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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y needs suppor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
vating team;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ng team has to adapt to the growing trend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The ten development trends are as follows: classification, industrialization, specializa-
tion, totalization, collectivization, ecologicalization, diversified sources of investment, medium orga- 
nization effect significant, products deep processing and value-added, farmers professional and 
the rural functional. On this basis, we construct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ng team must 
insist on these principles: industry priority, classifiabl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unctional di-
versity and investment multivariate. Therefore, fostering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ng 
team should achieve the target of promot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ways of fostering can be 
as follows: establishing stable discipline system and reasonable talent hierarchy; introducing re-
levant polices system, cultivating innovating team in many roads; intensifying leading personnel 
cultivation to strengthen innovating team competitive force; fostering excellent innovating team 
to expand social influence; accelerating platform construction pace to enhance the guarantee abil-
ity of team construction; letting evaluation system more perfect to arouse the team holistic enthu-
siasm; further compac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direction, intensifying the fostering of reserved tal-
ent echelon and reinfor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ng culture to build favourable academic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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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需要农业科技创新团队的支撑，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必须适应现代农业产业的发

展趋势。分类、产业化、特色化、综合化、合作化、生态化、投资主体多元化、中介服务组织作用凸现、

产品精深增值加工、农民职业化和农村功能化是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十大趋势；在此基础上，建设农业

科技创新团队必须坚持产业优先、分类发展、联合协作、功能多元、投资多元的原则。因此，农业科技

创新团队的培育应以促进产业发展为目标，建立稳定的学科体系，合理的人才层次结构；出台相应的政

策体系，多途径培育创新团队；强化领军人才的培养，增强创新团队竞争力；培育优秀的创新团队，努

力扩大社会影响力；加快平台建设的步伐，提高团队建设的保障力；进一步完善考评机制，调动团队整

体积极性；进一步凝练科研方向，强化后备梯队的培育；加强创新文化的建设，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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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

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创新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产业发展，所以创新必须服从产业的发

展；农业科研院所创新团队是提升区域产业科技创新水平的主体力量。作为农业科研院所，创新团队已

成为参与项目竞争和完成课题任务的主体力量。农业科技创新团队是以科技创新为目的开展科学研究，

在领军人才的带领和管理下而形成的优势互补、相互协作的创新群体。在实现自主创新、整合资源、构

建平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提升产业科技创新实力和竞争力的主力军。打造一批充满活力、又红

又专、能打硬仗的农业科研创新团队，对于突破科技攻关、形成重大科研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2. 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趋势 

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必须改变“生产观念和产品观念”的思维怪圈，确立从产业链的下游思考和判断

的思维方法，考虑消费者是否认可产品，怎样冲破现有的市场竞争，冲破原有竞争结构的代价有多大，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才队伍、财力、管理体制？如要事半功倍，则可借助原有市场强者的营销管理能力，

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实现原有市场强者竞争力增加，自身资源价值化，二者优势互补，产业健康发展。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发展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最大区别是产业发展方式以及农民增收方式，需要各地

因地制宜和开拓创新，需要实事求是，创新思维，尽显特色。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关键要实现“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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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经营农业”的观念转变。现代农业产业的基础是市场化，只有市场化后才能实现价值化，才能体现

其社会化。 

2.1. 现代农业产业的分类发展趋势 

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必须符合市场的价值取向，对不同区域、不同环境条件的农业分类，来满足不同

市场的价值需求。不同农业类型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各不相同。政府要对不同产业的发展

进行规划、引导和支持，利用政策引导和产业扶持来促进产业发展及成熟；利用给予产业补贴和提高产

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的长足发展。 

2.2. 现代农业的产业化发展趋势 

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取向是市场的需求与价值，若农民群体自由走向市场，其价值难以实现。所

以，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最大趋势是于市场和农民间构建一架产业化的桥梁。众多社会化环节按照特

定利益目的而构成的现代农业产业化设计、经营和管理即是农业产业化桥梁。在价值导向下，使用传统

农业的生产环节、经营能力、市场开拓、市场渠道以及品牌建设等产业价值要素组装产业化的桥梁。这

些要素，大多都超出了产业所在地的管理范围，桥梁能否长期良好运行，主要是看共同目的下各个环节

的利益能否公平分享。农业产业化设计的核心、地方区域农业走入市场实现价值的关键点即开发出独特

的产品和服务、众多产业环节利益公平。 

2.3. 现代农业产业的特色化发展趋势 

农业产业的特色化包括不同种类的基础和内容，如以地方区域资源条件为基础的“特产”；以区位

特点为基础的产业化发展特色；以技术特征为基础的专利产品和专利技术；以传统民俗、民间艺术、民

间技艺为基础的地方特色等。诸如此类的特色化产业发展类型都将为农民创收提供丰富而广阔的前景，

比如具有明显区域环境特征的江苏南通“四青”作物，以及具有鲜明地方产业发展特征的“通农三宝”

——狼山鸡、东串猪、海门山羊等，在未来的国内国际市场上这些产业都将具有独特的竞争力。 

2.4. 现代农业产业的综合化发展趋势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趋势是产业能力综合化，这是市场和产业富民的要求，同时也是农业转型发展

期的最大挑战。 
现代科学高效的种植和养殖能力是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具体要求，此外消费、资源、资本、产业、

科技和政策等市场因素也是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根据市场导向建立加工增值、交易增值的经营和管理

能力，在对市场成长周期、产品生命周期、企业生命周期和产业成长周期的研究中，选择产业与产品的

发展机遇和方向。 

2.5. 现代农业产业的经营合作化发展趋势 

产业发展的过程其实也是产业转移的过程。由于农业增长极限的抑制和市场能力的差异，高收入发

达地区的产业必须转移到相对落后的低收入地区。通过市场消费区与产品产地区之间的合作，保证出产

地产品销售的同时降低消费成本。同时由于合作利益的导向，将促进现代农业跨区域跨行业发展。通过

联合和合作，要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和资源配置最优化，关键是在资源的比较优势和市场价值最大化之

间，找到最合适的产业表现方式；针对合作的产业体系，对每个产业环节的利益分享，制定出公平合理

并能够抵御风险的产业运行机制。合作发展的基础是价值设计与机制运行设计，只有在价值导向明确，

运行机制清晰的情况下，合作才能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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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现代农业产业的生态化发展趋势 

现代农业产业的综合使命是保障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保护效益，生态产业化和生态价值化是

产业利益与生态利益间的结合点，有了价值化的结合点，生态保护就会成为产业的自觉行为。江苏南通

南起园坨角北至老坝港的海岸线全长 215.68 公里，沿海滩涂总面积 161.01 万亩，是我国沿海地区土地资

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如何合理地利用沿海滩涂资源，改良生态环境，种植适种植物、放牧畜禽和养殖

水产品，发展现代农业产业成为当前紧迫的生态农业课题。 

2.7. 现代农业产业的投资主体社会化发展趋势 

资本周转率低，流动资金压力大是农业企业的普遍问题，资本短缺压力突出。虽然政府对农业的投

入不断增长，但农业产业门类专项多，配套多，分类使用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投资不多；有些地

区虽然地方财政收入巨大，却没有合适的投入渠道。所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发展农业，是破解

资本瓶颈的主要方向。要尝试通过项目规划、资源与能力置换等方式集约国内外资本，开拓新的社会化

资本投入途径，发展以科技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后盾的产业快速集约发展方式。尝试村镇

银行试点，推动建立由农民和企业入股专门从事农业及其产业信贷服务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改善农村金

融环境，促进社会资金与农业产业的结合。形成多种形式的社会化投资主体和投资工具，必将大力推动

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 

2.8. 现代农业产业的中介服务组织作用凸现 

发展“订单农业”，必须有农民中介服务组织这一中间环节。农民合作服务组织、行业性合作服务

组织是围绕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经营的两类中介服务组织。农民合作服务组织包括农民专业协会、农民经

纪人协会等；行业性合作服务组织，包括行业性企业协会或企业和农民共同组成的协会。近年来，中介

服务组织发展较快，前景良好。但是，中介服务组织的能力还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需求，

“订单农业”实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和中介服务组织的能力欠缺有关。此外，龙头企业在行业自律、

行业协调、维护农户和企业的合法权益等方面，也需要行业性的中介服务组织。从长远来看，在现代农

业产业发展经营的过程中，中介服务组织的作用和地位毫不逊色于龙头企业，而有的中介服务组织本身

就是龙头企业。 

2.9. 现代农业产业的精深增值加工发展趋势 

农产品精深加工必将成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经营的支柱产业。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经营的本质就是农

产品产业链的延伸，链条延伸得越长，产业化的价值越高，而链条延伸之关键就是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

业。随着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加长，加工产业越做越大，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支柱。目前，南通农产

品的精深加工只占 10%~15%，发达国家的精深加工一般在 50%以上，发展的潜力和空间还很大。通过精

深加工、系列加工、高附加值的加工做大做强加工产业、拉动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和农民的产业化增收是

发展现代农业产业的必然趋势。 

2.10. 现代农业产业的农民职业化和农村功能化发展趋势 

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是产业化发展，在新的价值实现方式的指引下，传统农民群体将随着价值实现

方式的改变，出现职业化分工，借助产业桥梁最终完成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定位。农民职业化的有效途径

是提供一套“简单、有效、准确”的程序给农民。合格的职业化新型农民认识并接受市场价值，遵守产

业规范，拥有产业所要求的职业化技能，享有合理的产业收益，维护社会的正义和承担应尽的国民义务。



程玉静 等 
 

 
847 

农村功能化是实现产业支持和培育职业化农民的平台，实现农村功能化需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运行闭环：

需求决定市场，市场决定产业，产业决定经营，经营决定功能，功能决定形式。这既体现了市场规律对

人性的尊重，也揭示了产业设计与农村建设的本质。所以，功能化新农村和职业化新农民，既是发展现

代农业所必须关注的问题，也是发展农业产业必须依靠和塑造的力量。 

3. 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必须适应现代农业产业经营的发展 

现代农业产业经营的发展，依靠的是农业科技创新团队；换言之，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必须顺应

现代农业产业经营的发展需求。 

3.1. 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必须坚持分类发展的原则 

根据产业分类、学科类别分别组建相应的农业科技创新团队，适应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趋势，使特

定的创新团队与特定的产业、特定的学科相匹配，形成特色鲜明的创新团队。团队组建后，就要因队制

宜地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团队发展规划，在课题争取、发明创新、成果转化、产品设计、品牌建设等诸

多方面有所突破。切忌避免“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努力实现差异化、分类发展的目的。 

3.2. 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必须坚持联合协作的原则 

多学科的协同和融合，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单兵作战或者几个人的小团队已不适应当

前跨领域、跨学科的创新发展趋势，科技创新团队的重要性愈加突出[1]。秉承“优势互补+学科联合+团
队合作”的建设理念，支持团队与国内知名大学跨领域、跨学科强强联合，鼓励团队与国际科学研究中

心建立联合攻关项目，定期选派骨干成员出国深造，组建一批能够承担大课题、占有大平台、实现大联

合的科技创新团队；整合和共享科研优势资源，组建跨学科科研平台，并以此为契机，开展跨学科科学

研究，提升单位间协同创新能力，促进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一支运作高效、催生高等

级成果的创新研究群体；加强团队内部的技术、文化和制度等方面相互协同。 

3.3. 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必须坚持投资多元的原则 

农业科研公益性的特点，决定了政府是投资的主体；农业科研成果产出周期长的特点，又决定了仅

仅依靠政府的投资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资金在政府主导下，还必须广泛引进社

会资本，形成政府主导、多种社会力量参与的确多元投资局面。企业是支撑现代农业产业的中坚力量，

也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同时又是创新投资的重要力量，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资金的投入，企业应该是

当仁不让的。 

3.4. 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必须坚持功能多元的原则 

农业科技创新团队的核心任务虽然是创新研究，但随着产业的融合发展、学科的交叉发展，产品设

计、市场拓展、生态保护、产业延伸、文化创新等也应纳入创新团队建设内容的范畴。也即农业科技创

新团队除必须拥有创新研究的功能外，还必须具备产品能力、市场应变能力、生态保护能力、文化创新

能力、产业链延伸能力。 

3.5. 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必须坚持产业优先的原则 

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必须服从、服务于现代农业产业，否则就会成为无水之源。科技创新团队存在的

价值就在于通过研发成果的转化，促进产业规模的扩张与产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实现富民强国的最终目

的。只有产业发展有需求，市场有需求，消费者有需求，才有必要进行创新研究，进而才有必要建设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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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团队。所以，坚持产业优先是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的前提。 

4. 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的途径 

农业科技创新团队是以促进产业发展为目标，学科领军人物为核心，以科研骨干为主体，专业人才

和科研辅助人员相配套，优势互补、团结协作，稳定从事农业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研究、关

键技术攻关、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等紧密型创新研究的群体[2]。优秀的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应具备有领军

人才引领团队发展、研究方向明确、研究基础坚实、学术积淀深厚、有合理的团队成员梯队结构、团队

文化浓厚、科研平台条件良好等特征。 

4.1. 建立稳定的学科体系，合理的人才结构 

以现代农业产业为依托，建立稳定完善的学科体系是农业科技高水平创新团队建设的基础。完善的

学科体系能够有效地整合资源、拓宽领域、联合协作。通过学科调整、人才、资源整合，促进强优势学

科更强、潜力学科转强和相对较弱学科育强。凝练和强化优势学科的创新团队建设，对具有明确的学科

研究方向、良好的研究基础和创新能力与发展潜力的科研团队，在项目申报、人员配备、科研与试验条

件配置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如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玉米学科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拥有 2
名博士、3 名硕士，占全所将近半数的实验田数量和优越的科研条件；目前，该学科荣获了中华神农科

技奖、江苏省科学技术奖等多个奖项，育成了苏玉糯系列糯玉米品种，在鲜食玉米研究领域位于江苏省

乃至全国的前列。 
合理的人才结构是农业科技高水平创新团队建设的关键。一个有效的团队应由学科领军人物、研究

骨干和辅助人员组成的金字塔式人员结构；骨干成员的数量相对稳定，各团队成员在职称、专业和年龄

方面具有合理的结构；各团队成员在总体研究方向的基础上有各自的研究方向，具备优势互补、团结协

作和创新活力特征，能够通过协作承担重要项目[3]。 

4.2. 出台相应的政策体系，多途径培育团队 

制定出台相关办法政策，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创新团队大力支持，为创新团队在所属研究领域

做大、做深提供坚强后盾。通过出台实实在在的扶持措施，使创新团队培育和管理方面做到有章可循，

激励措施明确，管理措施到位。 
人才强则团队强，这可以称为是团队建设中的“铁律”[4]。有计划、有重点地培养和锻炼科研骨干，

使团队的高层次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人员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梯队层次结构

得到改善，骨干人才队伍得到充实，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得到提升。鼓励团队领军人才勇于承担国家级、

省级重大、较大的研究项目，鼓励青年科研人员申请自然基金、青年基金等竞争性项目；选派团队骨干

农业科研人员出国交流访问，加强学术交流及先进经验的学习；向创新团队提供一定的创新基金，用于

支持团队成员工作的开展；在团队成员配备上，积极为创新团队争取博士、硕士等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指

标，根据创新团队的需求单位内部在人才配备上予以协调安排；组织创新团队实施科技服务工作，使科

技创新团队成员和新进人才及时深刻地了解农业生产一线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提升对农

业现代化发展的支撑力度，提升团队的研究实力和竞争水平。 

4.3. 强化领军人才的培养，增强团队竞争力 

领军人才作为农业科技创新团队的领队航者，对创新团队的发展十分重要。领军人才往往是本行业

本领域的专家和内行，他们知识经验丰富，掌握本行业国内外最新前沿进展，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在

团队的科研产出中发挥重要的智力支持[4]。领军人才是科技创新工作的核心，重大科研成果往往是由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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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才的重要作用及在领军人在的带领人才取得的。打造一流创新团队必须加强对领军人才的培养。 
对领军人才的培养，一是要不断提高领军人才的自身素质。良好的业务素质、创新能力、较强的组

织协调能力和较高的道德素养是领军人才必备的自身素质。自身素质的提高要通过加强对本行业本领域

专业知识的勤奋学习、积极践行，加强对先进管理理念的学习和对团队运作的科学管理使团队高效运行，

加强自身道德素养修行，努力做到刻苦钻研、志存高远、淡泊名利、发扬优良学术风气，提升自身的人

格魅力。二是注重对领军人才的扶持。依托重大、重点、合作交流农业科研项目和科研平台建设的实施，

使领军人才得到锻炼成长；对领军人才申报的科研项目、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项目予以重点关

注积极管理，通过各方面支持促使其获得立项。三是将领军人才列入各项人才培养计划。优先支持其参

加“333 工程”、“226 工程”等省市人才培养计划和“国务院政府特贴”“突贡专家”“兴市功臣”等

荣誉称号，积极组织其参与到“百千万人才计划”、“国家特支计划”、“长江学者”等人才培养计划

中；鼓励其参与学术团体参加学术会议；不断地扩大领军人才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4.4. 培育优秀的创新团队，扩大社会影响力 

紧紧围绕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战略和学科建设规划，努力构建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对于构建的创新团

队，加强培育使之不断发展壮大，积极组织其参加优秀科技创新团队评选活动，争取创建优秀创新团队。

优秀创新团队的成功申报，不仅可以扩大创新团队的社会影响力，还可以为团队争取项目、资金、条件

建设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创新团队正是在项目、资金和建设的支持下获得更大的发展，从而使团队发

展获得长效机制，进入良性循环。本所玉米学科于 2013 年成功申报了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创新团队“优

质鲜食玉米品种与技术创新团队”，这也对玉米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4.5. 加快平台建设的步伐，提高团队的保障力 

良好的科研条件是农业科技高水平创新团队建设的保障。良好的科研条件是一个优秀的创新团队必

需的科研条件，对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的产出速度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5]。 
平台建设对创新团队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加快平台建设，如加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申报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种质资源库、创新改良中心、改良基地等，这将为创新团队的发展建

设提供强大的保障。在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创新团队无疑会成为政府扶持的重点、支撑现代农业的关键

点、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的集聚点、优秀人才培养的摇篮。本所玉米学科先后成功申报了国家级农作物

品种区试站建设、国家中小企业农产品深加工与育种技术创新服务平台、江苏省优质玉米工程技术中心、

江苏省玉米种质资源基因库、南通市作物重要基因资源发掘与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及南通市鲜食玉米公

共技术服务平台等平台，平台的建立，使玉米学科的合作领域更加宽广，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对农业

和农村经济的科技支撑作用更加有力。 

4.6. 进一步完善考评机制，调动整体积极性 

科学合理的科技创新团队绩效考评机制，是创新团队迸发活力的基点，可以充分调动团队创新的激

情，可以真实反映团队绩效考评情况，而且对创新团队建设具有导向作用[6]。科学合理的团对绩效考评

机制制定，需要充分考虑团队建设和个人发展间的关系，团队整体目标和年度目标间的关系，充分考虑

团队内部领军人物、技术骨干、青年科技人员和科研辅助人员不同内容、不同指标、不同形式的考核指

标，建立包括团队成果性指标、状态性指标和过程性指标在内的全效考评机制。除了量化的指标外，还

需要考虑到创新团队的组织协调能力、管理制度、执行能力、社会效益、人才效应、团队可持续发展潜

力等定性考核指标。在科学合理的团队绩效考评机制的激励下，团队建设就能蒸蒸日上，创新团队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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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团队成员充分调动个人潜能，实现自身价值促进团队进步，最终达到团队与团队成员间相互促进

协调发展[7]。 

4.7. 进一步凝练科研方向，强化后备梯队的培育 

进一步凝练科研方向，加强顶层设计，科学规划布局，重点支持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关键

共性技术问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新兴、边缘、交叉领域的团队研究；在选拔数量上，强调成熟一个，

发展一个，不搞一刀切，不搞凑合。建好后备梯队，大力培育后起之秀，确保每个农业科技创新团队拥

有 l0 名左右青年骨干成员，学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专业结构合理，并采取老专家带与教、分

工负责、学术交流、出国进修等综合措施，给青年人才交任务、压担子，不断提升后备人才科研创新能

力。 

4.8. 加强创新文化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 

创新文化是科技活动中产生的与整体价值准则相关的群体创新精神极其表现形式的总和，它是创新

团队的灵魂和精神源泉。加强创新文化建设，营造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对全面提高团队成员的素质和

团队整体创新能力提供强有力的保障[8]。大力提高创新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努力培养团队成员共同

的信仰和追求，打造团队意识。形成“创新、卓越、求是、严谨、协作”的科研作风，弘扬“勇于创新、

敢于创新、团结协作、奋力拼搏、不怕苦不怕累”的科研精神，发扬“求真务实、诚实守信、严谨自律”

的科研道德，树立崇高的科研情怀，形成淡泊名利、戒浮戒躁、潜心研究的科研意识，营造“学术民主、

尊重个性、百家争鸣、开放和谐、保障创新、宽容失败”的科研环境和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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