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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西北农业大学 19 7 1 ~ 1990 年科研成果获奖情况及其推广和转化工作

的特点
,

提出了科研成果推广转化工作的几点意见
,

为推动我国农业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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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

是科学研究活动的最终目的
。

邓小平同志提出:
“

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的论断
,

为科研成果的推广和转化赋予了新的内涵
。

国务院
“

十年规

划和八五计划
”

明确指出
,

今后 10 年要大力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全面发展
,

加快科

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

西北农业大学是一所部属重点院校
,

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
,

积极组织和开展了不

同层次的科学研究工作
。

特别是 19 7 8 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
,

西北农业大学的科研工作

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

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
,

推广工作也有了长足的发

展
。

然而
,

推广工作的步子迈得还不快
,

距时代赋予学校的使命还相差很远
。

本文对西

北农业大学 19 71 年至 19 9 0 年的科研成果和推广工作进行分析
,

试就科研成果推广转化

的主要途径作一探讨
。

1 2 0 年来科研课题获奖项目与成果推广情况分析

按照一般的分类方法
,

科学技术活动可划分为基础研究(E )
、

应用研究(A )和试验发

展研究(T & D ) 〔
’〕

。

基础研究
,

是指通过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
,

以揭示未知的自然规

律
,

发现新现象
,

建立新理论的智力劳动 ; 应用研究是针对一定对象而开展的具有创造
‘

性的研究工作
,

解决工农业生产和工程技术应用中所提出的科学问题 ; 试验发展研究
,

是为了解决推广物质技术和方法技术时所遇到的技术难题而进行的可行性研究
,

根据生

产条件解决实际问题
,

在关键技术中有改进提高
。

本文即依据此分类方法进行分析和论

述
。

西北农业大学 19 7 )一 19 90 年科研项 目获奖成果推广情况如表 1 及附图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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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获奖
、

推广率曲线图

A 一应用研究 ; E一基础研究 ; T & D ee 试验发展研究

从获奖曲线看
,

各年度获奖率的高低次序为 : 试验发展类课题 > 应用类 > 基础

类 ; 197 1~ 199 0 年间
,

基础类的变化幅度不大
,

应用类逐年上升
,

试验发展类在第五

及第六个五年计划( 19 76 一 19 85 )大幅度上升
,

到第六个五年计划( 19 8 1~ 19 85) 后期有所

下降
,

特别是 1985 年前后下降幅度最大
。

从课题推广率曲线看
,

总趋势是 : 试验发展

类 > 应用类 > 基础类 ; 基础类和试验发展类在第五
、

六个五年计划( 19 7 6一 19 8 5 )期间均

有大幅度上升
。

上述曲线变化特征可能与下列 因素有关 :

(l) 课题性威类型 )差异
。

从表 1 看出
,

西北农业大学在过去 20 年中属于基础研究

类的共 46 3 项
,

’

其中获奖 46 项
,

仅占课题总数的 9
.

夕%
。

在各年度的获奖年中均处于

最低水平
。

而且由于各种因素影响
,

致使课题推广率
、

获奖推广率均低于应用类和试验

发展类
。

基础理论研究虽属于不能直接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成果
,

但作为科学思想
、

理

论
、

规律等
,

通过论文交流
、

引用等形式对现有知识体系进行补充和交流
,

为人类认识

自然
、

改造自然提供了知识基础
。

基础理论研究不仅是新技术
、

新发明的先导和源泉
,

也是促进教学
、

应用性研究
、

加速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
。

因此
,

对它们的评

奖及经济效益(成果推广应用率 )要求应适当
。

应用研究类课题 298 项
,

获奖 58 项
,

占

课题数 19
.

5%
,

获奖率除在第四
、

五个五年计划( 19 7 1~ 198 0) 内有下降趋势外
,

其余均

呈上升趋势
,

这在今后各种奖励政策中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间题
。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但它的效益应分直接和潜在两个方面
,

评奖时不应只考虑到课题应用性
,

还应将课题的

实用性与其学术上的重要性结合起来
。

试验发展类课题 334 项
,

获奖 77 项
,

占 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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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率相对较高
,

这与科学大会奖励政策有关
。

(2) 国家科研导向和奖励政策是基础研

究获奖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特别是在 19 78 年国家提出

的
“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

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

的战略方针指导下
,

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均制定了不同等级
、

不同类型的奖励政策
,

以促进科技的发展和应

用
。

虽然推广数比前期有所增加
,

但其增长速度仍然低于获奖率增长速度
,

因而出现获

奖推广率在近 10 年反而有所下降的现象
。

但从第五个五年计划(19 7 6 ~ 19 80) 开始
,

推

广率呈上升趋势
,

与西北农业大学近几年的工作还是相符的
。

2 推广科研成果的质量分析

一项科研成果能否被推广应用
,

其影响因素较多
,

既有内部因素
,

又有外部因素
。

如经费
,

供需双方的积极性
,

国家在人力物力上的扶助政策以及该项科研成果的质量指

标等 (2 )
。

科研成果的质量指标包括两个方面
,

即科研成果的技术成熟性和技术适用

性
。

成熟性是指研究项 目的原理设计
、

实验步骤和方法
,

数据的完整和可靠性
,

计算方

法的科学合理性
,

性能的稳定可靠性以及成果的实用经济性等(这些 目前主要以专家的

评定意见为依据
,

获奖者多以优出现)
。

技术适用性
,

指某项成果推广时对用户(对象)

的要求
,

要求愈高
,

适用性则愈低
。

表 2 是西北农业大学 13 5 项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两

类成果的质t 状况
。

衰 2 应用研究和试驻发展研究成果质纽统计

技术成熟性 技术适用性
类 型 成果数

—
优 差

有效推广数 推广率(% )

29613532351611813453632523107052

优一211313186548

726722164616173413845318412335技术原理

新 品 种

新产品
、

新材料

新技术
、

新方法

合 计

比率(% )

由表 2 可见
,

四类成果的技术成熟性优的都较高
,

占成果数的 84 % ; 但其技术适

用性优的总趋向偏低
,

仅占成果数的 48 %
,

且各类型间差异较大
。

从推广率看
,

新品

种居首
,

新产品
、

新材料次之
,

而技术原理和新技术
、

新方法两类较差
。

西北农业大学

科研成果转化率偏低
,

固然与外因有关
,

但技术适用性差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

因此
,

任

何一项科研项目
,

从立题和试验设计开始
,

不仅应注愈技术上的成熟性
,

更应考虑以后

的技术适用性
。

一项技术成熟性和适用性均优的成果应具备成果的突破性
,

社会的急需

性
,

示范推广的可能性及实施过程的经济性
。

例如
,

由西北农业大学刘荫武教授主持的
“

西农莎能奶山羊和关中奶山羊的培育研究与推广
”

课题
.

在研究了莎能奶山羊的遗传育

种
、

·

营养需要
、

生理生化
、

疾病防治
、

杂交改良及经营管理等间题后
,

又通过多学科的

系统研究
,

培养出西农莎能奶山羊
。

由于这一新品种具有体格高大
,

产奶量高
,

繁殖力

强
,

适应性广
,

改良各地土山羊或杂交山羊效果显著等特点
,

使其推广的可能性有了保

障
。

先在陕西省设点试验
、

示范
、

培训和推广
,

19 8 1一 19 85 年向全国推广
。

至 19 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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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推广到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
,

建立了 64 个奶山羊基地县
,

为我国奶山羊饲养业和

乳制品业大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

又如
“

七五
”

攻关项目
“

旱地农业增产技术研究
” 、 “

黄土

台原阶地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开发优化模式的试验研究
” 、 “

旱地小麦高产优质综合栽培技

术研究
” 、 “

小麦杂种优势高产优质综合栽培技术研究
” 、 “

小麦杂种优势利用及选育研

究
, 、 “

秦川牛品种选育和导人外血改良效果研究
,

等一系列技术成熟性和适用性均优的成

果
,

都有其一整套完整的科研
、

推广转化的实施步骤
,

因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
。

3 关于促进成果转化的探讨

通过 以上对西北农业大学近 20 年科研成果转化情况的分析
,

结合笔者科研管理工

作的实践体会
,

就如何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谈几点认识
。

1 1 增强科技人员的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

我国农业正处在自给半自给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
,

尽管农业生产中巫待解决

的问题很多
,

但在选择科研课题时
,

必须重视那些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

优先选择有广泛

市场潜力的项 目
,

特别是在我国目前还不很富裕的情况下
,

更应高度重视资金的合理利

用和研究效益
。

不论在课题设计及课题实施中
,

要始终考虑产品的技术性和经济性
,

·

使

日后的成果具有高度推广性
。

这种客观现实需求
,

要求现代的科学技术人员应具备科学

家和企业家的双重素质
。

3
.

2 积极创办科技开发型经济实体

对于那些能够体现学校特色的一些短
、

平
、

快项目
,

可以利用本校 已有的生产设备

和资料
,

或者在原有基础上扩建
,

使其能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进入经济
、

长入经

济 山
。

实践证明
,

通过这种途径
,

既可使成果得到迅速转化
,

又能为进一步的深层次

研究提供资金和提出新的课题
。

近年来
,

西北农大陆续创办了蜂花粉厂
、

植物生长调节

剂厂
、

兽药厂和无公害农药厂⋯⋯等开发型科技企业
,

有些厂在成果转化中
,

已经取得

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今后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
,

根据不同科研成果的要求和

本校的实际情况
,

有目的有计划地创办一些既有学校特色
,

又有广泛市场的科技开发型

经济实体
。

3. 3 加强科技协作
,

扩大横向联系

对于那些设备条件要求高
、

工艺复杂和技术难度大的科研成果
,

可采取学校和社会

联办方式
,

实现横向联合
,

创办科研生产联合体
。

其形式可采取学校提供科研成果
,

或

生产过程部分产品辅件
,

并负责解决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技术问题
。

这样做
,

既可加

速成果转化
,

又能提高学校企业内部的活力
。

利用这种类型的联合体开发科研成果已有

不少先例
。

例如
,

西北农大开始与一厂家联合生产
“

花粉精系列产品
” ,

使这一研究成果

很快得以转化
。

又如
“

西引二号大麦
”

引种选育
,

在 1984 一 19 89 短短几年间与农民及种

子公司组建了不 同形式的科研生产联合体
,

使比当地品种增产 30 % 一 50 % 的西引二号

大麦很快推广到陕西
、

河南
、

安徽
、

湖北
、

四川等 10 多个大麦主产区
,

成为这些地区

的主栽品种
,

累计推广 56
.

4 万公顷(8 46 万亩)
,

增产 3 亿多公斤
,

新增产值 l亿多元
,

取得 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这个经验可以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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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加强中试试验

成果和生产(产品)之间有一个中间环节
,

需要科研人员继续开发
,

为成果的推广提

供条件
,

使科研成果在研究一开发一生产三个环节中紧密联系
,

不能因放松中间开发环

节
,

使研究一生产脱节
。

由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影响
,

加之资金缺乏
,

中试验比较薄弱
。

改革开放以后
,

管理部门及科技人员多方位的争取推广课题和经费
,

促使科研成果尽快

转化为商品
,

加快了开发和中试环节
,

如西北农大野刺蓦钦料的中试开发
,

植物燃料成

型机的研制
,

就是以市场为动力
,

把技术与经济
、

生产与市场融合在一起
,

在产品开发

前掌握技术和商品信息 ; 在产品开发后
,

适时形成小批量生产 ; 在产品销售中
,

加强服

务和信息反馈
,

促使科研成果转化
,

生产工艺完善
,

开发出合格产品
,

使产品尽快转化

为商品
。

3. 5 改变科技管理部门的职能

科研管理部门过去一般习惯于按照规章制度进行计划管理
,

在这改革开放的年代应

更新观念
、

拓宽视野
。

首先应抓信息
,

当好参谋
,

这在科技突飞猛进的当代尤为重要
,

它可以减少科研工作中的人力物力浪费
,

加速科研进程
,

提高获奖率
。

其次
,

要为科研

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

包括科技服务在内
。

科研管理部门要当好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

桥梁和钮带
,

应通过业务活动培养人才
,

造就既懂科技
、

经济
,

又善于经营
、

管理的科

技企业家 (3)
,

使出产品和出人才融为一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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