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社址:福州市华林路84号 电话查询:(0591)87095114 总编室传真:(0591)87853264 邮政编码:350003 零售报价:周一至周五每份1.50元(双休日每份1.20元) 印刷:福建报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福州金山金榕北路52号 电话:28055815 传真:28055890 昨日本报开印2时00分 印完5时30分

经济文教部 责任编辑：关永辉 美编：郑伟 电话：（0591）87095580
2023年6月29日 星期四8 深读

农业科研与产业
亲密“联姻”

□本报记者 张辉 通讯员 王小安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农业科技贡献率达 62.4%。
在农业领域，一直存在科研与产业脱节的问题——农业科技成果很多，但转化率很低。实验室与大田之间，似

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省农科院以政科企、产学研合作的方式，共建农业产业研究院，引导科研人员走出实验室，与企业结成紧密的

创新联合体、产业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试图通过“产业界出卷，科技界答题”方式，破解科研与产业“两张皮”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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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动能新优势

走出科研的“象牙塔”

选育出中国人自己的番茄砧木，
一直是陈珠凉的心愿。2019 年 12 月，
他找到省农科院专家，道出了蔬菜种
苗业的心声。

陈珠凉是厦门如意情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旗下的厦门如意种苗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省最早开展集约化
育苗的企业，主打产品是蔬菜嫁接苗。

像番茄这样的茄果类蔬菜，极易
发生连作障碍，其中又以青枯病、根腐
病等土传病害为甚。一旦染病，轻则减
产，重则绝收。用嫁接苗替代实生苗，
是克服土传病害最有效的手段。2002
年，陈珠凉开始集约化生产嫁接苗，带
动嫁接苗在全行业普及。作为省内头
部企业，如意种苗公司年产蔬菜嫁接
苗超 5000万株，其中番茄约占三成。

移花接木，关键在选择具有强大抗
病抗逆能力的砧木。如意种苗公司所用
的砧木品种，源自外国进口。日本坂田、
泷井等老牌种企，是主要供应商。

“一粒番茄砧木种子进口价一毛五
起步，占总成本的三分之一。”如意种苗
公司总经理陈木林说，考虑到育苗成活
率 ，公 司 每 年 进 口 蔬 菜 砧 木 种 子 超
6000万粒。洋种子贵不说，供应还不稳
定。价格说涨就涨，最高时涨幅50%。

早在 10 年前，陈珠凉便有了国产
替代的念头。

找国内供应商？广西等地也生产砧
木种子，但品质与洋种子差距明显。自
己组建研发团队？奈何科研能力有限，
公司育种团队仅两人，非科班出身，只
能开展简单的品种收集与筛选。向科研
院校购买品种权？省内育种研究以选育
接穗品种为主，鲜少涉及砧木。

“能不能通过科企协作，共同攻克
这一行业共性难题？”陈珠凉向省农科
院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来自产业
界的声音，带给科技界新的启发。

“在农业科研领域，普遍存在‘成
果很多，转化率很低’的问题。”省农科
院科技服务处副处长张明辉说，一直
以来，省农科院与省内兄弟农业科研
机构情况相似，科技成果转化率仅在
10%左右 。这意味着 ，绝大多数成果

“锁进了抽屉里”。即便是这 10%，高价
值转化的也少之又少。以品种权转让
为例，除了鲜食玉米、食用菌等少数新
品种实现了百万元级别的收益，大部
分历经多年选育而成的品种，转让价

格不足 10万元。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少

红曾援引一组数据：2018 年，全省共
197 个项目获省科技进步奖，其中涉
农项目 33 个，占比 16.9%；全省技术交
易市场交易合同数 7753 项，合同总金
额达 110.9 亿元，其中涉农 814 项，金
额 1.4亿元，分别占比 10.4%和 1.24%。

创新链与产业链脱节，是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难最大的硬梗阻。

近年来，省农科院也试图与企业、
产业、市场走得更近一些。主要方式是
派驻科技特派员、组建科技服务团队、
建立技术示范基地等，但这些科技服务
点多面广，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不明显，
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不突出，“输血”大
于“造血”，技术指导甚于产业合作。

陈珠凉说的，正是省农科院一直
想做的——走出“象牙塔”，去做更接
地气、更有用的科研。

这需要构建全新的产研协作载
体。早在 2016 年，省政府办公厅便印
发《关于鼓励社会资本建设和发展新
型研发机构若干措施》，鼓励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等以产学研合作形式，组
建新型研发机构。

在 这 样 的 背 景 下 ，省 农 科 院 于
2020年提出建设农业产业研究院的计
划：“十四五”期间建成 30家研究院，覆
盖全省主要优势农业产业和重点县，
连同院内 16 家专业研究所，形成全院
科技创新与成果孵化的“基本盘”，全
力进军全国一流农业科研院所。

在官方定义中，农业产业研究院
是一个以企业技术需求为导向，以产
业关键技术攻关、新产品研发、科技成
果创新与转移转化、产业发展战略规
划、技术人才队伍培养等为主要职能
的新型研发机构。

一言以蔽之：推进农业科技与产业
深度融合。具体实现路径则被形象地概
括为：产业界出卷，科技界答题，最终实
现科研成果“即创即转，即研即推”。

2020 年 8 月，省农科院与企业共
建的第一家研究院——如意情蔬菜产
业研究院落户如意情公司。2021 年，
该模式被写入省委一号文件。

企业出卷，专家答题

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副所长、研
究员朱海生，从事蔬菜育种 20 多年，
接受企业出卷，还是头一遭。

2020 年 8 月 8 日，刚刚揭牌的如

意情蔬菜产业研究院召开第一次理事
长会议，选举陈珠凉为理事长，朱海生
为院长。

在第一次理事会议上，如意情便给
专家们出了第一批选题：自主选育番茄
砧木新品种；利用菌渣生产有机肥。前
者是困扰如意情乃至全行业已久的“卡
脖子”难题；后者则是为了推动公司旗
下食用菌厂大量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在后来的历次会议讨论中，这些
选题又被不断细化。譬如，收集番茄砧
木种质资源，应以抗青枯病、根腐病为
主要方向，并逐步按耐寒与耐热、深根
与细根、主根与须根进行分类。

很快，来自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
土壤肥料研究所的专家入驻研究院，开
始有的放矢地答题。朱海生领衔的项目
组面向全国各地广泛收集番茄砧木资
源。“为了筛选出最优异的抗病材料，我
们在厦门和福州分别建立多年连作高
压筛选鉴定圃，人为创造高发病的环
境，让它们在最恶劣的条件下经历考验，
从中选拔出天赋异禀的‘种子选手’。”他
说，项目组同时引进了青枯病病菌室内
接种鉴定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加
速鉴定筛选进度。过去两年多时间里，
他们共鉴定 50 多份砧木种质资源，其
中“2号绿”“3号绿”“闽砧 3号”“TB16”
等脱颖而出。这些“种子选手”各有所
长，将作为重要育种材料，选育出综合
能力出众的砧木新品种。

科与企不仅仅是答题人与出卷人
的关系。产研互动，常常碰撞出令人意
想不到的火花。

“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更关注砧木
的抗病性。”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专家
张前荣说，如意情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发
现，在不同区域、不同季节栽培嫁接苗，
对砧木的根系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夏
季雨水多，地下水位高，应优先选择根
系浅、主根少的品种。“科企深度互动，
让研发方向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

以如意情蔬菜产业研究院为起
点，省农科院在近 3 年的时间里，已通
过政科企、科企合作方式，在全省建成
了 28 家农业产业研究院。依托“企业
出卷，专家答题”模式，越来越多的行
业共性难题逐渐得以破解，越来越多
科技成果实现就地转移转化。

漳州市英格尔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是省内较早从事绿色防控产品研
发的企业，拳头产品是昆虫性诱剂。
2021 年 11 月，英格尔公司与省农科院
共建农林害虫绿色防控研究院，向农
科院的植保专家们抛出了第一道考
题：传统昆虫性诱剂靠的是人工合成
雌虫性信息素，吸引田间雄虫，对雌虫
没有引诱效果。有没有办法实现雌雄
双诱，一网打尽呢？

“我们改性诱为食诱，通过提取植
物中的天然成分，人工合成对雌雄害

虫都有吸引力的食诱剂。”省农科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农林害虫绿色
防控研究院院长范国成说，项目组已
针对果实蝇研发出了多种效果不俗
的食诱剂配方，并开展田间实验。

省农科院与福建春伦集团有限公司
共建的福州茉莉花产业研究院，则致力于
用现代科技讲好农业文化遗产的故事。

“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是
福建首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春
伦集团董事长傅天龙出身茉莉花茶
世家。100 多年前，傅家先人已在福州
南郊种花制茶。然而，在茶类竞品层
出不穷的当下，茉莉花茶在市场上逐
渐式微。作为龙头企业，春伦集团一
直希望能够复兴这一传统茶文化，重
塑品牌影响力。

福州茉莉花产业研究院院长、省
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究所所长傅建炜的答题思路是：从种
植到加工再到新式茶饮研发，构建全
产业链标准体系，用现代科技提升茉
莉 花 茶 品 质 ，讲 清 楚 茉 莉 花 茶 好 不
好、什么样的茉莉花茶才算好茶。

窨制是茉莉花茶制作的核心环节，
也就是通过茶花混合与分离，让茶坯充
分吸收花香。传统观念认为，窨制次数
越多茶品质越高。“九窨茶”被认为是最
好的茉莉花茶。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利用现代仪器分析手段，分
析茉莉花茶香气组分及营养功能成分，
揭示种质资源、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加
工方式等对品质的影响，探究不同茉莉
花茶品质形成机理。”研究院专家黄彪
说，研究团队正通过引入现代技术，为
精确制作一杯好茶提供科学依据。

与企业成为“合伙人”

对于科研人员而言，走出“象牙
塔”不仅仅是变换了科研场所，更是
一个观念重塑的过程。

“科技界与产业界，在某种程度
上是有分歧的。”省农科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副所长、农林害虫绿色防控研
究院副院长何玉仙说，这种分歧具体
表现在对科技成果的认知上——科
研人员认可的“好东西”，在企业家眼
中未必如此。“在生产实践中，企业不
仅关注科技含量，更关注推广应用成
本 。一 项 再 好 的 新 技 术 如 果 无 法 落
地，就称不上有用的科研。”

在何玉仙看来，农业产业研究院
让科学家与企业家真正走到了一起，
在试验田与大田中建立了纽带，让科
技界与产业界达成了共识。在这样的
模式下，科企双方成为朝着共同目标
双向奔赴的科研“合伙人”。

但双向奔赴是有前提的。在采访
中，科研人员广泛提及的担忧是：参

与研究院工作，是不是只是为了企业
服务？取得的成果算谁的？会不会影响
自己在本单位的业绩？

这些顾虑的背后，是传统科研单位
评价体系的固化。有感于此，省农科院
试图通过制度建设优化现有评价体系。

2021年8月，在较为粗泛的《农业产
业研究院建设指导意见》试水一年后，该
院出台《农业产业研究院建设管理办
法》。这份办法的一大亮点是明确了业绩
认定方式。按照新政策，科研人员在产业
研究院取得的项目、平台、成果、知识产
权等业绩，等同于所在单位取得的业绩，
所在单位在个人年终考核时，按规定计
算和兑现绩效激励。同时，研究院经费计
入牵头研究所年度经费完成指标；研究
院年度考评结果，作为研究所年度考核
中“科技服务指标”的重要依据。

“这意味着，为产业研究院做科研，
不是在帮企业老板打工，而是通过构建
紧密联结和融合机制，实现一个共建共
享共赢的过程和结果。”张明辉说，省农
科院正通过指挥棒的作用，推动科研人
员角色转变与身份认同，“真正沉下去，
与企业一起开展科研攻关”。

另一个影响科研人员积极性的因
素是，科企联合攻关产生的科研成果，
利益如何科学分配？

利益分配机制如果不健全，势必
影响农业产业研究院后续可持续运
行。朱海生谈及育种研究过程中，可能
因为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的科企互信困
局。选育新品种，育种材料是水之源、
木之本。因此，充分共享育种材料至关
重要。但由于信任问题，科企双方或许
都有所保留，“拿出的都不是各自手中
最好的资源”，最终影响育种成果。

朱海生建议，加快完善知识产权
“确权”机制，也就是将各方在科研成果
中的贡献程度予以量化，为日后成果市
场化后的利益分配提供依据。这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以品种选育为例，不仅涉
及不同育种材料的遗传贡献度，还涉及
各方投入的时间、精力、资金、技术。

“推进科技自信自立自强，加速科
技成果成为现实生产力，是科技界的
永恒主题。”张明辉说，农业产业研究
院将立足于科研创新前沿哨所、成果
转化重要平台两大定位，紧紧围绕农
业产业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瓶颈问
题，创制一批高“颜值”的农业创新成
果，培养一批领军型、大师级的科研尖
端人才和一批带不走的企业“高徒”。

省农科院与福建春伦集团有限公司共建的福州茉莉花产省农科院与福建春伦集团有限公司共建的福州茉莉花产
业研究院业研究院，，致力于用现代科技讲好农业文化遗产的故事致力于用现代科技讲好农业文化遗产的故事。。图为图为
福州帝封江茉莉花核心保护基地福州帝封江茉莉花核心保护基地。。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朱海生正在察看嫁接苗长势朱海生正在察看嫁接苗长势。。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辉张辉 摄摄

福州茉莉花产业研究院人员开展茉莉花绿色防控指导福州茉莉花产业研究院人员开展茉莉花绿色防控指导。。（（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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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既是生产经营的
主体，也是科技创新的主体。
但当前，我国企业科技创新
能力参差不齐。尤其是农业
企业，小、散、弱居多，缺资
金、少人才，科研投入不足，
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现阶段，
科研院所、高校依然是农业
科技创新的主力军。科企协
作，是解决农业科技创新资
源有效供给的重要途径。

但不容忽视的现状是，
农业科技供需之间脱节严重，
也就是所谓的科技与产业“两
张皮”现象。直观的表现是，不
少农业科技成果为论文、职称
服务，而非为产业服务，以至
于转化率低下，大多数成果难
以真正走出实验室。

要打破这一局面，应当
引导科研人员走出“象牙
塔”，走进企业，走近市场，在
农业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
中，做真正有用的科研，让创
新链无缝衔接上产业链。

这就需要搭建全新的
产学研协作平台，探索全
新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在
这个过程中，科技界与产
业 界 ，优 势 互 补 ，资 源 共
享，朝着共同的目标，合力破解产业技术难题。
同时，助力企业加快培育人才队伍，提高其自
主创新能力，使之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建设农业产业研究院，是福建深化农业产学
研协作的最新尝试。以往，农业企业与涉农科研
机构、高校之间不乏互动合作。但传统的互动合
作往往是单向的、输血式的。最常见的方式是，企
业一次性向科研人员购买已有的技术成果与服
务。那些尚无现成解决方案的共性或关键技术难
题，则长期悬而未决。至于各种名目的产业联盟、
战略合作，则大多是松散型的合作关系，甚至流
于形式，产学研之间很难真正持续碰撞出火花。

科企共建农业产业研究院的初衷，不仅
仅是要让产学研各方走到一起结成“亲家”，
还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优化现行评价体系、
健全利益联结机制，让科研人员真正敢于走
出实验室，沉到企业中去，融入产业链，与企
业成为目标统一、行动一致的“合伙人”。

目前，科企共建农业产业研究院的模式尚
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特别是跟工业领域更加成
熟的产学研协作实践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很多新问题要解决。比如，农业企业普遍实
力有限，但科学研究又需要长期持续的高昂投
入，除了争取更大的政策支持力度，如何创新农
业科技投融资模式，引入金融资源、社会资本，
是做大做强农业产业研究院的应有之义。

此外，如何开放办院，引导更多力量参与共
建，并协调好各方利益关系？如何通过要素流转、
市场推广，让产业研究院创造的科技成果实现高
价值转化？如何通过股权期权合作等方式，让科研
人员与企业之间真正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都
是优化深化农业产学研协作，不得不直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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