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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科 技 自 强 重 在 重 塑 和 融 合
实现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既要“顶天”，着眼长远发展，超前部署前沿技

术和基础研究，力争在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领域占有重要位置；又要“立地”，

面向产业需求，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送到

农民家。“顶天”的关键词是重塑，“立地”的关键词是融合。

徐 骏作（新华社发）

释 放 红 利

日前，《“十三五”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

展报告》《2021 中国涉农企业创新报告》等一

批农业科技报告密集发布，指出我国农业科

技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3 个白羽肉鸡新

品种通过农业农村部审定，成为我国首批自

主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打破了国外对白羽

肉鸡种源的垄断。

这些好消息，源自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达 60.7%，以及在部分大宗作物领域取

得的一批世界领先的科研成果。物质装备

水平显著提高，农业机械化大步推进，设施

农业快速发展，跟过去比，我国农业科技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22 个重要农业国家中，我

国农业科技论文发表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

均为第一。在 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学

科评价指标中，中国农业大学的农业科学学

科引用量保持全球前 1‰。从全球看，我国

在农业领域的论文和专利方面有优势。

不过，科技创新对农业大国的意义，不

仅限于发表论文或项目验收报告的数量，而

是要支撑起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真正解决

农业农村面临的问题。我国与有的国家相

比，要么农业资源禀赋处于劣势，要么劳动

力成本不占优势。如何用越来越紧张的水

土资源、越来越贵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更

好的农产品，科技是突破口。随着生物技

术、信息技术等加快向农业渗透，世界农业

格局在深刻变革。面对内在约束和外部竞

争，应努力实现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当前，困扰农业科技创新的难题仍未破

解。长期以来，农业科技各自为战现象较普

遍，各地农科院所分工不科学、“上下一般

粗”，低水平重复多，协同创新少。农业科研

项目投入竞争性过度、稳定性不足，使得不

少科研人员忙于项目立项和验收，难以沉下

心搞科研。科研与推广“两张皮”现象直接

影响了成果应用。可以说，农业创新资源分

散、效能不高是突出问题。反映到人才上，

就是“上头”的农科领军人才和“下头”的农

技推广人才“两头缺”。

因此，实现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既要加强

农业科技原始创新、避免关键领域被“卡脖

子”，又要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种地挑上

“金扁担”。换言之，既要“顶天”，着眼长远发

展，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力争在世

界农业科技前沿领域占有重要位置；又要“立

地”，面向产业需求，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

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送到农民家。

“顶天”的关键词是重塑。我国有 50 多

所涉农高校、1000 多个农业科研机构，是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特别是重大共性技术和

关键应用技术研究的主体。过去受制于农

业科研项目组织方式和考核评价机制，导致

论文发了很多、专利申请了很多，却面临“被

锁在铁皮柜里”的尴尬。一方面要推动涉农

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另一方面科研院所

应有更多担当。要重塑农业科研布局，强化

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央地优势特色

农业科研机构建设，完善农业科技人才评价

和科研项目制度。

“立地”的关键词是融合。前些年，我国

奶业屡遭进口冲击。从科技角度看，症结是

科研单位积累了大量奶业科技成果，但缺少

转化平台和应用场景。为此，76 家企事业单

位组建了奶业科技创新联盟，在几十家乳品

企业示范生乳分级技术，使得加工能耗降低

和鲜奶品质提升。通过产学研融合，我国奶

业找到了自己的竞争力。今后要支持涉农

企业与科研院所组建联合体，以利益为纽

带，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在此基础

上，衔接新型农业

主 体 和 新 型 职 业

农民，推动成果与

市场结合，科技与

产业融合。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黄

骥

近日，“人人影视字幕组”侵权案宣

判。法院判定“人人影视字幕组”被告

人梁某某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

许可，复制发行他人作品，构成侵犯著

作权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罚金、追缴

违法所得等多项刑罚。该案彰显了国

家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坚定决心。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是最

重要的产权之一，保护知识产权是社

会发展大势所趋。知识产权制度保护

的是无形资产，是有价值的信息。权

利人难以像保护有形资产那样，把信

息抓在手里、锁在屋里、圈在围墙里。

他人一旦掌握该信息的内容，就有可

能在任何时间、地点擅自使用。因此，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

性。权利人很难发现全部侵权活动及

其造成的损害。侵权人即便因为部分

侵权行为东窗事发而承担民事责任，

仍然可能隐匿另一部分的违法所得，

并再次从事侵权行为。而如果让侵权

人面临被刑事侦查、提起公诉、判处刑

罚的风险，就可以显著提升其违法成

本，大大减少其侵权动机。

因此，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除了打击

已被发现的严重侵权行为，还能凭借刑罚

的强大威慑力，把谋划中的侵权行为消灭

在萌芽状态，并有效遏制隐蔽的侵权活

动。从这个角度看，“人人影视字幕组”侵

权案的判决能为文化产业的其他经营者

敲响警钟，促使其加强知识产权合规建

设，严防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风险，或尽

早停止侵权行为，走上合法化的正道。

作为惩治侵权的“重器”和“底牌”，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对

市场主体发挥着关键性的规范、保障和指引作用。对情节恶

劣、危害巨大的侵权行为予以刑事制裁，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

系和优质营商环境的要求，也是我国履行保护知识产权国际

义务的体现。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的措施，从提高赔偿额度到降低维权成本，从拓展权

利范围到延长保护期限，都体现出以知识产权法治为高质量

发展保驾护航的趋势。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

新。对于市场主体来说，若没有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和保障，

创新动力会明显降低。试想，如果经历百般艰辛得到的创新

成果可以被他人擅自利用，如果能“搭便车”“走捷径”盗用他

人的创新成果，那又有多少人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和资金去从

事创新呢？此外，没有知识产权制度的定规立矩，创新成果的

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也无法在良好秩序下稳健前行。那

么，整个社会将难以获得充沛而持久的创新供给。可以说，知

识产权法惩处的是侵权，保护的是创新，追求的是高质量发展

的绩效和大众的长远福利。

立下了规矩，还要让大众有更好的选择。培育大众的正

品消费习惯，除了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教育之外，也需要构建配

套的文化产业生态。让权利人与使用者的对接交易更便捷，

让优质创新产品的价格更普惠，让网络平台的

竞争更规范，都是构建这一生态的重要事项。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

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之一，广

州市近日正式实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

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管理办法。根据

办法，广州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加

公积金缴存，享受公积金制度红利。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灵活

就业人员权益保障日益受重视。开展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

点，有助于扩大城市住房公积金制度

覆盖面，改革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更

好满足新市民、中低收入者住房安居

需求，提升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和

公共服务水平等。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