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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农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承包经营的农户与供求变动无常的市场无法顺利衔接，农
业结构调整缺乏有效的信息引导，农民增收困难。
这些问题和矛盾呼唤和催生了农业制度和组织的创新。
农业科技园区作为农业科技产业化的有效载体，以其特有的产业组织功能把农业科技创新与组织创新
完好结合为一体，打破了传统农业低效封闭的格局，为现代农业建设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但农业科技园区在我国的发展时间不长，加之我国的特殊国情，使得对农业科技园区的相关理论与实
践研究还不充分。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将选题定位于中国农业科技园区发展战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
　　视野广阔、分析透彻是这部书的一大特色。
作者运用科学客观的分析方法，深入探究科技园区发展的相关理论，系统评价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园区
发展的现状，找到与当前不断加速的市场化与国际化进程相适应的农业科技园区发展战略定位与模式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为国家制订农业科技园区相关发展的具体政策和改革方案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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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七章，力求全面系统地阐述农业科技园区的内涵、特点和类型，归纳农业科技园区的基本结构
、功能和布局，提出农业科技园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原则和标准。
第一章详细论述了农业科技园区的相关概念及其发展历程，并对国内外科技园区发展的相关理论进行
综述。
第二章在进行农业技术推广模式比较的基础上，从技术创新与技术推广的经济学角度对农业科技园区
进行了重新诠释。
在前两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第三章系统研究了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的基本思路与原则、产业布局与规
划及其运行机制。
第四章是对农业科技园区现实发展绩效的评价，在构筑指标体系进行系统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
科技园区发展的政策环境选择。
第五章在进行高新农业技术产业与风险投资国际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着重阐述高新农业技术产业化、
农业科技园区与风险投资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理。
第六章是结论部分，主要研究农业科技园区的结构功能、战略定位、国际模式借鉴，最后提出了我国
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发展的道路选择。
第七章是在以上理论探讨的基础上，从微观角度深入剖析武汉南湖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的管理模式与
运行机制，从而为理论研究提供经验实证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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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新兴高技术产业群突破了传统产业和社会结构的束
缚.建立了适合自身成长、发展的基石，并以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冲击并改
造着传统产业和社会结构。
选择具有一定条件的智力社区，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科学一工业综合体。
在这一综合体内，大学、科研机构向企业提供技术、人才、高技术成果和工艺创新思想，而企业既为
大学、科研机构提供科研资金，叉使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研究在企业中得到延续。
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密切合作，共同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这就是现代科技园区的由来。
　　早期学者认为科技园区是以开发房地产为基础的开发区；是随着现代高科技产业发展而出现的一
种崭新的社区形态；是一种以加速高新技术研制及其成果推广应用，服务于本国或本地区工业现代化
而人为设置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综合性基地；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以生产、销售高新技术产品为主
的新型生产组织形式。
也有些学者认为，科技园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集中了智力资源、信息、知识和高新技
术，通过现代化管理实现规范化、网络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来解决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技术、市场
和风险问题，能创造出高于传统工业几十倍的劳动生产率。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