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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云南红河州区域农业发展科技需求的分析 ,阐明了红河园区成为当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辐射源

头的现代农业和产业化示范基地 ,即农业科技企业孵化平台的战略定位。提出了将红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成

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农业“硅谷”,形成科技促进产业和区域经济跨越发展的“红河模式”的建设目标 ,即技术上依托

高等院校与国家级科研院所 ,运行机制上运用现代企业管理理念 ,产品开发上结合“立体气候”和多样性特征 ,市场

开拓上面向东南亚国际市场 ;将园区建设划分为 3 个发展阶段即开创探索阶段、协同整合阶段和创新提升阶段 ,探

讨了其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 ;讨论了园区的土地利用和科技与人才支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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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ASTP) is a new s ort of agricultural model. The developing mod2
els and op erating mechanisms of different regional characteris tics in different s tages are vital to its s urvival and devel2
opment. This p ap er analyzed the technological requirements of Honghe State for reg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 It

clarified the s trategy orientation of Honghe ASTP that would be the cradle of local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2
tion and extension , the demonstration bas e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 and the incubation

platform of agricultural s 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enterpris e . This p ap er als o pres ented the objectives to construct

Honghe National ASTP as an agricultural“silicon valley”in the s outh2west China and to form the“Honghe model”of

technology driving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 Honghe model include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elying on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ins titutes , sys tem op eration with modern concept of enterpris e man2
agement , product development considering of multiformity characteris tics and s ocial environment , market development

facing to Southeas t Asia . Three s tages (the initial and exploring stage , the coop erating and aggregating stage , the in2
novative and promoting stage ) of the p ark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would be included. And the developmental

models and running mechanisms of different s tages were s tudied. Finally , the land us e and s upporting platform for s ci2
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p ers onnel ability were dis cuss ed in this p ap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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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科技园区作为一种新的农业模式 ,不同区

域特点、不同阶段的发展模式与运行机制对园区的

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农业科技园区是适应我国农

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形势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生产经

营方式 ,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 ,已成为推动农业科

技进步的一个重要力量 ,展示现代农业的重要窗口 ,

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示范的一个重要载

体。从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趋势看 ,它将

是最早跨入现代化的农业区域或基地[1 ] 。到 2002

年底 ,我国有 300 余个农业科技园区 ,其中国家级

(试点) 36 个。由于发展背景的不同 ,制度和文化环

境以及区域经济、技术水平的差异 ,农业科技园区形

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农业科技园区在我国从

产生到发展的时间很短 ,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园区

定位、效益、运行管理机制等方面的问题[2 ] 。

当前园区的发展定位和发展策略不明确是首要

问题[3 ] 。吴文良对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定位

与发展策略提出了 8 个方面的建议[4 ] 。从本质上

看 ,农业科技园区是一种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型

组织 ,运用模式方法对这一新生事物进行研究具有

重要的意义[5 ] 。王朝全认为农业科技园区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 ,构成要素众多 ,结构关系复杂 ,运行机

制多样[6 ] 。蒋和平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园区运行

的 11 个模式[7 ] 。卢凤君和孙世民提出了包括 3 个

支撑平台、7 类重点内容和 9 类整体效应在内的建

设与发展的总体构想 ,并从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的

角度 ,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组织模式[8 - 9 ] 。李旭霖和

郝晋珉认为 ,农业科技园区是我国新兴的农业产业

组织形式 ,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营和管理[10 ] 。

红河农业科技园区是国家科技部 2002 年批准

建设的国家级园区 ,核心园区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 (简称红河州)蒙自县城郊。在建设过

程中 ,也碰到了如当地科技资源、人才资源缺乏 ,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西部园区建设中的共性问题。

本研究通过探索红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在不同阶段

的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 ,为红河及同类园区的建设

与发展提供思路 ,也为高等院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与

校企合作提供借鉴。

1 　红河园区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思路

111 　园区特征分析

红河州位于云南省南部 ,2002 年末总人口 398

万 ,少数民族占 5610 %。总面积 312 万 km2 ,山区

面积占 94 % ;耕地 24 万 hm2 ,人均占有耕地 0106

hm2 。红河州在云南乃至全国对外开放中占有重要

的战略地位 ,逐步成为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两大市场

的“走廊”。红河州地处低纬度高原区 ,海拔高差近

3 000 m ,具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多种气候特征。

资源、生态的立体多样性导致了经济、产业、文化的

立体多样性 ,对科技的需求同样呈现多层次和多样

性特征 ,造就了园区建设与发展的立体性特色。

园区主导产业分为 3 类。第 1 类为已形成的区

域支柱产业 ,包括烤烟和甘蔗。第 2 类为需要提升

的区域主导产业 ,包括优质粮食、养殖业和蔬菜。第

3 类为需要培育的区域特色产业 ,包括特色水果、花

卉和天然药业。园区在本地区发挥着技术引进、转

化和产业化开发的平台作用。近年来 ,园区与中国

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建立了密切关系 ,并实质

性地开展了一批科技合作项目。

112 　园区的战略定位

红河农业科技园区作为红河州与中国农业大学

共同建设的国家级园区 ,充分发挥双方的资源优势

及人才优势 ,在农业技术、产品生产、运行管理模式

上与国内外先进水平接轨 ,为红河地区及云南省的

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典型示范。加速园区的科技支撑

体系建设 ,全面提升园区技术创新能力及产业带动

能力 ,促进红河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进程。

根据红河州农业发展对科技园区的迫切需求 ,

将红河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成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

辐射的源头 ,现代农业和产业化示范的基地 ,农业科

技企业孵化的平台。该园区作为云南惟一的国家级

农业科技园区 ,不仅要示范带动红河地区农业和农

村经济快速发展 ,而且担负着辐射带动云南省及同

类型地区农业生产及农村科技发展的使命。

113 　园区的发展思路

充分发挥区域生物多样性与产品多样性的特色

和优势 ,通过园区的技术创新与示范 ,为建设红河

“精品农业”提供支撑。红河州具有得天独厚的“立

体气候”优势 ,资源生态多样性导致产业和产品多样

性 ,但在规模化、专业化方面相对处于劣势。因此 ,

园区建设的重点是围绕这些优势和特色产业来提高

产品品质、降低成本 ,强化生态安全及产后加工增值

等核心技术 ,进行技术创新 ,提高产业层次和产品

档次。

以市场为导向 ,以提升农产品竞争力为目标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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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园区的技术引进、研发与转化 ,培育壮大优势特色

产业。重点面向东南亚及国内农产品市场 ,立足本

地区特色水果、蔬菜、生物农药和农产品加工等优势

产业 ,将适宜于本地区的新品种、新技术成果引进、

验证、组装和示范。

按照“科技 —市场 —产业”连接机制 ,发挥园区

技术、人才、资金的聚集效应 ,通过技术跨越推动优

势产业的跨越发展。体现“政府引导、企业运作、中

介参与、农民收益”的基本原则 ,园区建设总体上坚

持政府引导扶持、市场驱动的方针 ,在强化政府宏观

指导和监管职能的同时 ,充分发挥企业和农民的自

主性和积极性 ,形成具有区域特色、创新性的农业科

技园区发展的“红河模式”,即 :依托高等院校与国家

级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 ;运用现代企业管理理念 ;产

品开发结合“立体气候”和多样性特征 ;开拓东南亚

国际市场。

2 　园区不同阶段的发展模式与运行机制

选择

211 　开创探索阶段 (1998 —2003)

政府在园区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园区的主要任务是针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加

强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和示范以及农业新技术的

培训和服务。吸引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入驻园区 ,扩

大园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地媒体广泛宣传园区

成功的经验 ,为产品的市场开拓做前期准备。制定

长远规划并对园区的核心区、示范区和辐射区等进

行相应的规划。

州政府是该阶段的主要管理与投资主体。根据

园区建设目标和任务 ,提供政策、技术等多方面的支

持和服务 ,为园区建设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确保园区建设规范、有序 ,符合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政

策和法规要求。

入驻园区企业拥有相应的自主权。企业在园区

中进行农业技术成果的开发、引进、转化 ,并获取相

应利润。通过土地“反租倒包”或直接承包 ,吸纳园

区农户参加园区建设与生产 ,并通过“订单农业”等

方式与农户直接相连。农户是园区建设的参与者和

生产者 ,一方面通过与企业合作 ,以土地、劳动力、资

金等入股形式参与园区建设 ;另一方面 ,通过与企业

签订产品购销合同方式 ,进行各种优质农产品的

生产。

212 　协同整合阶段 (2004 —2005)

以 2003 年 9 月红河州人民政府与中国农业大

学签署共建园区协议为重要契机 ,根据中国农业大

学专家组提出的园区规划 ,对园区的建设内容作了

适当调整。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 :构建起核心区、示

范区、辐射区等不同层次的园区发展体系 ;构建起技

术开发、引进、转化及推广应用和技术培训的科技创

新体系 ;构建起优质高效农产品生产及加工转化等

现代化生产体系 ;构建起园区产业化经营管理体系 ,

特别在利用中国农业大学技术开发的桑椹酒方面。

园区要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政

府引导、企业运作、中介参与、农民受益”的良好运行

机制。在组织管理、投融资机制、科技推广、技术及

人才引进等方面大胆创新与发展。在政府、企业、农

民的利益方面进一步寻求协同 ,对技术、市场、人才

和管理进行有机整合 ,为今后真正建立起“红河模

式”和实现中国西南地区的农业“硅谷”奠定良好的

基础。进一步健全管理体系与服务机制 ,完成以政

府为主到企业为主的管理和投资机制的转换。从

“红河绿科公司”成立之日起 ,政府退出园区的管理。

建立多渠道的投融资机制 ,州政府建立农业科技园

区科技发展资金 ,专门扶持园区科技项目 ,建立新型

科技推广与技术服务机制 ,建立技术和人才引进

机制。

213 　创新提升阶段 (2006 —2010)

该阶段的主要建设目标有 2 个 :一是将红河农

业科技园区建设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农业“硅谷”。

以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的技术和人才为依托 ,在园

区“技术中心”精心打造红河园区 4 个平台 :科技创

新平台、人才聚集平台、企业培植平台与文化教育平

台。把园区真正打造成现代农业科技示范与展示的

窗口 ,农业技术培训及服务的中心 ,农业科技成果中

试与转化应用的车间 ,特色和优势农产品标准化生

产及加工的重要基地 ,新型农业产业及龙头企业孵

化的平台 ,农业科技贸易及物流的集散地 ,现代农业

观光旅游和休闲的场所 ,经济、科技管理运行体制改

革与创新发展的成功范例。二是形成科技促进产业

和区域经济跨越发展的“红河模式”。通过科技对传

统优势产业的全方位渗透 ,建立起“科技 —产品 —市

场—产业”的协调发展机制 ;依托技术创新与集成 ,

提升农产品的档次 ,培育和开拓市场 ,提升农业产业

层次。为红河及云南扩大对外开放 ,实现技术跨越、

农业产业发展跨越和区域经济发展跨越提供经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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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在运行机制方面 ,第一 ,全面推行企业化管理 ,

增强园区自我发展能力。从市场化经营机制、利益

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等进行规范和完善。第

二 ,突出与中国农业大学共建园区的特点 ,强化园区

的科技中介服务能力建设。充分发挥“技术中心”的

作用 ,使其成为联接科技与产业经济的枢纽。第三 ,

建立起以科技连接产品与市场 ,带动产业升级的园

区发展机制与模式。第四 ,完善园区企业与项目的

引入机制和退出机制 ,确保园区产业水平及其带动

能力的持续提高。第五 ,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形

式的投融资机制 ,争取把“红河绿科公司”发展成为

上市公司。

3 　讨 　论

在园区土地产权与土地流转方面 ,由于集体土

地产权和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以及土地征用补偿缺乏

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标准支持 ,土地产权不明晰、收益

分配不合理将会直接损害农民的利益 ,也影响园区

的建设与发展。在园区土地利用结构和功能方面 ,

如果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和多功能开发的研究不够 ,

缺乏规范的用地结构标准 ,或贪大求洋、片面强调建

设项目等 ,将造成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对园区土

地利用效益的评价 ,目前还缺乏科学的评价方法和

指标体系。因此 ,应加强园区土地产权关系与收益

分配 ,土地利用效益与评价指标等方面的研究。

科技与人才支撑能力弱是我国农业科技园区存

在的一个主要问题。红河园区目前对科技人才引进

是采用临时聘请或项目聘请方式 ,园区缺乏自主开

发的科技成果 ,绝大部分是州科技局直接引进科研

单位的现有成果 ,在成果的适应性和市场销售上还

存在风险 ,因此 ,政府要根据“人才强州”战略 ,制定

更优惠的政策 ,使“客人”变“主人”,吸引发达地区的

人才到园区安家落户和发展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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