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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商品供需关系分析的方法 , 研究林业技术在研发 、 推广和应用 3个不同环节上主

体分离情况下的工作状况 。认为客观上存在着技术的供需关系及供需连接应遵循商品交换的

原则 , 强调由于不重视林业技术供需交换原则 , 引起①研发环节的盲目开发和有效技术供给

的不足;②在应用环节中推广资金循环中断 , 技术推动产业化低下 , 反过来又制约了技术需

求的增长;③推广环节激励错位 , 技术中介效率低下 。因此林业技术的商品属性不明确是引

起技术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并存的真正原因 。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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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的众多学者一直在强调坚持林业技术推广以政府为主导的习惯做法[ 1～ 4] , 其实在市场经

济的条件下 , 技术推广是以市场为背景 , 研发 、 推广和应用3个环节的综合过程。在市场经济的条件

下 , 林业技术应当是商品 , 技术推广过程首先是商品交换过程 , 要按商品交换原则来管理 , 否则技术

的推广就无法顺畅。目前林业技术推广陷入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双重不足并存的困难状态 , 其原因在

于林业技术推广不是基于商品交换的原则。

1　对林业技术 “交换” 的思考

林业技术应当是商品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是这样定义商品的:“要生产商品 , 他不仅要生产

使用价值 , 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 , 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 5]林业技术是在个别劳动中创造出

的社会使用价值 , 完全符合商品生产的特点 。技术的商品性在其他产业中很明确 , 并能够在市场上完

成交换。

经济学上 , 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关系是基于商品生产主体与商品消费主体相分离 , 两者之间有交换

而形成的。林业技术从研究开发 , 到推广 , 再到应用 , 每个环节之间既有联系 , 又是相对独立的过

程 , 它们构成了林业科技进步的 3个环节 。在 3个环节上分别有相对固定的不同主体工作着 , 因此这

个过程与商品的生产消费过程有着相似的状况 , 即形成了技术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技术的供给者是

技术的研究开发主体 , 通常是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的科研人员及其他林业专业技术人员 。技术的需求

者是技术的应用主体 , 通常有企业 、 林业大户和林农 。而现有的林业技术推广机构及人员是推广主

体 , 是连接供与需 、 研发与应用的特殊的中介 , 供方与需方通过这个中介完成 “交换” , 实现技术的

经济价值 , 使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



由于林业技术的供给与需求双方的 “交换” , 并非如商品在市场上完成 , 而要借助于林业技术推

广主体的中介。因此与商品在市场上的交换相比 , 这一 “交换” 的现状就有了特殊性:一是技术的产

权不太明晰 , 更多的情况下林业技术被置于社会公共产品的位置。二是技术产品的使用价值得到实现

时 , 技术的价值并没有同时实现。尽管在技术的研发 、推广和应用的每一个环节上 , 国家都有大量投

入 , 都有劳动的交换发生 , 但是林业技术并没有被赋予商品的属性 。三是林业技术由于没有被赋予商

品的属性 , 因此 , “交换” 的结果被置于公共关心或无人关心的境地。微观经济学认为 “如果一个人

不用花什么代价去交换其他人的东西 , 也就不存在为交换而进行的专业生产 。”
[ 6]
由于林业技术 “交

换” 的特殊性 , 为技术而进行的研发 、 推广和应用所需的专业性 , 便因为不必考虑交换中价值的实现

而减弱 , 所以 3个环节之间本应基于交换而产生的紧密联系的松动和脱节就不可避免 。

2　林业技术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

所谓林业技术供给不足 , 是指能够有效应用到生产中的技术供不应求的状态。在浙江 , 林农急需

科学技术脱贫致富仍然是一种现实 , 林业技术供给不足是总体状态 。引起林业技术供给不足的主要因

素如下。

2.1　 “适用是金” 的观念淡薄

技术研发主体以什么样的观念指导科研或技术开发 , 直接影响到技术产品供给的类型和有效性。

当前科研人员往往在学术先进性和技术成果高档次观念的支配下 , 以学术的发展动态来确定研究项目

和预期目标 , 较少考虑生产一线的实际情况和研究结果的适用性。从商品交换角度分析这种现象 , 潜

在于背后的原因是由于技术供给主体的劳动的交换对象通常是科研主管部门 , 他们不必直接面对应用

主体的压力 , 研发环节相对于推广和应用环节实际是封闭的 , 因此技术的适用性对研发者或多或少属

于附加内容 , 而技术的先进性和高档次 , 却往往使他们的劳动在最后的交换中处于有利的位置。

2.2　功利导向错位

生产力的进步总是以其获得更高的效率为特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技术的质量应以其产生

的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衡量 , 不考虑技术应用带来的经济 、 社会效益而确定技术的质量 、 档次

和奖励 , 一定会造成激励的错位。它首先表现在技术研发中 , 由于林业技术研究开发不像工业技术有

“小试 —中试—大试” 的严格阶段和程序 , 一般随着林业技术成果鉴定的完成 , 技术研发相应结束 ,

不需生产上进一步检验 , 研究主体就能得到经济与名誉的双重激励 。而技术产品的应用 , 通过政府管

理部门交给推广主体和需求主体负责。即使在科研性推广项目中 , 推广服从于科研 , 科研结束后推广

一般就难以为继 。其次 , 激励的错位还表现在推广阶段。技术推广主体的地位应该是发挥技术转化中

介的重要作用 , 但他们一般不可能直接从推广中受到物质激励 , 因此他们接受和研究新技术的动力 ,

主要基于一份事业心 , 这就难以确保先进适用技术的及时转化 。

2.3　技术开发和推广资金投入渠道单一

林业技术若被确认为公共产品 , 政府单一投入就不会改变 。它的后果是技术供需 “交换” 没有了

技术商品价值的实现 , 进而无法形成技术开发 、 推广和应用的资金循环 , 科研资金只能单向流动 , 这

将无法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林业技术推广 。市场主体的行为总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动力 。科研资金单向流

动 , 又反过来使政府不堪单一投入重负 , 影响技术的供给 。此外 , 政府单一投入方式容易引起计划与

市场脱节的老毛病 , 同时由于科研经费来源的有限性 , 极易造成技术研发主体把争取政府的研究经费

放在比科技开发本身更重要的位置上。科研部门之间争项目 , 争资金 , 低水平重复增加了技术供给的

不良现象 。

2.4　技术成果管理体制有待转变

技术成果由政府管理 , 而不是由经营性实体管理 , 是有效技术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 。政府管理通

常比较关注技术应用的公益性 , 而忽视它给技术所有者带来的经济效益。比如技术产权难以保护 。林

业技术尤其是产中技术 , 技术的成熟与在生产中应用紧密相连 , 并以技术大面积试验后才能确认 。因

此 , 技术成熟时也是公众熟练掌握之时 , 林业技术难以保密。政府管理还往往造成开发技术时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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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针对性不够 , 如开发劳动力替代型的 “规模性技术” , 不太适应单家独户的应用;或者忽视应用

者的要求 , 而降低技术的产品化程度。所谓产品化 , 即技术标准明确 , 按标准操作所得的结果稳定。

很多林业技术的应用要经过复杂的培训 , 不能使林农学得懂 , 记得牢 , 用得上 , 结果也不稳定。技术

产品化要求增加了技术供给的难度 。

3　林业技术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

“十五” 初期 , 根据 《浙江省林业科技 “十五” 规划》 , 浙江省林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不足 45%,

虽然这中间有技术产品本身的问题 , 但需求不足的制约也有明显表现。

3.1　林业产业化程度低

农民对技术有偿使用的态度与农村的产业化程度有紧密的联系[ 7] 。产业化有利于林业技术推广 ,

技术推广又会加速产业化 。但是现行林业技术推广基本上是无偿的 , 应用主体在许多情况下缺乏对技

术应用结果的内在关注 , 所以技术加速产业化不显著 。甚至于一些应用者实际关心的仅仅是政府技术

推广的配套经费 , 这是林业技术应用不遵循供需交换原则的消极后果 , 是产业体系发展缓慢的重要原

因之一。现在 , 林业行业总体的产业化程度不高 , 生产力水平较低 , 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对林业技术的

内在需求 。

产业化程度低突出表现在林农生产方式的分散性与生产规模过小上。林业生产的效益与规模成正

比 , 土地规模越大实现的利润越大 。当前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 “公司+林农” 的模式 , 在林业生

产方式中还没有足够的比重 , 即使在已经形成的模式中 , 龙头企业实力不强 , 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也是

普遍现象[ 1] , 而且在根本上没有改变以林农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的生产方式[ 8] 。小规模的分散生产 , 不

可能明显改变生产的自给状况 , 应用林业技术产生的比较经济效益也不会非常明显 , 这就降低了林农

对林业技术投入的急迫性
[ 7]
。小规模的分散生产 , 还增加了林业技术投入的相对成本 , 成本提升又会

抑制对技术的欲望。

其次 , 由于产业化水平低 , 林产品市场的稳定性也较低 , 一些林产品市场过于刚性 , 极易引发林

农出于致富的原因而生产过度 , 造成伤农现象 。生产中的伤农现象 , 又会造成企业和林农的求稳心

态 , 降低他们实际应用林业技术的积极性。

再次 , 当前林农对林业产前 、 产中 、产后技术的需求 , 表现出多样性与专业化程度低的特征 , 因

此林业技术推广主体在具体技术推广中还要辅以适应林业产业化的技术市场开发的艰苦过程 , 不断培

养和提升技术应用主体。

3.2　林农经济实力 、文化素质与观念束缚的影响

由于山区农村致富的林农比例不高[ 9] , 收入水平较低使林农缺乏投入林业新技术的资本 , 应用主

体不能同时变成市场主体 , 他们更关心的是与其自身经济承受力相适应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加之林业

技术无偿使用由来已久 , 国家金融对林农推广林业技术的支持也仍有很多操作上的问题 , 尤其是对林

农应用技术的资金支持不易到位 , 影响了他们投资应用林业技术的热情。此外 , 山区农村经济水平普

遍较低 , 林业收入在家庭全部收入中比例不高 , 外出打工成为许多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的现实 , 林业

的主业地位不保 , 使大量山区农村的青壮年流入城市务工 , 留下来的是文化素质更低 , 劳动能力更

弱 , 接受新技术的基础更低 , 进行林业技术投入的观念更淡薄群体 。

山区农村教育长期落后 , 加上传统的小农经济观念 , 束缚了林农的思维与视野 。林农会以安全和

风险最小化为生产决策的首选 , 小规模的分散经营者对市场前景稳定的林业技术更有兴趣。这些因素

要求林业技术推广与借助产业市场的技术启蒙必须同时进行 , 才能激发出林农对林业技术的渴望 。脱

离生产和市场的示范 , 仅仅对林农进行科技信息服务不足以吸引林农应用林业技术 。

4　技术中介失灵是供需双重不足并存的直接原因

林业技术供需双重不足并存的现象 , 反映出浙江省林业科技进步与林业体制及机制的良性互动尚

未建立 , 现行技术推广机构在中介林业技术的供需中 , 未能畅通供需 “交换” 过程 。主要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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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现行的林业技术推广机构职能不够清晰

现行技术推广机构承担着国家行政管理和公益性 、非公益性技术服务的多重职能。由技术中介机

构承担多重并列职能的设置 , 本身就极易造成技术推广这一中心工作的移位。技术推广机构直接受同

级行政部门的领导 , 会强化推广与研发 、应用之间的区别 , 其技术中介的作用受到政府计划的极大束

缚 , 不太能够按技术供需的现状作出灵活的反应 。在现有的县乡两级林业技术推广机构中 , 工作人员

的主要精力在技术推广工作以外的行政工作上是普遍的现象 , 许多地方把县乡两级林业技术推广机构

当作安置其他方面超编人员的场所 , 更加模糊了技术推广机构的技术中介职能 。

4.2　现有林业技术推广机构内的纵向业务联系薄弱

各级林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业务费 、 专项经费由同级政府部门划拨 , 自然就由政府部门领导。这种

体制使各级推广主体处于各自的封闭体系中 , 削弱了上级林业技术推广机构对下级的业务指导力 , 尤

其削弱了上级业务部门协调跨地区 、跨区域 、跨专业的技术推广效率 , 增加了各地区间技术要素的流

动与重组的难度 。而上级协调与技术要素的流动重组是密切技术的供需关系的必要手段 。

4.3　现有林业技术推广机构中缺乏内在竞争

众多学者都指出了现有林业技术推广机构中缺乏内在竞争[ 10] 。直接的原因是推广主体的经济收

入 , 与是否高效地连接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和快速中介技术转化无关。现行林业技术推广机构基本是

事业单位 , 技术人员收入的多少与技术推广中的贡献大小没有太多的联系;技术人员自由流动和面向

市场服务来增加收入也受到不少的限止 。因此推广主体面向应用主体工作的主动性被弱化 , 久而久之

林业技术推广主体的技术服务能力和市场嗅觉严重弱化 , 林业技术推广机构的 “中介效率” 被严重降

低。缺乏竞争使一线的林业技术推广主体既无跟踪林业新技术的内在动力 , 又无不断接受新技术的外

部压力。它既加剧了林业技术推广中的技术断层现象 , 又降低了一线推广主体直接面向市场中的应用

主体 , 切实有效地进行技术服务的可能性 , 从而日益陷入既失去需求主体的信任 , 又得不到政府的有

力支持的困境。

5　改变双重不足现象的对策

首先要从技术成果管理向技术产品经营转变 , 打破研发 、 推广和应用 3个环节的相互封闭 , 提高

内部竞争 , 推动 3个环节的主体向市场主体转化。其次要创造条件鼓励多元化投资 , 提高技术推广的

投入水平 , 加速推广工作的专业化和产业化 。再次要积极促进林业产业的发达 , 鼓励有利于改变林农

分散的小规模生产状态向规模化生产发展的各种中介组织 , 使林业技术推广既有政府的推动 , 又有市

场的拉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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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means of commerci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of commodity supply and demand , the paper studies the

working state of three links of forestry technology with the segregation of the main part—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It holds that the objectively existing relation and connection of technology supply

and demand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commodity exchange.It lays stress on the following problems caused by

rarel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exchange principle of forestry technology supply and demand:(1) the blind

development in the link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and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effective technology ;(2) the

break of popularization fund circle in the link of application , resulting in the low forestry industrialization promoted

by technology , and in turn restricting the increase of technology demand;(3)the dislocation of stimulation and

the low efficiency of intermediary technology.Hence , the indefinite commodity property of forestry technology is

the real cause of the insufficient technology supply and demand.[ Ch , 10 ref.]

Key words:forestry technology;technology popularization;technology supply;technology demand;exchange of

commod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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