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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求全面考察陕西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借助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 ,通过统计分析与文献分析方法 ,从

科技基础、科技投入、科技产出和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分析了陕西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指出其优势和问题 ,并提出增

强陕西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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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科技经济日益趋向

一体化 ,区域之间的竞争日益体现为高科技和创新

能力的竞争。各个地区都在建立和完善区域创新体

系 ,旨在提高区域的科技竞争力 ,在未来的竞争中占

据一席之地。高校作为区域创新体系中科技创新的

重要源头 ,在科技创新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陕西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分析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 1 ]
,是指高校有效利用和优

化配置各种科技创新资源 ,通过知识创新、技术创

新、成果转化创新、管理创新等各种科技创新活动 ,

产出高水平科技创新成果 ,并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

科技领域与创新特色的综合能力。简言之 ,就是指

高校利用所掌握的资源产出科研成果的能力 ,反映

了高校的科技总量、实力以及科技水平与潜力。根

据科研活动的具体过程 ,并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科学技术司编写的《2005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

资料汇编 》(以下简称汇编 ) [ 2 ]所建立的指标体系 ,

结合陕西的实际情况 ,建立包括科技基础、科技投

入、科技产出、人才培养等四个方面的高校科技创新

能力评价指标 (详见表 1)。

(一 )陕西高校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

11科技创新人力总量位于全国中等偏上 ,人员

素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4年陕西省共有普通高校 31所 ,占当年全

国普通高校总数 (748所 )的 4114% ;教学与科研人

员数为 28557人 ,位居全国第 10位 ;科学研究与试

验发展 (以下简称 R&D )人员数为 10778人 ,位居全

国第 11 位 ; R&D 人员占教学与科研人员的

37174% ,低于 40130%的全国平均水平。R&D人员

中科学家和工程师 10490人 ,占 R&D 人员总数的

97133%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9119%。陕西高校高

级职称人员所占的比重为 36192% ,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34159%。
表 1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科技基础

科技投入

科技产出

人才培养

科技人力
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人数 ;教师高级

职称人数 ;教师队伍中研发全时人员数

科技条件
高校科研机构及人数 ;国家级、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数 ;出席国际会议人次数

科技经费
当年科研经费拨入、支出数 ;科研经费年

增长率

科研项目
科研项目总数 ;基础研究、应用基础、试验

发展项目数

知识创新 出版科技著作数 ;发表论文数 ;国际论文数

技术创新 专利数

成果转化
技术转让成交合同数 ;成交金额 ;当年实

际收入

科技奖励

获国家最高科学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

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高校十

大科技进展、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数

研究生人数 硕士生、博士生参与科研项目人数

　　1955年～2005年 ,全国高校共评选出中国科学

院院士 442人 [ 3 ]
,其中陕西高校 11人 ;全国高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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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出中国工程院院士 302人 ,其中陕西高校 18

人 ,陕西高校两院院士总数位居全国第 5位。虽然

排名比较靠前 ,但院士人数与北京、上海、江苏相比 ,

差距很大 (详见表 2)。
表 2　高校院士总数位居全国前十地区

省市 中科院院士人数 工程院院士人数 合计 全国名次

北京 161 84 245 1

上海 49 35 84 2

江苏 45 29 74 3

湖北 14 17 31 4

陕西 11 18 29 5

广东 16 9 25 6

天津 16 9 25 7

湖南 8 16 24 8

黑龙江 4 20 24 9

香港 18 4 22 10

辽宁 12 10 22 10

　　注 :双聘院士以当选时所在地区计算

1993年～2006年 ,全国高校共有 1031人获得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 4 ] ,其中陕西高校共有 47

人 ,位居全国第 7位 (前六名分别是北京 303,上海

127,江苏 114,湖北 53,浙江 52,广东 52)。

21科技条件位居全国中等偏上

根据汇编 , 2004年陕西高校中有 R&D机构 133

家 ,机构数居江苏、北京、辽宁、山东、湖北、上海、四

川、浙江之后 ,位居全国第 9位。R&D机构中有 R&D

人员 2109人年 ,位居全国第 10位。2004年陕西高校

共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2429人次 ,位居全国第 8位。

(二 )陕西高校科技创新投入情况

11科技经费投入位居全国前列

2004年陕西高校拨入科技经费、单位教学与科

研人员拨入科技经费、支出科技经费在全国排名都

为第 4位 ,单位教学与科研人员支出科技经费在全

国排名第 3位 ;单位教学与科研人员拨入科技经费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168倍 ,单位教学与科研人员支

出科技经费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174倍 (详见表 3)。

表 3　部分地区高等学校科研经费情况 单位 :千元

地区
拨入经费 支出经费

合计 总额名次 教学科研人员数 人均额 人均名次 合计 总额名次 人均额 人均名次

合计 34439699 648226 53113 29515048 45153

北京市 5532670 1 49377 112105 1 4304873 1 87118 1

上海市 3706605 2 38622 95197 2 3042178 3 78177 4

江苏省 3545127 3 37110 95153 3 3154387 2 85100 2

陕西省 2541820 4 28557 89101 4 2263028 4 79125 3

浙江省 2092578 5 29031 72108 5 1789598 5 61164 5

湖北省 2073281 6 40473 51123 8 1693466 6 41184 11

辽宁省 1850966 7 36634 50153 9 1668933 7 45156 9

黑龙江 1656053 8 24849 66164 6 1485077 8 59176 6

广东省 1620748 9 38690 41189 14 1296924 10 33152 15

四川省 1386297 10 29129 47159 13 1394318 9 47187 7

　　2004年陕西高校拨入 R&D经费总额在全国居

第 6位 ,单位 R&D人员的拨入经费额在全国位居第

5位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1396倍 ;支出经费在全国

总额居第 5位 ,单位 R&D人员的经费支出额居第 3

位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1477倍。R&D经费在全国

处于较好的位置 (详见表 4)。

21科技研究项目较多 ,发展不均衡 ,基础研究

相对较弱

2004年陕西高校 R&D项目总数 8707项 ,在全

国排名第 7位 ;项目当年拨入经费 1155968千元 ,居

全国第 6位 ,落后于北京、上海、江苏、湖北等地区。

从 R&D项目分类情况看 , 2004年陕西高校基础研究

项目 2027项 ,名列全国第 10位 (前 9位分别是北京、

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四川、湖北、山东、黑龙江 ) ,

表 4　部分地区高等学校 R&D经费情况单位 :千元

地区
当年拨入经费当年支出经费R&D人员单位 R&D人员单位 R&D人员

总额 名次 总额 名次 总数 拨入经费 名次 支出经费名次

合计 18530085 13905515 241234 76181 57164

北京市 3197384 1 2077078 1 26686 119182 2 77183 7

上海市 1989965 2 1628910 2 14730 135110 1 110158 1

江苏省 1868974 3 1397928 3 17137 109106 3 81157 5

黑龙江 1290175 4 1031834 4 11972 107177 4 86119 2

湖北省 1193928 5 869206 6 15600 76153 9 55172 10

陕西省 1155968 6 917568 5 10778 107125 5 85113 3

浙江省 1113286 7 747583 9 10910 102104 6 68152 8

辽宁省 950217 8 748888 8 14418 65190 10 51194 11

四川省 940585 9 844114 7 14361 65150 11 58178 9

广东省 766093 10 468759 12 13155 58124 12 35163 1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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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研究支出经费 111810千元 , 名列全国第

10位 (前 9 位分别是北京、江苏、上海、四川、

广东、湖北、安徽、浙江、天津 ) ; 应用基础研究

项目 5375项 , 名列全国第 6位 (前 5位分别是北

京、上海、湖北、江苏、浙江 ) , 应用基础研究支

出经费 491423千元 , 名列全国第 7位 (前 6位分

别是北京、上海、江苏、黑龙江、辽宁、湖北 ) ;

试验发展研究项目 1305项 , 名列全国第 6位 (前

5位分别是浙江、上海、江苏、湖北、北京 ) , 试

验发展研究支出经费 308035千元 , 名列全国第 3

位 (前 2位分别是上海、四川 )。从项目分布和支

出经费分布看 , 陕西高校科研项目数量和拨入经费

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 项目分布和经费支出发展不均

衡 , 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研究优势明显。

(三 )陕西高校科技创新产出能力

11知识创新的总量和效率发展平衡 ,位居全国

前列

2004年陕西高校共出版科技著作在全国排名

第 4位 ,每万名 R&D人员平均出版科技专著在全国

排名第 3位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146倍 ;发表学术

论文在全国排名第 6位 ,每万名 R&D人员平均发表

学术论文在全国排名第 6位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119倍 ;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位于全国第 7

位 ,每万名 R&D人员平均发表科技论文在全国排名

第 6位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134倍 (详见表 5)。可

以看出 ,陕西高校出版科技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的总

量低于北京、江苏和上海 ,但在每万名 R&D人员人

均出版科技著作、发表学术论文方面 ,人力资源效率

明显高于前三个地区 ,在全国位居前列 ,知识创新的

总量和效率发展均衡。

表 5　部分地区高等学校科研成果情况

地区 R&D人员

出版科技专著 (部 ) 发表学术论文 (篇 ) 其中 :国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合计 名次
每万名 R&D

人员平均部数
名次 合计 名次

每万名 R&D

人员平均篇数
名次 合计 名次

每万名 R&D

人员平均篇数
名次

合计 241234 8619 357129 428229 17751160 55929 2318145

北京市 26686 806 1 302103 17 36726 1 13762127 29 8367 1 3135135 5

江苏省 17137 699 2 407189 9 34408 2 20078119 10 4376 3 2553154 8

上海市 14730 690 3 468143 6 28375 4 19263141 13 5776 2 3921125 2

陕西省 10778 564 4 523129 3 22828 6 21180118 6 3347 7 3105140 6

山东省 14490 535 5 369122 14 21976 8 15166132 20 2854 8 1969163 16

河南省 4048 505 6 1247153 1 13243 14 32714192 2 466 20 1151119 21

广东省 13155 500 7 380108 12 25710 5 19543190 11 2345 10 1782159 19

辽宁省 14418 470 8 325198 16 20969 9 14543163 24 2229 11 1545198 20

浙江省 10910 439 9 402138 10 22757 7 20858185 9 3974 4 3642153 3

湖北省 15600 426 10 273108 19 32762 3 21001128 8 3770 5 2416167 10

　　21技术创新的总量较大 ,人力资源效率较高 ,

经费使用效率较低

2004年陕西高校共申请专利 640项 ,其中发明

专利 425项 ,实用新型 206项 ,外观设计 9项 ,专利

申请总数在全国居第 8位。专利授权数为 322项 ,

其中发明专利 154项 ,实用新型专利 131项 ,外观设

计专利 3项 ,其他 34项 ,位居第 7位。每万名 R&D

人员平均申请专利 59318项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

全国居第 10位 ;每万名 R&D 人员平均授权专利

298176项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全国居第 7位 ,人

力资源使用效率与技术创新总量基本平衡。每千万

元经费平均申请专利 6197项 ,名列全国第 25位 ;每

千万元经费平均授权专利 3151项 ,全国排名第 24

位 ,经费使用效率较低 (详见表 6)。以上数据表明 ,

陕西高校在专利成果方面 ,人力使用比较合理 ,经费

使用很不理想。

31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在全国名列前茅

2004年陕西高校签订技术转让合同 1395项 ,

位居江苏 (1526)之后名列全国第二 ,占当年全国技

术转让合同总数 ( 9188项 )的 1512% ;技术转让合

同金额 465229千元 ,名列全国第一 ,占全国合同金

额总数 ( 2292323千元 )的 20129% ;当年实际收入

175605千元 ,位居北京 ( 260951千元 )之后名列全

国第二 ,占全国当年实际收入总数 ( 1355338千元 )

的 12196%。

41科技奖励获奖排名位居全国前列 ,获奖总数

不太理想

2004年陕西高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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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 3项 ,二等奖 5项 ,国务院各部门科技进步奖

79项 ,获部级以上奖排名在全国第 4位 ,前 3位依

次是北京市 (277)、江苏 (157)、上海 (91)。
表 6　部分地区高等学校专利情况

地区 R&D人员

专利申请数 (项 ) 专利授权数 (项 )

合计 名次
每万名 R&D

人员平均项数
名次

每千万元 R&D

经费人均项数
名次 合计 名次

每万名 R&D

人员平均项数
名次

每千万元 R&D

经费平均项数
名次

合计 241234 14888 617116 10171 6399 265126 4160

上海市 14730 2222 1 1508149 1 13164 9 894 2 606192 1 5149 10

北京市 26686 2123 2 795155 5 10122 16 1062 1 397196 3 5111 13

江苏省 17137 1612 3 940165 3 11153 12 511 4 298119 8 3166 22

浙江省 10910 1257 4 1152115 2 16181 6 535 3 490138 2 7116 5

湖北省 15600 998 5 639174 8 11148 13 500 5 320151 6 5175 7

广东省 13155 928 6 705144 6 19180 3 454 6 345112 5 9169 3

辽宁省 14418 753 7 522126 11 10105 18 269 9 186157 13 3159 23

陕西省 10778 640 8 593180 10 6197 25 322 7 298176 7 3151 24

天津市 6958 609 9 875125 4 10160 14 262 10 376154 4 4156 16

山东省 14490 587 10 405111 17 22169 2 291 8 200183 11 11125 1

　　在历年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项目统计

中 [ 5 ] ,陕西高校有 4项成果入选 ,排名在北京 (35)、

上海 (18)、湖南 ( 9 )、安徽 ( 6 )、四川 ( 5 )之后 ,名列

全国第 6位。

在 1999年 ～2006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

评选中 ,高等学校共获得 642篇 [ 6 ]
,其中陕西高校获

得 41篇 ,排在北京 ( 208)、上海 ( 93 )、江苏 ( 61 )之

后 ,名列全国第 4位。排名 5 - 10位的地区分别是 :

湖北 (31)、浙江 ( 27 )、湖南 ( 25 )、天津 ( 23 )、安徽

(23)和广东 (18)。虽然陕西高校排名靠前 ,但由于

地区不平衡 , 获奖总数并不理想 , 仅为北京的

19171% ,上海的 44109%。在获奖高校的排名中 ,

清华大学以 62篇排名第一 ,北京大学 58篇排名第

二 ,复旦大学 41篇排名第三 ,陕西的西安交通大学

以 16篇排名全国第八。

(四 )陕西高校科技人才培养情况

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中 ,人才培养占有重要的

地位 ,一方面高校教学科研人员通过科技研究活动

对经济社会做出贡献 ,同时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和

综合素质 ,另一方面通过科技研究培养了大量的研

究生和本科生 ,成为科学研究的后备力量。2004年

陕西高校在校本专科生 583296人 [ 7 ]
,占当年全国在

校本专科生人数 ( 12845873人 )的 4155% ;陕西高

校在校研究生 48578人 ,占当年全国在校研究生人

数 ( 779408人 )的 6123% ,其中陕西高校在校博士

研究生 9685人 ,占当年全国在校博士研究生人数

(148561人 )的 6152%。可以看出 ,陕西高校高端

人才培养的人数比重较大。

研究生参与 R&D项目的人数是 11591人 (为全

国参与 R&D项目研究生总数的 6169% ) ,在全国排

列第 5位 ,其中 :参与基础研究的研究生为 2403人 ,

在全国排列第 10位 ;参与应用基础研究 6874人 ,在

全国排列第 4位 ;参与实验发展研究 2314人 ,在全

国排列第 3位。研究生参与 R&D项目人数分布情

况与陕西高校承担 R&D项目分布基本一致。

二、陕西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一 )陕西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优势

从以上分析可知 ,陕西高校各项科技基础指标

的排名位居全国中等偏上水平 ,科技人力、科技条件

排名在全国 10名前后 ;科技创新投入位居全国前

列 ,科技经费和科研项目排名全国 5名前后 ;科技产

出能力位居全国前列 ,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排

名在全国 5 - 8名左右 ,科技奖励排名全国 4 - 6名

左右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位居全国前两位 ;科技后备

人才培养位居全国前列。

(二 )陕西高校科技创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不足。自主创新

有三层含义 ,一是原始性创新 ,二是集成创新 ,三是

对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三者都与

基础科学的水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陈佳洱院士认

为 ,“某种意义上说 ,基础研究是支撑自主创新能力

的筋骨和脊梁 [ 8 ] ”,“基础研究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原

始创新能力 ,一个没有原始创新能力的民族必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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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民族 ,一个没有基础研究作坚强后盾的国家

必然是科学上的倭国 [ 9 ] ”。知识经济时代 ,基础研

究的原始创新已经成为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

败的分水岭 ,成为决定国际产业分工地位的一个基

础条件。在科技发达的美国 ,其高校非常重视基础

研究工作 ,基础研究经费在高校研发经费中的比重

一直在三分之二以上 ,应用研究经费占到五分之一

至四分之一 ,试验发展经费的比重在 7% ～8%左

右 [ 10 ]。相比之下 ,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比美国高

校低 40多个百分点 (详见表 7) ,而陕西高校比全国

平均水平低 7149%。因此 ,陕西高校忽视基础研

究 ,重视试验发展 ,表现尤为明显 ,使得陕西高校基

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表 7　陕西高等学校 R&D经费情况组成单位 :千元

地区 当年拨入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拨入 比例 拨入 比例 拨入 比例

全国高校 18530085 4082264 22103% 10851407 58156% 3596414 19141

陕西高校 1155968 168130 14154% 606444 52144% 381394 32199%

　　21缺乏优秀学科带头人。目前我省高校科研

队伍较大 ,但高层次的拔尖人才和优秀学科带头人

较少 ,特别是在省属高校中 ,缺少科学大师和科研领

军人物 ,再加上缺乏必要的资金和设施 ,难以开展高

水平的重大科技前沿研究 ,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求。

这不仅影响着陕西高校科技潜力的发挥 ,难以取得

高水平原创性成果 ,也制约着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特

别是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另外陕西高校 R&D

人员占教学与科研人员的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156% ,说明现有的科技资源潜力也没有得到完全

发挥。

3、科研经费不足 ,使用效率偏低。2004年陕西

高校拨入研发经费 1155968千元 ,其中拨入西安交

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长安大学 6所部属院校

研发经费 968643千元 ,占总经费的 83179% ,远远

超出陕西其他 25所省属本科院校经费总和 ,经费分

配极不平衡。另外 ,陕西高校每千万元 R&D经费人

均出版科技专著、发表论文、申请专利项数均处于全

国二十多位 ,经费使用效率较差。

三、陕西高校科技创新对策

根据陕西高校科技创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

合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 ,提高陕西科技创新能

力 ,经费是基础 ,人才是关键 ,基础研究是方向。

(一 )继续加大科技投入。科研经费紧张是制

约我国科研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2002 -

200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 11 ]显示 , 2000年以来 ,美

国、日本、西欧等国的科研经费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左右 ,而我国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0106%。由

于经费紧张 ,我国科研所需的仪器设备、科研人员待

遇等方面与国外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而陕西高校因

经费分配极不平衡 ,这方面问题尤为突出。解决科

技经费投入不足的主要途径 ,一是政府加大对高校

科技的投入力度 ,特别是省属高校的科技投入 ,解决

制约科技创新的“瓶颈 ”;二是高校的科技工作要参

与到陕西企业科技活动中去 ,通过市场和企业来解

决经费不足的问题。

(二 )吸引优秀人才 ,优化资源配置。陕西高校

众多 ,拥有雄厚的科技人才资源 ,这是我省科技创新

的巨大人才潜力 ,因此 ,应把以人为本 ,以人为中心

的观念融入到科技管理工作之中 ,牢固树立人才是

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科技人员创

新创业的运行机制。一是在重视发挥中老年杰出科

学家作用的同时 ,大力培养、吸引和稳定高水平的青

年创新人才 ,对有独立思考能力、独创精神的青年在

严格遴选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地给予支持 ,鼓励在 20

- 30岁就在前沿领域开始独立创新研究的科学家。

二是建立合理的科学研究评价系统。可以采用类似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坚持的“质重于量、分类

导向、公开公正、科学严肃 ”的原则 ,逐步改变过去

定量评价方法 ,试行同行专家定性评价和基础指标

评估相结合的评估方法 ,努力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

和施展才华的良好环境 ,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科技创

新的主观能动性。三是打破主管部门不同的界限 ,

鼓励不同高校联合申报国家重点研究基地和科研项

目 ,充分利用各个高校的科技资源 ,集中优势力量联

合攻关 ,提高科技资源使用效率。

(三 )发挥现有基础学科优势。科学技术发展

史表明 ,当一个国家经济科技相对落后时 ,发展重点

是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当经济科技发展到一定

程度后 ,为了保持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 ,原始性创新

工作就日益重要 ,需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 ,培育

原始性创新成果 ,为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研究提供理

论支撑。陕西高校发展基础研究 ,一方面可以调整

部属院校学科 ,加强基础学科建设 ,重视基础科学研

究 ,提高陕西科技原始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 ,要根据

陕西高校现有学科特点 ,发挥基础学科具有优势的

高校的作用。例如西北大学现有 4个国家理科基础

26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1期 吕建荣 ,等 :陕西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分析和对策研究

学科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 ,在古生物地质学、物

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

出的科研成果 ,其地质学系舒德干教授在早期生命

演化的研究中独树一帜 , 1996年以来 ,先后在《Na2
ture》和《Science》上发表了十余篇重要学术论文 ,其

成果荣获 200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陕西

省应该对这些基础学科进行经费倾斜 ,加大对这些

优势学科的投入力度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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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0页 )加工企业 , 才能解决小杂粮产业链

中最突出的问题。除有积极的产业政策外 , 在资金

上要争取国家扶持 , 鼓励集体、个人入股或独资等

多种投资方式 , 改造和新建加工企业。一是重新启

动和改、扩建原有食品加工企业 ; 二是加快家庭作

坊的技术改进 , 扩大生产规模 , 使产品上档次、增

效益 ; 三是招商引资 , 新建一批小杂粮加工企业 ,

通过多种途径 , 迅速扩大产业规模。要有选择的重

点扶持建立一些龙头企业 , 由企业连接市场和农

民 , 形成公司 +基地 +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 , 提高

生产者、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 , 促进小杂粮产业化

的快速发展。依托龙头企业的资金、技术优势 , 不

断改进和完善小杂粮加工工艺、技术 , 注重设备改

造 , 研究应用先进工艺 (如特殊的碾磨工艺 )、技

术 (如添加技术、有效成分提取技术、包裹或夹

心技术等 ) , 开发质量过硬、高技术含量、高附加

值的小杂粮产品 , 创出精品名牌 , 拓宽消费市场 ,

进一步提高小杂粮的经济效益。

41建立健全小杂粮市场营销网络体系 ,不断拓

宽市场

在市场营销体系建设上 ,要结合小城镇建设 ,在

主产省区建立小杂粮期货贸易市场、小杂粮产品集

散地和批发市场 ,并在全国建立市场销售网点和出

口贸易网点 ,辐射国内外市场 ,扩大市场流通渠道和

流通量。扶持开展各种促销活动 ,举办各种名优小

杂粮品种展示会和展销活动 ,鼓励和规范农民自发

兴办各类小杂粮流通组织 ,如小杂粮协会、小杂粮促

销组织等 ,同时由政府投资建立小杂粮营销信息系

统 ,加强信息网络建设 ,加大对小杂粮市场行情的分

析预测和风险防范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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