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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科技转化应用比较研究》内容简介：农业科技转化应用是维系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是
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关键举措、是开展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支撑、是拓展农业国际合作空间与提升
农业“走出去”能力的根本途径。
《农业科技转化应用比较研究》从全产业链、全科技链、全创新链的视角，基于农业科技创新、扩散
和转化理论，聚焦科技转化的效率效益，关注农业科技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利益诉求，系统总结了我国
农业科技转化实践经验，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农业科技转化的过程、机制和效果，探讨了我国农业科技
转化的优劣势和特色，提出了促进我国农业科技转化的措施和建议。
 
《农业科技转化应用比较研究》适合于对农业科技转化应用有兴趣的涉农企业管理者、思考农业科技
转化效率提升之道的政府部门负责人、从事相关研究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等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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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农业科技示范推广项目的具体实践 a.为农业科技项目提供贷款 世行实施投资
于人和保护环境的发展战略，它所采取的以低息、无息的方式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科技项目提供贷款
来帮助农民增收的做法就是对“投资于人”这一发展战略的体现。
农业科技示范推广项目是世行的一个重要投资项目，并且世行将其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发展中国家。
例如，2005年，世行为中国的农业科技项目提供了1亿美元的贷款，在我国的黑龙江、湖南、安徽及陕
西推广农业新技术和新成果。
此项贷款的还款期为20年，宽限期为5年。
该项目旨在提高农民收入，它包括3个子项目：技术转让、信息市场和服务体系；具有商业价值的关
键技术和新型机构的推广；能力建设及项目管理、监测和评价。
经过几年的努力，该项目在提升四省农业科技水平及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b.关注农业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转化应用 为了更好、更快、更有力地帮助农民实现增收，世行随时关
注农业科技领域中最新创新成果，并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加快这些创新技术的转化和应用，将其转化为
实际生产力。
例如，世行通过引进美国进口红提、青提的优良品种，对长白山贝达山葡萄进行嫁接改良，利用冷棚
栽培，结束了黑龙江不能栽培葡萄的历史。
该项目带动了农户发展冷棚生产，帮助当地农民增收120万元。
 C.探索农民增收机制和利益保护机制 世行的农业科技项目坚持以农民增收为宗旨并把是否有助于促进
农民增收作为科技项目立项的标准。
因此，世行在农业科技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积极探索有利于帮助农民增收和保护农民利益的机制。
比如，世行在黑龙江的双城青贮技术开发与推广项目的建设和实施过程中，通过采取“农户+公司+农
户”的双向带动经营模式和运行机制极大地带动了农业生产，从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双城荣耀饲料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利用其先进的青贮生产设备和裹包青贮技术，与当地的玉米种植
户合作，实现了玉米集中青贮和全混合日粮奶牛饲料的标准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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