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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华东地区科技农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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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浙江、山东 2 省为例，研究我国华东地区科技农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比分析 2 省

的现状、科技农业推广、农业科技需求、农业成本和农业收入等方面内容，结果表明，截至 2008 年底，浙江省科

技农业水平、农民收入水平、文化水平均高于山东省，其农业生产方式较科学，农业投入成本则低于山东省。我国

华东地区科技农业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大力发展科技农业，

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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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农业诞生以来，尽管王朝更迭、时代变迁，“无工不富、无农不稳”这一历史经验却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定律。农业一直都

是我国安定平稳的保证，是国家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组成部分。但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行，传

统农业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农耕方式的转变，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模式的变革，显得更加迫切和必要。 

要使现代农业得到高速发展和显示出其应有的经济价值，就必须依靠农业科技创新，必须紧跟世界农业新走向，发展科技

农业
[1]
。科技农业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为基础，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为手段，以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最大化

为目标，通过农业科技产业化，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使农业科技不断地向传统农业的产前、产中、产

后渗透，使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形成新的农业科技产业
[2]
。 

为了更好的分析未来农业发展方向，了解我国华东地区农业结构调整、耕作模式、生产力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对农民收入、

农耕成本、农业产出以及社会效益进行论证，为促进我国科技农业的推广及产业化发展提供基础理论支持。对我国华东地区的

科技农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情况进行研究，旨在为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于 2008 年 5 月至 2009 年 9 月分别在山东、浙江随机抽取 1 900 户农户进行科技农业及相

关情况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1 810 份。 

1.2 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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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山东、浙江 2 省的居民类型、农民家庭总收入、文化程度、农业经营面积、经营种类、购买科技生产资料情况、农业

补贴、农业信贷容易度、影响农业生产困难的因素、农业化肥和农药占农业成本的比例、人均纯收入。 

1.3 分析方法 

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不同地区的人均纯收入采用 μ 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现状调查 

对浙江、山东 2 省部分地区农民的居民类型、年收入、文化程度等基本信息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如表 1～3 所示。 

 

 

在农村小城镇建设及农村的城市化过程中，浙江省城市化水平即小城镇化水平高于山东省；浙江省农村居民的收入比例总

体上高于山东省，但仍有部分农村居民收入在 3 000 元以下 ；浙江省与山东省农村地区农民文化水平仍处在较低层次，其中初

中（含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比例高于 50%，但其中作为中部省份的山东省与东部省份的浙江省仍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浙江

省的农村居民文化水平高于山东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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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浙江、山东 2 省农民农业经营面积和种类进行调查，结果如表 4、5 所示。可以看出，山东省和浙江省 2 省由于土地

限制，农村地区的经营面积仍以小规模经营为主 ，未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化。浙江、山东 2 省发展农村经济仍以粮食作物为

主，浙江省农民经营种类中，经济效益较好的特色农业所占比例显然高于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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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科技农业推广调查 

根据此次调查数据，浙江省没有接受过农业技术服务的比例约为 20%，而山东省的比例约为 52%，远远高于浙江省（图 3）。 

 

对浙江、山东 2 省农民是否购买科技生产资料进行调查，结果如表 6 所示。可以看出，浙江省农村居民从农技人员处购

买科技生产资料的比例高于山东省， 其学习科技农业的热情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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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浙江、山东 2 省农民科技农业补贴进行调查，结果如表 7 所示。可以看出，浙江省农村居民每年获得的科技农业补贴

远高于山东省。除了直接给予农业补贴之外，在科技农业贷款上，浙江省也表现出更强的优惠性。 

 

对浙江、山东 2 省农民科技农业信贷容易程度进行调查，结果如表 8 所示。可以看出，山东省农村居民获得农业信贷的

可能性远低于浙江省，可见浙江省政府更加注重科技农业的推广和发展，在经济上予以支持的力度更强，科技农业在经济较为

发达、城镇化程度较高的浙江省的推广程度比山东省高。 

 

2.3 农业科技需求调查 

对浙江、山东 2 省导致农业生产困难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结果如表 9 所示。可以看出，农业技术缺乏、生产资料价格

偏高、农产品销售困难以及劳动力缺乏对浙江省农业生产影响较大，而新技术闭塞、新产品推广困难则对山东省的农业生产有

较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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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农业成本调查 

通过对浙江、山东 2 省农民化肥投入占农业投入成本的比例调查，结果如表 10 所示。可以看出，山东省农村居民购买化

肥占农业投入成本的比例最高的 30%，占调查总人数的 36%；浙江省农村居民购买化肥占农业投入成本的比例最高的 5%，占调

查总人数的 22%，浙江省农村化肥支出占农业支出的比例低于山东省。 

 

通过浙江、山东 2 省农民化学农药投入占农业投入成本比例的调查，结果如表 11 所示。可以看出，浙江省化学农药投入

占全部农药投入 5%的比例为 23%，化学农药投入占全部投入 50%的比例为 4%，而山东省化学农药投入占全部投入 5%的 比 例 

为 9%，化 学 农 药 投 入占全部投入 50%的比例为 13%，可见，浙江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友好度高于山东省的。 

 

2.5 农业收入调查 



 

 7 

科技创新是农民增收的关键。课题组对 2008 年浙江、山东 2 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抽样调查，将所得数据应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 μ 检验。 

 

由表 12 可知，P＜0.005，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确实高于山东省，2 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1）农业科技对我国传统农业的影响和渗透是局部 、个别的
[3]
，在地域分布上虽然以华东地区较广，但没有形成完整的农

业科技体系，没有明确的科技发展政策和技术发展方向。农业科技管理体系尚未形成，科技研发较为分散，华东地区各城镇没

有规划整体的科技农业发展战略，各地政府没有发挥主导作用。科研经费的获取、科研目标的确定、科技成果的推广都没有形

成规范的途径。一些高新的农业技术往往由于当地经济、人员上的不足而不能有效的得以开发和利用，既阻碍了农业科技转化

为生产力的力度，又减缓了科技农业发展的步伐。 

（2）资料显示，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强度大约只相当于国内科技投入平均强度的 1/3左右，不到发展中国家 20世纪 90年代

平均水平的 50%，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 2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相差甚远
[2]
。造成这种局

面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来源渠道单一，几乎都来自于政府，多元化的科技投资体制尚未形成。政府尽管在政策

上重视科技农业的发展，但却没有调动社会积极参与农业科研项目开发与应用的具体措施，也没有发挥其作用以拓宽筹资渠道。 

（3）在项目的推广和选择过程中，科研部门缺乏主动了解农民及市场对技术需求的积极性，大量资金投入到目前不能创造

直接经济效益或农民不需要的技术研究中，而真正能为农业作出贡献的适用技术却没有得到重视和推广，造成农民所需技术与

其推广的技术不相适应。加上农户对技术需求的不重视，容易造成技术供求的脱节以及科研资金的浪费。农业科研综合实力弱，

整合能力较差，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生产力速度缓慢
[4]
，农业推广体系和运行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是目前科技与农业发展

不能很好契合的主要因素。 

（4）我国目前农业科技队伍不稳，高技术人才奇缺。尽管国家已在部分高校设立科技农业相关课程，但没有形成一个完整

的培养机制。即使是在华东地区这些经济相对发达、科技普及率高的地方，也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和高端的教育资源，缺

乏物质和精神上的激励政策，培养、引进、留住高技术人才都存在一定的困难。我国农民仍然是一个“知识贫困”的群体，整

体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都较低，尤其是我国西部和偏远地区教育水平更为低下。 

（5）据资料显示，法国 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60％的青年农民具有中专水平；德国 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53％

的农民受过 2～3年的职业培训；日本农民中大学毕业的占 5.9％，高中毕业的占 74.8％，初中毕业的占 l9.4％
[5]
。如何提高农

民素质已成为我国政府发展科技农业必须面对的难题，毕竟农民对现代农业科技的领会能力和掌握能力差，以及自身思想观念

陈旧、难以接受新兴科技的劣根性都会严重影响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阻碍科技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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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施农业能够吸纳众多的科技成果，克服植物生活要素的限制，持续增进有限资源的生产潜力，并将有限资源的潜在

生产力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能够极大地提高资源利用率，是实现我国农业高产高效的重要选择。但如何让设施农业在实现高

效节能目标的同时，做到原料投入的节能化、作物生长的环境友好化以及农业产出的无毒无害化，即让整个农业生产链都处在

一个绿色、无害、环境友好的流程中，则是未来农业发展最需要重视的内容。 

（7）基因育种是国际上较为先进也较为热门的农业课题之一。这项技术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作物及牲畜的性状，改良其

生长特性。通过基因筛选、基因剪切、基因导入等各项生物技术，增强植物抗旱、抗寒、抗病的特性，提高牲畜生长、生产的

能力，培育出高产高质的动植物，在种植业、畜牧养殖业、林业上均有广泛的应用。目前，基因育种在我国尤其是华东地区主

要应用于经济作物，如转基因棉花、杂交水稻、转基因玉米等。 

（8）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必须建立在农业信息产业化的基础上
[6]
。而我国即使是在信息较为通达的华东地区，农业信息资源

的建设也尚属起步阶段，缺乏宏观的规划和布局，信息网络的管理设施建设相对较为薄弱，亟需专业化的农业信息管理系统，

如农业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作物模拟系统、专家系统（ES）、决策支持系统（DSS）等，以期在农业资源利用、环境监测与

保护、灾害控制等方面为农民提供帮助。 

4 结论 

截至 2008年底，浙江省科技农业水平高于山东省，其农业生产方式较科学，农民收入水平、文化水平均高于山东省，农业

投入成本则低于山东省。从定性角度得出科技农业水平较高的浙江省农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好于山东省，综合 2 省情况，

论证我国华东地区科技农业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大力发展科技农业，促进

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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