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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研究 

刘贤双1 阎应红 杨 德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401329;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400060) 

【摘 要】:剖析重庆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农民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提出创建和完

善重庆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五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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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化服务是由社会服务机构或个人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过程综合配套服务。它包括劳务服务、农业信

息服务、生产技术服务、素质教育服务以及各种专项服务等，而由这些服务机构或个人彼此联接的网络就称为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 

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也是各类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我们面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有利条件，同时又而临新旧体制交替、市场

激烈竞争和农民需求增加的严峻挑战。在新的宏观发展背景下，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本文对重庆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农民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

进行剖析，提出创建和完善重庆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几点建议。 

1 现状 

目前，重庆市共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44000个左右，从业人员近 21万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已由原来单一的国营供销

合作社和基层推广组织发展到国家、集体和个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 10类组织，即基层农技推广服务组织、农资经营性服务组织、

农业机械药械经营性服务组织、畜牧饲料经营组织、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科技示范场、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及供销系统专业合

作组织、涉农专业技术协会以及其它为农服务组织。其中以农资经营性服务组织规模最大，畜牧饲料经营组织次之，再次为农

业及供销系统专业合作组织，分别占重庆市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 35%,25.2%和 19.1%。重庆市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仍以传统农

业服务组织为主导，组织建设滞后，各服务组织间竞争无序，无论是自身实力还是服务功能都不强，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

需要。 

2 存在的问题 

2.1农技推广队伍结构不合理，培训工作严重滞后 

据调查，重庆市农技推广队伍人员结构极不合理，乡(镇)一级最为明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而。(1)学历结构不合理，大

专以下或无学历者占 66.7%;(2)职称结构不合理，技术员及无技术人员占 90.7%;(3)专业结构不合理，非专业人员比重过大，高

初中以下无专业知识的人员占 49%。另据调查，重庆市大部份区县多年以来没有对农技人员开展过专门的农技培训，乡(镇)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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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技人员 10年未参加上级组织知识更新培训的占 30%,5年未参加培训的占 60%0 

2.2管理体制不顺，职能定位不清 

(1)重庆市部份乡镇机构改革后，将原来的农技、农经、农机、畜牧和水产等站合并成立了农业服务中心，但区(县)一级机

构并未相应调整，致使乡(镇)一级农业服务中心在区(县)没有单一对应的主管部门，业务工作形成多头指挥，工作随意性大。

(2)部份乡(镇)在农事季节抽调农业服务中心的人员去抓计划生育等本职以外的工作，严重影响农技推广工作的正常开展，个别

乡(镇)农技推广队伍甚至出现“线断、网破、心不稳”的严峻局面。 

2.3农户经营规模小，农技推广成本高 

我国农户数量约为 2.4亿，户均耕地经营规模仅 0.5hm
2
，相当于日本、韩国的 1/3，欧盟的 1/40，美国的 1/4000据调查，

重庆市有 45%的农户人均耕地不足 666.7m
2
(低于全国 0.9hm

2
的平均水平)。目前这种农业生产小规模以及联产承包双层经营体制

已难以适应集约经营的需要。此外，让农技推广而对经营规模极小的千家万户农民，其成本和难度也大大增加。24 综合服务功

能弱化，农产品商品化率低 

目前，重庆市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受自身利益驱动，更多的是关注产前的农资经营服务，综合服务功能弱化，特别是

产后服务不到位，导致农产品商品化率极低。据调查，重庆市有大约 87%的农户在农贸市场出售农产品或者直接将农产品卖给小

贩，仅分别有 7%和 6%的农户通过农村专业合作社和订单农业来实现农产品销售;商品化率达 80%以上的农户仅占 14%，而农产品

商品化率在 30%以下的农户则占 42%，直接带来农民增收困难，收入低下。 

2.5农业科技支撑不足，科研成果转化率低 

(1)农业科研投入少，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我国农业科研投入占农业 GDP的比例仅为 0.49%，不到发达国家的 1/5;全国科研

经费人均投入为 8.3万元，而农业科研仅为 2.3万元，不到 1/3;国家农业科技推广经费占全国农业总产值不足 0.2%，仅为发展

中国家平均水平的 1/2。(2)缺乏科研成果转化的协调机制，农业科研、教学单位与龙头企业、农技推广组织之间的联系不紧密，

导致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出科研成果约 6000 项，但只有 1/3的科研成果得到转化。 

3 农民的社会化服务需求 

3.1价格保护与政策扶持方而的需求 

农民为实现农业生产增产增收，获得效益最大化，十分关心政府已出台或即将出台的各项惠农政策，对农资价格和农产品

保护价等尤为敏感。据调查，有 17%和 24%的农户担心农资质量和农资涨价，大约 50%的农民最关心农产品保护价方而的政策，

以及种粮直补政策和农资市场监管等，6%的农户关心农机补贴政策。 

3.2农业科技信息与技术服务方而的需求 

当今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农业新信息的传播和新成果的推广，农民对此也极为关注，存在多样化的服务需求。据调查，

62%的农户通过当地农技员获取相关农业信息，同时也通过各种媒体、左邻右舍和技术现场示范等途径获取农业技术信息。此外，

农民还存在个性化的服务需求。据调查，大约 81%的农民愿意参加各种类型的农业技术培训班，41%的农户希望当地农技员为他

们推荐好的农作物优良品种，31%的农户希望得到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15%的农户希望得到科学施肥技术，13%左右的农户希

望农技员为他们提供农产品销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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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方而的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度增加，环保、健康理念日益增强。据调查，

约 88%的农民表示比较关心或十分关心农产品质量安全，只有 12%的农户从不关心。尤其对自己出售或食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性

更加关注，超过 70%的农户表示尽量少喷打农药。 

4 对策 

4.1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强化农机推广队伍建设 

(1)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对报考农业大专院校的学生实行定向招生，在校期间免交学杂费，毕业后定向分配到乡(镇)一级

农业服务中心，解决乡(镇)一级农技推广队伍人员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对区(县)涉农机构进行改革、整合，使其与乡(镇)一级农

业服务中心相对应，避免多头指挥;积极推进土地流转，实施规模经营，降低农技推广的成本与难度。 

(2)加大资金投入的力度。加大无偿资金的投入，明确市级和区(县)财政每年投入农业项目资金的分担比例及每年的增长幅

度;加大有偿资金的投入，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互助合作经济组织等农村新型金融机构，解决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及农民专业大户融资难的问题，提高科技支撑能力。 

(3)加强培训的力度。充分利用重庆市现有的 2 所农业职业中专学校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在市、县、乡(镇)三级构建新

型农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从业人员和广大农民的素质。 

(4)加强考核的力度。在区(县)、乡(镇)两级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考核的风险机制、激励机制，让地方政府官员特

别是乡(镇)、村干部既有压力，更有动力，解决农技推广工作本末倒置的问题。 

4.2建立农技推广协作体系，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 

(1)在各科研院所与高等农业院校中设立农技推广部门，专门从事农业新技术推广工作;(2)鼓励长期从事农技推广工作的技

术人员带着生产上急需解决的科研课题走进科研单位及高校进行短期或长期的合作研究;(3)改革投入机制，要求龙头企业在申

报国家项目时，必须要有科研单位和科技服务专家的支撑与配合，让科研单位与龙头企业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 

4.3办好农民技术协会，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 

农民是农业技术推广的主体，要充分发挥和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培养其参与意识，引导农民积极投入到农技

推广工作中。要大力培育农民技术协会，解决目前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解决农民一家一户办不

了、办不好的事情，规避农户自闯市场的风险。为此，应尽快制订出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农民专业技术协

会的法律地位，并为农民技术协会提供税收、信贷和工商登记等方而的优惠政策。 

4.4延伸服务领域，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率 

农业社会化服务要而向产前、产中，以产后为重点进行系统部署，加强农产品深加工和物流配送关键技术研究，帮助农民

解决农产品贮藏保鲜、精深加工及产后营销等问题，延伸服务领域，实现农业效益从产中环节向产后增值转变，提高农产品商

品化率，让农民在增产同时能够获得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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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实施信息化工程，创新服务方式 

要建设贯穿市、县、乡的农业技术、农业信息普及网，力求做到农民遇到任何问题都能检索、咨询有关专家和机构，使地

处偏远山区的广大农民能与居住在现代都市的专家、学者联系、请教，让农民跨越知识鸿沟、技术鸿沟、机会鸿沟、收入鸿沟

和能力鸿沟，解决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同时提高“最初一公里”的质量，加强信息的加工与梳理，提高

信息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