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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科技是水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利科技推广则是水利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环节。近年，浙江省通过技术

推介会、技术交流会、核发推广证书、水利科技服务网等水利科技推广平台建设，实施省级水利科技推广专项项目、开展技术

试点示范等，使 60 多项水利科技成果得到推广应用，为水利事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从推广绩效看，充分体现了财政资金

“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和引领作用，有效地激励和调动了各级水利部门、科研单位开展技术推广、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但由于

水利科技推广工作起步相对较晚，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水利工作需 求 相比仍然存在差距。本文在对浙江省水利科技推广

工作调研的基础上，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和措施。 

一、存在主要问题 

1.科研和应用脱节，水利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 

科研的生命在于其成果能转化应用，科研工作如果脱离了实际应用，就成了无本之木。水利系统“闭门搞科研”的现象和

“重研究、轻应用，重成果、轻推广”的观念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开发的成果难以满足水利实际需求，不少水利科技项目在

完成研究报告、论文发表、通过成果验收鉴定后便束之高阁。 通过收集整理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网站相关信息，对浙江省水利科

技成果登记情况进行 汇总分析，2008—2012 年共登记 123 项成果，55 项有后续的应用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转化成果约占成果登记总数的 4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转化率不到登记成果总量的一半，依然偏低。详见表 1。 

 

2.认识和政策不足，水利科技成果推广缺支撑 

调研反映，个别地方对先进水利科技的重要性和作用尚缺乏足够 认识，对抓好水利科技推广工作的思路不清、措施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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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水利的特殊性和新技术（产品）没有相应的规范、规程，设计、施工及管理单位对新技术（产品 ）的应用还存在种种顾虑 ，

更愿意选择传统的工艺和技术，影响了水利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此外，国家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等关于科技推广转化的法律法规，但水利科技推广尚未有相应的支撑政策。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推广转化以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为主的公益性水利科技成果，解决推广所需经费，理顺和完善推广体制机制，鼓励、引

导新技术应用，都需要相应的政策保障。缺少认识和政策支撑，水利科技推广工作步履较为艰难。 

3.推广体系不完善，水利科技推广工作无落脚点 

推广体系建设是有序开展水利科技推广工作的保障。2006 年，浙江省成立了省水利科技推广与发展中心，负责全省水利科

技推广工作，但至今尚未形成覆盖全省的上下相联、左右相通的水利科技推广网络，推广工作没有切实的落脚点。一方面，市、

县水利部门均未设立相应的水利科技推广机构，未能明确推广工作职责和落实专人负责；另一方面，水利科研机构重科研、轻

推广应用现象较为普遍，大都没有专门的推广机构和人员， 推广形式和推广平台较为单一。推广工作无落脚点，导致水利科技

成果推广工作信息传递不顺畅，省级部门、地方、科研机构均对水利行业的技术需求缺乏整体把握，科研成果时常与需求脱节，

成果的获取和推广缺乏渠道等等，水利科技推广工作无法满足全省水利建设事业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4.资金投入仍偏低，水利科技推广力度待加强 

浙江省近年水利资金投入呈快速增长趋势（详见表 2），由 2009 年的 235.7 亿 元增长到 2012 年 的 355.3 亿元，年均

增长率为 12.68%。省级水利科研资金 2012 年 240 万元， 较 2009年的 105 万元翻一番多，但在水利总投资中所占比重非常

小，不足 1%。2009 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设立了省级水利科技推广专项资金，拟通过财政扶持，吸引各项技术集聚，发挥推

广项目的带动、示范和辐射作用。2009 年 安排省级推广专项资金 250 万元，2012 年 770 万元， 增长了 3 倍多。国外发达

国家科技投入的经验：科研、开发、推广的资金一般比例为 1∶10∶100，推广阶段所需资金是科研阶段资金的 100 倍。尽管浙

江省水利科技总投入在逐年增加，但推广阶段资金仍不足科研阶段 资 金 的 10 倍 ，科技推广工作投入与发达国 家 相比差

距较大。此外，国内外先进技术（产品）的引进、试点应用经费不足，每年仅 20 万左右；地方财政对水利科技推广所需配套

资金难落实，影响水利先进技术（产品）应用的积极性。 

 

二、对策及措施 

1.明确水利科技推广定位 

水利科技推广工作是水利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是解决水问题的迫切

需要。201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指出：“要健全水利科技创新体系，强化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加大技术引进和推广应用力度”。在观念转变和认识到位的前提下，政府部门要及时出台水利科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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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相应的扶持政策，明确水利科技推广工作定位，建立有利于水利科技推广应用的激励机制，营造水利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

转化的良好环境。同时，及时出台新技术（产品）相应的规范规程，让从事管理、设计、施工等工作的广大水利工作者敢于、

乐于接受并采用新技术（产品），让科技成果在应用中创造价值， 形成以水利需求促科研、以成果转化促发展的研发-应用模式，

使科研、需求、应用最大程度地实现一体化。 

2.完善水利科技推广体系 

借助浙江省作为水利部水利管理体制机制和基层水利服务体系 改革试点省份的契机，落实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利科

技推广职能和责任，结合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乡镇水利员在科技推广中的作用，特别是调动全省 150 余名首席水

利员积极性，争取通过几年的努力，在全省建立起职责明确、队伍精干、服务到位的省、市、县、乡四级水利科技推广体系。 同

时，建立水利科技研究与推广的联系机制，利用网络等公共平台，定期登记、整理和反馈水利科研成果的相关信息，加强 部门、

单位的相互沟通。此联系机制有利于科研人员及时掌握科技成果的应用情况，避免盲目开展科研工作；有利于推广单位全面、

及时地掌握水利科研的重点、方向、进展和应用情况，更好地适合地方需求，选择合理的科技成果进行示范和推广。 

3.丰富水利科技推广手段 

以水利科技推广专项为抓手，积极探索和不断丰富水利科技推广 的形式和内容，促进水利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在技术

推介会、技术交流会、推广证书、 水利科技服 务 网等 基 础上，通过加强技术的试点应用 、示范基地建设、推广技能教育、

推广业务培训，跨系统、跨行业、跨领域的水利科技联合攻关等手段，搭建更加完善的水利科技推广交流平台，逐步形成“ 政

府搭台 、 市场运作 、 企业唱戏 ” 的水利技术市场机制，让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提高水利科技成果的转

化率和水利科技 成 果 的贡献率。 

4.加大水利科技推广投入 

经费保障是开展水利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的基础。在水利建设资金不断增加的同时，应建立水利科研和水利科技推广专项资

金逐年增长的有效机制，且推广资金的增长速度能大大超过科研阶段资金的增长速度。建议从水利建设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经

费用于水利科技成果的示范、推广及关键技术的攻关和研发，建立重大水利工程专项科研经费的投入机制，为水利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化、推广试验、人才引进和培养提供资金保障。同时，要积极开辟资金的投入渠道，鼓励、引导全社会多渠道、多层次

地增加水利科技推广投入，尤其是鼓励科研单位积极开拓基层水利科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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