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农业科技推广  促进农业稳定增长

张 红 兵

“八 五”时期，

我国农业科学技术

成果的推广运用有

了长足的发展，农

技推广率达到了

40% ，农业科技

在实现农业增长诸

因素中所占份额已

由过去的 20% 提

高 到 了 35% 左

右。与此同时，各

级农技推广体系初

步健全，服务功能

日趋完善，农技推广队伍迅速壮大。“八五”期末，全

国各类农技推广机构已有近3 万个，农技推广人员达

到55 万人，比“七五”期末增加了 22 万人。农业科技

推广工作在“八五”期间取得如此成就，财政发挥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

“八五”时期，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国家有关农

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在财力较紧的情况下，仍加大了

对农业技术推广方面的资金投入。一是保证用于农技

推广的资金总量增加。据统计，“八五”期间，财政各

项农口事业费和支援农村生产资金两大类支出中，用

于农技推广的资金为 132.24 亿元，比“七五”期间的

71.33 亿元增加了60.91亿元，增长 85.39% ，年均增

长 17% 。二是除了增加正常预算的农技推广经费

外，还增加了用于农技推广的专项经费，如“丰收计

划”、“优质农产品开发”、“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等专项经费。其中 1994 年财政安排农技推广经费约

40 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农两类支出（农口事业费和支

援农村生产资金）的比重达 11% 以上。1995 年中央财

政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方面的支

出，从科技三项费用中增加 2 000 万元用于农业科学

研究；从中央级农口事业费中安排 4 000 万元用于支

持重大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安排配套资金 1 000 万元

支持引进国际农业先进技术项目，增加了稻田养鱼等

技术推广经费。地方各级财政也加大了对农技推广的

投入。三是突出支持农技推广的重点。国家财政支持

农技推广的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粮棉油增

产技术的推广。如“丰收计划”专项资金使用以来，累

计推广先进农业技术达 147 项，覆盖种植面积 10 亿

亩。（2）推广“菜篮子”工程技术。（3）农业生产适用先

进技术的推广，包括作物栽培、地膜覆盖、节水灌溉

技术等，既保证了农业技术的先进性，又保持了农业

技术适用性和农民的接受能力，促进了农业生产朝着

高产、优质、高效的方向发展，促进了农业产业结

构、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加强对农技推广的政策引

导。“八五”时期，一方面，积极支持农口事业单位深

化改革，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实行企业化经营，开展有

偿服务，兴办经济实体。1993 年，财政部向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发出《关于支持农口事业单

位开展有偿服务和兴办经济实体的意见》，对财政部

门应如何支持农口事业单位创收，增强自身经济活

力，在政策、资金、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对发挥农口事业单位在农技推广中的主导作用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农技推广的现状和

存在的问题，财政部于 1995 年发出《关于财政支持

农业技术推广的若干意见》，首先，明确财政支持农

技推广的对象和重点；其次，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多层

次、多渠道筹措资金，增加对农技推广的投入，确保

“九五”时期财政用于农技推广的经费每年在支农两类

支出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第三，要求各级财政部

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已定的对农技推广的有关优惠政

策，推动农技推广事业的发展；第四，鼓励和支持农

村群众性科技组织的发展；第五，加强财政用于农技

推广资金的管理，加强农技推广单位的财务管理，抓

好各项措施的落实。

各级财政部门在支持农技推广方面做了许多工

作，对农业科技成果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农作物优良品种培育方面，40

多年来，我国共培育了 40 多种优良新品种、新组合

近 5 000 个，使我国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品种在

全国范围内更换了 3～5 次，每次更换一般都增产

10% ～30% ，并使产品的品质和作物的抗逆性大为

改观。在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方面，复种指数由解放

初期的 128% 提高到“八五”期末的 156% ，从而提高

了土地和光、热、水等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全国农作

物地膜覆盖技术已在全国大面积推广，覆盖面由

1979 年的 600 多万亩扩大到“八五”期末的 7 000 多

万亩。在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方面，仅我国北方地

区就已达 5 000 多万亩，提高农业用水的利用率

30% ～40% ，降低能耗 50% ，农作物产量增加了

20% ～30% ，等等。其他农业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

也都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八五”时期，财政部门在支持农技推广工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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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也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如：

财政资金有限，尤其是县级财政困难，使得县乡两级

相当一部分农口事业单位经费不足，农技推广手段落

后；农技推广人员待遇低，队伍不稳，素质不高，出

现“线断、网破、人散”等问题；在资金使用上不尽合

理，农技推广经费中用于机构人员的部分所占比重较

大，真正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经费不多，即“有钱养

兵，无钱打仗”，以致很多先进实用技术得不到及时

推广，科研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我国

人多地少，农业资源有限，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生

产水平，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条根本出路，也是实现

“九五”计划和 2010 年我国农业发展目标的关键所

在。因此，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技推广的支持

力度，以促进我国农技推广事业的发展。

（本文作者系财政部农业司副司长）

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取得丰硕成果

韩 连 贵

农业综合开发

是国家保护、支持

农业发展，对农业

实施宏观调控的重

要手段之一。“八

五”期间，农业综

合开发实际投入资

金 总 额 284 亿

元，其中，中央财

政资金 91 亿元，

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74 亿元，农业综

合 开发专 项 贷 款

50 亿元，集体和农民自筹资金69 亿元。在5 年时间

里，对农业生产集中投入这么多资金，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少有的。这笔投资不受部门分割的制约，不受

“人吃马喂”的影响，完全用于农业上，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一、开拓出一条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路
子

“八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

展，逐步开拓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建设

的新路子，并形成行之有效的基本做法。

（一）坚持宗旨，突出重点。农业综合开发坚持改

田、增粮、创收的宗旨。所谓改田，是指以改造中低

产田为主，适当开垦宜农荒地，努力增强农业发展的

后劲；增粮，是指以增加粮、棉、油、肉、糖等主要

农产品的综合生产能力和有效供给为主要目标，坚持

政府行为，兼顾市场导向；创收，是指按照国家制定

的农业发展战略，适当发展多种经营及龙头项目，把

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两个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突出

重点，是指把农业综合开发重点放在开发潜力大、中

低产田改造任务重的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

下游平原等地区，同时兼顾其他地区的开发。

（二）择优立项，连片治理。农业综合开发在项目

的选择和管理上，借鉴了世界银行的经验，即对农业

采取工程项目的办法管理。择优立项的具体做法，一

是择优选项，对投入少、见效快、产出多、贡献大的

项目优先立项开发；二是评估论证，立项前进行深入

细致的调查研究，经过专家的评估论证；三是建立项

目库，项目按程序申报，自下而上申请，自上而下筛

选，层层把关，逐级负责；四是督促检查，在项目实

施中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补救；五是严格竣工验收，

采取“本级自验，上级对下级复验，一般验收与重点

抽验相结合的办法”，严格组织验收；六是建后管

护，竣工工程项目验收合格后，要及时办理产权移交

手续，建立管护制度，明确管护责任。在择优立项的

同时，按流域或灌区统一规划，连片开发，综合运用

工程、生物和科技措施，进行山、水、田、林、路综

合治理，实现规模效益和综合效益。

（三）多层筹资，集中投入。农业综合开发的投入

机制可以概括为“国家引导、配套投入、民办公助、

滚动开发”，“国家投入为导向、农民投入为主体”。其

做法，一是凡经批准的开发项目，中央财政资金、地

方财政配套资金、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贷款、集体和农

民群众自筹资金，按比例配套投入；二是鼓励地方利

用各种合法的形式引进资金，增加开发投资力度；三

是中央财政资金一半无偿使用，一半有偿使用，有偿

使用的资金回收后继续用于农业综合开发，形成滚动

开发的机制；四是严格界定资金使用范围，不准挪作

他用。

（四）发动群众，民办公助。一是宣传教育农民群

众，明确指出农民群众是农业综合开发的主体力量，

坚持依靠农民群众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即

“民办公助”，多筹资多扶持，少筹资少扶持，不筹资

不扶持；二是明确规定“谁开发、谁投资、谁使用、

谁受益”；三是结合开发实践进行宣传教育，使农民

群众认识到农业综合开发是自己的事业，增强责任感

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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