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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科技园区是以科技为支撑的农业发展新型模式，其作为扶贫工作的重要载体，具有创新引领、示范带动、产

业集聚等功能。通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对农业科技园区在扶贫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分析。发

现存在园区尚未成为扶贫工作的强有力手段、园区发展规划与地方精准脱贫规划脱节、园区发挥作用有限、园区工作生

活环境较差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在贫困地区政府应给予园区大力支持，通过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强化园区的

服务平台功能，优化园区的工作生活环境等措施加快实现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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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is a new model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upported by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has
the functions of innovation leading, demonstration leading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field in
vestigation and combining with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park has not become a
powerful mean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the park is out of line with the local precise pov
erty alleviation planning, the park plays a limited role, and the working and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park is poor.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government in poor areas should give strong support to the
park, build a mechanism of interest connection, strengthen the service platform function of the park, optimize the
working and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park and other measures to speed up the realiz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oo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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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制约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

一，消除贫困是全人类共同的社会责任 [1]。我国

自 1986年开始实施扶贫计划以来，取得了有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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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的成绩。经过 30多年的发展，截至 2017年底，

我国贫困人口数量由原来的 1.25亿下降到 3 046
万，中国的减贫工作为世界减贫与发展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 [2]。扶贫工作不仅是帮助中国 3 000余
万贫困居民脱离贫困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中国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更是社会主

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3]。农业科技园区（以下

简称“园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

阶段为了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提出的一项重要任

务，园区具有科技创新、开发示范、辐射推广等功

钱政成等：扶贫工作中农业科技园区的作用探究

东北农业科学 2020，45（5）：121-125
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Sciences DOI: 10.16423/j.cnki.1003-8701.2020.05.029



122 东 北 农 业 科 学 45卷

能作用，能够在扶贫中更好地精准发力。目前，

我国园区基本形成了覆盖除港澳台之外的全国所

有省（市、区）的发展格局,并且涵盖了我国主要农

业生产区域。园区可以有效提升农业科技服务水

平，激发贫困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贫困地

区的产业发展，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和增收。

我国的学者虽然在扶贫和园区两个方面有较

多的研究，但是对园区在扶贫中的作用研究较

少。鉴于此，本文基于贫困地区扶贫工作的实际

情况深入分析园区的特点和功能作用，探索园区

推动扶贫工作的有效途径，同时对打赢脱贫攻坚

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重

要的现实意义。

1 基本内涵

1.1 农业科技园区

随着我国园区快速高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学者在园区方面有客观、深入的研究。刘创社 [4]

认为园区是在具有科技、经济、区位和产业基础

的区域，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资源的

持续高效利用、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以农业领

域高新技术为依托，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农

业组织形式。王菲 [5]认为园区是指在一定规模的

土地上，以提供相应的配套设施和一定的优惠政

策为条件吸引国内外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入驻的、

具有多种功能和综合效益的新型农业组织形式。

陈阜等 [6]认为园区的基本特征包括：一是区域性

农业科技创新基地，二是具有技术密集和资金密

集的特点，三是能够吸纳和组织起该区域的广大

农民。周华强等 [7]认为园区具有创新引领，创业

孵化，示范带动等功能。蒋和平等 [8]总结了我国

园区的四种发展模式：龙头企业带动，设施农业+
企业化运作，特色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协会+农
户，农业技术推广创新。李小璇 [9]认为我国园区

的发展模式有三种：生产要素型、龙头企业型和

技术创新型。

园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模式，通过利用

现代农业知识技术及理念对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

调整起到积极作用 [10-11]，也是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过程中的带动力量 [12]。园区已经成为基层工作的

重要抓手，成为地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载

体和平台，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着发展特色产业、

壮大龙头企业、培育农业科技人才、带动农村劳

动力就业和创新创业等重要作用。

1.2 扶贫

“扶贫”这一概念是我国反贫困计划中的重要

方面，也是国际反贫困中的重要内容和方式。扶

贫是为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开发经济、发展生

产、摆脱贫困的一种社会工作，旨在扶助贫困户

或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改变穷困面貌 [13]。我国在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扶贫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解

决贫困人口的生存温饱问题。到了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新时代，扶贫工作的目的是确保贫困人口做

到“两不愁、三保障”，即确保贫困人口不愁吃、不

愁穿，同时还要确保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安全有基本保障 [14]。“两不愁、三保障”与基本解决

生存温饱问题相比，是一个内涵更丰富、层次要

求更高的扶贫工作目标。目前，我国的扶贫工作

方式大致分为三种：“输血式”扶贫、“造血式”扶

贫和“参与式”扶贫。“输血式”扶贫主要是对贫困

人群采取经济上的救助，给予他们物质上的资

助，保证他们的正常生活；“造血式”扶贫是通过

扶贫能够让农民自己有能力扩大再生产；“参与

式”扶贫就是在扶贫项目的设计、规划、实施、监

管和验收过程中，将参与式理念和工作方法贯穿

始终，通过采用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激发群众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 [15]。因为我国贫困地

区分布广泛，地理环境差异较大，致贫原因多种

多样，所以针对不同贫困地区的不同贫困人群采

取不同的方式开展扶贫工作。

2 园区在扶贫中的作用分析

我国园区的发展始于 1994年中以示范农场

的建立，经过 20多年的发展，园区对农村发展和

农业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截至 2016年
底，我国已建设覆盖全国所有省、直辖市和自治

区的省、市、县级别园区超过 5 000家，其中科技部

会同农业部等部门共批复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以下简称“国家园区”）246家，约累计建成核心区

20万 hm2，示范区 333万 hm2，辐射区 1 333万 hm2。

约共引进培育新品种 4.09万个，推广新品种 1.46
万个，引进企业 6 376家，年产值达 4 827亿元。在

此基础上批复建设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区 8个、国

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2个。据不完全统

计,国家园区共创造产值 4 414.15亿元，已经成为

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2.1 加快了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为产业扶

贫提供源头动力

作为园区的重要功能，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是园区建设发展的核心。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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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科研平台，组建科研团队，组织科研攻关，实施

成果转化，加速了科技成果入园和企业孵化进

程，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国家园区累

计引进推广各类农业新技术 1.7万项，科技成果转

化率在 70%以上；引进培育粮食新品种约 4.09万
个，推广新品种约 1.46万个，提高了农业效益，实

现了农民增收。截至 2016年 4月，甘肃全省园区

总产值达 1 055.5 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15.5%。园区科研总投入 16.86亿元，承接科技项

目 431项，推广新品种 2 833个、新技术 988项。

2.2 促进了农业产业升级，因地制宜开展产业扶

贫

园区通过科技、资源、市场等优势，依托地方

特色资源，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发展，以创新平

台建设促进资源聚集，以合作加速成果转化，培

育和发挥特色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实现农

产品产业化发展，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16]，发挥互

联网+作用，促进区域农业产业升级。园区主要

采取“企业+贫困户”“企业+基地+贫困户”“企业+
贫困户+订单收购”等模式，组织农民按照区域特

色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有效实现农民增收，较好地促进了农业新科技、

新成果与周边农村和农业企业的对接与应用 [17]。

2.3 拓展了农村发展途径，探索扶贫开发体制机

制创新

针对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效益难保障、农产品

附加值偏低、农民对自然和市场风险承担能力差

等问题，园区探索多种有效途径，积极推动扶贫

开发工作。部分园区根据当地的特殊地理特质，

大力发展连片种植和精深加工产业，开发农业观

光、休闲体验等乡村旅游项目，实现“农旅一体

化”，推动了一二三产联动发展。有的园区通过

企业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帮助贫困人口脱

贫致富，例如井冈山八角楼园区按照“政府引导、

企业运作、社会参与、农民受益”的原则，“企业+
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吸纳园区周边红、

蓝卡贫困户以市政府产业扶贫资金入股分红、吸

纳劳动力到基地劳作的双轨帮扶方式，带动贫困

户入股分红和就业。

2.4 强化了农业科技人才培养，为扶贫开发提供

保障

依托园区集聚农业科技和人才优势，贫困地

区建立技术合作平台，完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

强化实用人才培训，加快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

提高对贫困地区发展的服务能力。各地依托园区

组建专业协会 1 500多个，常驻科技特派员 1万余

人，推广科技项目 860余项，培训农民超过 500万
人。陕西省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农技服务“大荔

模式”、地方政府与大学共建试验示范站的农技

推广“大学模式”，为贫困地区提供多层次服务；

陕西省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建立田间大

学，培养本地科技人才和农村创业创新人才。甘

肃省依托园区，实施“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

行动”，引导科技人员通过参与创办农民合作社、

与园内企业合作等方式和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

3 制约园区助力扶贫的主要问题

3.1 园区尚未成为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工作的强

有力手段

目前，我国园区虽然局部带动效应明显，但对

大区域的带动覆盖效应有限，且园区分布不平

衡。大部分园区布局在生产条件相对较好、资源

禀赋相对优越、投入产出效益较高的地区，对贫

困面广、贫困人口集中、科技基础薄弱的贫困地

区的覆盖深度和广度不足。例如，陕西省共有国

家园区 8个，但在贫困人口数量占全省 67.3%的秦

巴山区仅有一个于 2015年建成的园区。园区建

设涉及面广、周期长、投入大且外来资本支持较

少，设施建设和政策支持相对滞后，社会资本投

入热情不高，在规划和建设中难以实现与贫困地

区人口、资源、产业发展的有效衔接。

3.2 部分贫困地区的园区发展规划与地方精准

脱贫规划脱节

园区侧重反映现代农业技术、机制和模式，支

持政策倾向于领办项目的能人、大户和农村专业

合作组织。但贫困户自身能力有限、分布松散，

从支持产业发展的普惠性政策中获益难度较大。

据统计，农村贫困户参加农业合作社的比例为

6.4%，仅为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有的园区没有与扶贫对象建立起参股分红等利益

联结机制，贫困村、贫困户难以分享到园区发展

带来的红利。受条块分割影响，部分产业扶贫计

划没有考虑与地方园区建设有效衔接，造成资源

分散和重复投入，影响实际效果。一些园区定位

不清晰，建设上追求大而全，内容重复多，一些项

目依靠政府投资拉动难以持久，也无法满足精准

扶贫、分类施策的需求。

3.3 园区在面向贫困人口的示范带动作用有限

据统计，我国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中，劳动力

人口数为 5 466万，其中 3 389万在家务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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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他们发展合适的产业，直接关系到扶贫效

果。部分园区受制于区域自然条件差、科研资源

缺乏、劳动力水平不高等因素，在扶贫工作中示

范带动作用有限。园区主要推广的项目对生产技

术和劳动者素质要求较高，贫困户的实际生产能

力达不到，无法参与生产。导致贫困户“大水漫灌”

式集中培训多，“精准滴灌”式个性化培训少，同时

园区注重种养殖技术指导，对农产品的精深加工关

注较少，缺乏市场前景分析、质量体系认定和产品

形象维护，导致越丰产越不丰收的现象。

3.4 园区吸引人才能力弱，工作生活环境较差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位置较偏，缺乏区位优势，

园区的发展受到限制，导致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占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量少质低，吸引管理

型和技术型人才的能力较弱，缺少相应的人才激

励政策。加之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缺乏对技术推

广类人才的评价办法，科技人员对长期进驻园区

从事成果推广的积极性不高，园区未建立起科研

与生产一体化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也难

以吸引科技人员入园创业。与非贫困地区或发达

地区相比，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和生活环境

还不够高，城镇建设有待完善，商贸服务业发展

水平不高，基本生活条件、医疗教育保障都存在

较大差距，难以吸引高层次人才入驻。

4 促进园区助力扶贫工作的对策建议

4.1 政府应在扶贫中给予园区大力扶持

一是在贫困地区，政府应把园区的发展建设

纳入到当地的脱贫攻坚规划中，鼓励园区与贫困

地区对接，帮助筹建科技园区、产业园区，实现贫

困地区人员转移就业。在扶贫工作方面应给予园

区相应的资金支持和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其在扶

贫中的技术集成、要素聚集、应用示范、辐射带动

等重要作用，推动当地特色产业基地建设，通过

园区发展，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近提供就业岗

位。二是探索建立“园区+贫困村+贫困户”“园

区+贫困户”“园区+企业+贫困户”和“企业+合作

社+基地+贫困户”等多种适合不同贫困户的方式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再就业。地方政府还可

以出面筹措资源，例如，与银行部门在当地联合

开展科技金融试点，加大园区的金融支持；探索

构建跨省、跨地区的扶贫协作机制，引导发达地

区科技资源向贫困地区流动。

4.2 构建园区发展与地区脱贫的利益联结机制

充分利用园区这一载体，以产业发展带动贫

困地区人口持续增收。鼓励园区企业、合作社将

所在地区贫困户优先纳入用工序列，量身为贫困

户创造就业岗位并积极引导贫困人口就近就地就

业 [18]。综合运用村级集体资产收益分配、土地经

营权入股、扶贫小额信贷等政策，引导贫困户加

入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贫困户入股园区

内的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以股权收益

加劳动收入方式，让贫困人口从价值链增值中获

得持续增长的收益。鼓励勤劳致富、抱团致富，

为贫困人口更多地参与园区上下游产业配套提供

便利，进一步扩大扶贫覆盖面。

4.3 强化园区的服务平台功能

一是以园区为核心建立完善的农产品生产、

加工技术规程及标准，构建权威的农产品质量标

准评价、认证机制，完善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进

一步突出农产品有机、绿色、科技等特点。二是

重点围绕主导产业，开展技术攻关和产品开发，

培育发展一批具有持续创新能力、自主知识产

权、知名品牌、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民营创新型企

业。三是强化农业数据集成，完善各种信息发布

功能，积极搭建农超对接、农村电子商务营销服

务平台，提升贫困地区的信息服务水平。四是鼓

励园区与贫困地区联合建立技术中介和农技培训

机构，加强对贫困户的实用技能培训，坚持集中

培训与个性化培训相结合，按需设计培训内容，

联合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合作发展特色产业。

4.4 优化园区工作生活环境

一是积极鼓励和支持园区进一步完善财政、

税收、金融、信贷优惠扶持政策，加大扶持专业人

才创新创业力度，设立风投资金，引导科技型企

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做大做强。同时建立专业人才

报酬与贡献相吻合的激励机制，采取多样的奖励

措施鼓励专业人才在园区建设发展方面的贡献，

以合适的利益回报回馈贡献较大的科研人员和管

理人员。二是改善专业人才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强化服务意识，树立良好的服务理念，跟踪了解

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

实际困难，在专业人才家属工作安排、子女入学

等方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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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7 页）均为当年试验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处

理。喷施浓度过低时，S3307发挥作用较弱，增产效

果较小；喷施浓度过高时，植株受 S3307作用较大，

未能形成足够的营养体导致光合面积不足，容易

造成早衰。

综上，叶面喷施 S3307的方法适用于提高绿豆

产量，最佳的喷施时期是绿豆苗期，最佳的 S3307喷
施浓度为 120 mg/L。配合适合当地种植的高效栽

培方式 [19]，可达到节本增效、促进高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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