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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美国农业科技体系的基本构成 ,阐述了构成该体系的联邦农业部科研机构、赠地大学农业科研及

推广机构、私人企业科研机构等 3 方面的运行机制。分析总结了美国农业科研及美国农业科技运行机制的主要特

点 ,认为美国农业科研体系的 3 个构成部分在农业科研工作中的分工、服务对象和经费主要来源不同 ,但三者之间

能够实现相互配合、紧密合作 ,从而保证农业科研体系的有效运转和效能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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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 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agricultural s cience2technological sys tem ,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 ap er

analysis the op erational mechanism in three asp ects2res earch organization of the US Agricultural Dep artment , Agricul2
tural Res earch and Extension Devices of the Grant2in2ai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he res earch organization in the private

enterpris es . The main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US agricultural s cience2technology system and op erational mechanism were

analyzed and s ummarized. Although thos e three asp ects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the system , their s ervice objects are dif2
ferent and they get the financial s upport from different s ources , they us ually have high efficiency in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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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最高、劳动生

产效率最高、农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现有人口

2156 亿人 ,其中农业人口 520 万人 ,农场 310 万个 ,

全国耕地面积 1187 亿 hm2 , 人均 0173 hm2 。自

1945 年以来美国农业产量平均每年递增 2 % ,每个

农民生产的粮食可供养 200 人 ,粮食出口占世界粮

食出口量的 50 %左右。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归因

于技术的进步 ,而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有赖于一个

健全的科技体系。了解美国农业科技体系及运行机

制 ,借鉴其成功经验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科

技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农业科技体系的构成

美国农业科技体系主体主要由联邦农业部科研

机构、赠地大学的农业科研及推广机构和私人企业

科研机构等三方面组成。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在工

业方面的技术研究大部分由私人企业进行 ,惟独在

农业技术方面 ,有一半的研究工作是由政府资助的

公共研究机构进行的 ,而另一半则由私人企业进行。

111 　联邦农业部研究机构

联邦农业部在全国设有 8 个农业科研中心 ,这

8 个科研中心又分别在全国不同生态区设有地区研

究站 ,共 105 个。在联邦农业部研究机构工作的高

级研究人员现有 1 950 名 ,辅助人员 8 000 名。农业

科研中心从事重大问题的研究 ,其研究内容各有侧

重。如 ,设在中北部的研究中心主要研究谷物和油

料作物 ,东北部的研究中心主要研究动物油脂、奶

品、肉和皮革 ,而南部的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棉花和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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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 ,西部的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水果、家禽和羊毛。地

区研究站从事研究的问题比较专门和单一。例如 ,

西部几个州从事灌溉和放牧的研究 ,其他地方从事

动植物育种、病虫害防治、生态保持等研究。

112 　赠地大学的农业科研与推广机构

美国各州都依法建立了赠地大学 ,是各州农业

研究、教育和推广的综合机构。全美国现有 67 所赠

地大学 ,每所赠地大学与所在州合作建立一所合作

推广中心 ,与每个县合作建一个农业推广站 (目前全

美国有 3 000 多个县农业推广站) 。约有 12 000 名

科学家受聘于各赠地大学及相关的州农业试验站

(SAES) 。

113 　私人企业科研机构

美国私人企业投入农业科研的力量很大。全国

有数百家与农业有关的厂商从事研究工作。特别是

大的种子公司、农业机械公司、农业化学公司和食品

公司 ,大都设有研究中心、实验室或试验站。主要从

事技术开发、新产品试制方面的研究。这些私人企

业对美国农业科技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 ,

这些企业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其次 ,这些

公司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 ,会自动大量吸收大学以

及其他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 ,将其变成实用新

产品。如杂交玉米的技术最早是在大学研究出来

的 ,但培育杂交品种却是由种子公司完成的。这些

企业拉动了农业科技的需求 ,大约社会上 60 %的农

业科研成果被这些企业吸收 ,并形成巨大的生产力。

2 　美国农业科研的主要特点

211 　美国联邦、州政府及私人企业的三级农业科研

机构

美国联邦农业部所属农业科研单位包括分布于

全国各地的 8 个农业研究中心和近百个研究试验

点 ,1999 年总经费达到 7182 亿美元 ,按全体人员计

算平均研究经费超过 10 万美元/ (人·a) 、按科学家

(课题主持人即具有博士学位者)计算平均研究经费

超过 30 万美元/ (人·a) ,主要承担国家级项目及重

大紧急项目 ,研究领域涉及作物、畜牧家禽、资源环

境、人类营养等。8 个研究中心以设在马里兰的

Beltsville 农业研究服务中心规模最大 (相当于联邦

农科院) ,有工作人员 1 500 人左右 ,其中博士 300

多个博士 ,1999 年经费 1 亿美元左右。该中心目前

承担 23 个国家项目 ,每个项目再分许多小课题。根

据各项目所覆盖的地区和研究需要 ,由几个研究中

心合作完成 ,重要的地区性课题通过合约下达给有

关州的赠地大学农学院 (系) 。该中心管理人员 200

人 ,中心主任及 5 个所长均有博士学位 ,但专职管

理 ,不搞研究 ,其他人多多少少做些研究工作。中心

由“转化办公室”负责成果的转化。

各州的农业科研机构设立在各州赠地大学农学

院 ,美国共 67 所 ,负责研究各州的农业问题。按教

授计平均研究经费超过 20 万美元/ (人·a) 。联邦和

州两级政府科研机构分工比较明确 ,既有交叉合作 ,

又不重复 ,研究人员精干、素质高 ,经费投入大。

私人企业尤其是大型私人企业 ,如孟山都生命

科学公司等 ,均有庞大的研究机构 ,优越的工作条

件、先进的设备和高额的研究经费投入 ,吸引了大批

高素质人才。该公司的生命科学研究中心 ,现有 1

500 人 ,其中博士占 1/ 3 ,有 250 个实验室、100 多个

人工气候室和 0181 hm2 温室 ,该公司 1999 年研究

经费达 7 亿美元。

联邦和州两级科研机构的科研工作只涉及公众

服务部分 ,不做企业的事情 ,即不搞产品 (如种子、农

机、化肥、农药等) 。对农民来说 ,所有产品均来自公

司 ,但公司的产品中所采用的技术约有 65 %来自研

究中心和大学 ,而农民所采用的新技术方法有 80 %

来自研究中心和入学。

212 　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结合体制

美国农业的最大成功得益于科研、教育、推广三

结合的体制。这是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和巩固来的。

三结合体制集中体现在各州的赠地大学农学院

(系) 。教学、科研和推广是赠地大学农学院工作中

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学工作主要在农学院本

部 ,农学院下设的科研与教育中心 (或称农业实验

站)及若干示范点是主要的科研机构 ,每县设一个农

业推广站作为主要的推广机构。

农学院的每个教授均承担着不同比例的教学、

科研和推广任务 ,在工作量的分配上一般情况为科

研与教学各占一半或 75 %与 25 % ,也有的教授三者

工作量比例为 50 %、25 %和 25 % ,在农学院工作的

教授如果只教学而不承担科研或推广工作 ,他得到

晋升的机会就特别少。这样做的结果是可以把最新

的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 ,同时把最好的技术和信息

(不管是否为本校的成果) 推广给农民 ,推广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又能及时反馈给科研 ,以进一步研究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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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农业科研项目的确定及定期评估

国家重大项目的申请由研究部门根据农业发展

规划提出 ,报经农业部审查汇总 ,呈总统签署后报国

会审批 ,为时约 1 年 ,其间申请单位及科学家要通过

专门的游说团向国会游说以争取批准立项。新报项

目约 1/ 2 能获批准。

项目下设的课题实行上网公开招标 (目前在研

的 23 个国家项目共设约 2 000 个课题 ,每个课题由

1～5 名博士主持) ,课题实施计划由研究中心组织

内外科学家评审后 ,报项目办公室下设的有关委员

会批准。项目申请报告、研究进度报告和评估报告

均有规范化的格式 ,可从网上下载。

农业科研项目在研究重点确定后 ,联邦政府、州

政府、各种基金会投入一定数量科研经费 ,项目即开

始运行。项目运行中的管理比较简单 ,主要是定期

评估。科研项目执行到一定时期 ,短的 1～2 年 ,长

的 3～5 年 ,由项目下达部门组成专家委员会 ,对科

研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评估的依据是立项时

确定的年度目标任务是否达到 ,如通过评估 ,项目继

续执行。项目完成后 ,提交研究项目的完成报告或

论文。

214 　不断增长的、来源多元化的农业科技经费

美国农业部系统的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按各种

法令和条例拨给农业部的联邦预算 ,其中大部分分

配给 8 个农业科研中心。

各州试验站的经费来源是多方面的 :一是联邦

拨款 ,约占 30 % ;二是本州的预算 ,约占 51 % ;三是

私人企业赠款 ,约占 19 %。

农业科研中心的科研项目经费主要来自联邦预

算 ,如位于马里兰州的贝尔茨维尔农业研究中心承

担 23 个国家项目 ,每个项目至少获得 25 万美元的

拨款。

农业试验站承担的联邦与州合作推广项目 ,其

经费 29 %来自联邦政府 ,47 %来自州政府 ,24 %来

自县政府和私人赞助。

近年来 ,美国经济持续增长 ,对科技的投入也以

713 %的速度递增 ,美国研究与开发 ( R &D) 投入占

GDP 的 217 % ,达到了 2 206 亿美元 ,这其中联邦政

府投入 666 亿美元 ,占 3012 % ,其余部分为各州的

投入 ,以及私营企业和各种基金会的投入。美国的

科技经费主要投入国防等领域 ,美国联邦农业科研

经费投入为 17 亿美元 ,大部分农业科研投入来自各

州、各类基金会及企业 ,也就是说 ,美国的农业科研

投入是一个多元化的投入体系。

3 　美国农业科技运行机制

虽然美国农业科研体系的 3 个构成部分在农业

科研工作中分工不同、服务对象不同 ,经费的主要来

源也不同 ,但三者之间能相互配合、紧密合作 ,保证

了农业科研体系的有效运转和效能充分发挥 ,在体

系运行机制方面主要有以下特点。

311 　各机构既分工又协作

美国农业部研究中心 (ARS)和各州赠地大学都

承担着教育和科研任务 ,主要职能是创造知识、服务

公众。但 ARS 只研究全国性的、跨地区的基础性农

业科研项目 ,而各州赠地大学承担的任务主要是为

各州自身服务的。两者之间也有十分密切的合作关

系 ,有的 ARS 的实验室设在赠地大学 ,两者的科学

家可以相互交流与合作 ,共同承担一些课题的研究

工作 ,大学的研究生可以到 ARS 做实验、论文 ,一些

ARS 的实验站设在州的领土上 ,土地仍归州政府所

有 ,但可以进行联邦政府的研究工作。

企业研究机构的惟一宗旨是帮助企业赚钱 ,其

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可直接进入市场的种子或其他

农业类产品。ARS 和大学是知识的提供者 ,企业是

新产品的提供者。以杂交玉米种子为例 ,杂交玉米

的知识来源于 ARS 和大学 ,但 ARS 和大学只进行

玉米遗传、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 ,所有杂交玉米

育种都在私人企业进行 ;再如所有的农业机械设备

都在私人企业里生产 ,而这些机械设备的最初的设

计理念都来自于 ARS 或大学。值得指出的是 ,逐步

把政府职能与企业职能分开 ,下游方面的研究工作

向企业转移只是近几十年的事。

312 　教学、科研与推广三位一体的合作机制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 ,在各州的赠地大学农学院

中 ,农学院、农业实验站和农业推广站实际上合为一

体 ,农学院除教学外 ,统一管理全州的科研站和各县

的推广办公室。农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州实验站站长

和州推广站站长 ,是全州农业教学、科研和推广的惟

一最高负责人 ,这样在领导体制上就保证了三者的

统一和协调。

在美国的农业部内设有教育和经济办公室 ,主

要职能是协调各州科研、教育和推广的关系以及经

济政策研究 ,负责对各州赠地大学和研究所下达科

研经费 ,其中包括了推广方面的专门经费。

各农学院对教授要求必须兼有教学、科研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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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3 个方面或至少两个方面的工作 ,并将各方面的

工作都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加薪、提职的重要依

据 ,既促进了三方面工作的有效开展 ,也使教授更加

注重研究和解决农业实际生产中的问题。这是教

学、科研和推广三者协调统一的人员保证。

313 　人员聘用和激励机制

ARS 和大学的岗位都采取聘用制 ,一般来讲是

先有岗位 ,然后寻找能胜任这一岗位的人员 ,许多大

学通过在有影响的刊物上刊登广告招聘人员的办

法。如果一个大学教师在受聘 6 年后还不能晋升为

副教授 ,那就意味着被解聘。一般大学不会直接宣

布解聘 ,而是采用不给加薪的做法 ,2 年不加薪就意

味着学校对你的工作已很不满意 ,最好是自己选择

主动走人。如果教师在任何一年中升为副教授 ,就

自动获得“Tenure”,即终身制教授 ,这时解聘就比较

困难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如果几年没有文章发

表或学生对你的教学不满意 ,仍可成为解聘的理由。

和大学教授一样 ,受聘于 ARS 的科学家也不是

一劳永逸 ,课题结束后若没有新的课题 ,科学家就要

自动离开。ARS 科学家作为政府雇员 ,每年薪水都

有 23 %左右的增长 ,但根据级别和年限的不同 ,增

长的幅度也不一样 ,每 3 年工资将根据评估结果有

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评估委员会一半来自本专

业 ,其他来自外专业 ,对科学家 3 年来的研究水平进

行综合评估 ,科学家本人并不知道谁来进行评估 ,评

估结果完全取决于科学家的研究水平 ,这一结果对

科学家的升级和加薪至关重要。

314 　项目申请和管理机制

联邦政府对科研经费的分配有 3 种方式 ,一部

分经费按各州的农业人口或其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

比例分配给各州的赠地大学 ;一部分科研经费由科

学家公平竞争 ,有的由联邦政府统一管理 ,有的在指

定区域内竞争 ;另外国会还经常对某一州或某一项

目提供专门的拨款。项目一般由科学家通过大学或

ARS 自主申请 ,项目申请人要写出详细的计划 ,说

明该项目的研究目的及经费如何使用 ,项目获得批

准后有关机构将经费拨给大学或 ARS 而不是直接

拨款给个人。大学或 ARS 组织内外部科学家共同

组成委员会对科学家提出的项目计划进行评估 ,通

过后才可报农业部经费管理办公室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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