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业科技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农业科技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

13位ISBN编号：9787802337251

10位ISBN编号：7802337259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刘世军 编

页数：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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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业科技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

前言

　　创新是一切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科技事业尤其如此。
创新需要创新文化的滋养和支撑。
创新文化是与科技创新活动相关的文化形态。
创新文化从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关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培育创新精神，营造创新环境，提供创新动
力。
因此，研究和建设创新文化是科研院所管理者必做的课题。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于2007年立项“科研院所创新文化建设研究”课题。
2008年院产业处和课题组共同组织了以“科技产业创新与发展”为专题的研讨征文活动。
这项活动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参与研讨的有资深农业科技专家，也有思想活跃的年轻同志；有在
农业科技产业一线打拼多年的经营、管理者，也有一向关注产业发展的科研、管理人员。
其中撰写论文的有400多人次，收到论文160多篇，文集收录其中的108篇。
这些文章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有对种植、养殖、加工、服务各产业发展中面临的现状和发展方向的
论述；有对经营性资产、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的保护、运营和增值路径的建议；有对农业科技企业的
体制机制、人力资源、财务税务、营销策略和文化建设问题的探讨；有对近几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产
业化项目研究与开发重要成果和进展情况的报告；还有在基层从事农业科研、管理、经营工作的同志
们撰写的论文。
这些文章切入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各异，其共同的特点是密切联系实际，谋求科学发展，其中不乏
很有价值的独到见解。
　　百余篇文章各抒己见，见仁见智，一个共同的认识是：科技产业是科技创新工作的延续和重要组
成部分。
发展农业科技产业，对于促进农业学科体系建设，支持和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各项事业发展，充分发
挥农业科研的示范作用和社会服务功能，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农业产业化，提高科技贡献率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理清农业科技产业的发展思路，建设符合现代企业标准的创新型企业，不仅
是农业科技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农业科技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农业科技产业自兴起至今仅有2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相对而言，尚属年轻的朝阳产业。
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是其成长的必由之路。
本选集文章的观点均属探讨性思考，在表述方面若有偏颇之处，抑或编辑加工方面有所疏漏，敬请读
者见谅。
倘能以此引发更多同仁更深层次的思考，并在实践中探索解决问题的答案，便是作者和编者之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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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于2007年立项“科研院所创新文化建设研究”课题。
2008年院产业处和课题组共同组织了以“科技产业创新与发展”为专题的研讨征文活动。
这项活动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参与研讨的有资深农业科技专家，也有思想活跃的年轻同志；有在
农业科技产业一线打拼多年的经营、管理者，也有一向关注产业发展的科研、管理人员。
其中撰写论文的有400多人次，收到论文160多篇，文集收录其中的108篇。
这些文章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有对种植、养殖、加工、服务各产业发展中面临的现状和发展方向的
论述；有对经营性资产、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的保护、运营和增值路径的建议；有对农业科技企业的
体制机制、人力资源、财务税务、营销策略和文化建设问题的探讨；有对近几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产
业化项目研究与开发重要成果和进展情况的报告；还有在基层从事农业科研、管理、经营工作的同志
们撰写的论文。
这些文章切入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各异，其共同的特点是密切联系实际，谋求科学发展，其中不乏
很有价值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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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途径探讨湿磨法生产速冻糯玉米汤圆工艺遥感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其他加强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建设
提高农产品食用安全山东省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发展策略研究韩国环境刑法类型的特征对我国的相关启
示基于AL—ANP的山东区域农业物流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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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4 现行体制不适应农业科技产业化的要求，市场发展不完善。
体制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农业科研和推广体制设置不合理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
近年来，我国农业科研和推广机构的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各自独立、以专业和纵向分割为主
的格局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不能满足农业科技产业化发展的要求。
另一方面，农业科技企业制度建设不适应农业科技产业化的要求。
在农业科研和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有些科研单位和大学凭借其科技优势办了一些经济实体和科技
含量较高的企业，但是，由于科研单位转制缓慢，产权模糊制约了农业科技产业化运行主体的发展。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受地方保护、法制不健全、市场需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农业科技产品市场开拓总体水平不高，其发展面临内在动力和市场拉动不足的双重约束。
　　3.1 建立层次分明、布局合理的农业科技研究开发体系，促进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　　
按照国家农业科技发展纲要中提出的“实施农业区域发展科技行动，开发区域优势产业和发展特色农
业”的要求，通过并、转、建、撤等不同方式，建立机构精干、结构优化、布局合理、力量集中、方
向明确、优势突出的农业科技研究开发体系，以保证省、市（地）、县三级农业科研开发机构协调运
转。
省级农业科研机构，主要从事应用研究，同时也承担国家部分应用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研究及重大科
技攻关研究任务，重点解决全省农业经济和农业生产中全局性、关键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重大科技
问题。
其研究应以科技产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为主要目标，研究成果通过市（地）、县的延伸发展和县、市
、农业试验站的中试推广，以达到“研制一项科研成果，开发一个科技产品，带起一个产业发展”的
目的。
市、地级农业科技体系坚持服务于地方、优势集中、层次清晰、分工明确、冈地制宜的原则。
根据当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着重解决本地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中具有区域特色和优势的重大
技术问题。
省、市、地科技主管部门，要在市、县两级科技机构中，择优支持重点机构和单位，使其逐步发展成
为具有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区域性农业科技研究与开发中心。
　　3.2 完善农业科技市场，为“研产一体”创造良好条件　　要增强科技在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的
意识。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把科技产品开发与进入科技市场结合起来。
为满足市场和农民的需求，扩大市场的适应面，重点研究开发一些适用于农业产业化的产前、产后深
层次开发性科技成果。
要不断拓宽服务领域，对转化快、转化率高的科技成果，直接推向市场。
有些可以实行产供销相结合的办法，以物化的形式推人市场。
如提供种子、苗木、化肥、农药、地膜、饲料等，再配上与生产相关的实用技术，倍受农民欢迎。
对一些推广难度大、周期长的科技成果，可采取科研生产联合体形式，由成果研制者提供成果，生产
单位提供土地，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下，对成果进行大面积开发。
在科技市场的建设中，注意搞好技术转让中介队伍、技术市场管理体系、技术信息网络系统、技术估
价系统、技术市场融资机构建设等，制定好与之配套的政策法规，以保护交易双方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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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于2007年立项“科研院所创新文化建设研究”课题。
2008年院产业处和课题组共同组织了以“科技产业创新与发展”为专题的研讨征文活动。
这项活动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参与研讨的有资深农业科技专家，也有思想活跃的年轻同志；有在
农业科技产业一线打拼多年的经营、管理者，也有一向关注产业发展的科研、管理人员。
其中撰写论文的有400多人次，收到论文160多篇，文集收录其中的108篇。
这些文章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有对种植、养殖、加工、服务各产业发展中面临的现状和发展方向的
论述；有对经营性资产、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的保护、运营和增值路径的建议；有对农业科技企业的
体制机制、人力资源、财务税务、营销策略和文化建设问题的探讨；有对近几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产
业化项目研究与开发重要成果和进展情况的报告；还有在基层从事农业科研、管理、经营工作的同志
们撰写的论文。
这些文章切入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各异，其共同的特点是密切联系实际，谋求科学发展，其中不乏
很有价值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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