工作汇总研讨会,
印发了《农科专业学位调研工作汇总研讨会纪要》,
正式提出了设置农科专业学位。1998年4月国务

院学位办、农业部、林业部联合发文,成立了“农科专

业学位设置研究秘书组”,负责组织农科专业学位的

研究论证工作;1999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批准设置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设
置了种植、养殖、渔业、林业4大领域,2002年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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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业机械化领域。首批招生单位有24个,2002
年招生单位增加到41个。所有部属农林水高校、省
属农林水高校同时具备了农业推广硕士招生权。

3.农业推广硕士快速全面发展阶段(2003-)
进入21世纪,现代农业的内涵不断丰富,现代

农业不仅要解决吃饱、吃好的问题,还要解决吃得健

康的问题。现代农业不仅要发挥其经济作用,还要

发挥其社会稳定作用。

2004年-2008年,连续发布的五个“中央一号

文”都是关于“三农”的。2004年的一号文件以促进

农民增收为主题,抓住“三农”问题的核心;2005年

的一号文件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主题,抓住

了“三农”问题的关键;2006年的一号文件以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主题,抓住“三农”问题的根本;

2007年的一号文首次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

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

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

引领农业,用培养现代农民发展农业,……。2008
年中央一号文要求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

化新格局的要求,突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积极促进

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努力保障主要农产品

基本供给,……。现代农业完全突破了产业界限、学
科界限。知识、科技和人口质量在现代农业发展中

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资源成为第一资源,在

1995年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上,2003年12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人才强国

战略。会议指出,以培养造就高层次人才带动整个

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各级各类人才协调发展。党政

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是我国人才

队伍的主体。
现代农业发展对人才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结构

性的变化。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顺应现代农业发

展的需要,不断拓展内涵,进入快速全面发展阶段。
(1)招生单位快速增加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于2000年首次招生,首
次招生单位有24个,通过6次新增单位的审核工

作,到2008年招生单位增加到70个(图1),农业推广

硕士招生培养单位扩大到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
师范类大学,突破了学科界限。同期,学术型学位授

权分别在2000年、2003年、2005年开展了三次。
(2)招生规模快速发展

招生规模的快速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图2)。
一是报名人数的增长,报考人数从2003年起呈直线

增长,2007年达10983人,比2006年的9120人增长

20.4%,是2000年首次报考人数3208人的3.4倍。
二是录取人数稳步增长,2007年录取了5672人,比

2000年录取的1611人增长了3.52倍。

图1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单位增长示意图

  (3)招生领域快速拓展

首批设置了种植、养殖、林业、渔业4个领域,

2002年增设了农业机械化领域。从学科角度来讲

对应于我国1997年版学科专业目录的农学门类学

科中的作物学、园艺学、林学、水产四个一级学科,属
于传统的农学学科。从对应的产业来讲,对应于传

统的第一产业,属于初级农产品的生产领域。从对

应的农业推广系统来看,对应于农技、水产、畜牧及

农机推广系统。2003年增设了农村与区域发展领

域,2005年,种植领域被分解为作物与园艺两个领

域,同时新增了植物保护领域、农业资源利用领域,
草业领域。从设置之初强调复合型向专业型转变,
加强了对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视。2006年

进一步设置了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农业信息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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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与安全三个领域,从农业的产前延伸到产中 及产后,“农、工、商”相结合。

图2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历年招生录取分析

  三、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进
一步发展思考

  美国州一级农业推广人员中,53.7%具有博士

学位、37.3%具有硕士学位、9%具有学士学位。县

一级农业推广人员中,1.3%具有博士学位、43.3%
具有硕士学位、55.4%具有学士学位[5]。我国农业

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设置以来,已培养了近2万农业

推广专业学位人才,但是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

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

育需要大力发展。农业概念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

而变化,农业推广内涵也会发生深刻变化。农业推

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要主动服务于农业发展及农业

推广的需要,深化内涵发展。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是我国学位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应用型、职业型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

教育类型,应该遵循高等教育的规律,既要与学术型

学位人才培养有所区别,又不能背离教育的本质。
因此,在大力发展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的同时,更要抓住其教育本质与规律,规范发展、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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