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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业科研机构机制创新的思考
——以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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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农业科学院通过现代院所建设和实施科技创新工程，构建了符合农业产业特点和农业科技自

身规律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为国家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文章全面总结了中国农业

科学院机制创新的实践与成效，针对我国农业科研机构机制创新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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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发展离不开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机

制。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

靠科学技术。科技创新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根

本出路，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现代农

业建设的战略支撑[1]。而一个国家或地区高新技术

发展的程度，关键取决于有没有一套激发人的潜

能和创新活动开展的制度安排、制度环境和文化

氛围 [2]。改革开放以来，为促进科技与经济融合，

激发农业科技创新活力，提升农业科技对现代农

业发展的支撑能力，我国进行了多次农业科技体

制机制改革[3]，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革命性变化，

极大提高了农业科技水平和生产效率[4]。2020年我

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突破60%[5]。

新时期，国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

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对农业科技发展提出了新的需

求[6]。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农业科研机构

不仅需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

更应以未来视角审视当前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肩负起

历史赋予的重任。

中国农业科学院 （以下简称中国农科院） 作

为国家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一直注重通过机制

改革提高创新活力与效率。尤其是近年来的现代

院所建设和科技创新工程实施，为农科院进行机

制创新提供了重要抓手，工作成效显著。

1 中国农科院机制创新实践与成效

中国农科院作为国家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

一直注重通过机制改革提高创新活力与效率。

1. 1　构建研究所评价体系，激发院所创新活力

2012 年中国农科院开始现代院所建设，提出

“建成世界一流农业科研院所”的发展目标和“服

务产业重大科技需求、跃居世界农业科技高端”

的重大使命，构建了以量化指标为主的研究所综

合评价体系，从科研立项、科研产出、成果转化、

人才队伍、科研条件、协同创新和国际合作等七

个方面定量评价研究所的发展实力，从综合政务、

人事人才、财务和基本建设等十个方面定性评价

研究所的管理水平。每年对研究所进行全面评价，

激发了研究所的创新活力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主动性，带动了科研产出数量迅速增加。

1. 2　实施科技创新，构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模式

中国农科院于 2013年启动实施科技创新工程,
对农业科技体制机制进行系统再造。构建起包含

11 个学科集群、58 个学科领域和近 300 个重点方

向的“三级学科体系”，形成体系化的农业科技创

新方向。设置了由首席专家、科研骨干和科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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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组成的 300多支科研团队，建成一支符合现代农

业科技创新需求的、稳定的攻关队伍。部署院、

所、科研团队三级创新任务，确立聚焦国家战略

需求的任务体系，强化了基础性、前瞻性创新研

究布局和技术储备。以稳定投入支持科研团队长

期攻关，建立围绕重大问题联合攻关的协同创新

机制，实行目标导向的绩效管理机制，构建“院

为统领、所为基础、共建共管、法人治理”的管

理机制。以“六大机制”为核心，建立起崭新的

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模式，激发了院所发展动力和

科技创新活力。

1. 3　机制创新成效显著，推动全院高速发展

2012—2022 年中国农科院创新效率和创新水

平大幅提升。重大成果不断涌现，共获国家奖 63
项，获奖数量约占农业领域的 20%。科技论文量

质双升，在 Science/Nature/Cell 主刊发表论文共 38
篇，取得一系列重大理论突破。发明专利获中国

专利奖 56 项，占农业领域全国获奖总数近 70%。

推广了一大批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440余项

技术被农业农村部等部委纳入农业主推技术，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农作物基因

组学、农作物强杂交优势利用与新品种创制、绿

色超级稻培育、动物重大疫病流行机制与疫苗研

制等学科方向研究水平已走到世界前列。中国农

科院的现代院所建设与科技创新工程体制机制创

新，带动全院进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为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科技

支撑，也为国家现代院所改革和农业科技体制改

革提供了实践经验。

2 国家农业科研机构机制创新的重要意义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

环境错综复杂，农业需要继续为党和国家战胜各

种艰难险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发挥

“压舱石”的作用。同时，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确保经济循环畅通无

阻，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在新形势新需求背景

下，国家农业科研机构作为农业科技领域的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持续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发科技

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2. 1　推动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

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7]。国家农业科研机构作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突

破制约农业科技进步的障碍，进一步提高创新活

力和创新效率，为推动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

升贡献力量。

2. 2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支撑乡村全面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

点，对农业农村科技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赋予

了新的历史使命。国家农业科研机构需要通过体

制机制创新，引导研究所和科研人员围绕乡村振

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调整科技创新

方向，加强高水平科技成果供给，推动科技与农

业农村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科技

支撑。

2. 3　推动科技强国与农业强国建设

我国提出 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在 21
世纪中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国家发展对战略科

技支撑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国家

农业科研机构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引导研究

所和科研人员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面向影响制约

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农业科技问题，

紧抓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显著提升科

技创新的广度、深度、速度和精度[8]，实现农业实

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3 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3. 1　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不足

农业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重大突破的基

础和前沿研究储备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短缺，仅

有 10% 的农业技术处于国际领跑地位。应对重大

突发疫情等情况的应急技术超前部署和储备不够，

新兴交叉学科布局不全。

3. 2　经费投入结构不合理，公益性保障不够

农业科研经费投入总量显著低于发达国家 2%
以上的水平，在不同创新主体、产业、行业、区

域之间的投入不平衡，并存在分散、重复、低效

等问题[9]。稳定支持和竞争性投入不合理，稳定支

持经费只占投入总量的 20%~30%，远低于发达国

家的70%~80%，以竞争性经费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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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科技成果市场化能力不足

农业科技的产业导向不够明确，立项与产业

需求不匹配，创新链与产业链、供应链及价值链

没有有效衔接，具有创新性和竞争力的科技成果

偏少，成果市场化应用价值偏低，难以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难以为产业变革提供高水平科技

支撑[10]。

3. 4　评价激励机制不健全，创新主体能动性不强

农业科技创新评价导向过于数量化、标签化，

忽视科研成果对产业发展的实际贡献。成果转化

制度有待完善，科技创新技术的成果归属、价值

评估、产权交易等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可操作

依据。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执法强度、惩罚力

度不够，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受到影响。

4 国家农业科研机构加快机制创新的思考

当前，科技创新成为影响和改变全球竞争格

局的关键变量。我国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来把握

未来发展主动权。国家农业科研机构应自觉履行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担当，聚焦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

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通过体制机制创

新探索符合农业产业特点和农业科技自身规律的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管理创新促进科技创新，

努力发挥好科技创新“保供给、破要害、开新局”

的战略支撑作用[11]，为全面支撑乡村振兴、推动农

业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

4. 1　明确使命定位，凝练任务清单

国家农业科研机构要聚焦支撑乡村振兴和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任务和目标要求，从国家当

前急需和长远需求出发，在事关发展全局和国家

安全的基础核心领域，凝练使命清单。聚焦粮食

安全与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农产品优质安全与

营养健康、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动植物疫病防

控与生物安全、农业绿色发展、农业机械化智能

化、农业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创新、农业基础性

长期性工作、乡村振兴与区域发展等重大使命，

组织实施重点科研任务，加快科技攻关突破。

4. 2　争取稳定支持，动态调整力度

农业科技的基础性、长期性、风险性、公益

性等特点，决定了需要政府部门给予长期稳定支

持来解决农业科研长周期与科研项目短时限的矛

盾[12]。国家农业科研机构需要积极争取多方投入，

推进农业科技长周期持续攻关。争取到的科研经

费，要根据使命清单任务攻关需求，对基础研究、

技术创新和产品创制等不同任务给予差异化支持；

对履行国家使命的应急性任务如草地贪夜蛾防控、

非洲猪瘟防控等，进行兜底支持。根据任务进展、

目标成效和绩效考评情况动态调整经费，既保障

满足重大创新任务需求，又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4. 3　推行链式布局，加强创新转化

全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产业链供应链

深度融合。围绕重大问题，聚焦“产业链”，部署

“学科链”，完善“创新链”，同时配置“团队链”

“人才链”和“平台链”，以市场需求引导创新资

源有效配置，通过“产学研”模式保障科技创新

满足传统产业需求。围绕使命任务，完善理论研

究、技术创新、产品创制、技术工程化集成、成

果示范与转化的全链条创新布局，建立“三创一

体”的运行机制，通过“研学产”模式催生新兴

产业，制造新的市场需求。

4. 4　组织团队攻关，发挥协同效应

建立优化以科研团队为创新基本单元科研组

模式，优化团队人员年龄结构，形成战斗力强、

梯队合理、协同作战的“集团军”。团队内部围绕

使命职责全力进行科研攻关；团队之间围绕重大

科技问题，制定系统化攻关技术路线，寻求一体

化突破，解决分散创新、点式突破、科技成果无

法使用的困境。

4. 5　支撑乡村振兴，服务国家战略

乡村振兴是一项对乡村生态、社会、经济等

进行全面重构和优化升级的综合性、系统性工

程[13]，国家农业科研机构需要为乡村振兴提供全方

位、跨领域和综合性的科技支撑。农业科技需要

对标乡村振兴总体要求，按照当前急需、未来必

争的战略领域布局重点任务，实现保障粮食安全

的同时，发掘农业农村多重价值；提高传统农业

生产效率的同时，研发变革现有生产方式的颠覆

性技术；突破单项技术的同时，突出“上、中、

下”和“点、线、面”融合发展；增加科技理论、

技术与产品供给的同时，注重制度和政策的创设

研究。从各个角度增加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给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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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可控，支撑农业产业和区域农业的提质增效，

满足全面支撑乡村振兴的需要，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14]。

4. 6　重构评价体系，树立贡献导向

国家农业科研机构需要进行评价制度改革，

“破四唯”和“立新标”并举，树立以质量、绩

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全面准确反映成果

创新水平、转化应用绩效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

际贡献。在创新质量方面，从创新成果的先进性、

实用性和就绪度等方面进行评价。在创新绩效方

面，通过论文、专利、成果、人才和项目等指标

进行评价。在创新贡献方面，从学术贡献、产业

贡献和社会贡献等几方面进行评价。引导科研团

队既注重增加创新成果数量、提升创新成果质量，

更注重在履行使命职责、满足国家需求、促进产

业发展上做出实实在在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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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N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NATIONAL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Feng　Xiaoyun1，Dong　Zhaohui2※

(1.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ministr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2.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stitut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jects,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has built a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that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law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an provide pilot experience for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and 
mechanism. This research summarized the practice and effectiveness of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nd propose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in China.
Keywords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tional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mechanism in⁃
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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