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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技术与农村发展政策》系统阐述以科学技术求解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三农问题”)的理论
观点、政策实践和国际经验，科学总结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和国家农业创新体系建设的总体
框架与运行机制，多角度探索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路径和实现形式，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分享现代科
学和技术成果、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国家战略和政策思路以及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推进举措
。

《科学技术与农村发展政策》由李建军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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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自1978年之后，各类农业科研机构恢复重建。
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组织
技术力量研究解决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中央要办好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几个重点的高级农业
科学研究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根据农业区划办好一批农业科研机构，逐步形成门类齐全、布
局合理的农业科学技术体系。
截至1985年，全国农、林、牧、渔、农机化科研机构达1428个，其中国家级95个，省级492个，地（市
）级839个。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针对原有科学技术体制的弊端，明确提出科技体
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
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对科技管理机制、科技拨款制度、国家
重点项目管理、科研机构的组织结构、人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作了明确的指示，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
体制改革由先前的科技界自发进行的探索试点阶段进入到有领导的全面展开阶段。
198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在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方面提出
更具体的措施。
主要内容包括：简政放权，实行政研职责分开，国家对科研机构的管理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间接管
理；两权分离，科研机构全面实行所长负责制，逐步实行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扩大研究机构
的自主权，鼓励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以多种方式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倡导有计划地组织科技人员从
事各类技术经济活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公共投资几乎是中国农业研究与开发资金的唯一来源，中国农业研究与开发
体系的主体是国家级、省级和地区级政府相关部门下属的公共研究机构，各类农业大学也从事一些农
业研究活动，但主要以教学为主，非政府的农业研究基本没有。
为了提高农业研究与开发的效应，中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对农业科研体制进行了调整和改革
，其主要举措是鼓励国家农业科研机构从事其研究成果的商业化以满足农业增产的需要，鼓励私营企
业和跨国公司对中国农业研究与开发进行投资，前者催生了一大批由公共农业科研机构组建或依托农
业科研机构组建的农业科技企业，后者推动了一些私营企业和跨国公司所属的或与国家研究机构合作
运行的农业研究中心的创立。
两者的合力推动中国农业研究与开发投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从先前单一的政府投资向包括项目竞争
、技术合同等多种形式组成的混合资助体系，并使农业科研机构着手建立与技术用户的联系并直接服
务于农业企业、专业农户和包括农业专业合作社在内各类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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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建设教材:科学技术与农村发展政策》一方面重视对国内外学者有关以科
学技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理论成果并进行认真梳理和系统分析；另一方面结合当前我国农村发展
的重大问题和现实需求，重点对各主要国家农业创新系统和以科学技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经验和
政策进行概括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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