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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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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提升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阐述了湖北省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在农产品研发、技术攻关、试验示范、技术推广等方面取得的良好进展,对产业布局过窄、投入

支撑力度偏小、部门协作不够等阻碍体系效率提升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建议通过加强统筹规划与管理、

多元化渠道筹措资金、提升农业推广效益、完善综合考评机制、构筑共性技术平台等途径,促进体系的可持续发

展和运行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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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充分提升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打破资源

和市场对农业发展形成的双重桎梏,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２００７年农业部、
科技部等国家九部委联合启动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建设的试点工作.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以
下简称产业技术体系)是指按照优势的农产品区域

布局规划,依托具有创新优势科研力量和科技资源,
围绕产业发展需求,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

线,建设从产地到餐桌、从生产到消费、从研发到市

场各个环节紧密衔接、环环相扣的现代农业发展支

撑系统[１].建设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重大的制

度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是建设国家和区域创

新体系,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对
于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促进农民

增收具有重要意义[２].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７年来,学者

们从不同角度对体系的本质、功能、实施过程、现实

困境、破解策略等展开了研究.对于产业技术体系

基本问题的探索,学者们认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构成[３],是在既定科研管

理体制和部门管理体制下,寻求农业科研、农技推广

与农业生产实际紧密结合的重要举措[４].具体来

说,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

为中心、依靠现代化农业技术改变传统生存农业观

念的创意农业,其目的在于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增
加农产品附加值,增强农业多功能,提高农民收入,
促进现代化农业发展[５],利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现

代农业发展水平[６].但是,目前还面临产业基础的

系统性提升以及国家战略层面的共性技术创新的双

重困境[７],而一系列制度设计与创新的关键在于有

效激励与约束体系创新个体的技术创新行为[８].产

业技术体系的完善应从加强体系组织、经费管理和

加强为岗位科学家提供工作支持及保障等方面入

手[９],地方现代农业发展的最大优势主要体现在特

色农业发展上,产品的选择与布局要立足当地优势

条件,发掘当地优势资源,致力于培育当地的农业主

导产品[１０].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过程中需

要处理好体系内不同产业之间的关系、同一产业技

术体系内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体系内不同层次科

技人员之间的关系、中央行业管理与地方、部门行政

支持之间的关系等[１１].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探究湖北省产业技术体系建设２年来的成效、问题



第３期 胡　瑞 等:湖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深化研究  　

及成因,围绕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及问题,提出改进

湖北省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的具体措施.

　　一、湖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建设的成效

　　积极参与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深入研究产业技

术体系发展规律是农业大学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重

要体现.以华中农业大学李忠云教授为组长的课题

组,长期关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结合湖北

省省情和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提出了建设湖

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建议.中共湖北省

委、省政府立足于建设农业强省、发展现代农业的大

局,审时度势,于２０１２年启动实施了湖北省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实施近２年来,课题组坚持

跟踪调查,通过实地考察、专家访谈、会议座谈等方

式,重点对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与发展系列问题展开

深入研究,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１．产品研发取得良好进展

各项目组立足所在产业,在研发优质、高产新品

种上下功夫.选育出“阳光２００９”“中油杂１２”等油

菜、玉米、水稻、脐橙和萝卜新品种２０多个,成功生

产出大眼河蟹幼体１０００kg,开展了“晚熟脐橙新品

种评价及鉴评选优”和“湖北省晚熟脐橙品评”活动,
萝卜雪单１号和２号中试与示范获农业部丰收奖二

等奖.

２．技术攻关取得明显突破

各项目组以繁育、选定良种为基础,在良种生产

配套技术方面取得较大改进和提高.开发出第一代

再生稻收割机,研制出不同型号的萝卜清洗机械１８
种,研发出油菜高效施肥调控集成技术和全程机械

化高产栽培集成技术,脐橙生物和物理防治粒化集

成技术,夏玉米单项关键栽培技术、复合栽培技术及

全程机械化集成技术,组装出规模化高效生态养鸡

“５５３”模式,河蟹“３＋５”生态养殖模式、“围蟹种草模

式”和“池埂分隔模式”等,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效益.

３．试验示范取得较大成功

项目组将研发、选定的优质产品和配套生产技

术进行试验、示范,试验水稻、玉米、油菜、脐橙、萝卜

新品种及其种植新技术２０多种,示范面积超过６６．７
hm２,其中水稻栽培“一种两收”技术可使农户比单

种一季中稻每６６７m２增产３００kg,每６６７m２节约种

子成本、用工、肥料农药投资等合计８００元以上;
油—稻两熟技术可使农户每６６７m２增加收益２００~
３００元.河蟹项目组示范区新蟹种核心超过６６７
hm２,池塘生态养殖技术可使养殖户每６６７m２增收

１３００~１４００元.地方鸡项目组示范生态养鸡近

２００户,不仅提高了成鸡存活率和产蛋量,而且为每

６６７m２茶园节约投资１５０元.

４．技术推广取得明显效益

项目组将研发的新品种和新技术在当地推广,
对农民增收带来了明显效果.水稻项目组将“一种

两收”全程机械化技术在蕲春、洪湖、孝感、赤壁等地

推广超过４６６．７hm２,辐射全省超过６．６７万hm２,按
每６６７m２增产３００kg计算,全省可增产３亿kg.
油菜项目组在长江中下游推广油菜生产全程机械化

技术２００hm２,按每６６７m２增加收益２００~３００元计

算,可增加６０~９０万元.玉米项目组推广夏玉米全

程机械化集成技术１３．３万hm２,每６６７m２地节支

４００元,总节支８亿元;新品种与农艺、农机有机结

合,夏玉米年增收节支可达１６亿元以上.萝卜项目

组推广优质杂交萝卜种子２６６７hm２,创直接经济

效益５０万元,社会效益１２００万元.河蟹项目组推

广优质蟹种２６６７hm２,推广河蟹池塘生态养殖新

模式超过２０００hm２,新增经济效益４５７２万元.

５．团队协作初显集成力量

各产业项目都不是由某一家单位单独承担,而
是由多家单位分工协作、联合完成,初显团队合作的

集体力量.如萝卜项目组研制的１８种萝卜清洗机

械就是湖北省农科院联合湖北工业大学、武汉市华

瑞吉祥机械有限公司和武汉工程大学开展设计制造

与技术改进的;地方鸡项目组则实行民主决策,对产

业发展的制约因素、解决办法和需要开展的活动等

进行沟通与协商,群策群力做出决定,减少重大技术

工作失误,并根据体系成员的技术优势与特点,合理

分工,明确责任,一人牵头,大家配合.

　　二、湖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的问题与原因

　　１．湖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的突出

问题

(１)安排建设的产业较少.２００７年以来,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已经启动建设的５０个产业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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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湖北省进入体系建设的就有３１种农产品,并承

担了２８个品种及４９个综合试验站建设工作.作为

农业大省,湖北农产品品种多,产量大.但２０１２启

动的湖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仅安排了７个

产业,不仅与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在湖北的

布局很不匹配,而且与辽宁、安徽、山西、云南、宁夏

等省份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的产业种类也有

较大差距.
(２)在建项目偏局部建设.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旨在以农产品为单元,产业为

主线,围绕产业发展需求,进行关键技术的研究、集
成和示范,建设从产地到餐桌、从生产到消费、从研

发到市场各个环节紧密衔接、环环相扣的技术体系,
增强农业科技含量和竞争力,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

量,增加农民收入.然而,本次安排建设的７个产

业,仅仅针对局部技术进行攻关,如水稻一种两收技

术、早熟油菜品种选育技术、晚熟脐橙品种选育技

术、萝卜进口替代品种储运加工技术、夏玉米机收技

术、地方鸡生态养殖技术、河蟹生态养殖技术等,没
有全面考虑其产业化运作技术的革新和完善.

(３)投入建设的资金不多.技术研发是一项高

投入工作,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建设亟需相应的财政拨款,以满足调查研究、
购买材料、分析测试、实验示范、技术推广、劳务补贴

等众多项目支出,保障现代农业产业系列研发技术

高标准完成.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２００７年

启动后,仅２００８年就安排专项资金近１０亿元,而湖

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当年共安排启动资

金１０００万元,平均每个产业只有１４０多万元.因

试验、示范和推广都需要大量资金,涉及单位和人员

较多,各项目组只能因陋就简地开展工作.
(４)团队内部深度合作欠佳.尽管湖北省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已初步显示出团队协作的力

量,但７个创新团队协作力度仍然不大.调研走访

过程中,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表示,体系内的

岗位专家、综合试验站、试验基地间的交流与合作不

够,应加强体系内的交流,互相学习彼此的经验.其

他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也多表示,所在体系的各

单位相互交流不多,实质性合作更少,联合攻关的凝

聚力不够、战斗力不强;目前大多停留在象征性地开

几次会议,将财政拨款划分给相应单位,然后各自致

力于自己的岗位工作,项目成果由牵头单位年终组

合,缺乏深度合作.
(５)面向农户的技术推广不够.湖北启动的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技术推

广成效,但７个品种技术推广的范围仍旧不广.大

多局限于在合作单位或实验站所在单位建点示范,
基本没有面向普通农户开展技术推广工作.个别项

目组尽管做了一些技术推广的工作和尝试,如脐橙

项目组注重技术培训,全年组织专家到秭归、兴山、
当阳、枝江等地开展技术培训,培训农民１２００人

次,接受各类技术咨询１００多人次,发放柑橘病虫害

防治年历、病虫简报等技术资料２５００份,但农户接

受新技术并直接付诸“三试”(试种、试养、试用)的较

少,这使得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的辐射效果

大打折扣.

２．湖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存在问题

的原因分析

(１)思想认识不足.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建立至今已７年有余,成效之大有目共睹.但省

部分领导仍然认为农业投资大、见效慢,带不来效

益、产不出政绩,于是口头上重农业,行动上轻农业,
不愿在农业上投入资金、多投资金.具体到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部分领导认为这一工作是农

业部门的事情,做好做坏农业部门自行负责,较少关

心过问和主动协调,任其自由发展.殊不知,农业事

关国家和地区整体进步,粮食安全仍需警钟长鸣;农
业正在成为增效最大的产业之一而被中外很多学者

看好,也为全球不少投资家所青睐;做好农业,是地

方政府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和现实选择.
(２)项目设计狭隘.作为系统工程,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的设计应围绕农产品的产业化运作,充
分考虑产品产前、产中和前后等一系列技术的研发

和集成,考虑产品和技术的实验、示范和推广.然

而,从产业项目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湖北省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安排建设的７个产业仅解决某一技术

难题,而不是解决整个产品的产业化运作问题,在项

目承担者看来,更像是在做课题、搞研究,没有形成

强烈的发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意识,发展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行为弱化.
(３)投入少,时间紧.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和公共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理应逐年加大投资

进行建设.然而,湖北省政府在财政投资上对于农

业的支持经费远远少于对工业、第三产业等产业的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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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农业经费投资比重较低.同时,在所有的农业

总投入中,安排用于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经费

又远远少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投入,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研发经费投资比重过低.同时,项目完成期

限为１年,时间短,任务大,承担者很难在有限时间

内完成从品种培育到试验示范、再到大范围推广的

整个过程.投资比重上的两个过低、时间要求上过

紧导致每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只能眼盯目标任

务,不敢长远考虑.
(４)制度建设欠缺.作为新生事物,湖北省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虽

然借鉴了国家和兄弟省份建设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的一些做法,但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具体怎样操

作和管理,湖北省农业管理部门仍要进行一轮尝试

后才能清晰.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与督促不到位,
缺乏必要、及时的检查、指导、纠偏和激励,一定程度

上成了项目承担人员的自觉行为,基本上依靠项目

承担人的职业操守决定项目成效.
(５)上下联动不够.从管理者和承担者的关系

看,由于管理制度缺乏,农业管理部门缺少对项目承

担单位的领导和统筹,使得项目组应有的合力不强.
从牵头者和参与者的关系看,由于牵头单位认为管

理部门并没有赋予自己什么权力、自己也不想得罪

参与单位,牵头者对参与单位的要求少、组织少,双
方或多方应有的联动较少.从承担者和受益者的关

系看,由于承担者多为研发单位,过于注重研发新产

品、新技术,对受益群众真正关注少、接触少,项目组

和受益者没有形成紧密的利益群体,妨碍了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的最终效果.

　　三、深化湖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建设的路径

　　湖北省现代农业技术体系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

展,迫切需要体制层面的创新、政策层面的支持和制

度层面的保障,从战略高度,加快提升农业科技协同

创新能力和农产品核心竞争力,扎实推进现代农业

发展,促进湖北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提升科

技对农业的贡献率,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

效供给.

１．完善体制,加强统筹规划与管理

提升统筹规划与管理的水平,是缓解产业布局

缺陷以及管理协调困难的关键.具体需要从统筹协

调、上下联动、科学布局３个方面入手,科学谋划湖

北省产业体系的发展.
一是强化统筹协调.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公益

性为准绳的定位,把强化政府支持作为有力保障.
在湖北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的统筹规

划下,建立农业厅、财政厅、科技厅、教育厅、农业科

学院和农业大学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经常性沟通的联

席会议制度,促进多部门资源整合.通过联席会议,
制定加强跨部门联合促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快

速发展的意见,进一步理顺部门之间协调联动工作

流程,实现管理、协调、配合、执行有序衔接与高效

运行.
二是完善体系结构.针对湖北省优势或特色农

业产业需要,建设产业技术研发中心,改善农业科研

条件,依托农业科学院和农业大学人才和智力优势,
以突破产业的关键技术难题为重点,集聚优势力量,
开展关键和共性技术攻关与集成,解决产业发展重

大技术问题,打造一批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农业科

技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园.建立完善以综合试验站为基点的新型农业

科技资源组织模式,依托主产区市(县)农业科研和

技术推广机构等,设立若干综合试验站和主要技术

示范点,主要承接产业技术研发中心技术转移,开展

产业集成技术试验、示范和推广;培训技术推广人员

和科技示范户,开展技术推广服务等任务.促进产

业做大做强,从而使产业体系形成良性循环.
三是促进上下联动.结合农业产业发展基本规

律,加强上游科技创新、中游成果转化和下游技术推

广环节衔接,强化产业技术体系与相关部门有效配

合,在农业科研、农技推广、教学单位与农业企业、农
民组织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促进创新要素和优势科技资源向产

业示范基地聚集,农科教结合、省市县互动,形成合

力和品牌效应.
四是推动科学布局.确立“覆盖全局,择优布

点,试点先行,分批建设”的思路,逐步扩大产业覆盖

面,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分步骤推进,逐步形成１７
个主导和特色农产品为单元的产业技术体系结构.
具体发展应分为３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考核和绩效

评估的基础上,完善２０１２年启动的玉米、水稻、油
菜、柑橘(脐橙等)、蔬菜(萝卜等)、家禽(地方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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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螃蟹等)７个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第二阶段,

２０１５年启动小麦、马铃薯、棉花、生猪、茶叶、食用菌

等６个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新组建６个创新团

队和技术创新中心,遴选岗位专家,新建综合试验站

和示范基地,形成覆盖主导农产品和湖北特色农产

品的产业技术体系;第三阶段,２０１６年启动奶牛奶

水牛、花卉、水禽、魔芋等４个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

设,形成基本覆盖主导农产品、湖北特色农产品和保

护性农产品的产业技术体系.

２．创新路径,多元化渠道筹措资金

投入建设的资金不多是制约湖北省产业技术体

系发展的重要问题,为破解这一难题,应从３个方面

入手.
首先,需要确定体系经费投入的原则.依据产

业技术体系发展规律以及湖北省现代农业发展的现

实需求,目前尚需在各产业承担建设单位年度或专

项经费预算申报的基础上,基本保障“三个”持续增

长,以满足各承担单位完成体系任务的资金需求:一
是对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财政拨款总量逐年持续

增长;二是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财政投资占农业

财政投入比重逐年持续增长;三是根据不同产业特

点和发展需求,分别推进产品研发、转化、推广经费

的逐年增长.
其次,加大资金整合力度,吸引资本开发农业.

以现代农业建设的重点任务和工程为平台,整合涉

农资金项目,加大竞争性分配的力度,适当调整财政

支农资金结构,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拓宽投资、
融资渠道,采取贷款贴息、抵押担保、风险补偿、税费

减免等措施,吸引各类资本投资开发农业.加大政

策性金融机构支农力度,发挥村镇银行、小额贷款机

构的功能,增加信贷投入,真正缓解产业技术体系投

入水平与产业技术体系有效运行实际需求不相适应

的问题.
最后,通过“以项目促发展”“以奖代补”的方式

缓解体系经费投入不足的矛盾.一方面,积极争取

国家科技计划和涉农部门有关项目资金支持;另一

方面,在不改变资金渠道和部门职能分工的前提下,
整合全省各类科技计划资金和部门资源,通过项目

形式给予湖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经

费资助.发布与湖北省农业产业发展实际问题相关

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研究课题,促进产业技术

体系创新团队的农业科研项目申报,并获取相应的

经费支持,对于项目任务达到预期目标、实施效果好

的给予奖励,以补充和丰富资金来源.

３．项目引领,提升农业推广效益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的最终效果如何,
关键是看新产品新技术的应用范围有多广、效益有

多高、收入有多大.产业技术体系当以重大推广项

目的实施作为突破口,引领推广效益与推广方式的

革新,集中体现产业技术体系在农业科研成果的集

成创新、加速利用与推广、配套技术的衍生等方面的

优势.
首先,选准目标,围绕湖北省主要建设任务,以

当前最急需、最关键、最薄弱环节和领域为重点,实
施重大项目,加快推进农业强省建设.集中开展粮

食生产功能区和标准粮田建设,加快选育优良品种,
推广集中育秧、秸秆还田和防灾减灾等关键技术,在
粮食主产区依托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

新型经营主体,建设一批粮食烘干和仓储设施,稳步

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现代化生产水平.
其次,确定重大项目实施内容.现阶段应重点

实施３个领域:建设江汉平原、鄂东和鄂北三大优质

棉基地,发展产业化经营、开展有效技术推广;提升

“菜篮子”产业现代化水平,立足打造具有较强竞争

力的菜园、果园、茶园,设立重大研发与推广项目;立
足发展“中部种业中心”,立项支持武汉、荆州、襄阳

三大种子产业集群发展,带动新品种推广.
最后,加强技术推广.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农业推广模式较为单一,“七站八所”的农技

人员承担主要的推广任务,而涉农高等学校及科研

院所没能成为农技推广体系的有效力量,其成果推

广与应用受到了限制.因而,相关政府部门应逐步

将涉农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纳入农业推广体系,组织

科技人员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推广新品种、新技

术,鼓励高等学校尝试“推广教授”人事制度改革.

４．加强管理,完善综合考评机制

如前所述,由于制度不健全,导致产业技术体系

目标的完成依赖于项目承担人的责任心及职业道

德,这既不符合科学管理的基本规律,也直接影响了

体系运行效率.科学的设计与制定目标考评制度、
合理的约束与激励产业技术体系成员,是激发产业

技术体系活力的现实需求.考核制度从总体设计

上,应不以论文和成果获奖为主要依据,而是考核整

个产业的产量、质量、安全以及技术发展状况;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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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自我考核和相互验收的传统做法,转而由技术

用户即主产区政府部门、农民合作组织代表、企业代

表等,依据产业发展结果来考核;逐步形成开放、流
动、竞争的良好环境,促进体系功能的优化.具体来

说,应从３个方面入手.
首先,建立分层考核制度,考核过程由湖北省产

业技术体系指导委员会组织实施.依据委托协议内

容指标,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考核由指导委员

会组织实施;首席科学家组织对专业组及组长、综合

试验站和站长以及技术示范点进行考核,并将考核

结果报指导委员会.根据考核结果,对未完成任务

指标的,提出整改要求或进行人员调整.
其次,实行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同时建

立与考核结果挂钩的奖惩制度.为了实现产业技术

体系的绩效目标,保持产业技术体系的活力和可持

续发展,同时加强过程监管与目标考核管理,采取年

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的办法.按不同产业技术

体系建设内容,采用每年实行年度考核、５年进行任

期综合考核及其绩效评估的办法加强体系管理,实
行动态管理.与此同时,根据评价结果,实行优胜劣

汰,动态调整.将考评结果与奖惩办法相结合,始终

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对产业发展的贡献作为体系

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避免成果与应用相脱节.
最后,建立国家体系和省级体系的“双向考核机

制”.一方面把湖北创新团队建设作为国家产业体

系考核内容,做到国家产业体系在湖北有专家团队

支撑,有相应的专家承接国家产业体系下达的任务;
另一方面遴选和确定国家产业体系岗位专家和综合

试验站站长时,要充分征求湖北省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意见,将国家产业体系专家纳入相应省级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管理,接受地方考核,促进国家产业体系

专家深入地方开展技术集成示范,研究解决实际问

题.引入社会评估机构,尝试推行第三方评价机制.

５．构筑平台,为产业体系提供支撑

产业技术体系的高效发展依赖于行业关键共性

技术的突破以及产业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现阶

段,应积极构筑包括公共服务机构、合作经济组织、
龙头企业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力求为农业生产

提供连接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综合配套服务,推
进产业技术体系高效运行.

一是打造共性技术平台.立足农业产业布局特

点,统筹各类农业公益性和社会化服务资源,综合设

置区域性的基层农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开展良种

繁育、病虫害防控、土壤肥料和栽培、现代设备和设

施、农产品产后处理加工等实用普及技术的研究推

广.依托共性技术平台,开展关键和共性技术攻关

与集成,解决产业发展重大技术问题.二是建立产

业重大问题的监测预警平台.建立现代农业产业发

展咨询顾问制度.以产品质量为突破点,以市场导

向为依托,及时判断未来产业和贸易发展趋势、变
化,发布相关预警信息,提出利于产业发展,规避风

险的政策建议.三是发展农业经营性服务.支持农

民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涉
农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为农业生产提供低成本、便
利化、多形式的服务.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
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引导经营性服务组织参与公

益性服务,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动物疫病防控、农
田排灌、农机作业等专业化服务.培育会计审计、资
产评估、政策法律咨询等涉农中介服务组织.四是

强化农业信息化服务.加强农业生产、经营、加工、
流通、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农业信息

化装备水平;开发农产品价格监测预警、农业综合信

息采集、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农业市场监管和农产品

质量安全溯源等应用系统,加强农村远程数字化和

可视化、气象预测预报、灾害预警等技术服务;大力

发展农技短信通、１２３１６等农业综合服务平台,为体

系高效运行提供支撑.

　　(致谢:感谢“湖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深

化研究”课题组全体成员为本文的完成所作 出 的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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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HowtoDeepenModernAgriculturalIndustrial
TechnologySysteminHubeiProvince

HURui,LIZhongＧyun,CHENXinＧzhong
(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４３００７０)

Abstract　Theconstructionofmodernagriculturalindustrialtechnologysystemisanimportantway
topromotetheinnovativeabilityof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ThispaperillustratesgoodproＧ
gressintheconstructionofmodernagriculturalindustrialtechnologysysteminagriculturalproductreＧ
searchanddevelopment,technologicalbreakthrough,experimentanddemonstrationandtechnological
extensioninHubeiprovinceandalsoanalyzesseveralproblemsandtheircausesinhamperingthefurther
improvementofsystemefficiency,suchasthenarrowindustrialdistribution,shortageininvestmentand
insufficientcooperationamongdifferentdepartments．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somesuggestionson
howtopromot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operationefficiencyofsuchsystem,whichincludes
strengtheningtheoverallplanningandmanagement,raisingfundsbydiversifiedchannels,increasingthe
efficiencyofagriculturalextension,perfecting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mechanismandconstructing
generictechnologicalplatform．

Keywords　modernagriculture;industrialtechnologicalsystem;extensionofagricultural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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