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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社团参与扶贫的实践模式与促进机制研究 

——以铜仁市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协会为例
1
 

田 恒 

(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科技社团作为大扶贫框架中科技扶贫创新主体，有着联系广泛、资源聚集的独特优势，通过科技培训、

技术推广、科普活动、成果转化、决策咨询等方式助力科技扶贫。按照强化组织领导、平台搭建、按需选派的工作

机制，探索多元化的协作参与机制和科技社团参与扶贫的带贫减贫利益联结机制，增强科技社团扶贫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 

【关键词】科技社团；精准扶贫；利益联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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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社团参与扶贫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社团取得了长足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各领域的科技社团结合自身组织优势积极参与到伟大的减贫事业中，为我国的脱贫攻坚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

为进一步促进包括科技社团在内的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国务院扶贫办于 2017年下发的《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

攻坚的通知》明确指出：“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联系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社会帮扶资源与农村

贫困人口的重要纽带，是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载体，是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

扶贫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系列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科技社团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为助力科技扶贫贡献了知识、技木、

智慧。从政策设计层面看，科技社团参与扶贫的政策体系逐渐完善，相关政策的落实将有力地推进科技社团参与扶贫，将为科

技社团助力脱贫攻坚提供制度基础，成为推动科技社团参与扶贫的制度动力。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社会化扶贫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为世人赞颂。

然而，要在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灭绝对贫困问题，依然面临极大压力。对此，进ー步动员科技社团及相关社会力量参

与扶贫逐渐被纳入国家扶贫战略框架，成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社团作为特定的社会组织类型，除具

有技术性这一核心特征外，还具备了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即合法性、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志愿性、公共性。这些基本特征

指引着科技社团自始至终将创造公共价值、实现公共利益作为其追求的目标。在根本上说，实现公益事业是科技社团存在的根

本宗旨和使命。科技社团的公益宗旨和使命是内嵌于伟大扶贫事业之战略目标之中的，在目标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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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社团参与扶贫的地方实践及面临的挑战 

纵观科技社团参与扶贫的地方实践，有许多值得深入总结的经验，贵州省铜仁市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协会的扶贫探索之路

为我们提供了ー个观察视角。 

2.1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协会的基本情况 

铜仁市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协会是铜仁市科技特派员筹备委员会按照《关于成立市（州）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协会及贵州

省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协会专业委员会的通知》（黔科特办[2014]1 号）的精神和要求，在贵州省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协会、铜

仁市科技局、铜仁市民政局的指导下，联合铜仁市生产カ促进中心、铜仁职院民族中兽药分离纯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铜仁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铜仁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铜仁市林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所 5 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协会成

立以来，在积极调研科技推广服务的同时，按照市政府要求，陆续开展了市级科技特派员的认定工作。2014 年认定科技特派员

创新创业团队 5个、科技特派员 75人。2015年认定市级科技特派员 118人。2016年认定市级科技特派员 21人，全市市级科技

特派员人数达到 220人。通过认定科技特派员，有效地推动了科技特派员的队伍建设，提升了协会组织力。 

2.2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协会参与扶贫的实践经验 

2.2.1加强领导，搭建平台，按需选派。ー是加强对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行动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为保障科技特派员创新创

业行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铜仁市政府办公室于 2015年成立了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协会出台了《铜仁市

科技特派员管理工作细则》，加强了对科技特派员工作的指导和管理。ニ是为科技特派员搭建了服务平台。结合精准扶贫要求，

协会积极与省科技情报所对接协调，为市级科技特派员开通了贵州省科技文献“三级”服务平台账号，有效解决了科技特派员

服务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三是坚持基于需求的选派原则，引导科技特派员深入基层开展创新创业，增强科技服务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 

2.2.2搭建合作机制，增强校企合作机制的带动作用。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姻，开展产学研合作，在重点调研和了解

产业基地村、科技示范村、种养大户和科技示范园区对服务需求的基础上采取“市级科技特派员+高校+企业”三级模式，全方

位开展“研发+咨询+培训”服务，以此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全面提高园区的经济效益，实现企业发展、农业增效，带动农民增

收。 

2.2.3直立“高校+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减贫模式。铜仁市万三区鱼塘乡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通过“高校+公司

（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多元化推进标准农业、无公害农业、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积极探索“农超对接” 

“校农对接”“农社对接”，利用电商销售模式建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科技特派员根据自身技术优势，为各区县贫困户提供产

业发展支持，通过技术培训和咨询等方式提高农业技术水平，确保贫困户如期稳定脱贫。 

2.3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协会参与扶贫面临的挑战 

作为地方性科技社团，铜仁市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协会在积极探索扶贫新模式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同吋，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ー是扶贫经费投入不足。由于财政经费困难，专项扶贫资金投入不够，协会无法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影响了科技特派员创新创

业及在新技木、新产品领域的推广成效，难以形成规模性的扶贫项目。二是带贫减贫机制有待完善。现有创新创业驱动的扶贫

模式，有效地推动了企业、园区的科技能力的提升，但如何更有效吸纳贫困户参与以实现脱贫依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3 科技社团参与扶贫的促进机制：可行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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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铜仁市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协会参与扶贫的实践不难发现，要充分发挥科技社团参与脱贫攻坚的优势，需从多方面进行

改革。在政府层面，需进ー步加强对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协会的领导和支持，持续优化制度设计和政策激励机制，建立科技扶

贫服务购买机制，推进协会参与贫困治理能力的整体性提升。在协会层面，一是加强科技特派员队伍建设，构建起以协会为中

心的组织化科技服务网络和管理服务平台，促进科技特派员、企业、园区、科技示范村、农户等之间的交流合作；ニ是进ー步

完善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行动的管理制度，在政府的指导下探索新的科技特派员派遣机制和考核机制，确保开展服务的效率和

质量；三是推进建设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的示范基地，以基地为依托建立科技特派员专业合作组织；四是依托现有产业园区和

校企合作机制，优化协会参与脱贫攻坚的带贫减贫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户受益；五是发挥科技特派员的专业技术优势，开

展技术培训，培养技能能手，服务贫困户。总之，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协会应充分利用自身组织优势，整合人才、技术、信息、

财物等方面的资源，聚焦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并不断增强科技创新供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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