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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农业科技园区是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示范、推广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平台和载体 , 是一种新型农业发展模

式 , 对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意义重大。以浙江省安吉县和遂昌县竹子现代科技园区为案例 , 采用目前国际流行的 PRRA

( 参与性乡村快速评估) 方法 , 分析了竹子现代科技园区的发展过程和结构 , 表明竹子现代科技园区都具有核心区、示

范区和辐射区的结构 , 并通过对 120 户样本农户的深入调查和统计分析 , 揭示了竹子现代科技园区的社会经济功能。

主要体现在 : 提高单位面积土地效益的有效途径 , 增加农民收入的崭新平台 , 促进科技推广的有效中介 , 承接政府政

策的有效载体 , 提高农民素质和解决就业的有效方式等方面。图 4 表 2 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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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is a platform and carrier to research, develop, demon-

strate and extend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 new developmental pattern, it is important to

increase farmers’income and develop the countryside. Taking the modern bambo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in Anji County and Suichang County as examples, using the participatory rapid rural appraisal

( PRRA) method, the paper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modern bambo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The parks consisted of core area, demonstration area and radiation area. The in-depth

survey and statistic analysis of 120 farmer households reveale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oles of the modern

bambo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The parks are effective means and platforms to increase per-unit in-

come from the land, increase farmers’income, extend technology, adopt governmental policies, increase

farmers’quality and employment. [ Ch, 4 fig. 2 tab. 11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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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园区是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示范、推广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平台和载体, 是加速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 推动农业科技进步, 发展农业生产力, 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的一种新型农业发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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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国外农业科技园区是在全世界高科技产业开发区快速发展的趋势中孕育和出现的, 主要有 2 种

模式: 一种是以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为主的试验示范基地, 称之为示范农场。另一种是以观光、休闲为

主体的农业示范基地, 称之为假日农场, 以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农事活动的展示示范和农业休闲为

主要内容 [ 2, 3] 。与国外相比 , 我国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独特的社会经济背景。农业科

技示范园区的出现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浙江省在农业科技园区方面已有一

定的尝试。竹子是浙江的一大特色产业, 近年来, 竹产业在促进山区农民增收, 提供农民就业机会等

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4]。因此, 浙江省非常重视竹子科技园区的建设与发展。目前, 浙江省已

经建立了安吉、遂昌、绍兴、瑞安和余杭等 5 个竹子科技园区, 其核心区分别达到了320, 280, 100,

187 和 80 hm2, 在科技推广和农民增收方面逐渐发挥出作用 [ 5] 。作者以安吉、遂昌为案例, 对现代竹

子科技园区结构和社会经济功能进行分析。

1 案例点和研究方法

1.1 案例点

1.1.1 安吉县 浙江省安吉县是中国著名的竹子之乡 , 是浙江十个重点林区县之一。全县总面积

1 886 km2, 其中 , 林业用地面积为 13.2 万 hm2, 森林覆盖率 69.40%, 现有竹林面积 6.7 万 hm2, 占

林地面积的 51.00%, 毛竹总蓄积量 1.35 亿株, 年采伐商品毛竹 2 000 万株。2006 年, 全县农民人均

收入 8 031.00 元。

1.1.2 遂昌县 浙江省遂昌县地处浙西南山区, 全县总面积 25.4 万 hm2, 其中, 林业用地 21.9 万 hm2, 森

林覆盖率 81.37%, 是全国重点林业县。现有竹林面积 2.0 万 hm2, 占林地面积的 9.14%, 其中, 毛竹

林 1.7 hm2, 毛竹总蓄积量 0.36 亿株, 年采伐商品毛竹 600 万株。2006 年, 全县农民人均收入 4 200.00

元。在竹林重点分布乡镇, 竹业收入占农民经济总收入的 30%以上。

1.2 研究方法

为通过深入的案例研究来分析和揭示竹子现代科技园区的发展过程、结构及其社会经济功能, 选

择安吉毛竹现代科技园区和遂昌竹子现代科技园区作为案例 , 采用目前国际流行的 PRRA( 参与性乡

村快速评估) 方法进行深入调查。具体调查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小组访谈、二手资料

的收集和实地调查等。本次调查共调查了农户 120 户( 表 1) , 同时对相关部门关键信息人的采访、收

集相关的二手资料等。

2 浙江省竹子现代科技园区的结构分析

从系统论出发, 影响系统功能的因素包括系统的结构与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 2 个方面, 而系统的

结构又包括系统的层次结构与秩序结构。因此, 系统的层次框架、秩序关系以及系统外部环境等 3 个

方面内容即是影响系统功能的 3 个要素。其中, 系统的层次结构( 即其硬部) 为系统功能的发挥提供了

物质支持, 系统的秩序结构( 即其软部) 为其提供了制度支持, 而系统的环境则是系统发挥功能的外部

条件 [6]。因此, 分析社会经济功能的前提是掌握竹子现代科技园区这一系统的层次结构。

表 1 案例县竹子现代科技园区调查情况

Table 1 Investigation of the modern bambo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in the case county

科技园区类型
安吉县 遂昌县

村名 调查户数/户 访谈数/个 村名 调查户数/户 访谈数/个

核心区 马家弄 , 东坞里 30 2 小忠 , 十三都 30 2

示范区 山川 , 港口 20 2 高桥 , 高碧街 20 2

辐射区 五鹤 , 大理 10 0 好川 , 项村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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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竹子现代科技园区的一般结构

一个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竹子现代科技园区, 在空间结构的布局上与一般农业科技园区类似 [7] ,

一般由核心区、示范区和辐射区等 3 个一级子系统构成。①核心区子系统。它是整个科技园区的中心

区。包括科技创新、成果推广、服务保障和园区管理等 4 个二级子系统。本系统是园区的技术信息

源、知识传播源和技术扩散源, 是园区投入和建设的主体。②示范区子系统。它是科技园区的产品生

产加工基地和科技成果试验基地, 也是核心区的产业化带动基地。包括试验基地、龙头企业和示范户

等 3 个二级子系统。主要对园区辐射区的乡村和农户起示范、引导和带动作用。③辐射区子系统。包

括配套企业和种养基地 2 个二级子系统。它是核心区主导产业影响到的农业生产与经济区域或龙头企

业的配套企业。

2.2 浙江省竹子现代科技园区结构的案例分析

2.2.1 2 个园区结构的共同之处 如图 1 所

示 , 2 个园区都具有竹子科技园区的一般结

构, 包括核心区、示范区和辐射区。①核心

区。核心区以科技创新为前提, 安吉竹子现

代 科 技 园 区 科 技 创 新 包 括 绿 色 竹 笋 生 产 技

术、应用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进行竹林

病 虫 害 大 面 积 发 生 的 预 报 预 测 和 防 控 技 术

等; 遂昌竹子现代科技园区科技创新包括科

学施肥和土壤管理和水分定量管理、竹林免

耕施肥等。以这些新技术为前提, 来促进竹

子科技园区更快更好地发展。2 个园区的核

心区都以成果推广为途径, 进行教育培训和

宣传展示, 如安吉竹子现代科技园区的 “浙

江省林产业科技培训基地安吉竹业培训中心”, 遂昌竹子现代科技园区的各类展示性碑牌。②示范区。

示范区均以示范基地为依托, 在大量试验、示范的基础上验证新技术的可行性; 以示范户为引导, 使

示范户的示范效益辐射更多的农户; 以笋竹企业为龙头, 使得当地竹产业中的第二产业日益增强, 为

当地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2.2 2 个园区结构的不同之处 如图 1 所示, 2 个园区的核心区除了在科技创新和成果推广方面具

有共同之处之外, 也具有各自的特色。①安吉竹子现代科技园区以服务保障为后盾, 主要体现在资金

扶持来源多样化, 包括争取上级资金、招商引资等。②遂昌竹子现代科技园区则以园区管理为保障 ,

成立毛竹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现代园区领导小组 , 对园区建设和竹业开发进行规划和领导 , 以保

证园区良好的经营。此外, 在辐射区, 安吉竹子现代科技园区以配套企业为产业链的延伸, 主要是发

展生态旅游业而配套产生的各种农家乐, 这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创收空间。而遂昌竹子现代科技

园区则在这一方面还未形成气候, 但有这方面的构想。

3 浙江省竹子现代科技园区的社会经济功能分析

一般认为, 结构是决定功能的内部条件( 外部条件是环境因素) 。因此, 系统能否发挥及提高功能

就关乎于系统结构的优化, 只有系统内部结构优化, 才有可能最大地发挥系统的潜在功能。竹子现代

科技园区合理的空间结构, 即核心区、示范区、辐射区及其子系统的分布, 为其多方面功能的发挥提

供了条件。由于浙江省竹子现代科技园区大多是在农户经营的前提下建立的, 经营方式不同于一般的

集团化农业科技园区, 它们在性质及管理机构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因此, 这里主要是基于社区

水平的农户层面, 着重对竹子现代科技园区的社会经济功能进行分析。

3.1 提高单位面积土地效益的有效途径

竹子现代科技园区采取了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大大提高了园区自身的经济效益, 提升了单位

652



第 25 卷第 5 期

土地面积的价值。可以从不同区域及同一

区域在不同时间序列上的对比来说明。

3.1.1 不同区域土地单位面积效益情况

通过农户调查发现 , 无论是安吉县还是遂

昌县 , 就单位面积土 地实现的 价值而言 ,

一般都是划入园区的高于 非划入园区 的 ,

核 心 区 大 于 示 范 区 , 示 范 区 大 于 辐 射 区

( 表 2) 。除了安吉的示范区小于辐射区之

外( 与抽样有一定的关系) , 其他都符合以

上规律。

此外 , 2 个园区共有的特点是 : 示范

大户 都 表 现 出 明 显 的 经 济 效 益 , 安 吉 县

和遂昌县平 均单位面积 收益分别达 48 330.00 元和 17 913.00 元 , 最高 单位面 积 达 84 450.00 元 和

47 112.00 元。由此可见, 从单位面积的效益分析, 随机抽样的农户与示范大户的差距仍较大。究其

原因, 可能在于 2 个方面: ①示范大户规模较大, 集约经营水平较高。②与随机抽样的样本数量和代

表性有关。随机抽样中, 核心区的农户有 30 户, 样本数量较小 , 而且调查的农户中林地没有划入园

区的情况也存在, 无划入园区农户的 产值 ( 一般来 说无划入园区的农户林地单位面积产值比较低) 对

整个核心区的产值造成较大的影响。

3.1.2 不同区域土地单位面积效益变化情况 通过对遂昌竹子现代科技园区不同区域在不同时间序列

上的比较分析, 可以得出园区建立前后纯收益变化十分明显。从 1999 - 2006 年不同区域每度纯收益

的变化来看, 核心区每年度的纯收益遥遥领先, 达 6 768.00 元·hm- 2, 其次是示范区, 为 3 280.50 元·

hm-2, 最低的是辐射区( 754.50 元·hm- 2) , 核心区大约是辐射区的 8.97 倍。

图 2 显示了 1999 - 2006 年 , 划入园区和无划入园区每年度纯收益变化情况。由图 2 可得 , 除了

1999 - 2000 年度, 划入园区和无划入园区的每年度纯收益接近之外 , 其他年度都是划入园区的明显

高于无划入园区的, 且每年度都是直线上升, 这体现了科技园区建立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2 增加农民收入的崭新平台

农民增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和难点 [8] , 因此, 要千方百计地

寻找解决农民增收的平台。安吉县和遂昌县通过建立竹子现代科技园区 , 大幅度提高产品的科技含

量, 实施标准化战略, 大力发展绿色产品和无公害农业产品, 对实现农民增收起到明显的效果。

安吉毛竹现代园区自 1999 年建立后, 当地农民的收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图 3 显示 , 农民人均

收入年增长率基本呈现上升趋势 , 而且 2004 年到 2005 年的增长率变化特别明显 , 这可能与 2003 年

在山川乡改扩建有一定的关系。2004 年以来, 园区已为当地农民累计增收 1.2 亿元。

据农户调查 , 遂昌县竹子现代科技园区建立对农民增收产生的影响, 表现在科技园区建立前后 ,

农民来自于竹子的收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图 4 可以看出 , 园区建立前后 , 无论是核心区、示范区

还是辐射区, 农民来自于竹子的收入都有显著增加, 其中, 核心区农民来自于竹子的收入在园区建立

后达到 5 609.90 元, 是示范区和辐射区的 2 倍多, 效益非常明显。

3.3 促进科技推广的有效中介

农业科技如何进行推广, 提高农业科技的转化率和贡献率, 是长期苦苦探索的问题。而竹子现代

科技园区以科技入户为模式, 以提高示范户的能力建设为核心, 同时使农民实现了自我学习能力、自

我发展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的三级跳 , 也使示范户成为农村致富的带头人 , 辐射带动周围群众 , 探

索了竹产业推广的新途径 , 大大加快了竹产业新技术的传播与辐射 , 有利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

发展。

安吉毛竹现代科技园区与大学和科研院所合作项目数 5 个 , 包括无公害毛竹笋推广实施示范项

目, 安吉万亩毛竹丰产示范基地, 建设竹资源培育与综合开发利用技术示范等。专项资金支持的竹子

表 2 2005 - 2006 年度 2 个县不同区域平均

每度竹林收益情况

Table 2 Unit receipts of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two county in 2005 - 2006

类型
竹林收益/( 元·hm- 2)

安吉 遂昌

无划入园区 11 136.0 15 715.5

划入园区 20 398.5 29 172.0

其中: 核心区 16 881.0 18 676.5

示范区 10 798.5 11 151.0

辐射区 12 940.5 8 946.0

资料来源: 农户调查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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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推 广 面 积 呈 现 出 逐 年 增 长 趋 势 , 由 刚 建 立 时

( 1999 年) 的320 hm2, 至 2006 年的 4 107 hm2。2006

年推广的技术有测土施肥、水分管理等先进适用技

术 10 余项, 与建立之初相比, 增加了5 项。

遂昌竹子现代科技园区作为高效经营的技术应

用和技术创新的载体 , 先后开展了 “竹林高效经营

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毛竹笋竹林高效经营关键技

术集成与产业化”等 10 余项科研项目。技术推广的

主要内容为 : 无公害竹笋生产技术、竹林分类经营

和毛竹高效经营技术等。通过与大专院校、科研院

所的科技合作与交流 , 一方面促进院校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科技成果进行二次创新 , 另一方面促进了

当地区域经济主导产业的发展, 可谓互惠互利。

3.4 承接政府政策的有效载体

政府优惠政策的实施需要有效的载体 , 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 政府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

强, 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不断加大, 而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会产生短期效用和长期影

响, 既有直接推动作用, 也有间接的外部效应 [9]。

在千家万户分散经营的背景下, 竹子现代科技园区建设为基础设施投入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实施载

体, 安吉县和遂昌县现代科技园区自建立以来, 不断争取政策支持, 加强了林区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

设。如安吉在林道、灌溉系统、展示牌和有害昆虫触杀灯等分别投入了 380, 45, 27 和 3 万元; 而遂

昌则修建了 3 000 m 的林道 , 20 个灌溉系统 , 建了 4 块展示牌和 8 套有害昆虫触杀灯。给当地及农

民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效益, 尤其是林道的修建方便了农民采伐竹子、运输肥料, 减少了劳动力, 降低

了成本, 受到当地农民的一致好评。

3.5 提高农民素质和解决就业的有效方式

由于历史原因, 农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 这也是导致其就业难的原因所在。竹子现代科技园区通

过科技人员的技术传播, 对农民进行培训, 为他们提高素质, 解决就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5.1 提高了农民素质 农户调查显示, 受调查的安吉县农民平均教育年数各阶段比例随着年龄的增

加呈现递减趋势, 也就是说, 按照现在的标准高中以上的只占 3%, 绝大多数都是小学文化程度 , 占

67%, 可见, 农户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而在现阶段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下, 农户是相对独立的生产者和

经营者, 较低的文化素质, 使得农户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尚不成熟, 对技术成果引进、消化、吸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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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低下, 经营风险承受能力脆弱, 因此, 如何通过培训等多种形式提高农民素质是当今新农村建设的

关键所在。目前, 竹子现代科技园区都把竹子技术的培训作为园区的主要功能之一, 针对当地农民和

技术干部开展先进实用技术培训。安吉县毛竹现代科技园区培训 的农民由建 立之初 ( 1999 年 ) 的 560

人增加到 2006 年的 2 350 人。此外 , 广大林农在对竹林的长期生产管理中 , 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能

和管理经验, 这些技能和技术一定意义上讲是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最为符合的。因此, 在

处理现代农业技术和乡土知识的关系问题上, 应充分重视和吸收乡土知识与管理经验, 树立以人为本

的思想, 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10]。安吉竹子现代科技园区非常重视这一点, 通过培训培养出 8 位

农村科技人员和 56 户科技型农户, 其中 2 名被评为湖州市市级 “乡土人才”。

3.5.2 提供了就业机会 一般认为, 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扩大非农就业机会[11] , 但由于农村非农

产业不成熟, 非农就业往往需要农民向城镇转移, 而许多农民尤其是年长者, 一般不会而且条件也不

允许他们离开农村去从事非农工作。竹子现代科技园区就在解决就业, 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创出了一条

有效的途径, 竹子经营经济效益的提升吸引了更多农民的就业, 出现了从城里返乡劳动的大量案例 ,

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难题。据统计, 安吉县竹子科技园区提供的就业人数, 从园区建立初期

的 4 250 人增加到 2006 年的 5 600 人, 增长了 31.76%。

综上所述, 具有相对完善结构的竹子现代科技园区对当地社会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提高了

土地生产率, 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 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 解决了农民就业 , 促进了农民增

收, 使农民生活更为富裕; 通过科技推广提升农民素质, 为乡风文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竹子

现代科技园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将显示出其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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