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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学术专著是一部关于农业科技园专家大院与农民进行技术对接机制与模式研究的学术著作，
也是作者近几年来研究农业科技园专家大院运行机制和模式的成果总结。
这部学术著作为我国建立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具有以下突出的特色
：    第一，在农业专家大院技术推广的基础理论研究上有特色。
研究者通过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专家大院技术推广与农民对接的内在要素、运行过程和机理、推广效果
的研究，分析农业技术对接的主体及载体行为，找出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技术对接与传统技术推广
的差异，归纳了国家农业科技园技术对接的特点、特征和基本涵义，深化对专家大院技术推广与农民
对接的基础理论认识。
    第二，在农业专家大院与农民对接机制研究上有特色。
通过对试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专家大院技术推广机制的比较研究，归纳出一些切合实际的专家大院
技术推广与农民对接机制，并在实践中提出促进农业专家大院技术推广与农民对接的政策建议，充分
实现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科技示范与带动功能。
    第三，在农业专家大院技术推广与农民对接的运行模式研究上有特色，通过对试点的国家农业科技
园专家大院与农民对接的运行模式的对比分析，归纳出五种不同类型的专家大院技术推广与农民对接
的运行模式。
    总的来说，这部著作在理论上，通过对试点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专家大院技术推广理论的研究，
揭示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专家大院与农民对接机制的构成要素以及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了
农业科技园区专家大院与农民对接机制的理论基础，为各地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农业专家大院提供科学
依据和参考方案。
从实践上，着重于实证案例分析，对福建漳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天津津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吉林
公主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湖南望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重庆渝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四川乐山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等11个试点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进行实地调研，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专家大院与农民
进行技术对接机制和模式进行归类、比较、总结经验，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践概括，为农业高新技术向
周边地区农民推广和辐射，提供了可借鉴的运作模式。
    农业专家大院是对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将会对政府制定下一步农业技术推广政
策具有一定的实际运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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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背景分析　　兴办科技园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一种国际潮
流，但在国际上多数以工业园区为主。
在发达国家，把科技园区的运行模式纳入农业经营管理体系起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
目前，世界上被称之为“农业科技示范园”的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推广先进技术为主体的试验
示范基地，称之为“示范农场”，主要以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农事活动的展示示范，发展较好的是
以色列；另一种是以进行农业观光、休闲为主体的农业示范基地，称之为“假日农场”，主要是为了
满足城市都市化和农村城市化建设的居民生活和消费需求，在保证原有农场生产的基础上，利用农业
经营活动、农村生活、田园景观及农村民俗文化等资源，以休闲、观光、都市农业为主要形式，把农
业和旅游业结合在一起以延伸农业经营范围，着重体现农业生产、生活、生态“三生”一体的经营模
式，发展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有德国、法国、美国、日本、荷兰及我国台湾省。
　　与国外相比，我国农业科技园的产生、发展有其独特的社会经济背景，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农
业生产力水平、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与现行农业体制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决定的产物。
经国内外文献查阅分析的结果表明：农业科技园是我国自己创造的概念，农业科技园区是利用先进农
业设施和高新技术对我国传统农业改造的产物，基本建设方式是将我国科技工业园区的建设思路与农
业产业化经营相结合，以促进农业高新技术的试验示范，同时带动区域农业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
。
因此，与国外相比较差异较大，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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