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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农业技术转移能力测度与影响因

素研究——以成渝地区为例1

温小冬，邹弈星，周华强，王敬东

（四川省农村科技发展中心，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开展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技术转移能力评价是判断区域农业产业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衡量

农业科技创新 能力的标尺。本文基于技术转移理论，从资源投入、主体支撑、成果产出和经济带动 4 个维度构

建了包含 19 个指标的农业技 术转移能力评价体系，综合利用熵权—TOPSIS、聚类分析、障碍度模型等方法，测

度了成渝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农业技术 转移综合能力，并探究其关键制约因素。结果表明：①成渝地区园区

间农业技术转移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主体支撑和成 果产出差异最大；②将 21 个园区划分为引领区、稳健区

和起步区三类，引领区园区受土地产出率影响最大，稳健区和起步区受 开发项目数影响最大；③不同类型园区农

业技术转移核心瓶颈不同，其中土地产出率是三类园区共同的制约因素。基于此， 结合三类园区实际情况，提出

优化园区规划布局、强化技术转移协同发展能力、加大园区资源投入、强化需求导向的成果供给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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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农业技术转移是农业技术成果直接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并在不同区域和系统间输入与输出的过程，是农业科技进步的核心

内容，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推动因素[1,2]。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强化科技支撑是重点，并提出了一系列

可操作性强、可行性高的农业科技政策措施。因此，作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的重要环节，农业技术转移对推动农业高质

量发展，促进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3]。

农业技术转移是一个多主体参与、多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如何建立健全农业技术转移评价指标体系，科学测度不同主体

农业技术转移能力，客观反映农业技术转移影响因素，是农业技术转移的重要研究方向。早在 20世纪 60、70年代，速水和拉

坦就提出了经典的“诱导创新模型”，评价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过程和水平，指出生态环境和生产要素是影响农

业技术转移的关键因子，为农业技术转移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理论基础[4,5]。后来一部分学者将研究视角聚焦在技术转移转

化的源头，重点基于技术转移基础条件与政策环境进行农业技术转移评价和影响因素研究，如技术（知识）转移机构的从业人

员数量、科研机构的研发支出、专利申请和授权情况等[6-8]。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农业技术转移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不应仅局限于转移过程，更应关注对象的成效，如产出收益、农村居民收入、成立企业数量与经营情况等[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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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园区是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支撑、企业为依托、项目为载体、人才为基础、效益为目标的农业发展的新模式，

是农业高新技术集聚与产业化、技术转移与应用推广、农业人才培养与技术培训、农业产业升级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具

备实施农业技术转移的环境、存量、财力、产业规模和组织形态等先决条件，有助于“以点带面”优化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是

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11-13]。因此，其作为我国农业技术转移的重要路径和载体也受到

许多学者关注。目前，农业科技园区技术转移评价和影响因素研究大多从技术扩散、技术转化、技术对接三个视角进行。技术

扩散方面，主要对我国农业科技园区技术扩散模式、机制和环境进行研究，建立了一套以专家大院为核心的农业科技园区技术

推广效益评价体系，从基础建设、经济效益、技术推广、示范带动、产业培育等维度进行技术转移评价[14,15]。农业科技园区技

术转移转化环节，国内学者提出将科技平台、专利和知识产权、成果引进、成果推广等指标纳入评价体系中，并指出国际合作

项目、推广新产品、国外技术引进等是影响农业技术转移的主要因素[16,17]。农业科技园区技术对接方面，学者通过对比不同技

术转移模式的比较来确定农业科技园区技术转移影响因素[18]。

以上研究均为农业技术转移实践做出了贡献，在实际也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但梳理后可以发现存在一些共同的局限性。一

是国内外农业技术转移研究多聚焦理论模式和运行机制，且通常采用文献分析、案例分析等定性方法，缺乏量化研究；二是现

有农业技术转移评价体系较陈旧且指标分散，特别是农业科技园区技术转移评价研究立足技术扩散、技术转化、技术对接等多

方面，指标侧重点不同，难以聚合，对农业技术转移能力和影响因素的系统性分析不足；三是对农业技术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

成果众多，但针对性不强，尤其是农业科技园区技术转移影响因素研究多停留在成果引进和技术水平方面。因此，本文以成渝

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载体，尝试引入熵权—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建立包含资源投入、主体支撑、成果产出和经济带动

4个维度的技术转移能力评价体系，对成渝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技术转移综合水平和关键因素进行评价和分析，探索提升路

径，以期为依靠园区进行农业技术转移提供参考。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为：一是评价指标方面，结合农业科技园区的技术研发、技术水平、技术带动等方面构建了综合性的

农业技术转移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估了以成渝地区园区为基础的农业技术转移整体水平，拓展了农业技术转移研究；二是研

究方法方面，基于权重选择方法的客观性，引入熵权—TOPSIS法，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主观因素的影响，再结合聚类分析和障碍

度模型对不同特点园区的技术转移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尽可能准确地评价和识别不同园区技术转移综合水平、瓶颈；三是

实践方面，从园区技术转移整体水平与影响因素两个维度探讨了成渝地区以农业科技园区为载体提升农业技术转移的途径，有

利于科学评价农业科技园区助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成效，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借鉴。

1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成渝地区是我国西南农业技术转移的重要节点，是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的热点区域[19-21]。该地区

拥有耕地 1.4亿亩、居全国第三，涉农 GDP占比达 22%,是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条件最优、集中连片规模最大的核心区域。从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要求以成都、重庆为中心，引领成渝城市群发展，

到 2020年制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共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再到 2021年，川渝两省市政府

办公厅联合印发《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规划》，成渝地区及其农业产业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其中，农

业科技园区在推动成渝地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农业科技支撑、稳定农产品市场供给、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22-24]。四川内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2018年高质量通过复核验收，2019年，园区被纳入全国“100+N”开放协同

创新体系首个试点园区。园区核心区科技贡献率达 72.6%,展示新品种超 1000个，带动周边产值超百亿元，成为川渝毗邻地区农

业科技成果培育与转化的创新高地、产业高地和人才高地[25,26]。重庆永川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2019年通过验收，2021年园区实

现总产值 116亿元，建设研发平台近 20家，转化农业科技成果 100余项，联合泸州、江津建设 50万亩长江中上游晚熟龙眼荔

枝、100万亩优质茶叶等现代高效特色农业产业带，是推动成渝地区农业技术转移，建设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的重要支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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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成渝地区共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24家，四川 11家、重庆 13家，占西南五省国家园区总数的 49%。本文选取的农

业科技园区是截止 2019年成渝地区已批复建成的 21家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其中四川园区 10家，分别是内江、宜宾、南充、绵

阳、遂宁、乐山、雅安、广安、德阳、巴中；重庆园区 11家，包含渝北、永川、忠县、江津、丰都、璧山、铜梁、长寿、酉阳、

涪陵、潼南。根据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监测统计和实地调研，2019年成渝地区 21家国家园区涵盖粮油、畜牧、水产、茶

叶、水果、中药、菌菜、蚕桑、休闲观光、林竹、花卉等 11类产业，其中涉及水果产业的园区最多共 12家（表 1);建设总投入

超 200亿元，其中研发投入达 12.77亿元；引进培育企业 3071家，高新技术企业 120余家；当年总产值达 1290亿元；累计建设

各类创新创业平台载体 367个，其中创业孵化平台 88个、创新研发平台 279个；引进各类科研单位 120余家，累计申报专利 4430

件，其中发明专利 500余件；累计引进各类农业技术成果 4800余项（表 2)。

本文基于《2020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8],通过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提供的《农业科技园区创

新能力监测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年度报告》收集、整理和获取相关数据，涵 盖了各地园区管委会、地市科技管理部门以及

园区 内的企事业单位。 数据由各园区管委会、所在县 （区）及市级科技管理部门审核盖章，并经多次沟通 讨论和实地考察

加以验证。

表 1 2019 年成渝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产业分布情况

所属省（市） 园区名称 主导产业

四川省

四川乐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四川广安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 四川雅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四

川宜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四川内江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 四川南充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四川巴中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四川绵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四川遂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四川德阳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

茶叶、畜牧、林竹、柑橘、中药材、蔬菜 柚

茶叶、中药材、林竹

茶叶、林竹、酒业

黑猪、血橙、无花果、水产 蔬菜、桑蚕、柑橘

菌菜、中药、养殖

水稻、蚕桑、麦冬

杂柑、粮油、蔬菜、休闲农业、白羽肉鸡 猕猴桃、

玫瑰、茶叶

重庆市

重庆渝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重庆忠县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 重庆璧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重

庆潼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重庆丰都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 重庆江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重庆永川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重庆长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重庆涪陵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重庆酉阳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 重庆铜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蔬菜

柑橘

果蔬

柠檬、蔬菜

肉牛、蛋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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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柑橘

茶、食用菌

柑橘、柚

榨菜

蔬菜、油茶、青花椒

蔬菜、蜜柚、枳壳、乌鱼

表 2 2019 年成渝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总体发展情况

指标 样本数 单位 最大值 最小值 总和

建设总投入 21 亿元 59 . 99 0. 55 202. 89

研发投入 21 亿元 1 . 5 0. 09 12. 77

企业数 21 家 726 14 3071

高新技术企业数 21 个 27 0 122

创业孵化平台数 21 个 9 0 88

创新研发平台数 21 个 32 1 279

入驻科研单位数 21 个 20 0 135

累计申报专利数 21 件 1024 2 4430

累计申报发明专利数 21 件 88 0 503

累计引进技术、品种和设施数 21 项 978 22 4846

1 . 2 指标体系构建

农业科技园区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农业技术转 移能力评价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本文参考前人提及 的技术转移评价体系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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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同时，针对农业科技园 区的平台建设和示范带动功能，经咨询、筛选确定评 价指标，兼具数据可获得性和指标相关性的

考虑，设 计了资源投入、主体支撑、成果产出和经济带动 4 个 维度，共计 19 项指标来反映成渝地区农业科技园区 科技转

移综合水平和潜力（表 3) 。

资源投入是推动农业科技园区进行农业技术转 移活动的基础，其指标主要用于反映园区从事技术 转移活动的环境条件

及潜在能力［29］。包含园区当 年建设投入、园区当年研发投入、科技活动人员数、 科技特派员人数、园区累计开发项目数、

创业孵化平 台数、研发创新平台数共计 7 项指标。 不同传统技 术转移研究将经济资源，特别是政府投资作为核心 考核

指标，本文将园区平台资源和人力资源也纳入 资源投入维度，因为农业技术转移具有周期长、成效 慢、条件复杂等特点，

不同环节需要消耗资金、平台、 技术、人才等不同资源，尤其是以科技特派员为首的 科技活动人员是园区农业技术转入和转

出的重要条 件。

技术转移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并发挥社会效用 的重要方式，需要不同“产学研”主体支撑［30］。 因 此，本文将主体支

撑能力纳入园区农业技术转移评 价体系，包含园区入驻企业数、高新技术企业数、入 驻园区的科研单位数 3 项指标。 其中，

农业科技园 区作为我国农业创新密集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是 其重要的衡量指标，也是技术转移过程中的优质载 体，本文加

入该指标，能更准确地评价园区对农业技 术转移的支撑能力。

成果产出是技术转移效果的重要体现，科技成 果既是技术输出的来源，也是承接和推广输入技术 的能力保障［31］。其

指标综合反映从事技术转移活 动主体或技术转移活动环节的直接运营成果，包括 技术成果的产出数量、质量水平、转移数

量等内容。 考虑到农业品种、栽培技术、农业设施是农业技术的 重要内涵，本文将专利成果数和发明专利数作为技 术转移

评价指标的同时，把园区累计引进和推广农 业技术、品种、设施数也纳入评价体系。

技术转移的本质是一种以科技为基础的经济活 动，是科技成果知识化、商业化、资本化过程中最重 要也是最困难的环

节［32］。农业科技园区作为促进 农业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综合平台，是农户与 市场连接的桥梁和纽带，是现代农业科

技的主阵地， 对周边地区农业产业升级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示范 与推动作用。 因此，活跃的经济带动环境也是园区 进行

农业技术转移的重要背景，其指标包括园区当 年总产值、园区土地产出率、园区全员劳动生产率、 园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与所在地级市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值、园区带动农户人数共 5 项指标。 其 中，农民带动人数和园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与所 在地级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能直观的反映园区技术示范带动的规模和效果。

表 3 农业技术转移综合能力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属性 符号

园区当年建设投入 + A1

园区当年研发投入 + A2

科技活动人员数 + A3

资源投入

A 科技特派员人数 + A4

园区累计开发项目数 + A5

创业孵化平台数 + A6

农 研发创新平台数 + A7

业 园区入驻企业数 +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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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主体支撑

B 高新技术企业数 + B2

转 入驻园区的科研单位数 + B3

移

综 园区累计专利审批数 + C1

合 成果产出 园区累计发明专利审批数 + C2

能

力

C 园区累计引进技术、品种、设施数 + C3

园区累计推广技术、品种、设施数 + C4

园区当年总产值 + D1

园区土地产出率 + D2

经济带动 园区全员劳动生产率 + D3

D 园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所在 D4

地级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园区带动农户人数 + D5

1 . 3 研究方法

1 . 3 . 1 熵权—TOPSIS 法

目前，综合指标评价法主要包括主成分德尔菲 法、突变级数法、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聚类分析 法、灰色关联分析

法等。其中，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 法虽然应用广泛，但往往客观性较差；突变级数法受 指标数量限制、因子分析法会造成信

息的流失、灰色 关联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独立性较差［33］。 因此，本 文立足权重选择方法的客观性引入熵权—TOPSIS 法，

首先通过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以真实反映 指标的客观赋权，有效消除主观因素的影响；然后通 过 TOPSIS 法利用逼近

理想解的技术确定评价对象 的优劣排序，充分利用原有数据，减少信息失真。具 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数据标准化处理。 假设被评价对象有 m 个，每个被评价对象的评价指标有 n 个，构建判断 矩阵为：

第二步，对判断矩阵进行区间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式中：xMax 表示同一指标下最大值；xMin 表示同一 指标下最小值。默认 a、b 分别为 1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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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计算信息熵，计算公式为：

第四步，计算指标权重，计算公式为：

第五步，计算加权矩阵，计算公式为：

第六步，确定最优解 Sj+ 和最劣解 Sj- ，计算公 式为：

第七步，计算各方案与最优解和最劣解的欧式 距离，计算公式为：

第八步，计算综合评价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Ci 值越大表征评价对象越优。

1 . 3 . 2 障碍度模型分析

利用障碍度模型发掘制约园区技术转移能力构 成中的关键因素，通过对关键因素的控制和改善能 够有效快速地提升不

同类别园区的技术转移能力， 并形成具有针对性的技术转移提升路径。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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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ij表示指标层单项指标障碍度，为第 i 项 指标对技术转移综合能力的影响程度；w ij表示指标 对总目标的贡献度，

为第 i 项指标的权重值；dij为指 标偏离度，表示单项指标与最大目标之间的差距，设 为指标标准化值与 1 之间的差距；yij 表

示第 i 项指 标的标准值；U 表示准则层指标障碍度，为准则层指标对技术转移综合能力的影响程度。

2 结果及分析

2 . 1 综合评价

基于已构建的成渝农业科技园区技术转移能力 指标体系，利用熵权—TOPSIS 法，计算出各指标的 理想解、欧氏距离，

根据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出各指标 与正理想解的接近程度，作为各园区的农业技术转 移综合得分。 同时，对 4 个一级指标

得分进行计算， 并按照综合能力得分高低进行排序（表 4）。

表 4 成渝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农业技术转移能力评价得分

园区 一级指标 综合得分 综合排名

资源投入 主体支撑 成果产出 经济带动

永川 0. 427 0. 618 0. 538 0. 464 0. 490 1

内江 0. 497 0. 523 0. 448 0. 384 0. 456 2

宜宾 0. 274 0. 143 0. 400 0. 564 0. 413 3

渝北 0. 451 0. 427 0. 286 0. 399 0. 408 4

南充 0. 280 0. 609 0. 106 0. 340 0. 375 5

忠县 0. 373 0. 208 0. 203 0. 440 0. 356 6

绵阳 0. 318 0. 314 0. 497 0. 249 0. 338 7

遂宁 0. 340 0. 244 0. 113 0. 422 0. 329 8

乐山 0. 196 0. 148 0. 170 0. 480 0. 326 9



9

江津 0. 292 0. 366 0. 459 0. 217 0. 315 10

丰都 0. 317 0. 324 0. 087 0. 351 0. 309 11

雅安 0. 365 0. 086 0. 043 0. 379 0. 307 12

广安 0. 485 0. 217 0. 147 0. 094 0. 305 13

璧山 0. 357 0. 269 0. 415 0. 070 0. 288 14

铜梁 0. 338 0. 415 0. 311 0. 078 0. 286 15

德阳 0. 219 0. 314 0. 215 0. 312 0. 274 16

巴中 0. 326 0. 123 0. 283 0. 246 0. 264 17

长寿 0. 159 0. 118 0. 301 0. 195 0. 196 18

酉阳 0. 256 0. 236 0. 077 0. 062 0. 183 19

涪陵 0. 122 0. 030 0. 143 0. 252 0. 180 20

潼南 0. 144 0. 139 0. 129 0. 103 0. 127 21

变异系数 33 . 91% 59. 46% 59. 94% 51 . 91% 29. 29%

从综合得分上看，成渝地区园区间技术转移能力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永川、内江、宜宾、渝北 4家园区综合得分均超过

0.4，平均得分 0.442，说明这类园区技术转移综合能力和潜力优秀。其中，内江和永川园区均为科技部综合评估优秀园区，渝北

园区被评为全国创新型国家科技园区。长寿、酉阳、涪陵、潼南 4家园区综合得分低于 0.2，平均得分为 0.172。说明该类园区

农业技术转移基础薄弱，技术实力不足，属于技术转移能力落后园区，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和完善。铜梁、德阳、酉阳 3

家园区于 2018年新批复建设的园区，属于新建园区，因此技术转移的投入和支撑仍处于发展阶段，综合得分相对较低。在技术

转移能力差异方面，利用变异系数测算的结果表明，资源投入得分变异系数最小(33.91%),经济带动得分变异较大(51.91%),主体

支撑(59.46%)和成果产出(59.94%)得分变异最大，说明园区间技术转移能力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在主体支撑和成果产出方面

差距最明显。

从资源投入得分看，内江得分最高。内江园区 2015年创建，主导产业为黑猪、血橙、无花果和特色水产。当地政府部门重

视园区科技发展，充分发挥自身引导作用，通过集聚科技项目，设立专项研发资金，吸引“大院”“大所”专家队伍进园入县，

并针对主导产业精准选派一大批科技特派员入驻园区进行技术服务，实现技术转移资金、平台、人才基础的快速提升。园区成

立由资中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党工委和管委会，配备专职干部 15名，建立市校共建、科技服务、成果转化、推广示范

等工作机制 10余个，县上配套的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创新创业等 20余个政策，建立了川南经济区“人才特区”，建成全市首

个“人才公寓”，并设立了产业发展基金和风险保障金。2019年，园区建设投资 10.97亿元，建有中国·资中血橙国际联合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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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长江上游渔业科技研发中心等科研平台 19个，拥有甜城农科星创天地等创业孵化平台 6个，柔性引进专家人才 53人，

各级科技特派员 246人；园区研发投入 6064万元，累计开发项目 191项，集聚科技项目支持 62项，获涉农专利授权 74项。

主体支撑和成果产出得分方面，永川园区均位列第一。永川园区于 2015年由国家科技部批准建设，以茶、食用菌为主导产

业。园区得益于持续实施开放式协同创新和转化，成功引进西南大学生物学研究中心，建成生物技术研究院、重庆国家生物产

业基地公共实验中心生物医药研发部，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协同创新，转化重大科技成果。园区支持龙头企业牵头成立独立法人

食用菌研究院，与山东邹城食用菌研究院建立战略合作；支持豆豉产业技术研究院与西南大学、重庆市农科院开展协同创新。

2019年，园区入驻企业 726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12家，入驻科研机构 6家，创建研发平台 26个，实现主导产业科研机构全

覆盖。园区累计获批专利 920件，发明专利 32件，引进推广各类技术成果 584项。同时，永川以激发内生动力为第一抓手，大

胆推进机制创新，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行涉农项目财政资金农民持股机制、收益类保险，率先试点知识价值信用贷款，以机制

联结政府、企业、农户、金融机构，保障了科技型企业对园区技术转移的持续支撑作用。2019年，园区设立 1500万元风险补偿

基金，科技型企业入库后根据知识价值信用等级自动获得 A—E级授权，无须担保和抵押就可获得 80—500万元贷款，21家园

区企业共获得贷款 3950万元。

经济带动方面，宜宾园区得分领先。宜宾园区于 2013年经科技部批复成立，2017年通过验收，以林竹、茶叶、酒业等特色

产业为主。较于其他园区，宜宾园区更加重视园区招商引资实效性和企业带动能力，园区也显示出更高的投入产出比。目前，

园区建设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营、社会参与”的建设体系。以五粮液、川茶集团、宜宾纸业等 16家产业龙头

为引领，在园区内大力扶持发展竹、酿酒专用粮、茶等三大特色产业，打造高标准产业示范基地 66个，申报三品一标产品 9个。

园区通过针对性地培育和引入“技术领先的种植示范型、农产品精深加工型、电商及农产品推销型、农业技术研发机构院所型、

农业设施设备生产型、基础设施建设型”等 6大类型的投资企业入驻园区，实现企业结构优化，并与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

同济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建立全方位合作关系，构建了完整的“中—省—市”级企业科技创新支撑体系，使入驻企

业效益与园区效益的同步最大化。2019年，园区转化科技成果 186项，实现生产总值 62.35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产值 13.5

亿元；园区土地产出率 47.9万元/hm2,全员劳动生产率 114万元／人，带动农户 16余万人。

2.2聚类对比分析与影响因素研究

2.2.1聚类对比分析

为了有针对性地分析成渝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技术转移影响因素，本文根据技术转移资源投入、主体支撑、创新产出、

经济带动 4个一级指标的得分情况，运用 K均值聚类法将成渝 21个园区分为聚类Ⅰ（引领区）、聚类Ⅱ（稳健区）、聚类Ⅲ（起

步区）三类园区（图 1)。由图 1可知：①聚类Ⅰ园区综合能力得分最高，各方面能力平均得分均超 0.3,发展较均衡，其中主体支

撑和成果产出的整体水平最为突出，分别达到 0.476和 0.389,说明该类园区重视技术转移承载主体的建设，对园区整体技术创新

能力具有较高要求，农业技术转移能力整体水平领先，代表农业技术转移的引领区。②聚类Ⅱ园区的综合得分和资源投入得分

与聚类Ⅰ差距不大，但经济带动得分领先，主体支撑和成果产出得分落后。该类园区具有一定的农业技术转移基础，企业主体

科技支撑能力强，技术转移转化潜力大，属于农业技术转 移稳进推进区。同时，这类园区成果产出和主体支 撑得分偏低，与

园区经济带动能力不太匹配，存在一 定的农业技术转移指数结构失衡现象。③聚类Ⅲ园 区综合得分明显低于前两类园区，农

业技术转移资 源投入、主体支撑、成果产出和经济带动方面均缺乏 建设亮点。其中，经济带动得分与其他园区差距最 明显，

仅为 0.157。说明这类园区农业技术转移整 体条件落后，对资源投入的有效利用率较低，缺乏农 业技术转移落地的有效机制，

属于农业技术转移起 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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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成渝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聚类特征

表 5 成渝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农业技术转移能力聚类分析结果

类型 特征 园区

引领区
技术转移能力整体优秀，主体支撑能力突 出，资源投入和成果

产出基础较好,经济带 动能力较强 内江、南充、绵阳、永川、江 津、渝北

稳健区 园区经济带动能力突出，但主体支撑和成 果产出能力相对落后 宜宾、遂宁、乐山、雅安、丰 都、忠县

起步区
技术转移能力整体较弱，资源投入、主体支 撑和成果产出基础

较差，经济带动能力与 其他园区差距明显

巴中、广安、德阳、涪陵、潼 南、璧山、

酉阳、铜梁、长寿

2.2.2 关键制约因素研究

本文在对园区的农业技术转移能力进行聚类的 基础上，利用障碍度模型，计算农业技术转移引领 区、稳健区、起步区 19

个评价指标的障碍度值，根据 排序前五的障碍度值分析制约各类园区农业技术转 移的关键因素，通过对关键因素的控制和改

善有效 快速地提升不同类别园区的农业技术转移能力，并 形成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对策。

总体上看，农业技术转移引领区、稳健区、起步 区 3类园区排名前五位的关键制约因素占比分别为 45.06% 、47.29%、

49.61%,表明这些因素对于园区 农业技术转移具有重要影响。包括：园区累计开发 项目数、入驻企业数量、建设总投入、当年

总产值、土 地产出率、累计发明专利审批数、入驻科研单位数 量、带动农户人数以及累计推广技术、品种、设施数， 共计 9

项指标。其中，土地产出率是三类园区共同 的关键制约因素，这表明以园区作为载体进行农业 技术转移，其本身的经济带动

性是不可或缺的重要 部分，而土地产出率是衡量其技术转移发展水平的 重要标志。亢志华在分析江苏省历年土地产出率、劳

动生产率及资源利用率现状及变化情况基础上， 也提出提高土地产出率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依 靠[3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推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发展规划(2018—2025年)》均提出提高土地产出率

是农业科技园区产业技术发展的重要目标。分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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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看 ， 引 领 区 园 区 农 业 技 术 转 移 的 关 键 制 约 因 素 依次是园区土地产出率、入驻企业数量、带动

农户人 数、建设总投入和当年总产值。其中，经济带动指标 最多，资源投入和主体支撑指标次之。这说明对引 领区来说技术

成果研发和储备相对丰富，但成果的 转移转化环节较薄弱，经济效益还未完全释放，特别 是对农户的带动能力有限，不利于

农业技术的示范 和推广。其中，绵阳园区核心区位于涪城区，科技创 新资源优异，已累计审批专利 1024件，发明专利 59 件，

累计转化科技成果 38项，但科技带动经济的体 现还不够，园区农民可支配收入与周边地区农民差 距不足 5%。渝北园区累计

引进技术、品种和设施 280个，总产值达 113亿元，但园区产学研合作力 度、广度和深度还不够，年均举办技术培训和科技讲

座的次数、培训人数相对较少，核心区带动农民仅 7 600人，显著低于 21个园区平均值 45522人。因 此，对于引领区园

区应当聚焦提升技术转移转化效 益，通过引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创新主体，深入产学

研合作，加强 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效率。同时，强化园区技术转 移服务平台建设，通过“科研院所—技术转移平 台—企

业主体”模式，精准定位园区技术转移需求， 提升技术转移的成功率。

分园区类型看，引领区园区农业技术转移的关 键制约因素依次是园区土地产出率、入驻企业数量、 带动农户人数、建设

总投入和当年总产值。其中，经济带动指标最多，资源投入和主体支撑指标次之。 这说明对引领区来说技术成果研发和储备相

对丰 富，但成果的转移转化环节较薄弱，经济效益还未完 全释放，特别是对农户的带动能力有限，不利于农业 技术的示

范和推广。 其中，绵阳园区核心区位于涪 城区，科技创新资源优异，已累计审批专利 1024 件， 发明专利 59 件，累计转

化科技成果 38 项，但科技带 动经济的体现还不够，园区农民可支配收入与周边 地区农民差距不足 5% 。渝北园区累计引

进技术、 品种和设施 280 个，总产值达 113 亿元，但园区产学研合作力度、广度和深度还不够，年均举办技术培训 和科技

讲座的次数、培训人数相对较少，核心区带动 农民仅 7 600 人，显著低于 21 个园区平均值 45 522 人。 因此，对于引领区

园区应当聚焦提升技术转移 转化效益，通过引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 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创新主体，深入产

学研合 作，加强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效率。 同时，强化园区 技术转移服务平台建设，通过“科研院所—技术转 移平台—企

业主体”模式，精准定位园区技术转移 需求，提升技术转移的成功率。

表 6 不同类别园区的农业技术转移能力关键制约因素分析

园 区

类别

关键制约因素

1 2 3 4 5

引 领

区

土地产出率 入驻企业数量 带动农户人数 建设总投入 当年总产值

16. 14% 8 . 20% 7 . 15% 7 . 13% 6. 44%

稳 健

区

累计开发项目数 土地产出率 累计发明专利数 累计推广技术、品种、

设施数

入驻科研单位数

量

15 . 23% 14. 14% 6. 29% 5 . 88% 5 . 74%

起 步

区

累计开发项目数 入驻企业数量 建设总投入 当年总产值 土地产出率

14. 43% 10. 38% 9. 08% 8 . 21% 7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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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区园区农业技术转移受累计开发项目数影响最大，其次依次是在土地产出率、累计发明专利审批数、入驻科研单位数

量以及累计推广技术、品种、设施数。其中，乐山园区累计开发项目仅 10个，整体研发投入不足 2200万元，土地生产率为 2.1

万元/hm2,累计引进技术数较低。遂宁园区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传统种植业占比较高，产业链条不长，高附加值占比较低，品牌

支撑体系不健全，累计开发项目 7项，获批专利 55件，其中发明专利仅 4件，未有高新技术企业和上市企业入驻。因此，此类

园区优先需要提高项目建设的投入强度，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和风险投资，实现园区投入项目渠道的多元化，重点支持企业开展

产学研合作，鼓励科研院所进行技术入股，为园区农业技术转移提供支持。其次，前五项影响因素中累计发明专利数和累计推

广技术、品种、设施数均属于成果产出指标，说明稳健区易受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应该通过科研单位引进、创新主体、研发平

台建设，优化农业技术转移环境，在技术成果方面进一步积累。

起步区园区农业技术转移关键制约因素也是园区累计开发项目数，此外还包括建设总投入、入驻企业数、当年总产值和土

地产出率，与前两类园区相比，土地产出率对起步园区的制约相对较小。其中，涪陵园区整体技术创新和转化能力较弱，整体

建设投入不足 2亿元，累计开发项目 15项，入驻园区企业仅 21家，除榨菜集团外，其余企业规模较小、生产粗放、质量控制

参差不齐，同时园区尚无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活力还需加强。该类园区在扩大产业规模，提高园区总产值，推动经济

带动能力发展的同时，需要更多地关注资源投入和平台建设，通过出台资助政策、设立资助资金等方式，加大财政投入，引导

园区企业、科研院所、创新平台进行项目开发。

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本文以成渝地区国家农业园区为对象，以技术转移理论和要素为基础，建立了一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农业技术转移能力评

价指标体系。通过对指标体系的实践运用，从资源投入、主体支撑、成果产出、经济带动 4个维度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农业技

术转移能力和潜力进行评价。同时，结合聚类分析和障碍度分析，对不同类型园区关键制约因素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①

成渝地区国家园区间技术转移能力差异明显。其中，永川综合得分最高的同时主体支撑和成果产出得分也位列第一，内江园区

资源投入得分最高，宜宾园区经济带动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园区。从分项变异系数看，主体支撑和成果产出得分变异系数最高，

经济带动得分次之，资源投入得分变异最小。21家园区农业技术转移能力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在成果产出和主体支撑方面

发展不平衡现象明显。②以园区农业技术转移的 4个一级分项指标为特征变量，利用 K均值聚类法将农业技术转移园区划分成

引领区、稳健区、起步区三类。引领区的园区主体支撑能力突出，资源投入和成果产出基础较好，经济带动能力较强。稳健区

园区济带动能力较强，但主体支撑和成果产出能力存在不足。起步区园区资源投入、主体支撑和成果产出基础较差，经济带动

能力与其他园区差距明显，农业技术转移能力整体较弱。③不同类型园区农业技术转移核心瓶颈不同，其中土地产出率是三类

园区共同的制约因素。引领区园区受土地产出率影响最大，同时园区入驻企业数量、带动农户人数、建设总投入、当年总产值

方面制约明显。稳健区园区中累计开发项目数是关键制约因素，园区土地产出率次之，其他制约因素还包括累计发明专利审批

数、入驻园区的科研单位数量以及累计推广技术、品种、设施数。起步区园区的关键制约因素也是园区累计开发项目数，此外

园区入驻企业数量、建设总投入、当年总产值也是制约农业技术转移的重要因素。

3.2建议

优化园区规划布局，实施重点发展战略。依托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开展农业技术转移逐步进入深水区阶段，发展不均衡问题

普遍存在，必须通过抓重点产业，扶持核心园区的方式培育一批“领头羊”园区。政府要发挥指导功能，基于园区自然资源、

区位特点、产业基础等条件，优化园区产业布局，在重点开发农业技术转移市场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提升园区产

业辨识度，强化特色品牌宣传，避免园区产业同质化发展，扩大农业技术转移市场空间。同时，政府支持园区发展不能贪大求

全，要进一步调配各类资源扶持重点园区，对永川、内江、渝北等农业技术转移工作效果好，基础工作扎实的园区，以项目或

者专项基金的方式进行倾斜性拨款，支持这些园区进行农业技术转移，打造技术创新“热点”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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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技术转移协同发展能力，建立园区互补发展机制。不同园区隶属不同行政区划，园区内部企业机构也相对独立，农业

技术转移面临着诸多行政壁垒和制度障碍，要素资源整合力度不够。因此，加强两地园区沟通合作和协同发展是激活两地农业

技术转移环境的关键。不同园区间，当地政府和园区管理单位要联合各类机构，以“政府＋管委会＋企业＋科研院所”的模式

主动建立跨园区、跨区域的农业技术转移协同机构和平台，出台相关政策和管理办法，推进园区农业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定

期开展园区农业技术转移能力动态监测工作，理清不同园区间农业技术转移的强弱、特点和差异，重点引导优秀园区发挥带头

作用，向其他农业科技园区分享经验。园区内部不同类型主体间，要以科技为支撑，以产学研作为纽带，通过“公司＋高校＋

基地＋农户”等多种经营方式，构建适合园区发展的运行机制，促进园区产业内部分工，建立相互依存的产业联系。以技术入

股、知识价值信用贷、农民分红持股等方式调动园区各类企业主体技术创新的积极性，鼓励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机构与园区

建立利益共同体，强化技术开发、合作和交流。

加大园区资源投入，强化技术转移主体支撑。企业机构是园区承接技术转移和转化的重要基础，也是技术创新带动经济发

展的基本单元。园区应改变以往企业培育“重量不重质”的模式，针对技术转移载体布局分散、效力不强等问题，加强园区创

新投入，立体化推进高能级平台建设，多元化打造富有吸引力的技术转移转化生态。一是加强平台投入，制定增强产业技术创

新平台承接能力、强化企业技术转移主体作用、打造成果培育孵化载体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推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对企

业建设的国家级、省级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和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给予项目支持和税收优惠。二是加

强资金投入，要引导企业拓宽科技成果转化融资渠道，通过设立技术转移引导基金、风险补偿基金、贷款资金、创业基金等手

段，以及鼓励地方采用后补助、贷款贴息、发放创新券等方式，对园区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给予支持。三是加强

人才投入，科技活动人员是维持园区技术创新和转化的核心要素，应加大“高精尖”人才引育力度、开展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

培养、科技特派员引进、田秀才土专家入驻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制定顶尖人才“一事一议”管理办法，加大顶尖人才（团队）

引进力度；支持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和技术经纪人职业培训和职称评定工作；落实激励科技专家创新、创业政策，鼓励

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到企业担任科技副职或科技顾问。

强化需求导向的成果供给，打通技术落地转化链条。农业科技园区技术转移的最终目的是支持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目前，

由于农业产业具有风险高、周期长、链条长、环节多、形式多等特点，园区进行农业技术转移往往存在专利技术与市场需求错

配、交易双方价值认识错位、研发中间衔接环节缺乏、校企合作期限短、成果转化体系弱等问题，导致“园外技术无路进、园

内技术走不出”“现有成果无处用，急需成果无人研”现象严重。应该发挥园区企业在市场导向类科技项目研发投入和组织实施

中的主体作用，推动企业等技术需求方深度参与园区建设发展全过程。在园区产业发展中明确企业成果转化任务，设立与转化

直接相关的考核指标，完善“沿途下蛋”机制，拉近成果与市场的距离。引导园区和科研院所结合发展定位，紧贴市场需求，

开展技术创新与转移转化活动；强化园区管理部门、园区企业机构、科研院所、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情况的汇交和使用。要针

对园区产业发展建设统一开放、互联互通的技术市场，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连接园内外技术转移机构、投融资机构和各类创新

主体等，集聚成果、资金、人才、服务、政策等创新要素，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技术交易活动。引导产业类型相似或有交集

的园区进行技术对接和交流，支持不同园区间产业集群发展，组建技术转移联盟，强化技术共享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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