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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土保持技术转移及科研成果

转化问题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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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水土保持是一门综合应用技术科学
。

该文主要阐明了水土保持科技成果的层次属性和纵

向转移的基本规律及水土保持科研周期与应用推广周期循环的内涵与功能
,

并提出实行
”

三结

合
”

是技术转移及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墓本途径
.

关键词
:

水土保特 科技成果 技术转移 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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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科学技术转移及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

是当前我国水土保持科研战线上的

一个重要问题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科学技术的进步
,

水土保持科学技术
,

在国土整治
,

环境保

护
、

土壤保持
、

防洪减沙
、

发展生产
、

建设山区等方面
,

将会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

在科技体制改

革的浪潮中
,

科研单位改革的总 目标和 总
、

功能是多出成果
,

快出人才
,

加速技术转移
,

加快成果转

化
,

增加社会财富
,

发展社会经济
。

我们就水土保持科学技术转移及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问题
,

谈谈粗浅认识
。

收稿 日期
: 1 99 4一 t ) 3一 1 8



第 5期 时保华等
:

对水土保持技术转移及科研成果转化间题的见解

一
、

科学技术是促进生产发展的源泉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这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科学论断
。

自然科学的本能
:

是认识职能
,

改造世

界
,

即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 力
。

科学技术不仅是提高生产力
,

发展国民经济的根本手段
,

而且

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基本因素之一
,

人类社会的历史证明
:

生产力的发展
,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无不

依赖于科学技术
。

科学技术进步的经济效果
,

早 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
。

据有关资料统计
,

20 世纪初
,

世界农

业劳动生产率增长 20 %是采取新的科学技术实现的
。

到本世纪 70 年代
,

世界劳动生产率 60 %一

8 0 %归功于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
。

英国 1 9 2 9 年至 1 9 7 2年间农业增产总值的 81 %和农业生产率

的 71 %归功于农业科学成果的应用
。

美国科学技术在农业增产总值作用中约占 90 %
。

增加投入

物资的作用只占 10 %
,

若以农业科研投资按 15 年为一计算期
,

1美元的科研投资可收回 8 美元
。

据中国农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试验分析 19 7 2 年至 1 9 8。 年 9 年间
,

我国农业总产值增长量 中

27 %是依靠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应用而实现的
。

上海市 1 9 80 年在生产中运用了 76 项科研成果
,

投

资与收益之比为 1 : 3 ;
湖北襄樊市 1 9 7 9 年推广一批新技术

,

投资与收益之比为 1 :

30 ~ 40
;
湖南

省自 1 9 7 7 ~ 1 9 8 1 年 5年内
,

由于推广杂交水稻而增产稻谷 42
.

5 亿 k g
,

除去科研费 280 万元
,

推

广费 3 0 0 0万元和生产费外
,

净增收益 3
.

5亿元
,

科研投资效果 1
:
1 25 ;

生产投资效果 1
:

10
.

7
。

黄河上 中游管理局对 1 9 8 3 年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基本农田经济效益进行了试算
: “
三田

”
纯增社会

收益 28
.

24 亿元
,

其中梯 田纯增收益 5 7 69 万元
。

坝地 6 580 万元
,

水地 (小片 ) 2 70 0 86 万元
。

国

内外大量事实说明一个国家
、

一个地 区的经济振兴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
。

近代科学技术纵向转移和横向渗透速度加快
,

新的科学技术正在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各个

领域
。

如人造地球卫星
、

遥测遥感技术
、

电子计算技术
、

系统工程技术
、

生物技术等
。

二
、

水土保持科技成果纵向转移基本规律

水土保持科学是属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错的一门综合性应用技术科学
。

现代水土

保持科学发展的趋势 日益向合成一体化 (综合 )和分解微分化 (专业 )对立统一的体系结构发展
,

呈现多门类
、

多层次
、

多序列的纵横交错的特点
。

水土保持科学纵向门类结构的特点
,

体现了水土

保持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物化过程
。

水土保持科学是借助于水文学
、

地学
、

林学
、

农学
、

土壤学和生物学为基础理论发展起来的多元化综合科学
,

其纵向门类应划分为应用基础科学
,

应

用技术科学和开发技术
,

体现了科学技术转移及成果转化的层次序列
。

应用基础科学的职能是探求水土保持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

如土壤侵蚀机制
,

泥沙运动规

律
,

土壤侵蚀原理及理论
,

小流域水文模 型
,

土壤抗蚀性的理论与方法
,

水土流失规律及预测
,

人

工模拟降雨等
。

这类研究需要具有较高科研素质的高工
、

副研
、

副教授以上的学科带头人主持承

担
,

该项研究成果
,

其知识具有较大的广延性和较强的渗透力
,

其成果具有理论价值
、

学术价值和

社会价值
。

这类成果一般不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

其科学理论
、

原理和规律趋向应用科学技术

领域转移
。

应用技术科学的职能是将应用基础科学的理论
、

原理和规律
,

经过科学实验转化为特定的应

用技术
。

如不同 自然地带
、

地面径流产沙及其综 合措施
.

防蚀耕作措施和提高坡地生产力措施
; 不

同土壤类型 杭性
、

稳定性测定技 术 ; 开矿
、

修路等弃土
、

用土
、

堆土的方式 方法技 术 ; 土地利用评

价
、

土壤分级方法 ; 覆盖耕作技术 ; 少种
、

免耕技术
; 流域规 划与田间工程技术

; 水土流失的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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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

程度
、

成因
、

危害性等应用研究技术
。

该类研究成果具有实用价值
、

生产价值和经济效果
。

并

能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

其技术
、

方法趋于向开发研究技术领域转移
。

开发技术研究的职能是系统内有关专业技术组合配套应用于治理开发的综合技术
,

呈现配

装完善
,

适用于治理开发的高度综合性与专业性的统一
。

如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
;
推广服务技

术
; 水保耕作技术

; 防护林及育苗技术
; 小流域治理措施配套技术

; 流域管理技术
; 水保防护林布

设和立地工程技术
;坡面工程技术

;生物措施配置技术
;土壤管理及防止盐碱化技术等

。

其特点表

现为程序上规范化
,

方法上科学化
,

技术组合标准化
,

活动方式制度化
。

该类研究成果集中表现为

技术方法的改进及提高配套技术的效应
。

其成果具有生产实用价值和直接经济效益
。

开发研究

技术成果通过水土保持推广部门的衔接把技术转让给农民
,

通过农 民生产劳动将其成果转化为

直接生产力
。

三
、

坚持
“

三结合
”
是实行技术转移的基本途径

实验室
、

试验场和试验点 (基地 )是构成水土保持科学技术研究循环周期和科学知识物化运

动的必需阶段
。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在探讨保持水土问题上
,

必须着眼于生产实际和综合运用
。

但

是在分析其中有关因素作用与特点
,

并了解各因素之间相互关系及其综合影响作用时
,

就必须有

针对性的
、

有重点的
、

从综合因素中抽 出单一或几个因素深入 细致地观察研究
,

如土壤抗蚀性特

征的研究等
,

此类研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

或专业分化性
、

科学性
、

准确性
、

代表性和典型性
,

要求

严格的条件控制和必要的测试仪器设备
,

此类研究必须借助于实验室条件完成
。

实验室工作是在

非生产的特定条件下进行的
,

其结果必然与客观实际有距离
,

这就需要试验场来补充其不足
。

试验场具有不同类型的地形
、

土地
、

土壤和水文等条件
,

并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较熟练 的技

术工人等
。

试验场的任务是提供实验室研究
、

设计的工程
、

生物技术成果进行中间试验示范
;
或将

实验室研究
、

设计成果进行生产检验
; 或开展具有成败因素的探索性试验

。

如水土流失径流小区

观察
;不同侵蚀类型区防护措施配置

;拦泥减沙效益观测
; 生物工程技术布设等

,

经过试验场定性

定量对比试验
,

提供生产示范实施方案
。

试验点 (基地 )具有生产示范性质
,

对基点选择要求具有 自然地域的代表性和水土保持流域

规划的典型性
。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不是所有的研究项 目都要经过室
、

场
、

点进行
,

要依据研究问题

的性质和技术转移规律要求
,

采取相应的技术路线
,

一般讲水土保持科研技术转移的模式是实验

室一试验场一农村基点 (基地 )
。

试验
、

示范和推广
“

三结 合
”
是构成水土保持技术推广周期系统及水保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

生产力的三个重要条件和环节
。

其基本特点是体现为推广程序的实践性
; 应用技术人员的能动

性 ; 时间
、

空间上的重复性和生产应用的综合性
。

试验是科学验证特点的要求
,

一项新的工程技术
,

生物技术成果
,

对实施推广者和使用者是

没有经过验证的
,

因此
,

必须经过试验
,

加以验证
。

示范
,

是科学复证特性的要求
,

是扩大了的试

验
,

其 目的是检验技术上的先进性
,

生产上可行性和经济上 合理性
。

推广就是把科学技术转让给

广大农民群众
,

通常采取技术培训
、

样板示范
、

现场指导和科技宣传等办法让广大群众掌握和学

会运用先进技术
,

并在流域治理和生产开发上发挥其效果
。

坚持实验室
、

试验场
、

农村墓点
;

试验
、

示范和推 J” 两个
“ `

二几结 含
” ,

{本现我国水土保持密切联

系生产实 l坏
.

把治理开发与保护环境相互统 一的从本特点
.

充分 显示 J’ 水土保持科学与环境科学

的 一致性 与其自然的适应性
,

也是水土保持科学技术物化运动的必然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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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土保持技术转移及科研成果转化间题的见解

四
、

水土保持科研周期与推广周期循环的内涵与功能

自然科学也包括水土保持科学的发生与发展
,

均包含内在质的演变与外在量的变化
,

而且这

种质的演变和量的变化是在一定的条

件下进行的 (图 1 )
。

水土保持科学是

处于试验 (设计 )一推广 (实施 )一生产

系统循环周期中
,

依据科学技术物化

运动内在的规律和特点
,

水土保持科

学大系统循环可分解为科学研究周期

( 简称第一周期 )和技术推广周期 (简

称第二周期 )
,

两个周期系统间的区别

反映在它们相互联系之 中
,

它们的联

系也是以区别为前提的
。

认识和分解

水土保持科学技术周期循环的属性
,

对于加速和促进水土保持科学技术定

向转移和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具有

理论指导和生产现实意义
。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

出成果
、

出人才
、

出效益
、

出经验
。

科研

周期循环系统内部结构是水保科研人

员 (工程技术人员 )
,

试验丁人
,

业务所

长 (站长 )的三结合体系
,

它是以试验

研究单位为载体的密 闭式 单元化循

环
,

其产出是科学技术成果
,

其形态表

科科科科 水保科研人员员员员员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科科

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 学学

究究
」」」

水保科研成果果果 研研

单单单单单单 制制
位位位位位位 周周

期期期期期期期

技技技

术术术

推推推

广广广

部部部

门门门

农农民群众众

社社会生产力力

图 1 水土保持科研 与推广周期循环示意图

… 一
~

月
水保推广 人员 巨

农农村基点点

试 验

推 广

图 2 水土保持科研周期循环示意图

现为科学价值
、

学术价值
、

生产价值和社会效益 (图 2 )
。

一一州 社会生产力 卜一刁
图 3 水土保持技术推广周期循 环不 意图

周期系统 内技术推进模式是实验室一试

验场 试验点
;

纵向门类技术物化转移模式是应 用基础研究一应用技术研究一开发技术研究一



水土保持通报 第 4 1卷

科研成果
。

水土保持技术推广的根本任务是
:

出效益
、

出经验
。

推广周期循环系统内部结构是以工程
、

生

物技术人员
、

技术领导和农民水保员为主体的三结合体系
,

是以县
、

乡两级水保施工部门为载体

的开放式多元化循环
。

其产出是技术推广应用成果
,

其形态表现为经济价值
、

实用价值
、

商品价

值
、

货币价值和社会生态效果
。

周期系统 内技术推进模式是试验 (设计 )一示范 (施工 )一推广 (应

用 ) ;纵向转化模式是适应性试验一配套技术组合试验一生产示范样板一培养农 民技术员一社会

物质生产力
.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循环第一周期与推广应用循环第二周期物质运动规律有质的区别
,

但是

在各 自系统循环过程中却是相互联系
、

互相制约
、

互相促进与转化的
。

人的能动作用是依照客观

事物发展规律
,

增能加力
,

搞好接力
,

加速促进周期循环运转
、

转移和转化
.

完成第一周期循环
,

就

意味着出成果
,

而知识形态成果产品即流入第二周期循环
.

完成第二周期循环
,

就意味着产出社

会效果和经济效果
。

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两个周期每循环一周
,

意味着升高了一个能级
,

表现为生

态环境的改善和生产的发展
。

水土保持试验研究单位改革的任务是坚持
“
三结合

” ,

改善
“
三结

合
” ,

提高
“
三结合

”

的功效
,

缩短成果周期
,

多快好省地不断提供新成果
、

新经验
、

新技术
、

新材料
、

新工具
、

新能源
,

促进和加快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周期
.

同时还必须为第二周期循环提供能源
,

主要表现为提高技术 人员素质
,

明确岗位责任制
,

提高管理水平
,

建立各项制度
,

而且成果研制
、

设计者直接参与推广应用行列
,

手把手把技术转让给技术推广者
,

缩短成果与应用之间的衔接距

离
,

加快第二周期物化循环
,

促使成果尽快转化为直接生产力
,

为社会增加新的财富
。

改革开放以来
,

全国水土保持科研形势很好
,

水土保持科研
、

推广体系
,

科研队伍初具规模
。

一大批科研成果已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

生态
、

社会和经济效益愈加明显
,

科研体制改革迈开了新

的步法
。

近几年来
,

随着户包小流域形式的蓬勃发展
,

水土保持已进入一个以小流域为单元
,

以治

理开发为前提
,

以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结合为目标的新阶段
,

我国水保科研战线上的科技人员

更要齐心努力
,

搞好试验研究工作
,

使科研工作走在生产的前面
,

以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和新任务

的挑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