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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化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黑龙江省发展工程农业的经验和启示

韩贵清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６）

［摘要］　为努力寻求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办法，促进全省农业生产方式转变，黑龙江省农科院借鉴发达国家先
进经验，运用系统工程的方式和手段，在全国率先实施农业科技创新工程和科技成果转化工程，大力发展工
程农业，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也为发展现代农业找到了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 全省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率由 ２００３年的 ３０ ％提高到 ２０１０年的 ７０ ％，优良品种覆盖率由 ９０ ％提高到 ９８ ％，农业科技贡献率
从 ４８．５ ％提高到 ５９．５ ％，粮食产量由 ５０２．５亿斤提高到 １ ００２．６亿斤，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１／１０，商品量占
全国粮食商品总量的近 １／３，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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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黑龙江这块巨大而神奇的黑土地，是中华民族

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艰苦
努力，已把黑龙江建成祖国可靠的大粮仓。 但同时
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由于土地过度垦殖，全省已出现
生态弱化趋势。 其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方式比较陈
旧，粮食产量的增加主要靠外延扩大再生产———即
扩大土地耕作面积获得。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全省上下积极探索农业科学
发展之路，努力寻求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办法，力争用
较少的农业资源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产品。 为促进
全省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省农科院在省委、省政府的
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运
用系统工程的方式和手段，围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
化应用两大基本任务，在全国率先实施农业科技创
新工程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程，以建立农业科技
园区为载体，以兴办农业专家大院、培训农民工程为
两翼，以致富项目为抓手，大力发展工程农业，不仅
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也为发展现代化

大农业找到了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使农业科技走
进千家万户，结出累累硕果。 全省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率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３０ ％提高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７０ ％，优
良品种覆盖率由 ９０ ％提高到 ９８ ％，农业科技贡献
率从 ４８．５ ％提高到 ５９．５ ％，粮食产量由 ５０２．５ 亿
斤（１ 斤 ＝０．５ ｋｇ）提高到 １ ００２．６ 亿斤，占全国粮食
总产量的 １／１０，商品量占全国粮食商品量的近 １／３，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2　工程化为“三农”插上科技之翼

农业是弱势产业，始终面临着自然风险、社会风
险和市场风险，要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把它变成强
势产业，就必须大力推进农业的工程化，进而实现农
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农业
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农业
工业化的过程。 ２００３ 年以来，省农科院以推进农业
现代化为使命，以工业化大生产的方式对发展工程
农业进行了大胆探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积累了
一些宝贵的经验，进一步加深了对发展工程农业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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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工程农业是一种崭新的农业生产方式
工程农业就是用工程化的手段和发展工业的方

式实行农业的工厂化生产、工程化管理。 发达国家
在实现城市化、工业化后，以工厂化手段发展工程农
业，着力推进农业生产的科技化、标准化和规范化，
先后提出了精准农业、数字农业的先进理念。 当前，
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发展方式还很粗放，只有大
力推进农业工程化，建立健全与现代城市工业相适
应的新型体制和机制，构建起先进合理的农业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体系，才能有效转变传统的农村经济
发展方式、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农民的生活方
式和思维方式，加快我国农业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
进程。 可以说，发展工程农业是我国农村的一场深
刻革命。
2．2　工程农业是一条有效的农业现代化途径

中国现代化的重点、难点在农业、农村和农民。
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
任务。 经过 ３０ 多年改革开放，我国“三农”发展取
得长足进步，主要农产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 但与
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整体水平还很落后，现代农
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同步
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
务。 而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只有大力发展工
程农业，才能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
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2．3　工程农业是以农业科技园区为基本载体的

农业模式

　　农业科技园区就是农业生产的工厂，其生产方
式与工业生产异曲同工，从选种、耕作、培肥、田间管
理、收获到储藏、加工，都有严格的标准要求，且各方
面技术成龙配套，如同工厂的流水线，对农业生产流
程实行工程化管理。 农业科技园区又有别于一般的
企业工厂，易于复制和推广，只要提供一定的条件就
能实现整乡、整县甚至更大区域的推进。 我院在各
共建县建立县乡村三级示范园区 ３ ９１３ 个，县建科
技核心示范区，乡建科技示范园，村屯建高产攻关示
范田，搭建起工程农业的基本载体，成为培养新型农
民即农业工人的摇篮，田间地头成为传播先进技术
和致富信息的课堂。 每年到科技园区参观学习的农
民达 １５０ 多万人次。 大量新型农民的涌现，正是农
业工程化的根本希望所在。 同时，围绕工程农业，在
每个县配套建立农业科技专家大院，院县专家混合
编队，以坐班咨询和巡回指导相结合的方式直接服

务农民；针对各县主导产业发展问题，实施实用致富
项目，做强主导产业，扶持壮大原料基地，推进一乡
一业、一村一品；按季节、生产领域和农民需求进行
“农民点菜、专家下厨”式培训。 在全省 ６７ 个县
（市、区）创立起“四位一体”（农业科技园区、专家大
院、科技致富项目、科技培训）的工程农业模式，被
农业部作为十大农技推广新模式在全国推广。
2．4　发展工程农业实现了农业科技与“三农”的

深度融合

　　通过院县共建、院乡共建、院村共建，推进农业
科技示范园区和专家大院在全省遍地开花，实现了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有效对接、农业科技和农业
生产的深度融合，为“三农”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使
农业朝着“标准化生产、标准化投入、标准化经营、
标准化管理”的目标迈进。 ２０１０ 年，黑龙江省粮食
产量突破 １ ０００ 亿斤，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重
大贡献。
3　创新是发展工程农业的源头活水

要对农业发展思路、观念、体制机制用系统化的
方法进行全方位创新，着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保障工程农业顺利实施。
3．1　思路创新天地宽

２００３ 年，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确
立了开放办院的新思路。 通过与 ８０ 多个国家和地
区及国际组织开展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与科研院所和大学开展
联合办学、联合攻关，提高办院层次和科研水平；与
各地市共建科研院所、与各市县乡村开展合作共建，
切实提升农业科技对“三农”工作的服务能力。 为
解决科研与生产、专家与农民脱节问题，首次提出并
大力实施“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农民家”。 这
是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新理念，即课题来源于
实践、成果应用于生产、效果在生产中体现、人才在
实践中成长，努力推进科技创新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使新成果、新技术和新理念真正被农民所接受，及时
应用于农业生产，从而构建起从科研到生产、从生产
反馈到科研的互动共赢的一体化工程农业模式。 通
过这一革命性的创新实践，黑龙江农科院彻底改变
了封闭落后的状况，取得了可喜成绩。 全院先后获
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３７８ 项，其中国家科
技进步奖 ５ 项，成果应用面积占全省农作物种植面
积的 ７０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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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管理创新上水平
为适应工程农业发展，在管理上进行大胆创新。

一是调整科研布局：为满足全省不同生态类型区域
发展工程农业的需要，在已有 ２４ 个研究所的基础
上，新组建了畜牧、草业、农村能源、食品加工、植物
脱毒苗木和大庆等 ６ 个分院、研究所，构建了符合省
情和生态特点的新体制，强化了对区域农业的服务
支撑能力。 二是强化服务保障：从 ２００３ 年起，省委
省政府共拿出 ２．８８ 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我院在全国
率先实施农业科技创新工程，按产业需求建设大豆、
玉米、水稻、小麦、马铃薯、畜牧等 １２ 个创新体系，育
成各类作物新品种 ３４５ 个，推动全省农作物品种更
新换代 ２ 次。 每次更新换代使作物产量有１０ ％左
右的提高。 例如，“绥农 ２８”和“合丰 ５０”大豆年推
广面积超千万亩，玉米亩产实现吨粮，“克字号”马
铃薯推广面积占全国 １／３，超级稻亩产突破 ８００ ｋｇ。
三是搭建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平台。 按照农业工程
化的要求，新建了检验检测大楼、寒地植物基因银行
和两座万米智能化温室等科研基础设施，综合分析
检测能力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部分项目达到国际水
平，实现了技术对农业全方位全过程覆盖。 现在正
全力推进国家级黑龙江现代农业示范区、国际农业
科技创新中心和黑龙江（三亚）农作物种质创新园
区的建设，努力搭建更加完善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
化平台。
3．3　机制创新出活力

第一，优化人才机制。 组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
化千人核心团队，坚持科研跟着生产需求走，直接参
与工程农业建设。 依靠千人核心团队，按县市主导
产业组成农科院专家团，与县乡农技人员捆绑成为

科技服务团，培养带动种养大户、技术能人，形成省
县乡一体化农技推广万人团队网络；创办中国农科
院研究生院黑龙江分院，为农业生产一线培养农业
推广高端人才；启动中国农民大学并成立 ２２ 个分
院，以生产实践课程为主培养实用专业技术农民，为
工程农业提供人才保障。 第二，调整导向机制。 以
推进农业工程化为目标，坚持学用结合、以用为主的
原则，扩展农业科技人才评价标准，把为农业生产服
务列入晋升职称等考核体系，促进科技人员长期坚
持为农业生产第一线服务。 先后有 ２７ 名科技人员
因转化科技成果成绩突出，被破格晋升高级职称。
第三，建立资源共享机制。 农科院无偿提供科技成
果，与地方、与农民共享；地方政府和农民无偿提供
科研试验用地，土地资源共用；专家大院实行省县专
家混合编队、轮流值班，常年驻院，及时解决工程农
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省农科院及其在各地的研究
所（分院）真正变成了农业科技的创新中心、新技术
新成果引进中心、农业干部和农民培训中心、现代农
业示范中心、当地动植物资源保护利用中心和现代
农业发展的孵化器。 第四，建立系统管理机制。 黑
龙江农科院在全国省级农科院中首先争取到了全系

统纯公益性定位，变差额为全额财政拨款，为科研人
员科技创新与服务工程农业提供了有力保障；建立
院县领导负责制、省县乡专家联合攻关制、科技副县
长纽带制、所长牵头负责制等一系列管理机制，协调
推进农业工程；成立组织机构，在工程农业运行各阶
段时段，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指导、重点检查、联合
评比、推进落实；对工程农业实行目标管理，落实完
成目标、时限、标准和责任人，实施量化考核及奖优
罚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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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is the only way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experiences and inspiration on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agricultur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Ｈａｎ Ｇｕｉｑｉｎｇ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Ｈａｒｂｉｎ １５００８６，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ｗｈｅ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
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ｅ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ｗｈｉｃｈ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ｗａｓ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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