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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雄厚、具有成熟的种植和加工体
系、市场竞争力较强、在全省的推广
种植面积较大。之所以围绕优势产业
研发新技术和新品种，就是为了在产
业发展中注入新科技力量后，能更快
更好地形成更强的科技和市场竞争力，
从而为农民服务、为打造世界一流“绿
色食品牌”服务。

    
记者：目前，云南农业科技发展

有什么特点？还存在哪些不足？

王晖：一直以来，云南农业科技

建设的主要路子是公益性推广。无论
是新技术的研发、新品种的培育，还
是技术和产品的更迭、升级，都以公
益推广为主。从 2019 年至今，全省
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广应用面积近
2 亿亩，派出科技人员近 2 万人次，
培训农民 100 万人次以上，科技促进
农业直接增加效益 166.17 亿元，这其
中 99% 是通过公益性推广完成的。

云南农业科技建设面临的一个最
大瓶颈，是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不突
出。比如，2019 年，云南省农科院的
科技成果应用总产值达 649.02 亿元，
但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只有 1900 万
元，其余都走了公益性推广，总效益
和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之间严重失衡。
同时，目前云南农业企业发展普遍弱
小，有较强科技研发实力的企业寥寥
无几，主要科技成果出自公立科研院
所和大学，而这些单位的科研人员往
往由于编制身份限制、思想解放不到
位等原因，对成果入市转化存在顾虑，
积极性不高。

此外，知识产权保护难度大、维
权成本高等也是主要短板。

    
记者：下一步，该如何补齐短板，

以便更充分地发挥特色科技优势，促

进特色农业发展？

王晖：一方面，继续围绕传统优

势特色农业产业，因地制宜加强科技
基础建设，继续推进国家级、省级“农
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和扶持，促进区
域性农业科技发展。同时，加大对企业，
特别是育种企业和加工企业的有关科
技研发专项政策和资金扶持，采取人
才引进、建设资金倾斜等办法，帮助
企业建设和强化专家工作站、实验室，
夯实行业企业的科技发展基础。

另一方面，要积极破除壁垒，促
进科技成果入市转化，使科技成果产
生更多的经济效益，以此提高科技人
员和科研院所的积极性，更好地服务
于特色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在这个
层面上，应进一步健全成果转化的政
策体系，尽管《云南省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条例》已出台，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但为进一步打消科技人员的顾虑，建
议省级层面围绕该条例尽快配套实施
细则、管理办法，并简化相关报批程序，
提高转化效率。同时，继续加大对公
益性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针对县级
科技推广经费困难等实际，应在省级
层面设立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
专项经费、以奖代补等转化奖励机制，
探索和拓宽社会融资和国家金融产品
扶持渠道。此外，应加大知识产权保
护运营体系的建设。目前，农业科技
成果具有先种养再认证的特殊性，盗
用、占用取证维权难度大，省级层面
应有针对性地建设一套高原特色现代
农业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开展“绿色
食品牌”关键技术和品种的研发保护
等，为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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