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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结合全国 ９７ 个典型案例资料数据的分析，构建农村专业技

术协会开展农技服务的理论框架，以节本增效为目的将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服务模式划分为搜寻

成本节约模式、获得成本节约模式、谈判成本节约模式和组织成本节约模式四种类型。 从参与主

体、服务环节、服务成本、服务效益、区域差异等五重维度总结不同模式的特点及其适用性。 研究

发现：前三种模式主要服务于农业发展单个或多个环节，是“被动”的技术服务；组织成本节约模

式通过有效配置要素资源和整合市场主体，打造农业全产业链、创造新业态，更加适应于农业现

代化发展需求，是“主动”的技术服务。 另外，前三种模式适用和推广难度虽然较低，但其在效率

和效益方面的表现不如组织成本节约模式，各地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要因地制宜，合理采用相应农

技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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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出问题

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快速发展，各种类型的服

务组织蓬勃兴起，其中就包括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简称“农技协”）。 近年来，有关农技协的农业政

策逐步彰显了其重要作用和重大意义。 ２０１３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正式施行，在
法律层面上肯定了农技协存在的意义；２０１４ 年中

国科协、原农业部发布《关于支持农村专业技术协

会开展农技社会化服务的意见》，明确指出农技协

是对国家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促
进农业科技成果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转化应

用；２０２０ 年科技部、农业农村部等 ７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

意见》，强调农技协对推进农业发展、创新驱动乡

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在增加农业科技服务有效供

给、加强供需对接、提高农业科技服务效能等方面

提出了具体要求；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对

农业创新和农业科技推广作了一系列部署安排。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

立后，农民获得生产自主权、农业商品迅速发展，农
民对农技、农机、农资等需求逐渐增加，为适应农产

品商品化、农业市场化和专业化，以四川温江县养

蜂协会和河北河间国欣农村科技服务总会为代表

的第一批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诞生，依托教育和科研

机构、围绕当地主导产业、建立产学研基地、延长农

业产业链和提升农业价值链，是以节本增效为目的

的农民自发性合作组织。 随着农业分工逐渐精细

化，农民农事服务需求日益增加，自发性农民合作

组织难以满足市场发展需求。 １９９５ 年，由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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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正式成立，以农技服务

为核心、开展公益性农技服务；基层农技协管理逐

渐规范，由农业生产主体、农业经营主体、农业服务

主体等自发组织成立，由上级主管部门提供各种农

技服务资源，开展公益性、专业化的农技服务，通过

政府支持、社会捐赠、会员费用等方式维持协会发

展。 １９９７ 年我国农技协数量多达 １９ 万个，２０００ 年

减少到 １０ 万个，２０２０ 年进一步降到 ２ ５ 万个，农技

协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撼

动、降低和取代（王玉斌等，２０２２）。 农技协数量的

大幅度减少，主要是因为政府对农技协的支持政策

不断减少，同时市场竞争增强促使农技协进行联合

与合并，且农技服务对象也由小农户转向合作社、
农业龙头企业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总体来看，虽然农技协数量下降，但是农技协的服

务能力提升了。
农技协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现代农业科

技推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式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伴随着我国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建设呈现出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知识化

发展趋势，涌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的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农技协的发展面临着数量不断减

少、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

（姜长云，２０２０；叶敬忠等，２０２１）。 在此背景下，农
技协在农业产业发展中如何发挥好农技服务职能？
不同的农技协服务模式如何实现农业节本增效？
实现农技协可持续发展和农业节本增效相结合的

优化路径在哪里？ 对这些问题亟待开展深入研究，
助推农技协尽快走出发展困境并在市场竞争中实

现健康稳定发展。

二、文献回顾

　 　 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隶属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分为三级组织架构，即 “全国农技协代表大

会—省、市、县农技协联合会—基层农技协”，属于

公益性和科普性的社会团体①。 学术界广泛认为

农技协是一种以科普为核心职能的合作组织或专

业合作社（万江红等，２０１３）。 与其他农业服务组

织相比，农技协在性质上属于公益性合作组织，取
得的一切收入不得在会员中分配且必须全部用于

协会规定的业务，具有较强的组织优势；通过政府

背书，农技协能够及时获取政策信息，具有较强的

信息优势；在政府支持下通过农技项目联结更多高

校科研院所，能够获得先进的农业技术，具有明显

的技术优势等（陈超等，２００９；张凌杰等，２００９；宋洪

远，２０１０）。 因此，本文结合前人研究将农技协定义

为兼具公益性、科普性、规范化、专业化的合作组

织，在政府支持下联结科研院所，能够获得较多的

农技资源和及时的政策信息，具备组织优势、信息

优势、技术优势等服务优势。
国外农技协服务模式的实践探索较早。 美国

农技协是民间组织，大多是由农业生产者和利益相

关企业共同出资建立，为农民提供农资、仓储、运
输、销售、信贷等多种农事服务，政府为协会提供法

律保护、税收优惠以及信贷支持，是实行会员制的

非营利性农业服务组织∗（丁自立等，２０１１；沈费伟

等，２０１６）。 法国和以色列农技协（亦称农会）是

“自上而下”的公共服务机构，分支机构的全国覆

盖率和政府经费支持率均高达 ９０％以上，是公益性

的农技服务组织 （曾向，２０１１；张晓雯等，２０１５）。
日本的农技协（亦称农协）是“上下结合”的发展模

式，由全国联合会、都道府联合会、市町村农协三级

组织架构，实行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与农民自发

组织协会紧密结合，农协内部分工明确，有指导、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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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非营利性农业服务组织，以企业为主导的农技指导、农资供应、金融服务、咨询服务、营销服务等多样化、营利性的农业服务组织。 以政府

为主导的农业服务在美国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包括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联邦政府农业部内设的国家食品与农业研究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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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服务计划。 集体主导的农事服务组织还以合作社形式存在，是农场主为了打破市场垄断维护自身利益的自发组织，主要为农场主提供

生产环节、储运环节、加工环节、销售环节、农资供应环节等多链条服务内容。 以企业为主导的盈利性服务组织以农场主为服务对象，以销

售为主、农事服务为辅，通过向农场主提供配套农事服务促成产品销售，这类农业服务内容聚焦



售、购买、信贷、保险、保健等事业部，是依靠经营事

业独立核算的非营利性民间企业（坂下明彦，２０００；
张朝华，２０１０）。 印度探索出“政府为主、市场为

辅”的农技服务体系模式，在县级设置专业部门负

责农技推广，农业科研教育系统负责农技研发和培

训，所有费用均由政府承担，企业、合作社等非政府

组织向种植户养殖户提供免费的农资和开展公益

性的农技培训，共同组成印度农技服务体系（黄燕

等，２０１３）。
国内农技协服务模式的实践也逐渐显现出新

情况。 一是从服务的范围来看，由单一技术服务转

向产业链服务，依托科技小院或专家工作站等平台

载体建立“承上启下”机制，引导科技人员下乡下

田，帮助农户就地转化科技成果，对接相关企业和

金融机构，打通农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和信贷

等多个环节堵点，如白寨科技小院和福建省平和琯

溪蜜柚科技小院（韩牙琴，２０２０）；二是从服务的业

态来看，通过“自下而上”的农技需求匹配自发成

立服务组织，涌现出“订单农业”“全程托管”“股份

合作”等农技协发展新模式，如四川双流枇杷产业

协会和四川雁江区团结乡养羊协会（王彦雨等，

２０１１）；三是从服务的主体来看，由服务个体农户向

服务多元化市场主体转变，通过“农技协＋”服务模

式，联合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户、
养殖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实现联农带农，具有降低经

营成本、延长产业链、稳定利益联结机制等积极作

用，如安徽省徽雕专业协会“协会＋龙头企业＋会

员”模式和金寨县蔬菜产业协会“协会＋合作社＋农
户”模式（卢晖临等，２０１８；朱亚文，２０２１）。

总体来看，国外关于农技协发展模式的理论研

究和实践经验均比较丰富，但是鉴于不同国别的农

业异质性和政策适应性，可供我国农技协发展借鉴

和参考的较为有限；国内研究大多聚焦于个案和实

践层面的经验分析，缺乏从学理上对农技协如何促

进农业产业发展问题的深度剖析。 鉴于此，本文基

于对全国 ９７ 个农技协典型案例分析，从交易成本

视角探讨农技协农技服务模式，剖析农技协发展面

临的共性问题和一般性规律，对比分析不同模式发

展的内在机理，提出构建农技协节本增效模式的可

行方案，加快促进农技协更高质量服务于农业产业

发展。

三、农技协农技服务的理论逻辑架构

　 　 交易成本理论是科斯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在研

究企业问题时首次提出，是指达成交易所要花费的

全部时间和货币成本。 １９６９ 年，肯尼斯·阿罗跳

出市场经济范畴，认为交易成本就是一切与制度运

行相关联的成本。 １９９２ 年，道格拉斯进一步补充

说明，认为交易成本包括制度构建成本和运行成

本。 交易成本效应在经济中普遍存在，决定着市场

主体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以及产品的流通渠道、销
售模式等（卢现祥等，２０１０；刘鑫，２０１９）。 我国农

技协作为公益性的制度安排，具有非自由市场特性

和很强的制度导向，向农业市场主体（农业企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养殖大户、农户等）提供各

种农技服务时，凭借组织优势、市场信息优势、农业

技术优势等，能够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推动建立稳定的契约关系、实现规模经

营促进劳动分工和提升组织化程度等，从而有效降

低交易成本。 如图 １ 所示，以农技协为中心，承接

政府的政策要求，服务农业市场主体，针对发展的

现实问题，以降低交易成本为目标，可以将农技协

的发展模式大致概括为四种：搜寻成本节约模式、
获得成本节约模式、谈判成本节约模式和组织成本

节约模式。
第一，农技协打破信息不对称实现节约搜寻成

本。 信息不对称反映了在经济活动中交易双方掌

握信息量的差异，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实践发展中，
农业市场主体尤其是农户的职业素养水平较低，如
对政策了解不全面、市场对接通道不畅通等问题，
农业市场主体想要充分搜寻和有效利用市场信息

难度较大。 因此，指导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未能及

时落地，强化市场对接的实现路径无法有效实施。
搜寻成本是指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为达成交

易双方必须付出的成本（陆迁等，２０２２）。 搜寻成

本节约模式下的农技协正是通过向上对接政府，准
确把握最新的政策措施，向下指导农业市场主体进

行农业生产，同时还协助打通市场通道，促进产销

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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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农技协服务模式理论框架

　 　 第二，农技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节约获得

成本。 农业生产的投入主要涉及土地等初级要素，
以及金融资本、技术、人才等高级要素。 在实际的

农业生产领域，单独依靠市场化手段，资源要素的

实际配置状态与有效配置状态存在差距，如表现为

农业信贷资金难以获取和乡村产业数字化推进慢

等问题，必须依靠“看得见的手”进行调控。 获得

成本是指获取和配置资源所花费的成本，科学管理

信息生产和流通，使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贴近实

际、需求、用户，可以使得资源配置接近帕累托最优

（周淑云，２００９）。 获得成本节约模式下的农技协

发挥着“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吸收会员和农业市

场主体，进行资源要素合理配置。
第三，农技协协助构建稳定的契约关系实现节

约谈判成本。 现实中，独立的小规模农业市场主体

力量弱，缺少议价能力，在农产品市场中只能是价

格的接受者，难以与大市场有效衔接。 谈判成本是

指实际进行交易的成本，也即为签订合同所花费的

一切费用（焦晓萌，２０１９；温亚平等，２０２１）。 政府

参与、利益集中、组织协同、产品同质将有助于建立

稳定的契约关系，有效降低谈判成本（Ｈａｙａｍｉ 等，
１９８１；孔祥智等，２０１４）。 谈判成本节约模式下的农

技协能够联合农业市场主体、整合电商等平台资

源，将各方通过契约形式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在

大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四，农技协通过专业分工实现节约组织成

本。 基于产业一体化，相互独立的农业市场主体组

成联合经济体，在进行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时，会
具有明显优势，这也属于范围经济，如两个农业市

场主体分别接受农技推广服务时所需要的成本必

然大于联合在一起的成本。 组织成本是为了维系

和巩固契约关系所花费的成本，包括组织化内生成

本和组织化外生成本。 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

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过程，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孔
祥智等，２００９）。 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或组织）具
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衔接新型经营主体和小

农户时，能够避免产生组织化外生成本和减少组织

化内生成本（王颜齐等，２０１９）。

四、农技协服务模式的案例分析

　 　 根据农技协交易成本节约模式的划分，对 ９７
个典型案例进行梳理总结和分类。 如表 １ 所示，符
合搜寻成本节约模式、获得成本节约模式、谈判成

本节约模式和组织成本节约模式特征的农技协分

别有 ８ 个、５４ 个、１３ 个、２２ 个，占案例总数的比重

为 ８ ２％、５５ ７％、１３ ４％、２２ ７％，采取获得成本节

约模式和组织成本节约模式发展的农技协占多数。
（一）农技协服务模式的实践案例

１ 搜寻成本节约模式。 边界效应理论指出，

行政边界是隐形的市场壁垒，农技协是为特定区域

内的市场主体提供技术服务，能凭借公益性和公共

性的组织特性，打破由行政壁垒产生的信息垄断，
减少市场主体搜寻信息成本。 搜寻成本节约模式

的一种体现形式是政府通过合署办公加强与农技

协的紧密联系，江苏省江宁市瓜果菜专业技术协会

（ＪＮＧＧＣ 技术协会，案例 １）实行“三位一体”的服

务模式，与科协和农服中心合署办公、分工协作的

创新工作机制，既能通过科协及时准确掌握政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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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又能借助农服中心快速匹配市场主体的农技服

务需求。 农技协每年借助西瓜节，开展产销对接活

动，帮助农户拓宽西瓜销售渠道，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２１
年，农户每亩实现增收 １ 万元左右。 ＪＮＧＧＣ 技术

协会在农技服务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

机制创新迅速收集、宣传政策信息和共享市场信

息，借助产销对接活动拓展市场主体获取信息渠

道，从而有效降低市场主体搜寻成本。

表 １　 农技协服务模式的典型案例构成

模式名称 案例数量（个） 案例占比（％） 代表性案例

搜寻成本节约模式 ８ ８ ２ 案例 １、２

获得成本节约模式 ５４ ５５ ７ 案例 ３、４

谈判成本节约模式 １３ １３ ４ 案例 ５、６

组织成本节约模式 ２２ ２２ ７ 案例 ７、８

合计　 　 　 　 　 　 ９７ １００ ０ —

　 　 注：２０２１ 年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在全国 ３１ 个省（市、区）收集 ４００ 多个农技协志愿服务案例，并从中甄选 ９７ 个典型案例，编辑

印发《全国农技协典型案例汇编（上册）》（７７ 个）和在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公众号宣传推介（２０ 个），其中入选本文的 ８ 个案例均于

２０２２ 年疫情期间通过腾讯会议、电话访谈等方式做过深入的线上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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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搜寻成本节约模式运行机理

　 　 搜寻成本节约模式的另一种体现形式是政府

聘请专家任职、协助组建专家团队，湖北省潜江市

果蔬种植技术协会（ＱＪＧＳ 技术协会，案例 ２）在省

科协的指导下，聘请专家挂职，组建专家团队。 在

省农科院和省水产科研所支持下，研究出《鱼果模

式青鱼、草鱼、鲢鱼、鳙鱼放养技术规范》和“立体

种养、鱼果结合”增收模式，农技协因地制宜做好

产业规划，同时在政府支持下引导市场主体打造布

局合理的产业集群，形成“桃花节—果蔬采摘—农

事体验—民俗节庆”产业融合新业态，一年四季各

地游客络绎不绝，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相较之前每

亩增加了 ２０００ 元，农业收入翻 ３ 倍。 ＱＪＧＳ 技术协

会突破行政边界的隐形市场壁垒，借助省级专家和

财政力量，打造适合本地区农业产业发展新模式，
并积极引导市场主体推进新业态。

２ 获得成本节约模式。 根据要素分配理论，
与城市相比，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相对局限，农技

协依托政府背书集聚较多的资源要素和吸引更多

的农业市场主体，并运用创新方式重新在农业市场

主体之间合理配置资源。 农技协创建农业科技服

务 ＡＰＰ、建立“田间学校”、打造示范基地，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农业市场主体及时、
有效获取资源信息。 山东省寿光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农业科技志愿服务队（ＳＧＸＳＤ 志愿服务队，案例

３）推出专为菜农服务的“点农”ＡＰＰ，及时发布农

业政策信息、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病虫害防治办

法、不同生长时期不同蔬菜作物的技术知识等，累
计使用人数约 ４ 万人。 ＳＧＸＳＤ 志愿服务队开通服

务热线和配备了三辆农技服务车辆，安排 ９ 名农业

专家轮流“坐诊”和“下乡”，随时应对农业生产可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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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面临的突发自然灾害和技术难题。 在全市 ２２ 个

乡镇设立工作站和选聘 ２２ 个工作站长，在 ５３４ 个

蔬菜集中种植村设立信息员，形成“市、镇、村”三

级联动的技术服务网络。 ＳＧＸＳＤ 志愿服务队建立

了“线上＋线下”相融合的信息矩阵，市、镇、村三级

联动的农技服务网络，通过市场供需信息的有效结

合，能快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农技协通过建立科技小院、设置分会、成立专

家库、入驻企业等方式，提高农业市场主体资源要

素配置效率。 浙江是中国农技协批复同意设立科

技小院数量最多的省份，多达 ５９ 家。 科技小院能

够根据产业特色组建专家团队，提供科研设施设

备、农事试验基地、资金保障等，专门从事农技研究

和推广等工作。 其中，浙江台州黄岩区宁溪镇岭根

村的浙江黄岩蜜橘科技小院（ＨＹＭＪ 科技小院，案
例 ４）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其聚焦柑橘这一特色产

业，依托浙江大学和台州 ＴＹ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

同成立，通过建立大学生实践基地、大学生创新创

业基地、绿色数字柑橘实验室，助力提升柑橘绿色

高效种植技术，同时深化协同培养模式、推广现代

农业技术，累计培训果农 ２０００ 余人次，带动周边新

增柑橘种植面积近 ７００ 亩。 ＨＹＭＪ 科技小院与黄

岩区宁溪镇政府共建柑橘自动分选中心，将柑橘进

行自动分拣，实现差异化销售。 科技小院依托专家

团队和大学生队伍“下乡下田”宣传指导，实施资

源要素的“硬匹配”，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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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获得成本节约模式运行机理

　 　 ３ 谈判成本节约模式。 农技协作为联结农业

市场主体的桥梁，在政府背书的背景下可以缩短农

业市场主体谈判时间和减少谈判次数，从而提高谈

判效率和降低谈判成本。 同时，农技协在协助小农

户和其他农业市场主体与大市场衔接时，通过规模

优势提高议价能力，有效节约谈判成本。 有的农技

协通过联合企业、合作社和农户，建立稳定的合作

关系，提升主体的规模化水平和参与市场竞争的实

力。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生态有机水稻科技协会

（ＪＡＳＴＹＪＤ 科技协会，案例 ５）创建“协会＋公司＋基
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以 ＭＳ 现代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 ＴＹＸＤ 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为

引领，负责现代水稻生产技术试验和生产设备采

购；以水稻种植科普示范基地为示范，负责采用机

械打田、机械插秧、植保无人机施肥、无人机打药、
机械收割、秸秆还田综合利用措施全过程机械化作

业示范；ＬＳ 产业化专业合作社为骨干，负责全面推

广和应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辐射带动周边 １００ 多

个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育秧、插秧、耕作、防治、收
割、烘干全过程机械化作业，销售产品 ３０００ 多吨，
实现利润 ２４０ 万元。 在这个生产经营模式中，ＪＡＳ⁃
ＴＹＪＤ 科技协会通过联合企业和合作社建立稳定的

契约关系，积极推进现代化种植方式以扩大水稻生

产规模，从而提高市场议价能力，减少谈判成本。
农技协不仅在生产上协助农业市场主体，还与

高校、银行、电商平台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普及先

进技术、提供金融服务和搭建产销体系。 四川省德

阳市旌阳区双东镇绿色枣专业技术协会（ＤＹＬＳＺ
技术协会，案例 ６）采取“高校＋农技协＋电商＋银

行＋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在高校专家团队支持

下，农技协探索出现代化枣树种植技术，通过基地

打造产业示范区，同时通过赠送树苗等农资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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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提供技术指导等方式，与 ８００ 户农户建立稳定

的契约关系，实现枣树种植面积约 ５０００ 亩，枣果年

产量 ４５ 万公斤。 为了拓宽销路，农技协一方面通

过银行优惠信贷支持枣农扩大种植规模，另一方面

与京东签订合同，将农户的产品集中收购、加工、贴

牌，通过“互联网＋”实现枣果出村进城，实现户均

增收 ９００００ 多元。 ＤＹＬＳＺ 技术协会在枣树产业运

作模式中，通过高校技术支持提高枣树产出率，银
行的低息贷款扩大农户种植规模，电商的产地直采

直销模式有效节约了与市场对接的谈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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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谈判成本节约模式运行机理

　 　 ４ 组织成本节约模式。 根据产业一体化理

论，农技协扮演中间联结角色，通过横向整合相互

衔接、紧密联系农业生产主体，纵向完善农业生产

全产业链，将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户等“捆
绑”在一起，达到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农产品生产

经营成本、巩固区域内农业市场主体的市场地位。
按照范围经济理论，农技协将联合各农业市场主体

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提高了市场规模化水平，避
免内部分工不明确和独立开展农业生产活动产生

额外成本。 如农技协通过引入企业、合作社和农

户，并成立研究院，实现多主体联合。 山东省泰安

市板栗协会（ＴＡＢＬ 协会，案例 ７）组织专家成立泰

山板栗产业技术研究院，因地制宜研究林下经济，
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ＴＡＢＬ 协会引进

板栗加工和流通企业 ２０ 家，包括 ６ 家板栗外贸加

工农业龙头企业；ＴＡＢＬ 协会申请 ３００ 万元政府资

金支持冷库建设和培育“ＴＳ 板栗”农业品牌，增强

板栗的仓储能力，提升板栗的市场竞争力；ＴＡＢＬ
协会联合 １９ 家规模化合作社进行统一培训、统一

引进优良品种、统一供应生产资料、统一产品标准、
统一加工、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等，建立产加销一体

板栗基地。 标准化生产后，板栗单价由 ２ 元提高到

７ 元，亩产由 ２００ 公斤增加到 ４００ 公斤，出口创汇

３５００ 万美元，带动 ２１９ 家合作社和 ３ 万多农户加入

板栗产业链条中，实现产值增加 １９ 亿元。 ＴＡＢＬ 协

会建立板栗产业技术研究院，通过推动板栗产业融

合发展，联合多个农业市场主体组建合作组织实现

专业化分工，实现板栗全产业链提质增效，有效减

少各个合作主体的组织成本。
部分农技协成员成立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协会会员入股建立合作组织，并且为农业全产业链

提供社会化服务，实现多环节统一。 湖北省襄阳市

卧龙山药专业技术协会 （ＷＬＳＹ 技术协会，案例

８）成立协会党支部，负责统筹山药产业发展和山药

品牌培育保护。 协会会员成立 ＢＹ 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投资 ７ ８ 亿元研究山药休闲食品、山药护肤

品等精深加工，年销售收入 １ ０８ 亿元。 协会会员

还成立专业合作社负责研究山药产业融合发展，打
造山药小镇每年接待游客 ３０ 万人。 协会会员在政

策支持下大规模流转土地成立家庭农场，标准化种

植山药亩产高达 ２５００ 公斤以上，户均年收入 ３０ 万

元以上。 ＷＬＳＹ 技术协会通过协会会员入股的方

式建立营利性的合作组织，搭建稳定的契约关系并

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了完整的山药产业链，
不仅使得“ＸＹ 山药”成为美誉度高、竞争力强的特

色乡村产业，还增加了农民收入。
（二）农技协服务模式的横向比较

农技协在开展农技服务的过程中，因其为各农

业市场主体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不同而划分为四

种模式。 在四种不同模式下，农技协的职能定位、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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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目的、核心业务等没有发生变化，为四种模式

的共同特征。 一是农技协始终坚持其自主性、公益

性的职能定位，入会自愿、民主管理是基本的内部

管理原则，兴办开展社会公益性事业是协会工作职

能的重要体现；二是农技协改善农业科技创新基础

条件，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增加农民收入作为

根本目标；三是农技协坚持做好自身核心业务，积
极普及现代农业科学和创新实用技术，认真开展各

类产前、产中、产后的科技指导和技术服务。 虽然

农技协四种模式有着发展共性，但是在不同方面依

然有着明显区别和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影响农业产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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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组织成本节约模式运行机理

　 　 一是从参与主体角度看，搜寻成本节约模式下

的农技协独立于所有农业市场主体，其扮演了中间

“传话人”的角色，各级农技协均采取“上传下达”
方式进行政策咨询和农业技术指导；获得成本节约

模式下的农技协依托各种平台载体，为农业市场主

体提供专业化的农技服务，加快要素在农业市场主

体间的合理配置，是先进农技应用推广的“中间

人”；谈判成本节约模式下的农技协需要对农业市

场主体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有效促成相互联合，模

式运行的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各农业市场主体与

农技协联系紧密；组织成本节约模式下的农技协需

要统筹协调各种专家团队、农业市场主体等，攻破

资金、技术、人才等难题，通过会员或会员联合成立

企业和合作组织，将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内部化，实
现农技快速转化应用，该模式下的农技协不再是独

立的个体，而是与其他组织形态融合成产业链的一

部分。

表 ２　 不同农技协服务模式的比较分析

模式名称 共同点 差异性 适用难度 效率 东中西部占比（％）

搜寻成本
节约模式

获得成本
节约模式

谈判成本
节约模式

组织成本
节约模式

都以降低交易成本为
方式；坚持自主性、公
益性的职能定位；坚
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
根本目的；坚持开展
科技咨询和技术服务
等核心业务。

农技协独立运行；服务环节主要在产前；服务
成本相对较低；服务效益最低。 较小 较低 １５ ８ ６ ５ ６ ４

农技协独立运行；服务环节主要在产中；服务
成本较高；服务效益较高。 中等 较高 ４７ ４ ５４ ８ ５９ ６

农技协促进农业市场主体联合运行；服务环
节主要在产后；服务成本一般；服务效益
一般。

中等 中等 １０ ５ １９ ４ １０ ６

农技协与农业市场主体共同运行；服务环节
为全产业链；服务成本相对较高；服务效益
最高。

较大 高 ２６ ３ １９ ４ ２３ ４

　 　 注：适用难度表明模式推广难度；效率是综合考量服务效益和运行成本，衡量模式的优劣；东中西部占比指不同模式农技协的典

型案例数量占该地区农技协案例总数的比例

　 　 二是从服务环节角度看，搜寻成本节约模式主

要发生在产前，农技协加速市场信息的流动和政策

信息的宣传，以此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增加农业

市场主体信息获取渠道和提高信息使用价值；获得

成本节约模式主要发生在产中环节，农技协借助数

字技术等先进技术向特定农业市场主体提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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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信息，同时依托专家提供“下乡下田”农技服

务，既能避免农业市场主体获取市场信息不对称问

题，也能快速实现资源要素合理配置；谈判成本节

约模式主要发生在产后，基于稳定的契约关系，将
不同的农业市场主体结合起来，提高他们议价能

力；组织成本节约模式存在于产前、产中和产后均

可，农技协以农业产业为基础，联结产业链条上的

农业市场主体，建立完整的产业融合新业态。
三是从服务成本角度看，搜寻成本节约模式下

的农技协职能比较单一，服务内容较为简明，单次

服务的成本较低；获得成本节约模式下的农技协要

综合考虑各农业市场主体的性质和规模，建立健全

农业数字化建设体系，保障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
其运行成本较高；谈判成本节约模式下的农技协主

要是促成各农业市场主体联合并订立契约，减少与

大市场衔接的利益损失，对于农技协自身来说运行

成本变动不大；组织成本节约模式的农技协充当的

角色较为丰富，任务工作较多，联合吸纳或自我组

建相关农业市场主体，组织结构内部化的同时，也
使农技协自身运行成本大大增加。

四是从服务效益角度看，搜寻成本节约模式下

的农技协职能单一、服务环节在产前，直接的经济

效益较低；获得成本节约模式下的农技协直接服务

生产环节，实现了资源要素配置的帕累托改进，带
来的经济效益较高；谈判成本节约模式下的农技协

作用于产后环节，带来了农产品流通销售利益最大

化，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并不直接对农业生产产

生积极影响；组织成本节约模式下的农技协服务于

农业全产业链，真正实现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农
业生产等多个环节的组织化程度，大大提升农业生

产效率，其社会化服务的经济效益最大。
五是从地区发展差异角度看，获得成本节约模

式在东中西部占比均在一半左右，说明各个地区农

技协主要以提供产中农技服务为主，依托科技小院

等平台载体，能实现先进农技供需有效衔接。 组织

成本节约模式东部占比相对较大，说明东部经济基

础好，农技协会员大多组织成立农民合作社、农产

品加工厂等经济业态，能够将农技协的技术优势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西部次之，且主要集中在四川省，
早期通过“千会千村联万户”政策，将农技协的发

展与当地产业振兴紧密联系起来，后期农技协会员

们“抱伙成团”成立各种农产品生产、加工等专业

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农技协充当“技术顾问”支持

各种农业组织发展。 各地区搜寻成本节约模式发

展均比较滞后，主要因为农技协单一的信息传递功

能不能满足农业市场主体的发展需求，尤其当前数

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获取成本逐渐降低。 谈判

成本节约模式中部地区占比较大，总体来看中部单

个农业市场主体发展较东部落后，人均土地资源比

西部少，发展不足和资源有限的背景下依托农技协

促进不同农业主体联合合作，能够提高单个农业主

体的市场竞争力。
总的来说，搜寻成本节约模式服务内容单一，

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 组织成本节约模

式运行成本较高，推广难度相对较大，但其服务效

率高、经济效益大，是各地区发展潜力最大的农技

服务模式。 谈判成本节约模式依靠农技协实现农

业主体合作联合，在中部发展较快。 获得成本节约

模式直接服务产中环节，依托各自平台载体能够有

效实现农技服务的合理配置，效益效率较高，推广

难度一般，是各地广泛推行的农技服务模式。 因

此，目前农技协采用最多的发展模式便是获得成本

节约模式，而最佳的发展模式是组织成本节约模

式，可以说组织成本节约模式是其他三种模式的高

级形式，但推广起来对于区域基础条件要求较高、
适用难度较大。

五、政策建议

　 　 一是转变政府支持方式，提高农技协“造血”
功能。 政府对农技协的支持主要依靠政府背书获

得更多的资源要素和汇聚更多的农业市场主体，通
过农业科研项目帮助农技协联结高校科研院所，以
上这些方式均是通过“外力”促进农技协发展。 但

是，随着农事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不断发展，农技协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逐步摆脱对政府的政策依赖和财政依赖，需要走市

场化发展道路，从“输血”到“造血”实现自我发展。
一方面，各地要逐渐减少对农技协的直接资金支

持，改为减税降息、保险兜底、土地租金补助等方式

支持农技协会员们联合合作发展农业产业。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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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农技协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农技服务，可以

按照不同农产品品类计算年度服务面积、服务主体

数量、服务产生的绩效、服务减少的损失等，规定年

度最低的农技服务红线，对超过红线的农技服务给

予奖补等。
二是结合地区发展差异，推行适宜的农技服务

模式。 四种不同的农技服务模式，虽然都能节本增

效，但是服务主体、服务环节、服务成本、服务效益

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各地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农

技服务模式推广实施。 搜寻成本节约模式，提供单

一的农技信息服务，不适宜多样化农事服务市场需

求，这类农技协还需要转型发展。 获得成本节约模

式，将农技的供给者与农技需求者通过各种平台载

体直接联系起来，这类农技协适宜农业发展需求，
因此遍布全国各地。 但是这类农技协服务成本较

高，需要政府支持科技小院、专家工作站等平台载

体建设和运行开支，也要保障驻村大学生安全和衣

食住行，尤其要增加对西部地区支持力度和鼓励对

口专家跨区域提供农技服务。 谈判成本节约模式，
促成农业市场主体联合合作，在单个主体力量薄弱

且经营规模较小的地区实施效果明显。 组织成本

节约模式，农技协会员们自发创办各种生产经营组

织，将农技协的技术外部性内部化，这种模式适宜

会员们单体力量较强且具备一定的企业家精神，我
国东部地区的乡村经济发展起步早、发展快、基础

好，适宜推广该种模式。
三是营造公平的农技服务竞争环境，吸引更多

的市场主体参与农技服务。 基层农技协依靠地缘

关系和亲缘关系建立起来，容易受到行政边界的刚

性约束，很难形成扩张服务、带动服务、联动服务的

动力机制。 一方面，基层农技协需要打破地域限

制，既吸纳不同地区的农业市场主体参与农技协，
也可以将功能相似或者互补的同品类农技协联合

合并，提高农技协的农技服务水平。 另一方面，基
层农技协需要打破行业限制，既不能仅限于单环节

的产前服务、产中服务、产后服务，也要吸纳农资供

应、农产品加工、农村电商、流通、销售、品牌打造等

农业全产业链的相关主体。 为了支持农技协打破

地域限制和行业限制，可以鼓励实施“小会并大

会”、跨区域合作、跨行业合作等措施。 同时，建议

将农技协纳入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监管体系，遵
循同等监管原则，实现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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