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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云南、贵州、四川、重庆４省（市）民族贫困地区农户的实地调查，分析了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农
业技术推广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农业技术推广呈现农民接受技能培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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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任务量、需求途径单一加大了农技推广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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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西南少数民 族 贫 困 地 区 多 为《中 国 农 村 扶 贫 开 发

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中规划的特困地区，是国家扶 贫

战略新阶段农村扶 贫 工 作 的 重 点 地 区。该 地 区 第 一 产

业结构比重大，超过全国水平５．９个百分点［１］。课题前

期调查结果显示，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有７８．０９％的

农户家庭收入 主 要 来 源 于 种 植 业、牧 业、林 业、渔 业 和

其它农业。然而，地理 环 境、历 史 传 统 等 因 素 使 得 西 南

少数民族聚集区农业 基 础 薄 弱、产 业 结 构 单 一、农 业 劳

动者文化素 质 低，加 上 该 地 区 又 是 我 国 的 生 态 环 境 脆

弱区以及 自 然 灾 害 频 发 区，频 发 的 地 质 灾 害、气 象 灾

害、农业病虫 害 和 森 林 火 灾 等 加 大 了 该 地 区 的 农 业 脆

弱性［２］，使得该地区农业生产条件恶劣，农业产出不足，
从而加剧了该地区的贫困程度。

科学技术是 第 一 生 产 力，农 业 发 展 和 农 民 增 收 的

根本出路在 科 技，农 业 科 技 是 传 统 农 业 向 现 代 农 业 转

变的重要推动因素。然 而，我 国 农 民 科 学 意 识 淡 薄，采

用的农业技 术 主 要 局 限 于 常 规 物 化 农 业 科 技［３］，贫 困

地区农业科技 对 农 业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只 有４０％，与 我 国

的平均水平４８％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６０％～８０％相差

甚远［４］。我国农业技术虽然供给充足，据农业部科技司

统计数据表明，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我国共申请４　６９５件农业

植物品种，而同期国 外 申 请 总 数 为１８４件，但 其 扩 散 速

度却仅为０．２３４％，比全国一般水平低１．１２％［５］。２０１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 于 加 快 推 进 农 业 科 技 创 新 持 续 增

强农产品供 给 保 障 能 力 的 若 干 意 见》提 出，农 村 应“提

升农业技术 推 广 能 力，大 力 发 展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为

西南民族贫困地区 扶 贫 提 供 了 新 的 政 策 保 障。通 过 研

究西南民族 贫 困 地 区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的 新 特 点，了 解 农

民科技推广 需 求 的 重 点，一 方 面 可 以 推 动 西 南 民 族 贫

困地区农业 科 技 的 运 用 程 度，从 而 促 进 农 业 生 产 力 发

展，提高农业 产 出 水 平，改 善 贫 困 状 态；另 一 方 面 也 有

利于政府机 构 制 定 和 实 施 相 关 政 策，为 提 高 农 业 技 术

的推广能力和推动社会 化 服 务 打 下 理 论 基 础 和 实 践 基

础。

１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０１０年３月 课 题

组对云南、贵州、四 川、重 庆４省（市）民 族 贫 困 地 区 的



实地调查。课题组在 预 调 研 基 础 上 对 问 卷 进 行 修 改 完

善，采用分层 抽 样 与 随 机 抽 样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进 行 正 式

调 查。首 先，以 县 为 初 级 抽 样 单 位，共 选 取３１个 民 族

自治地方的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包括云南省８个、贵

州省１３个、四川省８个、重庆市２个；然后，在每个县内

选取２～３个乡（镇），再在每个乡（镇）选择２～３个村，
在村内由调查员随机不 定 量 选 择 农 户 进 行 入 户 问 卷 调

查与访谈。调查 共 收 回 问 卷１　７６５份，通 过 集 中 检 验，
获得有效问卷１　７３９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８．５３％。

本次调查家 庭 户 主 的 平 均 年 龄 为４５．５３岁，户 均

常住人口４．４５人，户 均 劳 动 力２．５３人，户 均 健 康 人 口

２．８８人，这一数据意味着每户平均有１．５７人处于非健

康状态，包括 残 疾、患 有 大 病、长 期 慢 性 病 和 间 歇 性 小

病。被调查者 涉 及 汉 族、藏 族、彝 族、土 家 族 和 哈 尼 族

等 多 个 民 族，其 中 汉 族 占 ３０．３６％，少 数 民 族 占

６９．６４％，这与我 国 大 杂 居 小 聚 居 的 民 族 特 征 相 一 致。
在家庭成员 受 教 育 状 况 的 调 查 中，未 完 成 小 学 教 育 及

完全不识字 的 家 庭 成 员 占 被 调 查 者 的 半 数 以 上，表 明

该地区文化教育水平低；有８１．０８％的家庭年人均纯收

入低于１　１９６元，表明贫困 发 生 率 高。４省（市）样 本 农

户具体特征见表１。
表１　样本农户特征 （单位：％）

调查项目 限定条件 云南 贵州 四川 重庆 合计

４０岁以下 ３７．７２　３０．３５　３０．８８　２１．８５　３０．２４
户主年龄 ４０～５０岁 ４７．３７　４２．２３　４４．３０　４０．４０　４３．２９

５０岁以上 １４．９１　２７．４２　２４．８２　３７．７５　２６．４７

民族
汉族 ２０．４７　４３．０３　３５．２０　３．６３　３０．３６
少数民族 ７９．５３　５６．９７　６４．８０　９６．３７　６９．６４
文盲 １２．７１　１９．８５　２８．０７　１９．６１　２１．０５

家庭成员 ３年以下 ９．２７　１４．３４　１４．５６　１２．７８　１３．１２
受教育情况 ３～６年 １６．１５　１９．２２　１９．５３　４１．５１　１９．２２

６年以上 ６１．８８　４６．５９　３７．８４　４１．５１　４６．６１
家庭年人均 １　１９６元及以下 ８７．７０　８６．９４　７４．２８　７２．９９　８１．０８
纯收入 １　１９６元以上 １２．３０　１３．０６　２５．７２　２７．０１　１８．９２

２　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农业技术推广现状

根据对西南 民 族 贫 困 地 区 农 户 的 抽 样 调 查，发 现

该地区的农业技术推广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１）农民 接 受 技 能 培 训 的 普 及 率 偏 低。农 业 技 能

培训是由各 级 农 业 科 研、教 育 和 农 业 推 广 部 门 的 科 技

人员深入农村，通过技 能 培 训，向 农 民 传 授 先 进 生 产 技

术、解决生产中遇到的 实 际 问 题，进 一 步 增 强 农 户 的 科

技文化素养。农业技 能 培 训 既 是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的 重 要

手段，也是农民获得 农 业 实 用 技 术 和 技 能 的 重 要 途 径。
肖志扬［６］认为，农业从 业 人 员 的 科 技 素 质 较 低，是 制 约

贫困地区农业 新 技 术 应 用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２０１２年，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 强 教 育 科 技 培 训，全 面 造 就 新

型农业农村人才队伍”。
调查结果显 示，家 中 没 有 人 接 受 过 技 能 培 训 的 农

户家 庭 占 总 被 调 查 农 户 的 比 重 分 别 是：云 南 为

６７．７５％，贵 州 为７４．９１％，四 川 为７８．２６％，重 庆 为

８６．２１％。这说明，西南民 族 贫 困 地 区 农 业 技 能 培 训 的

覆盖面很少。而 在 接 受 过 技 能 培 训 的 家 庭 中，认 为 技

能培训对 家 庭 生 产 生 活 有 帮 助 的 农 户 占 相 当 大 的 比

重，云 南、贵 州、四 川、重 庆 分 别 为７６．９８％、７３．２９％、

６５．２５％和７９．１７％。由 此 可 见，农 民 通 过 参 加 技 能 培

训，能切实提高生产力，增加家庭收入。
（２）作物和畜禽良种更换比例不高。农业发展的重

要标志之一是生物生产量不断增加，发展基础是单个作

物或禽畜品种不断更新和总体耕作制度改革［７］。其中，
品种更新是将先进的科技成果广泛应用于农业实践，使
农作物和畜禽品种不断改良，使新品种具备良好的适应

性和抗逆性。而科技 成 果 能 否 应 用 于 农 业 实 践 或 应 用

于农业实践 的 程 度，与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力 度 和 农 户 对 科

技成果的接 受 度 有 很 大 的 相 关 性，农 业 技 术 推 广 工 作

是将科技成 果 带 给 农 民，而 农 民 对 新 事 物 的 接 受 程 度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技推广工作的成效。
就调查区域 而 言，农 户 家 中 更 换 优 质 作 物 品 种 的

有７２７户，更换优质畜 禽 品 种 的 有３９８户，两 者 都 更 换

的 有 ３２８ 户，更 换 率 分 别 为 ４１．８１％、２２．８９％ 和

１８．８６％，４省（市）的具 体 更 换 情 况 见 表２。不 难 发 现，
畜禽品种的 更 换 状 况 远 不 及 作 物 品 种 的 更 换 状 况，但

两者的更换率 均 未 超 过５０％，可 见 农 户 对 新 品 种 的 接

受率不高，特 别 是 对 畜 禽 良 种 的 接 受 率 更 低。通 过 对

比可以发现，四川省的作物和畜禽品种更换率最低。
表２　样本农户更换作物和畜禽品种概况 （单位：％）

更换品种 云南 贵州 四川 重庆 合计

更换作物品种 ４３．３９　 ４５．３６　 ３４．９６　 ４７．７０　 ４１．８１
更换禽畜品种 ２４．３６　 ２８．１８　 １７．７５　 １７．８２　 ２２．８９
同时更换作物

和畜禽品种
１９．９５　 ２４．５７　 １２．８６　 １６．０９　 １８．８６

　　（３）农 业 技 术 推 广 主 要 依 靠 亲 友 邻 居。我 国 现 行

的农技推广 组 织 体 制 是 五 级 农 技 推 广 体 制，是 由 政 府

领导的农技推广［８］。其中，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设立

在县乡两 级，是 为 农 民 提 供 种 植 业、畜 牧 业、渔 业、林

业、农业 机 械、水 利 等 科 研 成 果 和 实 用 技 术 服 务 的 组

织。基层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机 构 的 职 能 具 有 明 确 的 公 益

性，肩负着组织农业技 术 专 业 培 训 教 育、提 供 农 业 技 术

及信息服务的任务。
调查结果显 示，在 最 近３年 更 换 过 作 物 品 种 和 畜

禽品种的农 户 中，通 过 农 技 推 广 部 门 获 得 新 品 种 信 息

的占３２．５０％，从亲友邻居及市场获得新品种信息的占

６３．１１％。这说 明，在 为 农 民 提 供 优 良 品 种 信 息 方 面，
基层农技推广部门 作 用 不 大。在 获 得 与 家 庭 主 要 产 业

相关的市场 信 息 方 面，也 有 超 过 半 数 的 家 庭 是 从 亲 友

邻居 处 获 得，而 来 源 于 政 府 相 关 部 门 的 比 重 仅 为

１０．５２％。在农业技 术 知 识 来 源 调 查 中，仅 有１７．１９％
的农户是从 农 技 推 广 员 处 获 得 相 关 知 识，从 电 视 媒 体

和村干 部 处 获 得 相 关 知 识 的 比 重 分 别 为１６．６２％和

·８３·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３年



１６．６８％，而有 超 过 半 数 的 农 户 是 从 亲 友 邻 居 处 获 得

的。因此，在西南民族 贫 困 地 区，基 层 农 技 推 广 机 构 在

农业公共信 息 服 务、农 业 技 术 知 识 传 授 方 面 职 能 缺 位

严重，亲友邻居在提供 市 场 信 息、品 种 信 息 和 推 广 农 技

知识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４）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组 织 尚 处 于 起 步 阶 段。２０１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应 充 分 发 挥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积极性，组织农民进入 市 场、应 用 先 进 技 术 和 发 展 现 代

农业，培育和支持新型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组 织，加 强 对 农

技推广工作的管理 和 指 导。这 些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组 织

包括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专 业 技 术 协 会 和 涉 农 企 业 等。
韩俊等［９］认为，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是 增 强 农 业 整 体 竞 争

力、提升产业水平、改 善 农 民 地 位 和 获 得 可 靠 收 入 的 必

要途径。显然，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是 推 动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的重要主体。
然而，西南民 族 贫 困 地 区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组 织 的

现状不容乐 观。以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为 例，就 其 分 布 而

言，２０１１年四川省共 有２０３　３０１个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而

凉山、甘孜和阿坝三州的农村专业合作社仅有２　５００个，
这一数量还不足四川省的２％，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分布

很不均衡。就 农 民 参 与 合 作 社 的 情 况 而 言，调 查 区 仅

有１２．０２％的农民参与了专业合作社，云南、贵州、四川

和重庆４省（市）的 参 与 率 分 别 为１２．９９％、１３．４０％、

１１．９６％和５．１７％。由此可见，西南民族贫困地 区 特 别

是重庆市的 农 民 参 与 率 过 低。显 然，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存 在 数 量 不 多 和 分 布 不 均、农 民

参与率不高等问题。

３　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农业技术推广影响因素

（１）需求 主 体 特 征 影 响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程 度。农 业

技术推广主 体 可 分 为 农 业 技 术 供 给 主 体 和 需 求 主 体，
其中需求主 体 有 涉 农 企 业、中 介 组 织 和 农 户。本 文 以

农民 调 查 为 基 础，因 此 需 求 主 体 仅 涉 及 农 户。李 波

等［１０］认为，年龄、文化程度等需求主体特征是影响农业

技术推广的重要因素。①农 业 技 术 推 广 程 度 与 需 求 主

体年龄呈负相关。这 是 因 为，需 求 主 体 的 年 龄 越 高，思

想越闭塞，对传统农业 技 术 的 依 赖 性 就 越 强，接 受 新 事

物的意愿就 越 低；而 年 轻 农 民 接 受 新 事 物 和 承 受 风 险

的能力越强，对农业新 技 术 的 需 求 就 越 强 烈；②农 业 技

术推广程度 与 需 求 主 体 的 文 化 程 度 呈 正 相 关，需 求 主

体的文化程度越高，思 想 越 开 放 且 学 习 能 力 越 强，就 越

易于接受科 技 成 果 并 将 其 应 用 到 实 际 中 去；需 求 主 体

的文化程度 越 低，就 越 不 愿 意 放 弃 传 统 的 农 业 生 产 技

术和习惯，学习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也就越低。从表１
的农户特征 概 况 可 知，西 南 民 族 贫 困 地 区 的 户 主 平 均

年龄为４５．５３岁，家 庭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为５．７４年。显

然，需求主体 的 高 年 龄 和 低 教 育 程 度 为 该 地 区 的 农 业

技术推广造成了障碍，影响了农技推广的宽度和深度。

（２）需求 内 容 多 样 化 增 加 了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的 任 务

量。农业技术 推 广 的 直 接 服 务 对 象 是 农 民，农 民 需 求

决定了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的 内 容。农 民 的 需 求 内 容 越 复

杂，农业技术 推 广 的 任 务 量 就 越 大。西 南 民 族 贫 困 地

区地跨我国一、二、三 级 阶 梯，地 形 地 貌 复 杂 多 样，气 候

条件差异大，农业产业 内 部 结 构 差 异 较 大，不 同 地 区 对

良种的种类 需 求 呈 现 多 样 化 特 征。就 抽 样 调 查 来 看，
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农户 对 作 物 良 种 的 需 求 涵 盖 了 粮 食

作物、经济作 物、果 类 作 物 和 药 用 作 物 等，对 畜 禽 良 种

的需求也多种多样。需 求 内 容 的 多 样 化 还 表 现 在 贫 困

农户对农业科技知 识 的 迫 切 需 求。贫 困 农 户 大 多 认 同

科技知识对 家 庭 生 产 和 生 活 所 产 生 的 积 极 作 用，就 抽

样调查结果显示，有６１．４１％的农户认为农业科技知识

对家庭增收有所帮 助。而 贫 困 农 户 对 市 场 信 息 的 需 求

也较为 强 烈。在 接 受 调 查 的１　７３９户 农 户 中，有１　２２２
户表示不 能 及 时 获 得 与 家 庭 主 要 产 业 相 关 的 市 场 信

息，比重超过７０％。而充分、及时的市场信息直接关系

到农户合理 安 排 种 植 和 养 殖 计 划，并 进 一 步 影 响 农 民

收入。
由此可见，西 南 民 族 贫 困 地 区 对 于 农 业 科 技 的 需

求不仅包括 各 类 作 物 与 畜 禽 良 种，还 包 括 农 业 科 技 知

识及农产品市场信 息。较 之 经 济 水 平 相 对 发 达 的 其 它

农村地区，西 南 民 族 贫 困 地 区 的 农 业 科 技 推 广 任 务 更

为繁重和复杂。
（３）需 求 渠 道 单 一 加 大 了 农 业 科 技 的 推 广 难 度。

农业科技推广途径是影 响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效 率 的 主 要 因

素，不同的农 业 科 技 推 广 方 式 对 农 民 接 受 和 采 用 农 业

新技术的效 果 不 同，越 是 与 农 业 科 技 成 果 相 关 且 大 范

围被农民接 受 的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途 径，就 越 能 发 挥 农 业

科技推广效 果。农 户 的 需 求 渠 道 越 畅 通，越 有 利 于 农

业新知识与 新 技 术 的 传 播 与 推 广。目 前，我 国 农 村 农

业科技推广 的 途 径 主 要 有 基 层 农 业 科 技 推 广 机 构、农

业科研院所、高 校、广 播 电 视 等 媒 体，亲 友 邻 居 等 社 会

团体以及商业组织。而 根 据 对 西 南 民 族 贫 困 地 区 农 业

科技推广现状的调查，农 民 在 接 受 农 产 品 新 品 种 信 息、
农产品市场 信 息 和 农 业 科 技 知 识 方 面，依 靠 亲 友 邻 居

推荐的比 例 分 别 为４１．５３％、５０．００％和４９．５１％，而 对

其它农业科技推广渠道的需求却不足半数。
虽然通过亲友邻居的推荐可以使农民以最低廉的

成本获取最 可 信 的 农 业 新 技 术，并 能 够 了 解 和 预 知 市

场销路等相 关 农 产 品 市 场 信 息，但 相 较 于 其 它 农 业 科

技推广方式，亲 友 邻 居 推 荐 方 式 缺 乏 专 业 农 技 人 员 在

技术和市场 上 的 指 导，缺 少 农 技 机 构 在 传 播 力 度 上 的

支持，使得农 业 科 技 推 广 的 范 围 十 分 有 限。贫 困 农 户

对农业科技 推 广 渠 道 需 求 的 单 一 性，限 制 了 农 业 技 术

推广的范围，加大了农业科技的推广难度。

４　建议

本文以实地 调 研 为 基 础，深 入 分 析 了 西 南 民 族 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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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地区 的 农 业 科 技 推 广 现 状 及 其 影 响 因 素。本 文 认

为，可以从以 下 几 个 方 面 改 善 西 南 民 族 贫 困 地 区 的 农

业科技现状。
（１）改善需求主 体 教 育 现 状，减 少 农 业 科 技 推 广 阻

力。西南民族贫困地 区 农 户 接 受 技 能 培 训 的 普 及 率 偏

低，对农业科技的需求 途 径 单 一，且 农 户 受 教 育 程 度 偏

低，这些都给该地区 的 农 业 科 技 推 广 增 加 了 不 小 难 度。
作为最基本 的 农 业 生 产 单 位，农 民 自 身 科 技 文 化 素 养

的提升是减 少 农 业 科 技 推 广 阻 力、促 进 农 业 科 技 新 品

种、新技术普及与传 播 的 根 本 途 径。因 此，扶 贫 项 目 应

该兼顾对人 力 资 本 的 投 资，各 级 政 府 和 相 关 部 门 应 大

力改善民族 贫 困 地 区 的 教 育 现 状。具 体 而 言：①普 及

学前教育，提升九年义 务 教 育 水 平，进 一 步 提 升 高 中 教

育普及水平；②加强对 农 户 实 用 技 术 和 技 能 的 培 训；③
加快广播电视等多媒体信息技术进入贫困村的进程。

（２）推进基层农 业 科 技 推 广 机 构 改 革，拓 宽 农 业 科

技推广途径。西南民 族 贫 困 地 区 的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主 要

依靠亲友邻 居，这 除 了 与 农 民 的 需 求 渠 道 单 一 有 关 以

外，还与基础农技推 广 机 构 的 公 共 服 务 职 能 缺 位 有 关。
因此，在改善需求主体 教 育 现 状 的 基 础 上，还 应 推 进 基

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 改 革，明 确 其 公 益 性 职 能，结 合 民

族地区的自然、社会特 征，推 出 适 合 民 族 地 区 的 农 技 推

广方式，拓宽农技推广路径。
（３）加快发展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组 织，推 动 农 业 科 技

推广不断深化。西南 民 族 贫 困 地 区 的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且 存 在 诸 多 不 足，使 得 这 些 组 织

的社会化服 务 功 能 得 不 到 有 效 改 善。因 此，应 全 面 加

强社会化服 务 体 系 建 设，推 广 先 进 适 用 技 术 的 普 及 与

应用，使得农业科技推广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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