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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nicip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and is the leading force of local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However, the poor conditions of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equip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se-
riously restri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 of municip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project support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of Municip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ject 
operation, project cycle law and project planning based on 12 years of project practice in Zhuzhou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433” guidelin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demonstra-
tion and promotion and innovation capacity were first put forwar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
thod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 
work and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project application. It is meaningful for establishing the 
project support platform under the new situation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ject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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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是我国农业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地农业科技支撑的主导力量。但科技装

备条件差、科研力量薄弱、课题来源和经费渠道少等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生存

和发展。本文以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十二年来的项目工作实践，阐述了项目支撑在地市级农业科研院

所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分析了项目运作思路、项目运行周期律和项目策划攻略。首次提出

了科技研发、示范推广和创新能力建设三类项目的“433”操作准则。研究和探讨了实现项目工作可持

续发展和提高申报成功率的方法、对策与建议，对新形势下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如何建立项目支撑平台，

加强项目申报与管理，更多地争取各级项目支持，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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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科技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在 1982 年至 1986
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做出具体部署。进

入新世纪后，2004 年至 2017 年又连续 14 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

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实践证明，通过加强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不断

提高科技在农业增产增收中的贡献率，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根本措施。200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

次明确提出了农业科技创新的要求，随后，2012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农业科技创新摆在了突出位置，对

推进我国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最大的政策支撑。 
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是在 1957 年中国农科院成立以后相继创办的，是我国农业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技术推广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全国现有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 649 个，

其中涉及种植业的单位有 326 个，在体制隶属上大部分属地方政府。据统计，我国解放以后至二十一世

纪初育成的 6000 多个农作物品种中，由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选育的占 60%~70%，在农作物新品种、适

用技术研究与推广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但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和农

业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体制、运行机制、以及面临的发展环境都发生了重

大变化[2]，原来的那种单一的、计划式管理格局已成为历史，找“米”下“锅”成为新常态。特别是事

业费拨付和项目立项方式的改革，打破了科研工作的“大锅饭”，争强了科技人员的竞争意识[3]。尽管

2004 年以来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农业科研的投入，项目经费大量增加，但由于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科

技装备条件差、科研力量薄弱、科技成果的质量和数量偏低等种种原因，真正落实到基层科研院所头上

的资金量很小，尤其对于基层农业科研单位来说，争取资金就更是难上加难。以致项目(课题)来源和经费

渠道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对农业科技

公益性地位的认识不够统一，对农业科研机构的功能定位不够明确，加上有关配套的政策措施不够完善，

也直接影响了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4]。目前，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大至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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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其中：1/4 的院所科技工作实现了可持续发展，1/2 的院所科技工作仅能维持但难以发展，1/4 的院

所基本处于瘫痪状态[5]。因此，在新常态下，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如何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以

科研促开发，以开发求发展”的良性循环，是不可回避而又必须解决的难题。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自

2005 年以来，通过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将国家科技政策优势充分转化为自身发展机遇，以项目为载体大

幅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和“三农”服务能力，走出了一条项目强所之路。现将株洲市农业

科学研究所的项目运作特色、项目支撑成效及项目管理经验总结分析如下，供同行借鉴与参考。 

2. 项目支撑情况及运作分析  

2.1. 项目背景与决策分析 

2.1.1. 财政支持基本情况 
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建制于 1962 年，2015 年底之前一直是差额事业单位。现有职工 99 人，其中

在职人员 62 人。据统计，在 2007~2015 年的 9 年间，市级财政年均拨付事业经费为 281.18 万元，而实

际开支年均达 828.84 万元，拨付的事业费仅为实际需求的 34.92%。而 2007 年之前，年均事业费在 40~60
万元之间变化，科技经费非常缺乏。为此，所领导的主要精力是确保职工工资发放和科研事业的正常运

转，经济工作摆在了首要位置，先后成立了株洲耀华房地产有限公司、五星花卉公司、长江北路加油站、

株洲亚邦种业有限公司等一批实体经济企业，通过创收来弥补事业经费的不足，在“差额”时代发挥了

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对科研条件的改善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仍然存在较大的局限。 
株洲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市。株洲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工作，尽

管公共财政十分有限，但对农业科技投入的比重在不断增强。由图 1 可以看出，在 2007~2016 年的十年

间，市财政收入增长 362.72%，而市农科所科研事业经费增长了 1251.90%，农业科研事业经费的增长速

度是市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 3.45 倍。特别是自 2012 年中央 1 号文件强调农业科技创地位以来的 5 年中，

财政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农业科研事业经费的增长速度达到了市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6.33倍。在2016
年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株洲市委市政府将市农科所确定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实现了全额拨款，解决

了“温饱”问题，解除了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为株洲农业科技的创新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Figure 1. Growth of Zhuzhou government receipts and funds of municip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 2007~2016 
图 1. 2007~2016 年株洲市财政收入增长与市农科所事业经费增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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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国家政策背景 
长期以来，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大部分是差额事业单位，因此，科技装备条件都比较差。计划经济

时代是按研究课题计划拨付科研经费，1992 年党的十四大以后基本上是以项目形式争取资金，科研经费

极少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的。2004 年中共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围绕增强我国农业科技的创新能力、

储备能力和转化能力，改革农业科技体制，较大幅度地增加预算内农业科研投入。继续安排引进国外先

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资金。增加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支持已有科研成果的中试和大面积示范推广。”

其中，“较大幅度地增加预算内农业科研投入、增加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支持已有科研成果的中试

和大面积示范推广”等关键词，预示着国家在农业科研和成果转化方面将有大批的专项资金出台，意味

着农业科技创新与科技项目工作的春天即将到来，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兴奋不已！ 

2.1.3. 项目工作决策 
不难看出，“大力支撑农业科研投入和成果转化”的国家政策给“科研资金高度紧缺”的地市级

农业科研院所带来了巨大的生机与想象空间，但因各类资金都是以竞争方式的项目形式下达，又使竞

争力弱小的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充满了困惑与无奈。正是在这样的双重背景下，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

所敏锐的看到了项目工作的发展机遇，决定成立项目工作办公室，挑选精干力量专业从事科技项目策

划与申报工作。事实证明，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项目工作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通过十二年来的项

目建设，不仅有效解决了课题来源不足和科研经费少等问题，而且大幅提升了科技装备条件，建立了

多个科技发展平台，引进了大批科技人才，丰富和发展了优势学科，实现了科技和经济的可持续健康

发展。 

2.2. 项目运作思路及着力点分析 

2.2.1. 按行业分类的项目支持情况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 2005~2016 年期间，对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项目支持最大的是财政系统，十

二年间项目资金额和申报成功率均居第一位，分别为 2445 万元和 73.08%；其次是农业系统，项目资金

额和申报成功率均居第二位，分别为 1869 万元和 48.65%。发改委系统的单个项目资金量大，但申报成

功率很低。科技系统的立项成功率仅高于发改委系统，资金量仅高于人事系统，据了解这一情况具有代

表性，说明科技系统对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项目支持力度有待加强。人事系统项目基本为引智项目，

虽然项目资金量少，但对提升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社会地位具有较好的作用。由此可见，在项目运作

思路上，一是要紧紧抓住财政系统和农业系统对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项目支持，建立项目信息通道，

做好项目包装策划；二是要根据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资源禀赋，紧扣科研与成果特色来策划和申报项

目，特别是要重点了解科技部和省科技厅项目的特点，着力提高项目申报成功率；三是不能盲目求大，

很多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对几万元的小项目不感兴趣，而大项目又缺条件，高不从低不就，导致难以获

得项目支持。 

2.2.2. 按申报部门分类的项目支持情况 
由表 2 可知，在 2005~2016 年期间，对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项目支持最大的部门是国家财政部，

十二年间项目支持达 2240 万元；其次是省农委、国家发改委和农业部，项目支持分别为 1161 万元、800
万元和 660 万元。立项最多的部门是省农委，十二年间立项达 26 项，平均每年支持两项以上。项目申报

成功率最高的部门是市农委和市财政局，均达到 100%；其次是省财政厅、财政部、市科技局，均达到

50%以上。因此，在项目运作思路上，要重点跟踪财政部、农业部、省农委等部门的项目，同时也要高

度重视并积极争取科技部、省财政厅、省科技厅、以及本市相关部门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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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ist of project application classified by industry and project support 
表 1. 按行业分类的项目申报与立项支持情况表 

管理系统 申报项目数(个) 立项数(个) 申报成功率% 项目资金(万元) 

农业系统 74 36 48.65% 1869 

科技系统 65 18 27.69% 295 

财政系统 26 19 73.08% 2445 

发改系统 21 5 23.81% 870 

人事系统 25 8 32.00% 23.5 

合计 211 86  5502.5 

 
Table 2. List of project application classified by department and project support 
表 2. 按申报部门分类的项目申报与立项支持情况表 

立项部门 项目资金(元) 申报项目数(个) 立项数(个) 申报成功率% 

财政部 2240 12 8 66.67 

省农业厅 1161 54 26 48.15 

国家发改委 800 5 1 20.00 

农业部 660 16 6 37.50 

市科技局 170 17 9 52.94 

省财政厅 158 10 7 70.00 

科技部 65 9 2 22.22 

省科技厅 60 39 7 17.95 

市发改委 55 10 3 30.00 

市农业局 48 4 4 100.00 

市财政局 47 4 4 100.00 

省人事厅 20.5 22 7 31.82 

省发改委 15 6 1 16.67 

市人事局 3 3 1 33.33 

合计 5502.5 211 86 40.76 

2.2.3. 按国家、省、市三级项目分类的项目支持情况 
2005~2016 年期间，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累计争取国家部委项目 17 个，申报成功率为 40.48%；获

项目资金 3765 万元，占项目总资金的 68.42%。累计争取省厅级立项 48 个，申报成功率为 36.64%；获项

目资金 1414.5 万元，占项目总资金的 25.71%。累计争取市级项目 21 个，申报成功率达 55.26%，但资金

量较小(详见表 3)。说明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项目工作的重点在于争取国家部委和省级项目的支持。笔者

认为，项目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级项目虽资金量较大，但条件要求高，竞争激烈；市级项目虽资

金量较小，但申报成功率较高；特别重要的是申报上级项目都需要下一级相关部门的筛选和推荐。因此，

在项目运作思路上，要坚持从大局着眼，小处着手；从提高“三农”服务能力着眼，提高科技创新和成

果转化能力着手；从提高项目管理能力着眼，建立项目关系资源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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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按项目申报方式分类的项目支持情况 
鉴于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科技人才和科技装备条件较弱，高科技含量的成果偏少等情况，对国家部委

项目的申报，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努力实践了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等联合申报或协作申报

的方式，提高了项目竞争力和申报成功率。由表 4 可知，在国家部委立项的 17 个项目中，产学研合作申报

立项的有 5 个，占国家部委立项数的 29%；争取项目资金达 2135 万元，占 2005~2016 年期间项目资金量

的 38.8%。显而易见，产学研合作项目申报对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争取国家项目资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3. 项目运行轨迹及周期律分析 

2.3.1. 项目运行轨迹 
2005~2016 年期间，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项目申报工作力度一直保持在高位运行，平均每年申

报量在 17 个以上，其中申报 20 个项目以上的有 5 年，申报 10 个项目以上的有 9 年。年均立项数达 7 个

以上，其中立项最多的年份是 2011 年，其次是 2014 年和 2016 年。由图 2 可以看出，红色和蓝色两条曲

线的趋势一致，说明项目申报力度越大，立项数就越多，充分体现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在获得的项目资金方面，年均达 458.54 万元，其中 500 万元以上的有 5 年。为了更加真实的反映项

目支持对科研单位的支撑作用，图 1 中的项目资金曲线采用的是项目有效资金指标，即扣除了分配给项

目合作申报单位的资金额。获得有效项目资金最多的是 2008 年，其次是 2015 年、2007 年、2014 年。 

2.3.2. 项目运作周期律 
由图 3 可以看出，2005~2016 年项目申报成功率曲线具有典型的波浪式发展特点，呈现明显的周期

性，其中 2006~2007 年、2008~2011 年、2012~2016 年均为升浪段，低位拐点年出现在 2006 年、2008 年

和 2012 年。2006 年低点出现的原因，主要是 2005 年农业部“高产优质多抗早稻新品种株两优 02 技术

集成与示范”项目实施工作量大，加之项目工作刚刚启动，人手不够，且缺乏项目管理经验。2008 年低

点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国家发改委生物育种高技术产业化专项(2007 年立项)和世界银行农业科技创新基

金项目(2008 年上半年立项)的实施工作量大，笔者作为项目办负责人，兼任了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副组长

和世行项目实施的总指挥，主要精力放在了项目实施的管理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年后续项目的申报

质量。2012 年低点出现的原因，主要是项目团队核心成员被安排到中国农科院成果转化局挂职，项目申 
 
Table 3.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levels of project declaration and project support 
表 3. 国家、省、市三级项目申报与立项支持情况表 

项目 项目资金(万元) 申报项目数(个) 立项数(个) 申报成功率 资金比例 

国家部委 3765 42 17 40.48% 68.42% 

省厅级 1414.5 131 48 36.64% 25.71% 

市局级 323 38 21 55.26% 5.87% 

合计 5502.5 211 86   

 
Table 4. List of project classified by application and project support 
表 4. 按项目申报方式分类的立项支持情况表 

申报方式 立项数(个) 项目资金(万元) 占国家部委立项数的比例% 占项目总资金量的比例% 

合作申报 5 2135 0.29 38.80 

独立申报 81 3367.5 0.71 61.20 

合计 86 5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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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2005~2016 Project reporting, project and project effective funds to run the track map 
图 2. 2005~2016 年项目申报、立项及项目有效资金运行轨迹图 

 

 
Figure 3. 2005~2016 Project success rate 
图 3. 2005~2016 年项目申报成功率曲线图 

 

报工作力量减弱，申报材料质量有所下降。由此可见，项目申报成功率曲线低点年份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重点项目的实施任务大，从而削弱了项目申报的质量所致。也就是说，人力资源投入是项目申报工作成

败的重要关键之一。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项目工作采取的是专人管理、集中申报、分课题实施的措施，

但对于重要或大型项目则采用全所统一组织管理、项目办主要参与的方式，虽然提高了项目实施的质量，

但也因此降低了项目申报质量。对于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来所，由于人才的紧缺，项目运作周期律是客

观存在的，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在于加强项目人才的培养。 

2.4. 项目设计及策划攻略 

由于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主要职能是进行适用技术研究，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引进及示范推广，

以及“三农”技术服务，因此，项目包装策划的重点是科技研发与示范推广(成果转化)类项目。同时，通

过创新能力类(基础条件、研发平台及人才)项目申报，提高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条件和社会服

务水平，也是十分必要的。由表 5 可以看出，2005~2016 年期间，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申报的各类项

目中，科技研发类项目最多，达 92 个，占 43.6%；其次是示范推广类项目，占 29.38%；基础条件类、科

技平台类和人才类项目共 57项，占总量的 27.01%。从立项情况分析，科技研发类立项数达 35个，占 40.7%；

示范推广类立项次之，占 32.56%；创新能力类(基础条件、研发平台及人才)获批项目占立项总数的 26.74% 
(详见表 6)。笔者研究认为，在项目包装策划中，科技研发、示范推广(成果转化)和创新能力建设三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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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2005~2016 Declaration of project classification 
表 5. 2005~2016 年申报项目分类情况表 

项目类别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合计 项目权重% 

科技研发 6 70 16 92 43.60 

示范推广 17 31 14 62 29.38 

基础条件 11 13 3 27 12.80 

平台 6 17 2 25 11.85 

人才 2 0 3 5 2.37 

合计 42 131 38 211  

 
Table 6. List of approved projects in 2005~2016 
表 6. 2005~2016 年获批项目分类情况表 

项目类别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合计 项目权重% 

科技研发 3 24 8 35 40.70 

示范推广 7 13 8 28 32.56 

基础条件 4 3 1 8 9.30 

平台 3 8 2 13 15.12 

人才 0 0 2 2 2.33 

合计 17 48 21 86  

 

目适宜的比例应为 4:3:3，才能更好地支撑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2.5. 项目工作感悟及经验教训 

2.5.1. 思路决定出路 
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项目工作实践经验表明，要实现项目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好五个

关键问题：一是要提高对项目工作的认识，解决“要不要做”的问题，领导重视是首要关键；二是要有

项目管理机构和人才，解决“谁来做”的问题，否则项目工作难有大的作为；三是要加强科研工作，争

取多出成果，不断挖掘和拓展项目题材，包装策划好项目，建立项目库，解决“报什么”的问题，否则

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要建立项目信息渠道，融洽与各级项目管理部门的关系，解决“怎么报”的

问题，以不断提高项目申报的成功率；五是要高度重视项目实施管理，解决“项目验收”的问题，有利

于争取更大的项目支持。 

2.5.2. 细节决定成败 
做好项目工作，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需要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写作能力和较宽的知识面，

需要较强的关系处理能力。特别是提高项目申报质量需要反复提炼项目材料，既费时费力，又枯燥无味，

默默无闻，需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才能做好这一工作。如 2007 年申报成功的国家发改委生物育种

高技术产业化专项，历时一年半，请省内外专家咨询达 20 多人次，申报材料修改达 48 稿，成为湖南省

发改委后续项目申报的范本。项目验收工作同等重要，如在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农业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的

验收中，验收报告的编制历时 3 个月，验收材料达 6 册，附件材料详实，图文并茂，受到验收组和世行

官员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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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机制决定活力 
虽然项目包装质量、项目成果的科技含量、项目要求及条件等因素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项目申报成功

率，但就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项目工作而言，人力资源的投入仍是第一位的影响要素。因此，加强项目

人才的培养是做好项目工作的关键之一。另一方面，从事项目工作是一个苦差事，没有大量辛勤的付出是

难有成就的，正因为如此，建立项目激励机制显得十分必要。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采取的是以精神奖励

为主，尽管在 2008 年修订了科研管理办法，制定了项目工作奖励措施，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且至今没

有出台有效的项目激励机制。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项目人才的培养和稳定，不利于项目工作的更大发展。 

3. 项目建设成效及创新能力分析 

3.1. 大幅提升了科研与成果转化基础条件 

一是大幅提升了科技装备条件。先后建成科研育种基地 171 亩，南繁基地 60 亩，稻瘟病抗鉴定基地

30 亩，网室 800 平方米，低温处理池 100 平方米；玻璃温室 600 平立米，智能温室 760 平方米，国产温

室 8000 平方米，钢架塑料大棚 6000 平方米；组培室 360 平方米，实验室 500 平方米；购置科研仪器设

备 268 台(套)。在建项目有：投资 130 万元新建智能温室 3328 平方米，投资 30 万元维修改造温室 2800
方米(增加智能控制系统)，投资 7 万元更新改造低温冷水池 100 平方米，投资 102.32 万元采购科研仪器

设备 32 台(套)，投资 98.48 万元采购农机设备 31 台(套)。 
二是大幅提升了成果转化条件。先后建成两系水稻不育系繁殖基地 800 亩，杂交水稻制种基地 4000

亩，优质稻生产基地 5000 亩；种子检验室 300 平方米，低温种子仓库 270 平方米，常温种子仓库 1100
平方米，种子晒坪 1000 平方米；农民技术培训中心 300 平方米。在建项目有：投资 16.07 万元更新低温

冷库制冷设备，将库温由原来的 15℃~17℃降低到 6℃~10℃；投资 10.42 万元采购种子加工设备 4 台(套)。 

3.2. 丰富和发展了优势学科、夯实了科技平台、拓展了合作创新 

科研环境和条件的大幅改善，极大地激发了科技人员的创新创业热情。先后引进博士和研究生 10 多

人，新增了生物技术研究室、植保土肥研究室、果茶研究室和农产品加工研究室，启动了野生稻资源开

发、重金属治理、纳米技术应用、葡萄深加工、香水百合育种及种球国产化等学科研究。以项目为载体，

建立了国家农作物新品种区域试验站、国家农业科学试验站、国家现代农业水稻产业技术体系株洲综合

试验站、国家水稻原原种扩繁基地、多用途名贵花卉湖南省工程实验室、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水稻湘中区域试验站、中南葡萄研究示范中心、院地合作(中国农科院与株洲市人民政府的农业科技战略

合作)等科技创新与发展平台。与湖南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名贵花卉分子育种与种质创新研究所”，与

湖南农业大学合作开展了茶陵野生稻分子生物育种，与中国水稻研究所、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科学研究所、江西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校)开展了合作创新。同时，与亚华种业科学

研究院、海南海陵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多个单位合作开展了成果转化。一个基层农业科研单位，通

过有效的整合社会资源，弥补了自身发展的短板，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能力得到快速提升，使科研与项

目工作步入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3.3. 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实现了多出成果、出好成果的目标 

自 2005 年实施项目带动工作以来的 12 年间，选育农作物新品种 42 个，是项目工作之前 27 年

(1978~2004 年)选育品种总和的 1.4 倍。其中：国家级审定品种增加了 4 倍，省级审定品种增加了 3 倍(详
见图 4)。获发明专利 3 项，填补了专利空白。获科技成果奖 16 项，其中：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中

华农业科技奖二等奖 1 项，在湖南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中尚属首次。与项目工作前 12 年相比(199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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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omparison of crop varieties before and after project operation in 
1978~2016 
图 4. 1978~2016 年期间项目运作前后农作物审定品种对比图 

 

 
Figure 5. Comparison of the main winning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project 
operation in 1993~2016 
图 5. 1993~2016 年期间项目运作前后主要获奖成果对比图 

 

年)，省级成果增加了 20%，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增加了 150% (详见图 5)。发表论文 130 余篇，其中：SCI
期刊论文 7 篇。科研成果的不断涌现和科技含量的提高，既是项目申报工作新的动力之源，也是“三农”
服务的重要抓手。据统计，十二年来，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以项目为载体，累计组织举办各类农民技

术培训班 100 多期，培训职业农民近万人，示范推广水稻、蔬菜新品种、新技术 25 个，累计推广面积达

9000 多万亩，创社会经济效益 30 亿元左右，为株洲及湖南等地的农业产业升级和农民增产增收做出了

重要贡献。 

4. 做好项目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4.1. 精准把握项目运作思路和重点 

4.1.1. 精准把握项目申报决策与质量 
项目竞争无异于没有消烟的战场，必须事先做好项目包装策划、建立好项目库，提高项目快速反应

能力。同时，要及时收集和分析项目信息，正确判断申报的可行性和成功率，对条件缺乏且没有补偿要

素的项目不必申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损失。另一方面，对申报的项目材料一定要

做到精益求精，努力提高申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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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精准把握项目运作的主要思路 
一是不能盲目求大，很多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对几万元的小项目不感兴趣，而大项目又缺条件，高

不从低不就，导致难以获得项目支持；二是要根据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资源禀赋，紧扣科研与成果特

色来策划和申报项目；三是对国家或省级层面的大型项目，建议采取产学研合作申报方式，以提高项目

竞争力和申报成功率。 

4.1.3. 精准把握项目运作的重点方向 
主要是紧紧抓住财政系统和农业系统对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项目支持，其中：重点跟踪财政部、

农业部、省农委、以及科技部等部门的项目。同时，要高度重视并积极争取省财政厅、省科技厅、以及

本市相关部门的项目，争取多渠道项目支持。 

4.1.4. 精准把握项目策划的重点内容 
在突出科技研发项目的同时，高度重视示范推广和创新能力类项目，根据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

项目实践情况，科研、示范推广(成果转化)、及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的贮备与申报比例以 4:3:3 为宜，这样

可能更有利于支撑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可持续发展。 

4.2. 提高项目运行效率的对策建议 

4.2.1. 成立项目申报与管理机构 
2004 年，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为强化项目工作，成立了项目工作办公室，明确一名所领导主管项

目。十二年来，项目工作人员稳定在 2~4 人。项目办主要职能：一是项目信息收集、分析和整理，提出

可行性方案供领导决策；二是结合单位项目申报资源情况，进行项目包装和策划；三是积极主动对接项

目申报管理部门，及时办理项目申报手续，跟踪项目申报进展；四是协助做好项目实施、检查汇报和项

目验收工作。 

4.2.2. 一把手要高度重视项目工作 
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将项目工作提高到“立所方针”和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位置，确保人、财、

物向项目工作倾斜。一把手亲自抓，不仅仅是停留在决策上，更重要的是亲自参与和组织重大项目的申

报与实施管理工作。 

4.2.3. 建立协同作战机制，形成项目工作合力 
由项目办提出项目主题和目标，一般项目由相关研究室拿出申报材料初稿，由项目办负责修改把关；

重要项目由学术委员会或项目办讨论提出可研提纲，请相关农业咨询公司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财务科

负责投资审核，由单位核心专家或聘请资深专家负责修改把关，项目办负责整理附件、校稿、装订及上

报，办公室负责项目考察、检查、验收的后勤保障工作。通过多部门协同作战，形成强大的项目工作合

力。 

4.2.4. 产学研合作拓展项目，多渠道建立项目资源 
一是整合项目资源开展项目申报，如 2007 年国家发改委的生物育种高技术产业化专项，株洲市农业

科学研究所积极主动与亚华种业科学研究院合作申报，在全国水稻类项目评审中获综合排名第一的好成

绩。二是创造项目资源或题材开展项目申报，如 2008 年与湖南农业大学合作启动了茶陵野生稻的分子生

物育种工作，并于 2012 年获农业部“948”项目支持。目前，该研究已选育出抗稻瘟病、抗寒、抗倒伏

的优良株系 20 多个，部分材料具有低隔吸收积累的特征，为后期生物技术育种项目申报创造了重要的项

目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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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实行项目储备制度，建立快速反应机制 
在项目申报工作中，有些项目是提前 1~2 个月发布指南的，而有些专项则信息滞后，往往没有充足

的时间去准备申报材料。为此，从 2007 年开始，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实行了项目储备制度，根据本单

位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科研成果情况，提前策划和包装项目，建立项目库，实现了项目申报的快速反应。

由图 2 可知，从 2008 年开始，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每年的项目申报量都在 12 个以上。 

4.2.6. 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强化项目实施管理 
实践表明，加强项目实施管理非常重要，不少单位重申报轻实施，既达不到项目提升能力、服务“三

农”的作用，更让自己的项目之路越走越窄。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对重点项目采取了成立专项实施领

导小组的措施，集中人才物力，加强组织领导，从而确保了项目实施质量。如农业部“948”项目、国家

发改委生物育种高技术产业化专项、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农业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等，由于加强了项目实施

的组织领导，项目实施工作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农业部、财政部、及省厅领导和世界银行官员的高度评

价，其中：农业部“948”项目在项目验收时被评为全国优秀项目。 

5. 结语 

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作为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典型代表，在各级项目的支撑下，走出了一条前景

光明的创新发展之路。通过按项目行业分类、申报部门分类、国家省市三级项目分类、申报方式分类的项

目支持情况的统计分析，探讨了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项目运作思路及着力点；通过对项目运行轨迹的研究，

阐述了项目申报力度与立项数的关系；通过对项目申报成功率曲线的分析，剖析了项目运行周期律的客观

性，以及人力资源投入和加强项目人才培养的重要性；通过对包装策划项目内容的结构与特征分析，提出

了科技研发、示范推广(成果转化)和创新能力建设三类项目的“433”操作准则。通过对项目工作前后农作

物新品种审定、获奖成果、专利、创新平台和优势学科建设的对比分析，说明了项目带动对提高地市级农

业科研院所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作用。随着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科技研发经费下拨和项

目立项方式的改革，打破了科研工作的“大锅饭”，找“米”下“锅”成为新常态。为此，地市级农业科

研院所强化项目工作势在必行。实现项目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关键，一是精准把握项目运作思路和重点，

提高项目申报质量和成功率；二是加强项目工作的组织领导，有效整合资源，提高项目运行效率。 

致  谢 

项目工作成就的取得，是广大项目工作者无私奉献与各级领导、专家大力支持的结果。笔者作为株

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项目负责人，此时此刻，要特别感谢袁隆平院士对株洲农业项目工作给予的关心

与支持。在一批重大项目申报中，亚华种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杨远柱研究员、湖南农业大学陈立云教授、

湖南农业大学洪亚辉教授等专家，给予了我们细心的指导和真诚的帮助。历任核心团队成员：程建强(高
级经济师，原所长、所党委书记，现株洲市政协工作)、漆本蛟(现任所长、所党委书记)、凌文彬(研究员，

副所长)、祝慧(第二任项目办主任，现湖南省农委工作)、刘武(农艺师，第三任项目办主任，现农业部种

植业司工作)、杨永红(高级农艺师，第四任项目办主任)、石天宝(研究员，水稻研究室主任)、宋志伟(高
级农艺师，蔬菜研究室主任)、郑思乡(研究员，园艺研究室主任)、谢中良(高级农艺师，良种繁育中心主

任)、李建湘(会计师，财务科长)等，为争资立项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项目实施工作中，全所干部职工积

极参与，密切配合，确保了项目工作的圆满完成，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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