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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
逻辑及有效供给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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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对科技创新现实诉求 的 视 角，结 合 科 技 创 新 利 用 自 身 功 能 服 务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实

施的内在逻辑，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科技创新的诉求和有效供给现状进行了描述分析。发现现阶段部分区

域仍存在着科技创新研发能力不强、质量不高、针对 性 不 够、载 体 不 突 出 等 问 题，与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实 施 的 内 生 需 求

衔接不充分、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因此，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际实施情况，摆脱对既有发展模式的路

径依赖，提出增强科技创新的有效供给能力，完善科 技 创 新 供 给 结 构、提 高 科 技 创 新 的 供 给 质 量，实 现 更 高 水 平 和

更高质量的科技创新的供需动态平衡，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序建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内在逻辑；有效供给

中图分类号：Ｆ３０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９４４５／ｊ．ｃｎｋｉ．１５－１１０３／ｇ３．２０２０．０５．０１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ｐａｔｈ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ＮＧ　Ｂａｏ－ｓｈｅｎｇａ，ＹＡＮＧ　Ｚｈｅｎａ，ＬＩ　Ｗｅｎｂ，ＬＩ　Ｊｉｅａ，ＷＡＮＧ　Ｃａｉ－ｘｉａａ

（Ｈｅｎ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Ｈｅｎａ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ｅ－
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ｓｅ　ｉｔｓ　ｏｗ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ｅａｋ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
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ｗｅａｋ　Ｒ＆Ｄ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ｌｏ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ａｎｄ　ｕｎｏｂｔｒｕｓｉｖ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ｎｏｔ　ｆｕｌ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１４
基金项目：河南 省 重 点 研 发 与 推 广 专 项（软 科 学 研 究）项 目（２０２４００４１００７５）；河 南 科 技 智 库 调 研 课 题（ＨＮＫＪＺＫ－

２０２０－０７Ｃ）；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 学 研 究 项 目（２０２０－ＺＺＪＨ－１８７）；河 南 农 业 大 学 高 等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课题（２０１９０１０７）；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２０１９－ＣＸＴＤ－０３）

作者简介：宋保胜（１９６９－），男，河南南阳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公司治理、区域经济；

通讯作者：杨　贞（１９７３－），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李　文（１９６１－），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高级实验师，主要研究方向：创新管理；

李　劼（１９７４－），女，河南开封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科技创新；

王彩霞（１９７３－），女，河南温县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农林管理。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ｌｙ

１　问题提出及相关文献研究

农村传统的“要素、投资驱动型”的粗放经济发

展模式，造成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能源、资源消耗，产

业链条较短，结构不合理，污染严重，生态环境破坏，

加之城市以“虹吸效应”的方式不断从农村汇聚各种

资源要素〔１〕，弱化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要的人力、

物力、财力和聚集力〔２〕，致使农村原住人口的 流 失，

空心村现象日益严重，道德水平不断下降，农村呈现

出衰败 趋 势，农 村 与 城 市 之 间“马 太 效 应”更 为 突

出〔３〕。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 分 等

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传

统经济驱动模式难以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科技

创新已然成为新的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４〕，与其他劳动、资本等要素随投入量

的增加报酬递减不同，科技创新具有边际报酬递增

的特性，通过与其他生产力要素相结合，促使新兴产

业的产生，进 而 带 来 新 的 产 业 经 济 的 均 衡 发 展〔５〕。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４日科技部颁布实施《创 新 驱 动 乡 村

振兴发展专 项 规 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乡 村 振 兴 的

过程就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必须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必须发挥科技创新对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全面支撑作用，把农业科技创新摆在国

家科技创新全局更加突出的位置，依靠创新驱动乡

村振兴〔６〕。２０２０年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提 出 科 技 创 新 是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保证，是实现农村经济发

展方式从“数量－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
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产业结

构从 价 值 链 中 低 端 向 价 值 链 中 高 端 转 变 的 关 键

所在〔７〕。

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对科技创新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方面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从已有

的资料文献看，主要聚焦在这些方面：①有关科技创

新驱动经济发展方面：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Ｊ（１９２１）提出，当
经济出现均衡时，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来打破均衡，利
用新技 术 促 进 经 济 发 展〔８〕；Ｋｒｕｇｍａｎ．Ｐ．（１９９９）对

美国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分析验证，他认为技术创

新是美国经 济 增 长 的 主 要 原 因，贡 献 率 占７５％〔９〕；

Ｓｏｌｏｗ．Ｒ．Ｍ（１９５７）依据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关系，
构建技术驱动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阐述了经济增

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而且还取

决于技术进步〔１０〕；刘合光（２０１８）分析了科技创新对

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都认为经济的增长起决

定因素〔１１〕；②有关科技创新驱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的内在逻 辑 方 面：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Ａ（１８９０）认 为，科 技 创

新通过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对新兴产业的创造，取

得竞争优势，企业在较高的技术水平上，扩大生产规

模使单位产品成本递减，从而提高企业的利润，实现

农业产业结构由中低级向高级的转化〔１２〕；Ｓｏｌｏｗ．Ｍ
（１９５７）科技创新驱动农村经济发展要以要素流动和

资源优化配置为核心，以优化产业结构、扩大产业效

益为目的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渐渗透到农村各个领

域〔１０〕；吕薇（２０１８）认为产业结构从价值链中低端向

价值链中高端转变，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经济结构

调整和经 济 发 展 方 式 转 变 的 关 键 变 量〔１３〕；黄 季 焜

（２０１８）认为加大科技成果的转让和对接，实现农村

发展的弯道超车效应，是实现乡村振兴，促进乡村产

业升级发展的重要保证〔１４〕；③有关科技创新服务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实 施 的 影 响 因 素 及 优 化 路 径 方 面：

Ｋｒｕｇｍａｎ．Ｐ．（１９９９）提出政府的有效治理和相关配

套机制的构建有助于科技创新成果驱动农村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９〕；白俊红和刘怡（２０２０）等提出科技创

新驱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在于政府合理的引

导、传播与推广方法的效用以及创新技术与区域经

济的融合深度〔１５〕；刘合光（２０１８）指出世界上任何先

进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生产力及其高度繁荣都以创新

作为支撑〔１１〕；吕薇（２０１８）等指出，要找准介入点，依

靠科技人才，吸收现代科技成果改造传统农业和农

村，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繁荣乡土文化，树立文

明乡风〔１３〕。

通过对上述研究的梳理分析，大多数专家、学者

认识到科技创新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性，并

对制约科技创新驱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因素进行

了分析，就如何解决科技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有效融合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但大

多是从表象方面阐述了科技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的关系，很少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科技实

际需求与科技创新的有效供应二者如何均衡的角度

进行分析。因此，为了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

施，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对科技创新的现实诉求为

基础，从微观层面分析科技创新利用自身功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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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性角度，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科技创新的诉求与有效供应

二者对接的现状，梳理存在的问题和具体原因，构建

乡村振兴对科技创新的现实诉求和科技有效供给的

对接机制，并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推进科技创新服

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２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科技创新的现实诉求

２．１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编制需要科技创新提

升编制质量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的编制，是在结合过去

乡村区域发展实际，参考现在具备的发展基础和条

件，考虑未来区域内进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目标、
任务，对工作重点进行部署和对区域内重大计划、重
大项目和重大行动方案的一种战略性、前瞻性、导向

性的高层次布局。科学合理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它有助于政策、方案顺利实施，能协调区域内各要素

之间的分工协作，引导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当下农村经济增速趋缓，农民收入不高，资源能

源消耗较大，产 业 结 构 有 待 升 级，社 会 治 理 效 率 较

低，生产、生活环境约束加剧，居住环境不佳，阻碍经

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阶段转型发展。因此，
在进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编制时，围绕“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
融入科技创新的理念，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制

度创新、体制创新、观念创新等的融合，使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摆脱过去旧有的路径依赖，从外延式发展

向内涵式发展转换、从追求规模速度目标向追求质

量效益目标转换、从模仿跟踪型主体支撑向创新型

主体支撑转 换、从 看 重 ＧＤＰ增 长 速 度 向 实 现 可 持

续发展转换、从出口和投资拉动向服务业和社会消

费拉动转换、从政府推动向市场主导转换、从大规模

要素投入向科技创新研发转换、从产业价值链中低

端向中高端转换，最终形成要素集聚、业态融合、科

技集成的乡村产业新体系，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提升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编制质量。

２．２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实 施 需 要 科 技 创 新 支 撑 产 业

兴旺

Ｓｏｌｏｗ．Ｍ（１９５７）指出，科技创 新 开 展 越 活 跃 的

产业，其对科技创新的成果吸收和融合能力越强；创
新能力越强，其创新成果的市场化、产业化的速度越

快，适应外部需求的能力越强，则该产业的发展规模

就越大，其关联性和波及效果比较显著，将会引发新

一轮的产业创新甚至产业革命，相应促使产业结构

突变———最 终 实 现 产 业 结 构 的 根 本 性 调 整 和 升

级〔１０〕。产业兴则百业兴，产业兴旺是农村经济发展

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的关键。因此，乡
村振兴急需科技创新介入驱动产业兴旺，利用新技

术、新工艺渗透、扩散催生新业态，完善产业结构调

整；也需要通过高新产业的技术优势、产品竞争优势

获得高额利润，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在一定范围内起

到示范效应，从而吸引较多的企业跟进，形成乡村产

业集聚，进而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使产业发展产生

同群效应；更需要机制创新，围绕“生产－服务－市

场”全链条注入创新要素，促使供应、生产、加工、销

售、服务等环 节 的 纵 向 一 体 化，促 进 农 业 产 业 链 延

伸、价值链增值，解决乡村内生性发展问题，促使产

业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换，推进产业结构

的升级和发展，提升乡村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引领支

撑乡村产业振兴。

２．３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科技创新改善乡村治

理，促进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形成

乡村 治 理 是 指 在 现 行 政 治 体 制 内，国 家、乡

（镇）、村等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与制约，通过公共权

利配置与运作，对乡村社会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的

过程。具体包括乡村区域内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环

境等在内的系统管理，目的是促进社会公正，增进社

会福利，从而实现良好和谐的乡村秩序和公共利益

增加。乡村治理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涉及农村

社会价值的判别和培育、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乡村宜

居建设、乡风文明的形成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

执行。由于我国农村在进行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

过程中，乡村人口结构与生活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
乡村治理呈现机制滞后、治理主体单一、治理能力不

强等问题，不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农村所出现的

新情况，出现社会治理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平衡，
公共事务废弛、乡村资源浪费、农村的环境恶化、公

共服务匮乏、人力流失、乡村道德没落等问题，乡村

经济发展前景不明。加强农村治理急需科技创新的

支撑，充分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来提升农业农村发

展质量，培育农村发展的新动能，发展绿色生态新产

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塑造美丽乡村新风

貌，促进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形成，保障农村稳定与

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２．４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科技创新提高农民收

入，实现生活富裕

生活富裕既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根本，也是

实现整个社会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它是以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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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

践的基础上适时提出的一项新发展理念。其实质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根本目的是通过一系

列制度安排 解 决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在 各 方 面 的 利 益 诉

求，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使人民真正享受

到改革发展的红利，使全体人民在权利、机会和规则

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参与到改革发展进程之中。由于

受农业成本上升和价格“天花板”挤压，加上城乡融

合度不够，农民的转移就业空间狭窄，农民增收渠道

较少；同时，农村各方面历史欠账较多，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城乡绝对差距仍然较大，不
利于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因此，乡村振兴中生

活富裕的实现需要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通过

科技创新发展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增加社会生产总量，为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前提；
农民要增收，需要新产业、新业态，调整经济结构、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补齐发展短板，推动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扩大就业机会；生活幸福需要创新公共服务

提供方式，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基础性、兜

底性建设，解决覆盖面和保障水平之间的平衡问题，
化解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状况，解决社会的公平正

义问题，使全体人民更加公平地享有改革发展红利，
实现共同富裕。

３　科技创新服务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实 施 的 内 在

逻辑

３．１　科技创新的内在集聚功能带来产业规模扩大，
促进产业振兴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Ａ（１８９０）认 为 知 识 或 技 术 外 溢 所 带

来的正外部性能引起产业集聚，最终形成规模效应，
推动经济快速发展〔１２〕。一般来讲，率先取得技术突

破或受科技创新的影响更大一些的产业（或行业），
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和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速度可能

会迅速一些，但科技创新的“偶然性”在不同产业中

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会使生产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

从某一生产分支转移到另一生产分支，呈现要素集

聚现象。其内在逻辑是不同产业的发展基础、科技

创新条件和“技术机会”不同，技术创新成果的效应

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

和产品质量的差异反映出来，作为技术创新的结果，
哪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产品生产所消耗的社会

必要劳动时 间 就 会 低 于 整 个 社 会 平 均 必 要 劳 动 时

间，生产成本降低，利润增加。利润的差异，会使其

他产业的生产要素向高收益产业流动，出现“羊群效

应”，促进产业集聚。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
要充分利用科技创新的集聚功能和规模经济效应，
加大科技创新研发力度，开发新产品、研发新的生产

技术和新的管理方法，通过科技创新成果对生产诸

要素渗透、融合，提高资源的边际效率，使生产要素

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有规律的汇集，形成各具特色的

创新产业集群，扩大产业规模经济，降低了社会管理

和服务总成本，提高业内整体运用效果，形成区域规

模效应，促进产业振兴。

３．２　科技创新的推拉动功能带来的产业全链条效

应，促使一二三产业有效融合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Ｊ（１９２１）认 为，科 技 创 新 就 是 建 立

一种全新的生产函数，是把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
新组织形式融合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引入生产体

系〔８〕，通过有效治理和配置，扩大生产规模，推拉上

下游产业联动响应，促进“购、储、产、销、服”一体化

全产业链形成。其内在逻辑是技术创新通过提高劳

动者素质、改善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扩大劳动对象

范围、提高管理水平等使产业进入高增长率和报酬

递增的阶段，行 业 报 酬 的 增 加 推 动 产 业 规 模 扩 大。
主导产业的规模扩大，向上拉动上游供应产业提供

机器和原材料的产业生产需求量，促进上游产业产

量增加，规模扩大；向下推动下游产业消化、吸收转

移的主导产业产品产量。同时，利用互联网＋技术

对“购、储、产、销、服”各个环节渗透，打造全产业链

条一体化，拉动上下游产业联动响应。因此，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机制创新、管

理创新等与产业各环节诸多生产要素的融合，促使

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农产品加工的深度有所增

强、使用性能有所提高，产品质量也有所提升，拉动

市场需求，提高了产品的市场份额，农产品加工企业

的规模得以扩张，产业链条向产前延伸，带动农产品

种植、初加工产业和设备供应产业规模扩大；向后延

伸，拉动销售和消费相关行业发展；旁侧关联服务配

套产业，推动相关物联网、农村电商等新业态迅猛发

展。科技创新以一体化的方式将生产经营各环节和

相关产业进行有机连接和组织，促进一二三产业高

度融合，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注入了新动能。

３．３　科技创新的配置功能带来的结构优化效应，有
利于产业发展模式由量到质转型

Ｋｒｕｇｍａｎ．Ｐ（１９９９）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态

环境污染将呈现上升的趋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

度，相关部门为改变外部环境约束，通过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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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对生产要素科学调配，区域内产业结构更

趋合理，资源的使用效率得以提高，单位产出的要素

投入不断下降，低开发、高利用、低排放的特征明显，
生产对自然与环境的影响逐渐降低，生态环境污染

程度会逐年下降〔９〕。其内在逻辑是经济发展 初 期，
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高开发、低利用、高排放的

粗放式发展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是科技创新注入，通
过技术不断开发，新建或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和附加

值高的服务业，加大资源循环利用；同时，要淘汰高

消耗、多排放、高污染、附加值低的产业，降低了单位

产出的污染排放，减缓环境恶化，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和产品结构升级。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通

过采用先进的设备、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低品

位资源向高品位资源的转化率，改变各种生产要素

的相对边际生产率，促使劳动和资本等资源要素从

污染度高、生产率低的部门向低排放、高生产率的部

门转移，促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扩展产业发展

空间，各种生产要素在一二三产业进行有序转移，实
现由技术优化推动结构优化的效应，助推经济增长

方式由量到质转型。

３．４　科技创新的倒逼功能带来的协调联动效应，能
够完善生态、生产、生活环境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Ｊ（１９２１）认为科技创新是一个系统

性、复杂的研创过程，需要相应的社会生态环境、各

项管理机制和配套资金、人才、政策和中介服务等外

部环 境 综 合、协 调，才 能 最 终 实 现 用 户 的 经 济 目

标〔８〕。科技创新的外部支撑环境必须与科技创新的

研发和推广相适应，达到科技创新与良好的社会秩

序内部协调统一，发挥科技创新的各项功能，促进经

济增长。其内在逻辑：当主导产业进行科技创新研

发和技术使用时，若其区域内相对应的社会生态环

境、各项管理机制等与之不相协调，主导产业的科技

诉求与社会生态环境、各项管理机制等要素的有效

供给不均衡，形成错配局面，倒逼社会生态环境、各

项管理机制等要素进行整治、创新，以适应主导产业

的科技研发和推广应用所需，达到协调互补的联动

效应，发挥出科技驱动经济发展效果。在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背景下，利用科技创新倒逼功能，构建生态

农业功能、空间、结构、模式及资源科学优化的生态

增值技术体系，利用生态环保、生态修复、节能减排

等技术对生产、生活的排放废弃物进行处理，变废为

宝，营造和谐的生产、生活环境，来降低了社会管理

服务总成本，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最终实

现乡村宜居、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的新局面，达到生

产集约高效、生态环境山清水秀、生活宜居适度的效

果，为区域内主导产业科技创新的研发和利用创造

外围条件，使科技创新与外部支撑环境和谐统一，发
挥科技创新的各项功能。

４　科技创新与乡村 振 兴 战 略 实 施 有 效 对 接

现状及成因分析

４．１　资料收集情况

为了解科技创新供给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科技

诉求进行有效对接情况，课题组成员于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的寒假、暑假４个阶段对农村人口较多的河南省

某地区和安徽省某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访谈。在

河南 省 某 地 区 选 取 了７０个 县（市），２００个 自 然 村

庄、３００家企业、１　０００名 农 民、６０家 科 研 机 构 和 高

等院校，在安 徽 省 某 地 区 选 取 了６５个 县（市），１８０
个自然村庄、２８０家 企 业，１　０００名 农 民、７０家 科 研

机构和高等院校，通过调研，结合相关数据，进行处

理与分析。

４．２　调研结果描述

４．２．１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中科技创新融入度

不够，需求与有效供给对接不充分　乡村振兴战略

发展规划作为一种战略性、前瞻性、导向性的高层次

布局，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引

领作用，体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方向和

重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行规划时，应融入科技

创新要素，利用其边际效率递增效应，发挥其引导、
带动功能，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通过对河南、安徽

两省１３５个 县（市）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实 施 规 划 进 行 调

研，发现部分县（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科技创

新介入力度不大，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融合度不够，
科技创新节奏把握欠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驱动

力有待加强。①部分县（市）规划没有明确创新发展

理念。如表１所 示，在 调 研 的１３５家 样 本 中，有８７
个县（市）在 规 划 中 没 有 明 确 创 新 发 展 理 念，占 比

６４．４４％。由于规划中没有树立科技创新理念，部分

县（市）在近两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科技创新不

活跃，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比例低，产业发展转型

慢，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展不畅；②部分县（市）没有

规划技术培训、孵化基地建设项目。如表１所示，在
调研的１３５家样本中，没有技术培训、孵化基地建设

项目的县（市）为８５个，占比６２．９６％。由于缺乏技

术培训和孵化基地建设项目带动，部分地区高新技

术企业的培育、成长和发展受到一定程度影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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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果转 化 不 力，科 技 带 动 能 力 不 强；③部 分 县

（市）缺乏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引进和技术成果转让

的保障措施。如表１所示，规划中没有制定相关保

障措施 的 有８３个，占 比６１．４８％；没 有 制 定 相 关 保

障措施的有８０个，占比５９．２６％。由于没有相关保

障措施，高新技术产业落户有难度，技术成果转让得

不到保障，科技有效供应不充分。
表１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中科技创新融入情况

项　　目 样本数
是（有） 否（无）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备 注

明 确 确 立 科 技 创
新驱动的理念 １３５　 ４８　３５．５６％ ８７　６４．４４％

规 划 中
指导思想

技术培训、孵 化 基
地建设项目 １３５　 ５０　３７．０４％ ８５　６２．９６％

规 划 中
科技支撑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引
进的保障措施 １３５　 ５２　３８．５２％ ８３　６１．４８％

规 划 中
科技保障

技 术 成 果 转 化 利
用的保障措施 １３５　 ５５　４０．７４％ ８０　５９．２６％

规 划 中
科技保障

　数据来源：根据实地调研分析整理

４．２．２　科技创新有效供应的针对性不强，“两张皮”
现象严重　科技创新的针对性就是研发的成果是社

会必需的，能够迅速转化利用，并能真正发挥科技创

新的效果，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课题组通过对河南、
安徽两省１３０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针对乡村振兴

科研成果及其应用情况进行调研，发现科技创新针

对性不强，科技成果供需结构失衡，科技创新与实际

应用“两张皮”现象严重。①科技研发者与实际使用

者信息沟通不到位，研发的新技术与当地实际科技

诉求不匹配。如表２所示，在调研的１３０家样本中，
科研前研发主体没有进行事先了解的有８１家，占被

调研样本的６２．３１％。由于大多研发主体没有对科

技诉求者的实际需要什么技术进行深度了解，研发

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与乡村振兴实际需求不匹

配，科技资源浪费严重；②成果转化率低，科技创新

的无效供应明显。如表２所示，在调研的１３５个县

（市）知识产权局中，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共有７　０１３项授

权，实 际 被 转 化 利 用 的 有 ９００ 项，转 化 率 为

１２．８３％。成果利用率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驱动力

不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继乏力；③缺乏成熟的操

作流程，科研成果的利用效率不高。如表２所示，所
调研地区２０１８～２０１９两年科技成果转让、转化９００
项，有３９２项成果由于操作流程复杂，技术要求高，
实际执行较 为 困 难，没 有 真 正 发 挥 效 用，占 总 数 的

５１．３３％，造成科技资源严重浪费；④研发部 门 及 时

跟进指导不 及 时，保 证 科 技 成 果 充 分 使 用。如 表２
所示，在 调 研 的１３０家 科 研 机 构 和 高 等 院 校 中，有

８８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没有设置相应的新技 术

服务 平 台，占 样 本 总 数 的７４．１７％。新 技 术 服 务 平

台建设匮乏，后续技术服务指导不到位，科技成果执

行效果不佳。
表２　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围绕

乡村振兴开展科研及效果情况

项　　目 样本数
有（高、好） 无（低、坏）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备 注

研 发 的 供 需 主 体
信息对称性 １３０　 ４９　３７．６９％ ８１　６２．３１％

科 技 创
新针对性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利
用情况 ７０１３　 ９００　１２．８３％ ６１１３　８７．１７％

科 技 成
果 实 际
应用

新 技 术 操 作 难 易
程度 ９００　 ５０８　５６．４４％ ３９２　４３．５６％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
度 新 技
术接受者

新 技 术 服 务 平 台
建设 １３０　 ４２　３２．３１％ ８８　６７．６９％

新 技 术
运 用 后
跟踪指导

　数据来源：根据实地调研分析整理

４．２．３　科技创新能力产业分布不均衡，产业融合度

不高，转型升级困难　各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分布均

衡，能够驱动各产业规模扩充有序，产业发展质量稳

步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和产业布局规范，各产业融合

度增强，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河南、安徽

两省１３０家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

科研创新成果行业分布情况调查，发现科技创新成

果产业分布不均衡，科技创新驱动力不强，产业融合

度不够。①农业种植业领域科技创新比例较高。如

图１所示，在所调研的９００项授权成果中，农业种植

业领域有３９９项，占 比４４．３４％。由 于 农 业 种 植 业

具有较大的同质性，加上市场对农产品需求弹性较

小，需求量不 充 分，农 业 种 植 业 技 术 创 新 扩 散 力 不

强，辐射带动能力不高；②围绕劳动、资源密集型产

业进行了大量科技创新。如图１所示，在所调研的

９００项授权成果中，有２７６项分布在劳动、资源密集

型产业，占 比３２．１１％；由 于 行 业 的 特 殊 性，产 品 的

附加值较低，产业的延长链较短，加上外在环境管控

的制约，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受到一定程度限

制；③高新技 术 产 业、服 务 业 技 术 创 新 成 果 不 断 出

现，但占比不高。如图１所示，在所调研的９００项授

权成果中，有１３９项分布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行

业，占比１５．４４％。由 于 资 源 禀 赋、区 位 差 异，高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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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在农村开展不活跃，示范带动能

力没有充分挖掘；④管理机制、管理方法方面创新力

度不 够，能 力 不 强，不 能 满 足 现 实 需 求。如 图１所

示，在所调研的９００项授权成果中，有７３项分布机

制管 理 方 面，占 比８．１１％。管 理 出 效 益，但 管 理 机

制方面的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不突出，科技创新的

合力没有形成，产业的转型升级不充分，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保障力不足。

　数据来源：根据实地调研分析整理

图１　围绕乡村振兴开展科技创新行业分布图

４．２．４　科技创新低端化、同质性严重，科技创新驱

动乏力　传统经济是一种物质资源单向流动的线性

经济，表现为“资源消耗—产品加工—污染排 放”运

转流程，这种运营模式需科技创新注入，推动经济发

展呈现高产出、低排放。为了解科技创新的质量、研
发力度和实际利用情况，课题组对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河

南、安徽两省部分地区进行了调研，发现企业的发展

模式大多仍为粗放型经营模式，科技成果同质化严

重，科技创新质量不高，持续性不强，支撑能力较差。

①科技创新成果同质化严重。如表３所示，在所调

研的９００项授权成果中，有５９１项属于模仿、引用相

同技术或相 似 技 术，占 比６５．６７％。科 技 创 新 成 果

的同质化，乡村产 业 形 态 比 较 单 一，使 得 技 术 优 势

在赢得市 场 竞 争 中 不 再 那 么 有 效，产 品 的 竞 争 力

不强；②科 技 创 新 质 量 不 高，产 品 处 于 中 低 端 位

置，技术低端化比 较 明 显。如 表３所 示，在 所 调 研

的９００项授 权 成 果 中，有７５７项 属 于 低 端 化 科 技

创新项 目，占 比８４．１１％。企 业 驱 动 能 力 不 足，缺

乏高、精、尖技术，农 产 品 初 次 加 工 率 较 高，二 次 以

上深加工率较低，产 业 转 型 升 级 较 为 困 难；③科 技

创新成 果 的 持 续 性 不 强。如 表３所 示，在 所 调 研

的９００项授 权 成 果 中，有５６４项 属 于 科 技 创 新 持

续性较弱的项目，占比６２．６７％。由于 科 技 创 新 持

续性较弱，不利于形成一个良性、有序的创新循环系

统，造成上下游供应链带动不起来，成套体系的产业

链条难以形成。

表３　围绕乡村振兴开展科技创新成果特征情况

项　　目 样本数
有（高、好） 无（低、坏）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备 注

科 技 创 新 成 果 的
同质性 ９００　 ５９１　６５．６７％ ３０９　３４．３３％

产 品 竞
争力欠缺

科 技 创 新 成 果 的
高端化 ９００　 １４３　１５．８９％ ７５７　８４．１１％

产 业 转
型升级

科 技 创 新 成 果 的
持续性 ９００　 ３３６　３７．３３％ ５６４　６２．６７％

产 业 链
条延伸

　数据来源：根据实地调研分析整理

５　科技创新助推乡 村 振 兴 的 内 在 逻 辑 的 有

效供给路径

５．１　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做好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规划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规划先行，做好科

技创新服务乡村振兴的顶层布局，突出重点科技项

目带动，完善制度保障，确保各类目标和各项任务的

执行，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行。①在编制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规划时，树立科技创新的理念，增添科

技创新要素，明确未来科技创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勾勒中长期科技创新融

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目标，从宏观层面提高科技

创新的社会和法律地位，为科技创新支撑乡村振兴

战略开局谋篇；②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突出科技创新

引领乡村格局调整及产业结构优化地位，把科技创

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详细规划作为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规划的重要内容，并在各级政府的政策制

定中要得到充分认可；③在乡村振兴实施战略中，培
养科学技术预见能力，结合区域未来发展定期额，通
过对社会经济领域前瞻性技术、关键共性技术进行

科学预判，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把握科技创新发

展方向，寻找科技创新介入乡村振兴建设的途径，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的科技创新提供方向性的指

导；④结合农村区域内对科技创新的实际诉求以及

区域内自然条件和外围资源等诸多因素，综合运用

政策、规划、标准、资金、项目管理等手段措施，因地

制宜合理布局科技资源，构建科技创新项目孵化平

台，保证高科技产业在空间上产生集聚效应。

５．２　加强科技创新的有效供给，达到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科技供需的帕累托最优

依据帕累托交换最优条件，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过程中，科技创新的需求与供给按照埃奇沃斯盒

分析理论，针对科技创新市场，从动态的角度看，科

技创新供应和需求二者边际替代率相等时，只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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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需求得到有效性供应，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就能够

得到保证，市场上科技创新得到有效释放和提高的，
整个社会财富福利的增加，科技创新供应者的福利

也有所提升，从而使科技资源配置获得帕累托改进。
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①确定科技创新

有效供给的特定需求为目标，以科技资源优化配置

为基础运作平台，以制度创新安排为最佳外部环境，
以高附加值的技术创新成果为产出，以研究开发先

进适用的技术成果与技术需求对接，并将其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为途径的技术成果的供给；②明确需求

拉动供给这一主线，找准研发方向，高校和科研机构

应积极主动深入基层，了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

中实际科技诉求，确定研发的方向，明确研究目的，
激发科技创新原发活力，针对性进行技术研发和推

广，催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③需求结构配套对接，
基于多数农民或需求者的教育水平低，技术操作能

力差，这就要求提供的科技成果在设计、研发、试验

到技术推广应用等环节简单便捷，易于操作，便于农

民和需求者掌控，以利于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并转

化成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保证科技创新成果的有

效供应；④相关科研部门要及时了解社会经济发展

变化的具体情况，全面掌握有关供给技术的效果、经
验和不足，对科技成果进行及时修订完善和调整，激
发科技创新活力，保持成果的先进性和实用性研发

要有动态性，保持科技创新持续供给能力，达到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科技供需的帕累托最优。

５．３　加大全程跟踪培训指导，提高接收能力，确保

科技创新有效应用

科技创新的功能是否能够发挥，主要是科技创

新成果的接收者的接收能力，在技术成果推广转化

过程中，若接受消化能力不匹配，技术成果的作用无

从发挥。①面向农业全产业链配置科技资源，实施

科技特派员制度，对使用者进行集中培训或到对田

间地头、生产车间进行实际操作，以提高技术使用人

员掌握和应用先进技术或现代化设备能力，培养和

锻炼技术和管理人才，提高技术成果的对接能力，扩
大新技术使用效果；②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乡村企业

规模小、效益不高，农户收入水平低，这就要求科技

成果技术推广转让时考虑乡村企业和农民需求者的

经济实力，降低转让费，提高技术需求者的经济承受

力度，从而形成一定的技术市场购买力，扩大技术成

果的推广运用力度；③针对技术成果应用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风险，相关金融机构建立技术转移“风险基

金”等金融公共服务平台，当使用新技术没有达到预

想效果，给使用者造成一定损失时，给予一定补偿，
解除新技术使用者后顾之忧，提高新技术广泛应用；

④结合乡村区域的优势、特色产业，要选好试点，打

造新技术运用样板平台示范，推进和落实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做出成效，利用科技成果提质增效的“群

同效应”，带动经营主体和农民使用新技术，实现科

技资源的集约性配置，促进科技资源利用效率的提

高，提高乡村各产业协调发展能力。

５．４　平衡科技资源产业结构性分布，促使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

实现产业振兴，关键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

构升级是否到位，产业融合是否最优。因此，引导优

质科技资源在各产业均衡分布，促使各类资源最佳

使用和配置，发挥科技创新的牵引驱动，实现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产 业 高 度 融 合，推 动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实

施。①对农业领域内现有科技资源进行调查评估，
了解农业科技的投入分布情况是否符合粮食安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性以及建立现代农业体系等方面需

求，有无不足或重复错配情况，现有的科技资源是否

充分利用，对哪些重复的或闲置的科技资源要停止

继续配置农业领域，进行跨行业转移，保证科技资源

高效配置；②对工业领域内科研力量、创新能力、技

术的转化利用情况进行判断及分析，考虑产业振兴

的需求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点领

域或问题，确 认 需 要 追 加 投 入 的 科 技 资 源 数 量、类

别，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

带动工业化，利用科技创新技术对传统产业改造，实
现产业升级；③将技术创新更多的融入要第三产业

的发展要素中去，拓宽第三产业发展战路径，构建培

育物联网农业、“互联网＋”农业、电子商务农业、节

庆会展农业、设施农业等新业态，充分挖掘第三产业

发展潜力，实现第三产业多样化发展，提升产业的带

动能力，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④乡村的各项

管理制度和整个管理机制都应有所创新，应打破原

有的管理组织形式的束缚，以新思维形成新的组织

形式，有利于整合社会力量，形成资源优势，引导产

业融合，促进农业全产业链整体效益。

５．５　完善科技创新外部基础环境建设，构建科技供

给新体系，提高科技创新研发质量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完善科技创新的外部基

础环境，构建科技供给新体系，是提高科技创新的研

发数量和研发质量的保证，是满足乡村振兴高质量

发展的需求。①加快完善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强

化水、电、路、网以及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维护，为科技

创新的研发和推广创造舒适的生态环境、便利的交

通、通畅的信息网络环境，吸引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

集聚，形成科技创新集聚效应，推动产业结构向高技

术化和软服务化方向升级；②打造科技创新成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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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平台。构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创新创业支撑

服务平台，提供政策、资金、法律、知识产权、财务、商
标等专业化、智能化和一对一的专业化服务，最大限

度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③加大引进和

培育人才软环境建设，注重区域人文环境构建，打造

和谐研发氛围，健全奖励机制，全面激发科研人员进

行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补齐科技创新动力不足短板；④加大科技投

入，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聚集创新要素，重点研

发和推广示范带动性强的项目，通过优化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的软硬件设施的完善，最大限度地针对性

研发科技成果，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科技创新

催生新供给并实现供给扩张良循环，从而推动科技

创新供给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５．６　健全科技创新服务乡村振兴的政策支持力度，
提供科技创新有效供应的法制环境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Ｊ（１９２１）指出科技创新政策的强弱

不同、针对性不同，科技创新驱动的效果有 差 别〔８〕。
科技创新需要政府从宏观层次设计鼓励支持科技创

新，制定相配套的科技创新政策，为科技创新促进乡

村振兴建设质量提升创造法制环境。①结合乡村振

兴战略和科技创新二者介入融合点，建立完备的重

大科研基础设施、研究实验基地、数据库等资源开放

共享、网络协同机制等加以法制化，并依法向社会公

开开放，为技术突破提供支撑，为科技创新主体营造

良好创新环境；②结合科技创新介入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的路径轨迹，建立健全包括所有权、收益权、使

用权和交易权在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制定技术转

移条例和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科技立法的权

威性、持久性和有效性，使科技法规更具备法律的操

作实用性，促进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③提升

科技创新政策的效力等级，科技创新在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中确定各项技术标准，提升到法律地位，促使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各项科技创新要素具有法律权

威性和可操作性，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优化各类资源

配置中的协调作用；④进一步完善并落实科技创新

政策保障机制。具体包括教育政策、财政支出政策、
税收减免政策、金融政策等吸引和激励科技人员创

新创业政策，完善软服务化环境。

６　结束语

科技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进入

世纪我国“三农”战略不断发展创新，从统筹城乡发

展到新农村建设，再到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反映出我

国农村经济要实现转型发展和新的边际增长，亟待

科技创新替代投资和外需导向。现阶段部分我国部

分地区仍存在着科技创新驱动能力不强、与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的内生需求衔接不充分、载体不突出等

问题，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因此，在充

分认识乡村 振 兴 对 科 技 创 新 诉 求 的 外 在 动 力 基 础

上，厘清科技创新的功能和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

内在逻辑，跳出对既有政策惯性的路径依赖，结合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做好科技创新

战略规划，从 法 律、法 规 层 面 完 善 科 技 创 新 环 境 建

设，加大科研针对性和成果转化率，加强科技创新的

有效供应，淘 汰 落 后 过 剩 的 产 能，优 化 生 产 结 构 促

进，提高管理效率，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有序建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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