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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农 业 科 研 院 所 科 技

开 发 现 状
、

问 题 和 对 策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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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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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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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 农业 科学 院 南 宁 5 3 0007 )

摘要 全 面 系 统总 结分析 了 广西农业科研院所科技开 发 现状
,

归 纳 出五 大主 要 技 术开发

类型 和 目前科技开 发存在 的 7 个 主要 问 题
;

提 出 了广 西农业科研 院 所科技开发 的 十大措

施 与对策
。

关键词 技术开发 农业 综述

1 广 西 农 科院所科技开发现 状

1
.

1 广 西 农业 科研 机 构现 状
1990 年

,

全 自治 区地 (市 ) 级 以 上 全 民 所 有制农 业 综 合的 或专业 的 科 研机 构 49 个
,

其 中
,

自治 区 级 的 23 个专 业 研究 院所
,

有农 科院
、

农 科 院 属 的水稻
、

玉 米
、

甘 蔗
、

经 济作 物
、

园 艺
、

作物 品 种 资 源
、

土 壤 肥料
、

植物 保护 和 科技 情报 等研 究所 以 及 生 物技 术
、

农业 经 济
、

农业 微

生物研 究 室 ; 广 西 科 学院属 的海 洋所
、

植物 所
、

生 物所 ; 农 业厅 属 的 柑桔 研究所
、

蚕 业指导

所
、

桂林 茶 叶研究所 ; 畜 牧局属 的
一

畜 牧研 究所
、

兽 医 研 究所 ; 水产 局 属 的水产研 究所 ; 农垦

局 属 的橡 胶研 究所
、

亚热 带作物 研 究所 ; 林 业厅 属 的林业科 学 研 究所 ; 气象 局 属 的气象 科学

研 究所
。

地 (市 ) 级专业 研究所 26 个
,

分 属 于 各地 (市 ) 或有关 厅 局 管理
。

1990 年
,

全 区未含 广西 科学 院 所属 的海 洋所
、

植 物所
、

生 物 所 共 46 个农 业科研 机构 有职

工 52 0 1 人
,

其 中专业技 术干部 207 8 人
,

占 职 工总 数的 40
.

0%
。

具高级 职称的 258 人
,

中级

职称 的 7 01 人
,

分别 占专业技术 干部 的 12
.

4%
、

33
.

7 纬
。

据 对 7 个 农业科研 所调 查
,

、

从 事科

技开 发人 员 占职工 总 数的 40
.

8%
,

其 中科技 人员 占 70 % 以 上
,

但专职 开 发人 员不足 5%
。

199 0 年
,

全区 46 个 农业 科研机构 经 费总 收入 4263
.

4 万 元
,

其 中政 府拨 款 22 61
.

6 万 元

(其 中
,

科 学 事业费 1491
.

9 万元
,

科技专 项 费 453
.

1 万 元 )
,

职工 人 均科 学事业 费 28“
.

5 元 ;

总支 出 39 54
.

8 万 元
,

其 中科研业 务费 7 31
.

6 万 元
,

科研 管理 费 323
.

1 万 元
,

劳 务 费 151 2
.

6 万

元
,

固定 资 产 购置 533
.

1 万元
.

经 费支 出
,

大 部分 用 于 职工 吃 饭
,

科研业 务 费平 均每个 专业

技术 干部 仅 有 3520 元
.

全 区 46 个农业 科研 机构 占地 面 积总计 达 21 7 71
.

6 万 扩
,

至 199 0 年
,

建 筑面积 43
.

8 万

m Z ,

固定 资产 原值总额 6586
.

8 万 元
。

在 固 定资 产 中
,

科研仪 器设 备 12 71
.

6 万元
,

科技 图书

资 料 73
.

2 万 元
,

科 研 房屋 建筑 工525
.

6 万 元
,

分 别 占固 定 资产 原 值总 额 的 19
.

3%
、

1
.

1%
、

1 9 9 3
一

0 7一

1 0 收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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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1 纬
,

三者合计 占 固定资产原 值 总额 的 43
.

5%
,

但固 定 资产原 值总 额平均 每个机 构单位 仅
149

.

68 万 元
,

部分 单位 科研设施 明 显 不足
.

19 90 年
,

全 区 46 个农业 科研 机 构有科 研仪 器设备 2115 台 ( 套 )
,

其 中进 口 仪器 设备 209

台 (套 )
,

列 入 国家 科委统一 管理 的 23 种大 型 精 密仪器才 100 台 (套 )
。

80 年代 以来 我 区农科

院所科 研设备 购置 数量上 有 所 增加
,

但 大型 精密仪器 偏少
,

整 体使用 质 量 尚谈不 上 先进
。

1
.

2 广 西农科院 所具备一 批可 供开 发 的 成果和 专利

据统计
,

197 9~ 1989 年
,

全 区获厅 级 以 上 奖励 的农林牧 渔业 科技 成 果 就达 1335 项
。

据对

1 4 个农业 科研 机 构统计
,

1 985~ 1989 年 获奖成 果 177 项
,

其 中国 家级 13 项
,

省部 级 69 项
,

厅局 级 95 项 ( 次 )
。

目前可 供开 发 的有
:

1
.

2
.

1 植 物新品 种 成果 杂交水稻 汕优桂 系统 的系列 高 产新 组 合
,

常 规水 稻 713 等优 质品

种
,

杂交 玉 米的桂顶 号 系列
,

无 籽西 瓜 系列
,

甘蔗 桂糖系列
。

1
.

2
.

2 动 物新品 种成 果 役奶 肉兼 用的广西 新水牛
,

三 元 杂 交瘦 肉猪
,

朝霞 ( 7 532)
、

三 新
x 5 091 等春秋兼 用高 丝 量蚕 桑 新品 种等

。

1
.

2
.

3 新 技术 产 品成 果 香蕉
、

甘 蔗组 培 苗
,

荔 枝
、

龙 眼
、

芒 果
、

柑桔 良 种嫁 接苗
,

用 冷冻

精 液进行 人 工 授精育 成的猪
、

牛 良种
,

试管 牛
,

人 工 繁殖斑
,

以 及 获得 专 利的脱 水菠萝
、

木

瓜 酱菜
、

花 生 制品
,

还 有 新型 农 药除草剂和 新饲料
、

新 兽药
、

新疫 苗等
。

1
.

3 广 西 农科院所 科技开发 的 类型
1

.

3
.

1 技术经 营 型 科研院所 用 自身的科 研成果开 发经营
,

如广 西 农科 园艺所
,

利 用 自己研

究培育 的西 瓜新 品种
,

自行 繁殖和 销售 无籽及有 籽西 瓜 种子
,

进 行技术经 营
, 199 0 年 只 投入

1
.

35 万元
,

获得纯 利 14 万 元
.

广西 农科 院生物技 术研究 室
,

繁殖
、

销售香蕉 试管苗
,

近年 每

年 约 繁 殖 140 万 株
,

收益 40 多万元
。

广西蚕 业 指导 所
,

搞优 良蚕 种
、

桑苗 繁育经 营
,

1990 年

纯 收入 达 12 1
.

4 万 元
,

人均 创收 5781 元
。

1
.

3
.

2 技术服务 型 科研 所 利用 自身的技术 优势进行有 偿经 营 服务
,

如 广西柑桔研 究所 帮助

国 营扶 绥东 门林场
,

建立 年产 30 万 苗 的苗 圃基 地和 67h m ,

果园
,

获得技术 服 务 费
,

1985 年

6000 元
,

1957 年 20000 元 ; 1955 年 以后
,

每 株结 果树交 0
.

25 k g 果
,

总价值 100 00 元 以 上
.

1
.

3
.

3 横 向联合 型 科研所 与生产单位合作 经营
,

如广西 畜牧 研究所
,

利 用其科研 成 果
, 19 88

年 开娘与平南 县饲 料公 司 合营
,

负责监 制雄强牌 301 小猪饲 料的生产
.

目前
,

用户达 30 万 多

个
,

199 1 年 该公司 雄强牌 小猪饲料的生 产利润 达 110 万 元
,

畜 牧研究所 也获得 了一 定 的经济

效益
。

1
.

3
.

4 创办实体 型 科研所 利用 自身成果 或引进技术 进行开 发生产
,

如广西亚 热带 作物研 究

所 利用 本所 的科研 成果
、

专利和 水果
、

剑麻等 资源
,

兴 办 了饮 料厂
、

凉果 厂
、

剑 麻制 品 厂
,

开

发 了果 汁饮 料
、

果 脯蜜钱
、

脱水菠萝
、

木瓜 酱 菜等水果制 品
,

以及剑 麻 白棕 绳
,

抛 光轮等 60

多个 品 种 的产品
,

畅销 区 内外
,

其中 白棕绳还 出 口 法 国
、

伊朗等 国
, 1991 年总 产值 为 530

.

23

万 元
,

纯 收入 80
.

37 万元
.

柑桔 研究所
,

1985 年建立 柑 桔综 合利用 加 工厂
,

生 产柑 桔汽 水
、

果

汁
、

果露
、

柑桔罐 头
。

广西农 科院植保研 究所
,

利 用 自己现有 的研 究成果 和 技术 力 量
,

建农

药 加工 厂
,

生产新 型 除草剂
。

1
.

3
.

5 生产 收入 型 生产收 入 目前仍 是广 西很 多 农科院所 主要 创收 渠道
,

约 占 创 收 额 的一

半
。

畜牧 研究所
, 199 1 年底

,

全 所养牛 46 头
,

其 中奶牛 0 头
,

年 产鲜奶 3 万 ; 生猪饲

养量 头
,

年 出 栏 头
,

其 中出 口 3 。 头 ; 家禽 年饲 养量 万 多羽
,

年 产蛋 5 万

8 20 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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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农业科研院 所科技开 发现 状
、

间题 和 对策 研究 1 5

枚 ;养鱼 60m h
, ,

年产 鲜鱼 20 万 kg
。

19 91 年生产 收入 达 50 0 万 元 以上
。

地 区 级农科所 生产性 收入 占的 比例普 遍都大
,

桂林
、

玉林
、

百 色等地 区农科所
,

生产收

人 占总 收人 70 % 以上
。

1
.

4 广 西 农科院 所科技开发创 收现状
1

.

4
.

1 开发 创收额在经 费结构 中的 比例 我们对全 区有代 表性的 12 个农业 科研 所调查
,

开

发 创收额 占总收 入 的 比例
,

由 198 7 年的 25
.

6%增 加到 19 90 年的 28
.

8%
,

开 发创收额提高 了

12
.

5% ; 开 发 创收 额在事业 费
、

专 项 费
、

开 发创 收三 者结构 中的比例
,

由 19 87 年的 29
.

32 %

增加到 19 90 年 的 35
.

51 %
。

其中 区级农科所 事业 费
、

专题费
、

开 发创收 费额 的结构 比例
, 1987

年 依次为 56
.

39%
、

14
.

12%
、

24
.

49 %
,

1990 年 为 44
.

7 8%
、

2 3
.

46 %
、

3 1
.

7 7%
,

开 发创收的

比例 由 19 87 年的 24
.

49 %增加到 1990 年 的 31
.

77 % ; 地 区 级的农业 科研机 构上 述经 费结构 比

例
,

1987 年 依次为 62
.

68%
、

8
.

85%
、

28
.

47%
,

1990 年 为 48
.

17%
、

5
.

9 7%
、

45
.

86%
,

开

发创收 比 例 由 1 987 年的 28
.

47%提高到 1990 年的 45
.

8 6%
。

1
.

4
.

2 科技开 发 人 均 创收 额情 况 我们对全 区 20 个 有代表性 的各类农 科所开 发创 收情 况 的

调查表 明
,

这 2 0 个 单位 1985~ 199 1 年 人 均创收额 为 84 8~ 17 7 6 元
,

6 年间增长 109
.

4%
,

年

均增长速 度为 13
.

1%
。

在农业 内部各业 科研 所中
,

畜牧业
、

水产业 人均 创收 额 明显 高于 种植

业
.

不 同层 次 的农科 所人 均 创收 效果不 同
.

自治区 级人均 创 收 额 1987一 199 1 年 为 1103一 1898

元
,

5 年均 值 为 13 47 元 ; 地 区 级人 均 创 收额 19 87一 9 91 年 为 11 4 5~ 1566 元
,

5 年均值 164 5

元
.

地 区 级农 科所 人 均创收 额高 于 自治区 级农科 所
。

1
.

4
.

3 科技 开发技 术性收入情况 对 全 区 15 个 农科所调 查
,

19 89 一 1991 年 技术性 收入 占创

收 总额的 比例为 20
.

99% ~ 30
.

45 %
,

其中 自治 区级 的技术性 收 入 比例为 27
.

24%~ 41
.

19 %
,

表 明 自治 区级农业 科研成果的技术 性附加值 较地 区 级的高 一些
。

1
.

4
.

4 与 国 内平均水 平 比较 我区农 科所 198 9 年
,

科技开 发 创收 占 总 收入 的 比 例为 29 %
,

全 国 为 31 % ; 人均 创收 额
,

全 国 为 267 0 元
,

我 区 只 有 15 1 3 元
。

人均 创 收额的增长率和 年均

增 长 速 度
, 1986 年

、

1989 年 全 国 分 别 为 128
.

2 1% 和 31
.

66%
,

我 区 分 别 只 有 71
.

79 % 和

20
.

07 % ; 技术性 收入 占创 收总额 的 比例
, 198 8 年全 国 为 33 %

,

我区 1 989 年 只 有 20
.

99 %
。

以

上指 标
,

我 区 都低于 全 国平均 水平
。

值 得一 说的是
,

全 国农业 科研 机 构技 术性收人 所 占比例

都 明显低于 其他行业科研机构技术性 收入所 占的 比例
。

上 述情 况表 明
,

广酉农科 院所
,

科技开发开 始迈开 了 艰难 的一步
,

取 得 了 一 定成绩
。

近

几 年
,

人均 创收额年 均增长 速度达到 13
.

1 肠
.

由于 我 区农科院所长期经 费 不 足 而 处 于
“

营养

不 良
”

状 态
,

可供开 发的成果 及开发条件较差
.

目前能形成规模性 的支柱 产业
、

高新技术 产

品 数量甚 少 ; 有 的还 处于 小农经济作坊式 的生产
,

集约 化 程度较低
,

规模经 济效益较小 ; 分

散 作战
,

小打小 闹
,

广种薄收
,

而管理部 门又缺 乏经 费和 物 资支持
。

因此
,

我 区农科 院所 科

技 开发 目前 尚存在 一 定的难度
.

2 广 西 农科院所 科技开 发存在的 问题

广西农 科院所科 技开发之所 以 尚未开创新局 面
,

既有科研 院所 内部条 件 问题
,

也有外部

环境如政府
、

社会的 投放支持 问题
。

归纳起来
,

主要原因 是
:

2
.

1 缺 乏 正 确的认识和利于 开 发的 内部机 制 科技 成果开 发是科研 所 自我生存 与发展 的必

然选 择
.

对 这一 问题
,

有的 尚未引起 足 够的重视
,

科研与开发 的关 系 没 完全处 理 好
.

在机 构

设置 上
,

开 发部 门 只是个二 流 机构
,

大多 缺乏 精 明的专职人 员
,

即是 专职人 员 也大 多是课题



广 西 科 学 院 学 报 1 4 9 9年

组精 简下 来 的 闲 杂人 员
。

由于 内部机 制 不 健 全
,

有 的单 位科 技开 发 处于 混 乱状 态
,

科 研人 员

既 不 愿 失去 搞 科 研的好 处
,

又 不 愿 放 弃 搞开 发 的经 济 利益
,

因 而 出 现 了 带课 题 争开 发的 现 象
。

2
.

2 现 有 技 术成 果可 开发 的程 度较 低 一些 单 位缺 乏适 宜 经济 和 生产 发展 需要 的 技术 成果
,

农业 科 技 产 品 卖 方市 场发育 不 良
。

原 因是 国 家 对农 业科 研课 题 的设 置
、

取 舍
,

缺少 对科 技开

发
、

市 场 经济 发 展需 要的考 虑
,

所 得 成果 可 开 发性 较差
。

2
.

3 农业 科 技成 果 买 方市 发育 不 良 农村 经 济 积 累缓 慢
,

农业 经济 内部缺 少 求购农 业 科技 商

品 的机 制 和 动 因 ; 加 之 我 区 农 业劳 动者 文 化 科 技水 平低 下
,

科 技意 识 淡薄
,

造成 了 接 受新技

术 的能 力 差
,

使 得 农 业技术 市场 成 为靠 推 才 能 广的 畸形 买 方市 场
,

在 一 定程 度上 也 影 响了我

区 农 科 院 所 的科 技开 发
.

2
.

4 农业 科技 成 果本 身的 特点 给开 发 创 收带 来 难度 一些 实 用性农 业 科 技成 果如种 子
、

种 苗

及 生 产技 术
,

在 交换过 程 中可控 性差
、

扩 散性 大 ; 有 的又 具有 明显 的地 域性
。

不少农 业科技

成果 只 要 经过 适 当的 宣传推 广 或技 术 培训
,

农 民 即 可掌 握应 用 或 自行 繁 殖生 产
。

这 类成 果具

有较 大 的 社 会经 济效益
,

恰是 与工 业 技 术成 果 可 供企业 独 家开 发使 用 的 区别 点 所在
。

因此
,

农

业 科 技 成 果拥 有 者难 于 高效 益开 发
。

2
.

5 农业 科 研单 位缺乏 既 掌握 技 术 又 懂 经营 管 理的 开发 人 才 在农业 科研 单位 里
,

多数科 研

人员 擅 长 科学 研 究
,

不懂 或 不熟 悉 科 技开 发 的特 点和 工 作方 法
,

往往 投放 了一 定的 人 力
、

财

力 而 经 济 效益 并 不 理 想
,

常 常 因 经 营 管理 上 的 问 题而 蒙 受损 失
.

2
.

6 科技 开 发缺 乏资 金投 入 很 多科 研 所都 反 映缺乏 开发 资 金
,

没 有正 常 的开发 资金 来源 渠

道
; 有 的专项 开 发贷款 利率 过高

,

据 有 关 测算
,

一般 的农 业 科技实 体
,

要利 用 贷款获 得 10 万

元税 后利
,

则需 要承 担 18 。万 元 贷款
.

(投 入 ) 的风险
.

很 多单 位属 事业 费缺 口 单 位
,

科技开

发 创收 收 入很 大 一部 分要 拿来 冲 销 事 业 费缺 口
,

影响科 技开 发 的再 投入
。

2
.

7 农业 科 技开 发 缺乏配 套政 策 l( ) 对专 职科 技开 发 人 员 的职 称评 定
、

晋级 等 问题 尚未

制 订 出 相 应 的政 策
,

影 响 了 开 发 人 员 的积 极性
。

( 2) 税 收政 策还 没有 真 正顾 及农 业科 技开发

的特 点
。

政府 对 农业 科技 开发 已 作 了 一些 有关 实行 减 免 税 的规 定
,

但缺 乏具 体的 细 则
,

操 作

起 来 对 农 业科 研 单位 不 利
。

(3 ) 农业 科研 单 位 的成果 经营权 得 不到 保障
。

虽 然 国 务 院和 农 业

部 已 分 别 于 1 98 8 年 和 199 0 年 在 文件 中明确 规 定
,

允许 农 业科 研单 位经 营 自己培 育 的优 良品

种 的种 子
、

种苗 和 疫苗
,

但 由于 各级种 子公 司和 种子 站合 一
,

既管 发证
,

又 搞 经营
,

因 而科

研单位领 取 三证 一 照 极 为困 难
。

3 广 西农科 院所科技开发 的措 施与对策

3
.

1 进一 步转 变观 念
,

解放 思 想
,

提 高开 发创 收意识

科研院 所 的科 技 开发 既是 面 向经 济建 设的 需要
,

也 是 自我生 存 与发 展的根 本 出路
。

因 此
,

作为 具 有 一 定公 益 型 性 质 的农业 科研机 构
,

必 须审 时度 势
,

转变观 念
,

解 放 思想
,

提 高开 发

创收 意 识
,

树立 科 研 与开发 并重 的 观念
,

把科 技推 向市 场
,

在经济 建 设 中找到 适于 自我生 存

与 发展的 位 置
。

广 西农 科院 所科 技 开发 起步 晚
,

已 经错 过一 些有 利时 机
。

当前
,

必 须 用好 用

活 政策
,

促使 农 业 高新 技术 成果 的 商 品化
、

产 业化 ; 力 争每 个科研 所 创 办 1一 2 个 科技 实体
,

开 发 名 特 优 产 品
,

形 成技 术密 集
、

规模 较 大
、

效益 较高 的科 技支 柱产 业
。

3
.

2 改 革 科研院 所 不利 于科技 开发的 内部 机制

管理 机 制
,

必 须遵循 “ 稳 住 一 头
,

放 开 一 片
”

原 则
,

确保 一部 分科 研 人 员 一心 一 意搞 科

研
,

源源 不 断地 为 开 发提 供新 成 果新 技 术 ; 一部 分科 技人 员 尽 心 尽 力 从 事科 技开 发 创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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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上
,

可 以 引 入 竞争机 制
,

院所 的科 技 经 济 实体推行 单位 全员 劳动合 同 制
,

工 资报酬

与效益 挂钩
,

实行 上 不 封顶
,

不 下保底
.

所 有 权 与经 营权分 离
,

使开发 的 经营 自主权 得 以 充

分 实施
。

对专 职开发 人员 的技术 职 称评 定
、

晋级 等
,

应 制定 相应 的标准
,

要 注 重 其开 发能 力和 创

收业 绩
,

在 比例 上应 与科研 人 员一 视 同仁 ; 必要 时
,

还 可设立 科技 开发 方 面 的职 称评 审委 员

会
,

对在科 技开 发 中作 出重 大 贡献者应 予 优先 晋 职晋 级重 奖
.

3
.

3 加强 开 发性课 题 的研 究
,

为科技 开发 提供 更 多 的 技术 成果
3

.

3
.

1 克服科 研与 生 产脱节 的 弊端 今后 农业 科研 课 题的设 置
、

取 舍
,

不 仅要 依据 农业 科研

发展 的内在逻辑
,

更 要侧重 于 生产 发展 的 需要
,

以 避 免科研与 生产 的脱 节
,

使 科技 成果 更具

有 可开发 价值
。

3
.

3
.

2 增加对 农 业科研 经 费的投 入 科研 是
“

源 ” ,

开发是
“

流
” ,

两 者 相互 依赖
,

相 互促 进
。

目前 我 区农 业科研 机构 经 费不 足
,

人 均 事业 费
、

人 均 科技专 项费分 别 只 有 285 0
.

9 元 和 876 元
,

对 于 增强 研 究能 力
,

提 高农 业科研 成 果数 量和 质量 不 利
.

政府 部 门应 予考虑 解 决增 加 科研 经

费 的问题
。

3
.

3
.

3 改革 目前成 果鉴 定上 的某 些 弊端 建议 根 据情 况
,

将 一些成 果 的创 收额 及生 产检 验情

况作 为其 成果 评定 的一个 重 要 指标
,

促进 部分 成果 的商 品性 开发 利用
。

3
.

3
.

4 实行成 果 有偿使 用 农 业科技 成 果的 使用 者
,

应从开 发年利 润 中提取 5% ~ 10 % 或更

多 一些 给成果 研制 者
,

以 调 动科 研人 员研 制开 发性 成 果的积极 性
,

不断 为科 技开 发提 供技 术

储 备
。

3
.

3
.

5 调 整科研 经 费的投 向
,

重点 支持 生产 市场 需 求量大
、

经 济效益 显 著的开 发性 研 究 目

前应 加强 的开发 研究是
:

① 良种
、

化 肥
、

农药
、

饲 料 等的开发 研究 ; ② 农作物 及畜 禽优 良品

种提 纯复 壮
、

萦 育
、

生产
、

经营 的开发 研 究 ; ③ 生 物技术 等高新 技术 产 品的开发 研 究 ; ④农

产 品 贮藏 和 加工 技术研 究
。

3
.

4 大胆 起 用人才
,

加强开 发人 才培 养
,

搞 好科 技 开发队伍 的建设

科技 开发 的成败
,

最终 取决 于 人
。

科研 单位 要 大胆重用 一批年 富 力强
,

熟悉 科 技
,

又 善

于 经营管 理
,

竟争意识 强
,

勇于 开拓 的人 才
,

以 建 设和 充实科技 开发队 伍
,

尤其 要 迅 速 培养

一批勇 于 进 取的科技 实业家
。

3
.

5 实 行多 层次
、

多形式的资金 投人
,

建立 可靠 的资金来谏 渠道

资 金缺 乏是我 区 农科院 所科技 开发 的 一大难题
。

解决 的办法
:

一是 自行集 资 ; 二是 与外

单 位
、

外商 合资 ; 三是敢于 和 善于 争取 各种 贷款 ; 四 是建议 各级政府 在 财 政上 设立 专项农业

科 技开 发基 金 ; 五 是建立科 技 信用社
,

大 力开拓 金 融支撑渠道 ; 六 是增 加 农业 科研 机 构 的事

业 费
。

3二 农 业科 技开发 要结 合本专 业
,

但 不限 于本专 业
,

要注意 引进 农业科 技 成 果进 行 开发

农 科院所 首先开 发本专 业 的研究成 果
,

发挥 专 业优势
.

但一 些 科研 所 目前 可 供开 发 的成

果 并不 多
,

应 不受 本专业 限制
,

引进
、

改 良
、

消化 和吸收外 地 的成 果
,

特别 是要 引进 技术含

量 高的 高新技术 成果
,

以保 持开 发产 品的科 技领 先 度
,

提高 产 品的市 场 竞争 能力
.

3
.

7 要 促进农 业科技 成果 买方 市场的 发育

农业 科技成 果要 转化为 技术 产 品后面 市
,

在 一 定程 度上
,

有 赖于 农 村经 济条件 和劳 动者

素质
,

有 赖于 农 村商 品意识 和 科技意识 提 高和 需 求
, 一

有赖 于 新技 术
、

新 产品 规模经 营的 引导

和乡镇 企业 的发 展
,

以 及综 合科 技服务 网 络的 建立 ` 因此
,

国家 要对 农 业进 一步实 行倾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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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

扶持 农业
,

给予 农业 科技成果 买方市 场发 育的条 件
,

促进 农 业 科技 成果迅 速而 大量 的 向

生 产转移
。

3
.

8 为农业 科技开 发创 造合理
、

宽松的 政策 环境

国家 应将 农业 科 技成果专利 和 经营权 归 还农业 科研单位
,

即
:

农 业 科研 单位 一 经 取 得法

人 资格
,

自己研制 的 成果即有经 营权和 转 让 权
,

无 须国 家 其他行 政 单位部 门批准 ; 相反
,

别

的单 位和个 人 (包 括 种子部 门
、

推广部 门 ) 要使用 科研单 位的 技术 成果应付 给合 理 的成果转

让 费
,

种 子
、

苗 木等经 营部 门可归 属对 口 科研 所
,

实行科研 经 营一 体化
。

对于 一 些 基础 性
、

理

论 性 的研 究单位
,

国 家对其成 果可采取 “ 收 购
”

的办法
,

长 期 保持 事业 费拨款
,

保证 科研发

展后 劲
。

农业科 技开 发具有艰 巨 性与不 稳定 性
,

而 社会 经济效 益 宏大
,

在税 收上 应 给予更多

的 优惠
。

3二 抓好 中试 基地
,

促进成 果转化

加 强 中试 基地 建设
,

不仅是 尽快 促使 科研 成果转化 为商 品 的手段
,

也是 目前农业 科研单

位 科技 开发 创收的有 效途 径
。

广西 水产研 究所
,

这几年 来狠 抓 中试 基地 建设
,

兴建
、

扩 建罗

氏 沼 虾育苗 中试基 地 2 个
,

鱼 虾饲料 厂 一 个
,

并 对近 shm
Z

试 验鱼 塘 进行 维修改造
,

通过抓好

中试 基地
,

将成果 转化 为商 品
,

取得 了较 好 的经济效 益
。

此 经验值 得借 鉴
.

3
.

10 农 业科技开 发要 向 规模 化
、

外向 型 经 营发展

农科 院所
,

近 期 应根据 自己 的技术 优势
、

资源 优势和经 济环 境条件
,

以 及市场 的供求状

况
,

选 取重 点
,

通 过 办实体
,

或通 过办基 地
,

形成 自己具备适 当规 模 的 “ 拳头
”

科技产 品
。

农

业 科技 开发也 要走 外 向型道 路
。

所谓 外 向型 科技 开发
,

应 包括 资金投 入的 外 向
、

技术成果应

用 的外 向
、

产 品销售 的外 向等三个方 面
。

这 里的外 向型
,

除了 国 外
,

还 应包括 区 外
。

在 国 内
,

应 与各 省 区 的农业 科研 院所及 其经济实体 进行项 目合作
,

互 利互 惠
,

引进资 金和先进 技术
,

把

自己 的技术 和产 品打 进各地 市场
。

对国 外
,

则 要充分利 用我 区 地处沿 海
、

沿边 的有利 条件
,

把

自己 的技 术成果和 产 品 打 进国际市场
,

直 接参 与国际经 济大 循 环
,

逐渐发 展成为面 向国 内
、

国

外市 场 的技术密 集
、

规模 大
、

效 益好 的高 科技支柱 产业
,

为促进我 区 经济和 农业科学 事业发

展服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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