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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难点在县域。如何通过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业态创新，发现并

激活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能、新机制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县域农业创新驱动

发展的根本在于科技等现代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构建县域现代产业经济体系。影响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关

键要素是技术、人才和文化以及实现三者耦合共生、协同创新的社会网络。农业嘉年华是助推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

系统性试验，是聚合县域技术、人才和文化要素、创建县域创新社会网络的有效载体，也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县域创新

驱动发展的重要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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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县域创新驱

动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基础在县域，活力在县域，难点也在县域”; “支

持县域开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是打

造发展新引擎，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1〕，对

于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

目标意义重大。如何通过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业态

或模式创新，发现并激活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的

新动能和新机制，持续引领和支撑县域农业创新发

展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当前县域社会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本文尝试从分析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

展根本所在及其存在的关键要素入手，结合中农富

通集团公司等近年来在河北南和、贵州修文、江苏

宿迁等县域创建“农业嘉年华”的系统性创新试验，

讨论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动力机

制和可能选项，以期为县域创新驱动发展和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提供决策支持和经验参照。

一、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的

根本所在

县域经济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点，是

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基石，承担着促进

国家和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使命，面临着

提质增效升级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任务，蕴含

着创新驱动发展的巨大变革和创新活力〔2〕。走中

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

路，县域经济是关键〔3〕。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是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三产融合、推进新型城镇化

和城乡融合发展、建设县域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

举措，问题是如何激活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巨

大动能和创新创业活力，让其转化为县域创新经济

发展、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和 乡 村 振 兴 的 强 大 推 动

力量。
西奥多獉W·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分

析认为，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得到发展变

动，本质上是一种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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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农经济，缺乏迅速稳定增长的能力。只有重视

对现代农业的投资和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才能够不

断提高农业生产率，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而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就在于引入

新的现代生产要素，实现农业技术进步〔4〕176 － 177。经

济学家拉尼斯曾论证说: “现代要素的投入和激励

性工业消费品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两类诱因。现

代要素投入的数量决定着农业技术革新程度”〔5〕41。
近两百多年的农业创新实践表明，科学技术在

农业上的广泛应用和创新推广，使人类“大规模地

把自然生态形态转化为可控生态系统”，从而使土

地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都得到了

大幅度地提高〔6〕139 － 140。荷兰、以色列等农业自然资

源有限的国家能迅速跻身世界农业强国之林，主要

成功经验就在于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持续不断地

驱动农业创新和农业现代化〔4〕191 － 201。审时度势，中

央政府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创新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在 2007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

要以科技创新引领和驱动农业发展、实现农业现代

化的政策主张。因此，推动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

展、实现乡村振兴，根本是用科技等现代生产要素

改造传统农业，构建现代产业经济体系。
政策思路非常明确，但来自基层的诸多调研报

告指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科技成

果转化率低，导致县域创新资源要素集聚难，难以

吸引高层次创新人才〔7〕; 不少县域创新驱动发展面

临“传统产业难升级、新兴产业难培育、创新人才难

引进、创新意识难普及”〔8〕等严峻挑战，主要表现为

县域创新人才严重缺乏、科技创新贡献率低、产业

结构单一、多数产业沿袭传统的技术手段和工具，

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粗放式开发，效率低下，产业

链短，创新驱动发展和创新创业的文化环境尚未形

成。理论推断、政策逻辑和现实发展存在的强烈反

差，要求我们深入分析影响或支配县域创新驱动发

展的关键要素，进而提出培植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

展的新动能、新机制。

二、影响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的

关键要素

依照舒尔茨等经济学家的分析，改造传统农

业，实现农业创新的首要条件是建立适合现代农业

创新发展的农业经济制度，核心是赋予农民等农业

生产经营主体以经营自主权，使他们能够因地制

宜，按照当地的资源禀赋做出理性的生产经营决

策。自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持续推进的农业经营

体制改革已赋权给农民等生产经营主体以土地承

包经营权和经营权流转，大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为现代农业创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制度空间和发

展机会。政府及各类科研机构通过对农业科研的

持续投入已产出大量适用县域农业创新的科技成

果，并通过科技特派员制度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体

系建设及诸多“科技计划”等机制向县域输入转化。
此外，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在吸引大量

农民非农就业的同时，也为乡村适度规模的集约化

农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机遇，催生出一批具有企业家

精神和乡村情怀的家庭农场主、专业农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领导者、农业企业家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为 县 域 农 业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储 集 了 人 力 资 源

基础。
然而问题是，尽管经营制度、科技要素及其服

务和创新主体基本到位，并没有带来县域农业创新

的繁荣局面。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兴

起》中提出的 3Ts 理论〔9〕或许可能帮助我们发现其

中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在他看来，一个城市或县域

的创新活力取决于技术( technology) 、人才( talents)
和宽容( tolerance) 三种核心要素。其中的宽容是指

一种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说，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实

质上是一个由技术、人才和文化三要素支配或主导

的社会经济系统，其中任何一种要素的“缺损”或

“弱化”都可能影响到其他要素，最终累及整个县域

的创新势能。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要素

是技术、人才和文化，正是这些要素之间的非线性

作用在特定县域形成某种正反馈或负反馈机制，最

终导致 该 县 域 农 业 创 新 出 现 繁 荣、衰 落 或 停 滞

不前。
事实上，过去多少年，尽管各级政府努力通过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科技特派员制度等政策举措，

为县域农业创新导入大量新知识、新技术乃至新设

施，但因缺少能够消化、理解这些知识、技术和设施

并加以应用的( 本土) 技术人才，或缺乏支持鼓励创

新创业实践的文化环境，最终未能打通县域农业创

新驱动发展的“毛细血管”、破解县域农业创新的

“最后一公里”难题，致使这些措施对县域农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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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发展的作用有限。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既

需要科技创新要素输入，更需要探索科技创新要素

植入的新机制和农业科技创新服务的新业态，以实

现技术、人才、文化三要素的非线性作用和正反馈

机制，修复县域农业创新驱动的“造血机制”，培植

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能和内动力，助推县

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跃升至良性循环、健康持续发

展的新层级。
那么如何在县域培植技术、人才和文化要素，

实现乡村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和产业兴旺? 美国学

者马克·扎卡里獉泰勒在《为什么有的国家创新力

强》中通过对以色列、新加坡等国家创新发展的历

史分析后总结说，“国家要寻求创新经济，必须首先

将国内 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引者注) 人

才网络与当地企业家和投资者紧密联系起来。而

且，政府必须帮助创建几种类型的国际网络，特别

是国内创新者和对外出口市场、投资资本、技术技

能和知识资源之间的联系”，“建立新科技公司所必

须的信任和社会资本”〔10〕169 － 170，因为社会网络积累

社会资本，并可能大幅度地降低创新成本和风险，

进而助推县域农业创新发展和产业兴旺、人才振兴

和文化振兴。换句话说，要使技术、人才和文化等

关键要素聚合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能，政府不仅

需要解决市场失灵和科技成果供给等问题，还需要

通过多种可能的形式创建有助于创新资源整合的

社会网络，解决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系统性问题。

三、农业嘉年华: 县域创新驱动

发展的系统性试验

如何在县域构建技术、人才和文化耦合共生、
创新驱动发展的社会网络? “农业嘉年华”或许是

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的一种系统性的创新试验。
“农业嘉年华”首次公开亮相于南京白马公园，

通过展示都市农业新成果、现代农业新技术、郊区

农民新风采和城乡和谐新生活，兼顾展览、娱乐、购
物、展示、宣传、招商等功能的新颖模式而备受社会

各界欢迎。2013 年，北京依托第七届世界草莓大会

建成的草莓博物馆举办的首次“农业嘉年华”，通过

园艺景观营造和设施农业种植模式展示等赋予农

业嘉年华更多审美愉悦、都市农业技术集成展示和

农业科学知识普及等内涵和功能。2015 年之后，农

业嘉年华经中农富通集团等创新型企业持续不断

的集成创新和大胆试验，开始“脱胎换骨”，不仅从

南京、北京这样的大都市转移到农业自然资源和文

化遗产丰富的边远县区，如贵州修文、河北南和、江
苏宿迁等县域，而且常年开放。活动展示的主题也

从都市农业转向田园农业，以“五彩田园”、“水漾年

华”等形式变身为特定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新

动能、新引擎和新地标。这些全新的农业嘉年华业

态在保持原有节庆活动的独特元素的基础上更多

地融入当地的历史文化和特色农业经验、植入现代

科技元素和全新发展理念，并以新品种、新种植模

式和农业景观营造的“新、奇、特”而吸引周边乃至

全国农业生产经营者和其他游客的注意，不仅使农

业嘉年华成为当地观光旅游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和新“地标”，而且成为这些县域农业多功能性开

发、农旅结合等三产融合和县域创新创业活动的孵

化器和催化剂，成为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的系统

性试验。
首先，农业嘉年华以农业生产经营者和游客喜

闻乐见的方式展示博大精深的传统农业文化和“新

奇特优怪”的现代植物品种与农业高效技术，如多

种立体栽培模式、水培、雾培、基质等栽培技术和智

慧农业技术，展示农业多功能性和三产融合发展的

可能性，“寓学于玩”，填补了“知行间隙”( Knowing
－ doing gap)〔11〕345 － 365，为农业生产经营者和游客接

近、认知和理解农耕文化和现代农业技术创新、进

而应用这些新技术进行农业创新和产业融合扫清

了心理和文化障碍。
其次，农业嘉年华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更新和形

式多样的创新服务支持引领和支撑县域周边的农业

创新创业活动。舒尔茨分析说，农民乐意接受包括新

技术在内新生产要素的关键是看其是否具有有利

性〔12〕122 － 127。绿色革命作为区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

的典型实践表明，除了政府的政策激励以外，农业创

新驱动发展是包括新品种、新技术、技术服务人员和

农民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本土技术人才参与现场

指导和创新服务，农业创新很难再现“绿色革命”的

繁荣景象〔13〕。创新扩散的诸多案例研究也表明，引

起创新行动者对潜在创新的认识、兴趣、告知他们创

新方案的可行性并不是其采取创新行动的充分条件，

创新行动的风险会使可能的创新行动者偏离其心理、
情感和认知的“舒适区”，进而拒绝创新和变革。以

往诸多技术推广和农业创新服务难以持续推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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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或许就在于缺少后续的推进措施

和服务支持。农业嘉年华通过现实技术应用情景打

造向农民展示相关技术创新的商业价值或效果和农

业创新发展的可能性，可激活特定县域和周边的农业

创新创业活动。
再者，基于对当地创新需求调研和发展预断，

农业嘉年华通过在特定县域设置“现代农业示范

馆”等形式为当地嵌入“农业科技创新服务团队”，

可充分发挥“系统性创新经纪人〔14〕”的功能，引导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围绕当地特殊农业资源和发展

优势，适时有效地聚集先进农业技术和其他农业创

新资源，为当地县域农业创新和产业融合提供量身

定制的集成解决方案、持续不断的创新创业服务和

示范展示，进而能够让更多的创新行动者跨越“知

行间隙”，投身于农业创新创业活动之中。
还有，农业嘉年华作为县域农业创新的样板或

吸引子，有助于在县域周边构建助推农业创新驱动

发展的创新共同体和社会网络。农业嘉年华的规

划、建设和持续运营借力于多种知识和技术资源的

集成整合、以及多个创新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资源

对接和协同合作，在不经意间也打造了县域农业科

技创新共同体，建立了有助于县域内外农业技术专

家、企业家和农业生产经营者、创新创业者和管理

者之间互动交流的社群网络，为县域农业创新驱动

发展厚植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资本。诸多创新研究

表明，创新往往出现在包含不同参与者和资源的网

络和社群之中，诸多参与者之间非线性的信息交流

和资源交换可能激活社群网络中的集体学习机制，

进而激励更多的创新行动者在农业嘉年华周边扎

堆、聚集。县域农业科技创新共同体和社群网络的

打造，“能够使参与者更加有效地协同行动以追求

共同目 标 的 社 会 生 活 的 特 征———网 络、规 范、信

任”〔11〕267，为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蓄积更多的知

识资本、创新资源，汇聚更多创新人才，这将全面提

升县域知识和技术创造、传播、利用的能力，激活当

地草根阶层的企业家精神，为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

展注入巨大的新动能。
总之，作为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的系统性试

验，农业嘉年华嵌入特定县域，犹如星星之火，可能

激活县域的农业创新资源，激励更多的创新创业活

动，在县域汇聚起更多的技术、人才等创新驱动发

展的重要资源，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县域民众的传

统观念和行为方式，技术、人才和文化力量的非线

性作用和相互叠加，最终助推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

展，形成县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创新的

“燎原”之势。

四、农业嘉年华也是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的重要选项

农业嘉年华自 2015 年先后落地贵州修文、河北

南和、江苏宿迁等县域和城市以来，已在成功引领和

支撑当地县域在拓展农业功能、拓展农业产业链和促

进三产融合等农业创新和辐射带动周边农业及其相

关产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15〕。2015 年开园的玉林

“五彩田园”农业嘉年华先后被评为国家 AAAA 级旅

游景区、“中国农业公园”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点”，也证明了农业嘉年华在引领当地农业创

新和产业融合方面的品牌效应〔16〕和多功能性，彰显

了农业嘉年华作为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的集成解

决方案的可行性。此外，农业嘉年华作为商业公司和

县域政府协同创新的“混合体”，具有良好的自成长

性和持续服务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其创新服

务收入的 1 /3 是场馆的门票收入、1 /3 是繁育种苗和

农产品销售收入、1 /3 则是对周边农业生产经营者提

供技术转让和创新服务的收入，预计未来在技术转让

和创新服务方面的收入会显著增加，农业嘉年华作为

县域农业创新动力源的功能会更加凸显。
尽管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充分展示农

业嘉年华引领和支撑县域农业创新和人才汇聚的具

体贡献，但我们依然有信心推断，农业嘉年华可能为

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集成性解决

方案。农业嘉年华作为全新的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业

态和“系统性农业创新经纪人”，瞄准县域农业现代

化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软肋集中发力，通过各种形式向

县域导入农业创新所必须的先进技术、农业设施和发

展理念，并在国内外农业大学、科研院所、农业公司和

县域农业生产实践者与创新行动者之间建立起多重

联系和社会网络，进而为各类农业创新行动者提供周

全的服务支持，让许多农业创新人才及其创新项目在

县域“落地生根”，在县域厚植起农业创新驱动发展

的巨大动能和创新友好的文化氛围。
在我国面临农业发展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的关

键时期，传统的以化肥、农药等现代要素投入实现农

业高产增产的创新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而以优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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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态增收为目标导向的农业创新将成为县域农业

创新驱动发展动能转化的新方向〔17〕。农业嘉年华这

种多功能叠加的农业科技创新服务模式及其所提供

的集成解决方案，无疑能够为县域农业创新驱动发展

和乡村振兴提供可行选项。当然，作为新兴的农业科

技创新服务业态，农业嘉年华依然处在对“产品设计

和使用特征”进行大量试验的“流动阶段”，未来可能

会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县域田园综合体、特色

乡镇、美丽乡村建设和“一村一品”创新发展的需要

呈现出多种形态，并以此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

县域农业创新发展。农业嘉年华当然不是解决县域

农业创新驱动发展和乡村振兴问题的“灵丹妙药”和

唯一方案，不可能一举解决困扰县域经济发展的所有

问题，但其作为县域创新驱动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系统

性创新实践，注定会在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服务和现代

农业发展史上留下最精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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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Elements and Systematic Practice of County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LI Jian － jun，LIU Guang － hui，YUAN Guo － min
( College for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The bases and difficulties to implement innovation － driven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are in the county． How to discover

and activate the new kinetic energy and new mechanism for the county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 driven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ervice is a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fundament of county － level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 driven development l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with modern production factors

such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unty － level modern industrial economic system．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 level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 driven development are technology，talents and culture，as well as a social network that realizes the coupling

and synergy of the three． The Agricultural Carnival is a systematic experiment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 driven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It is an effec-

tive platform for aggregating county technology，talents and cultural elements，creating a county － innovated social network，and an important option for ru-

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unty innovation － driven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novation － driven develop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agricultural carnival; county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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