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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高校科技园的运作与科普教育之关联

"""以北农科技园为案例

工商管理学院!张祖群!王!波

为学习和贯彻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43.4 年 2 月%精神"弘扬和践行#爱国'创

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市属高校青年教师成立社会实践

团"暑假期间深入企业'社区'农村开展#见证辉煌成就"践行北京精神$首都城乡社会

体验日活动& 7 月 43 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唐立军同志'北京高校青年教师代

表'中央和市属媒体代表共 .33 余人参加项目启动仪式& 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青年

教师张祖群"副教授'博士后%与研究生代表王波等一行 2 人参加上述活动& 以下为

我与王波在#北农技园$调研实践后所写的理论总结&

一!科普教育综述与高校科技园运作

!一"研究综述

.6高校科技园综述

自 ./0.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建设世界第一个大学科技园,,,斯坦福研究园开始"

大学科技园就陆续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开来& 我国大学科技园发端于 43 世纪 83 年代&

随着科技园的发展"陆续有专家学者开始对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发展'运作管理及其功

能等方面进行研究& 胡熙华'聂华!433.%

3.4对其发展历程与对策进行了研究& 袁靖

宇'丁同玉'常向阳!4334%

344总结了我国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历程(./82 V.//4 年的起

步阶段".//4 V./// 年的成长阶段"./// 年以后的发展阶段& 杨善林'梁祥君'陈增

明'胡和平!4330%

314对大学科技园建设'管理体制及发展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和分析& 王颖超'梁祥君'胡和平!4332%

354

"张莉'杨蕴霞!4337%

304

"房芸!4337%

324

对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和发展进行深入研究"指出目前仍存在功能定位不准确'政府支

持力度不够'科技成果转化不理想以及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并明确应采取转变观

念'深化高校体制改革'制定管理办法'创新科研制度等措施&

)国家大学科技园#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建设和发展大学科技园的指导

思想(不断深化改革和提升服务能力"转化和产业化科技成果"推动高校创业和人才培

养"发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高校资源作用"建设科技'教育'经济集于一体的国家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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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技园374

& 也就是说"高校科技园具有将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功能"具有培养

高新技术人才以及培育创业人才的功能& 陈海平!4335%

384和易玉'刘扬!433/%

3/4都

对大学科技园的转化科技成果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王缉慈!4330"4332%

3.34 3..4等

以创新集群理论为基础分析和研究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科技园的发展"并提

出了实现创新集群的理想目标& 张艳平'黄钦付!43.3%

3.44对大学科技园与区域经济

增长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大学科技园具有辐射的作用"能够促进区域增长& 曹洋'

王桂月!43..%

3.14对国外大学科技园发展进行分析和探讨"通过借鉴国外大学科技园

的发展模式和经验"对加强和发挥我国大学科技园在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方面有一

定的启示作用& 王缉慈'陈平'马铭波!43.3%

3.54从创新集群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科技园

的发展"王缉慈等通过对发达国家科技园的特征'形成与演化以及中国大学科技园的

形成和发展的探讨和对比"指出我国大学科技园发展中尚且存在的问题& 班瑞钧'张

立坤!43.4%

3.04通过对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模式进行对比研究与分析"指出将高校科

技成果产业化的发展思路& 有些学者对大学科技园的教育创业作用进行了研究"如徐

娟!4337%

3.24对大学科技园在参与高校创业教育中的作用与实践进行了研究"大学科

技园通过建立实习基地'创业基地"为学生实习和创业提供了平台"提高了学生的实践

能力& 刘新同'程长安!433/%

3.74也指出大学科技园对发挥高校职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可以增强高校的教育职能"不但可以促进高校教师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促进教学的进

一步提高"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而且可以给学生提供实习基地"锻炼学生的实践能

力"增强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科技能力及综合素质&

维纳布尔!@[$%PY[".//4%

3.84认为"大学科技园具有培养企业家精神和孵化企

业的孵化器作用& 对大学科技园在技术研究成果转移方面的作用"美国学者也做了

很多的研究& 例如"林克和斯科特!I#$d _CK*--"4332%

3./4通过对美国 8. 所大学科

技园进行分析与研究"探讨并总结出大学科技园的建立和评价参考模型& 林克

!I#$d"4338%

3434等研究了大学科技园的理论和经验等方面&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对大学科技园的建设意义'功能作用以及发展模式'管理模式

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缺少对大学科技园促进大学生科普创新能力提升的作

用的研究& 有些学者虽然对大学科技园促进高校教育职能进行了研究"但仍有不足&

46科普教育综述,,,如何提升大学生科普能力2

43.3 年我国颁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要求进一步发展'传播与普及

科学技术教育"并以显著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为重要目标& 因此"我国高校急需加强

大学生科普教育"提升大学生科普能力& 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早已经开始了& 王

晓红!433.%

34.4提出高校应积极组织学生投身科学实践活动"营造校园的科学氛围"重

塑大学生的科学精神& 薛世平!4334%

3444提出高校应开设科普创新课程& 廖洪元

!4334%

3414等认为"应通过建立现代科普理念'弘扬科学精神"引导大学生参加科学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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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提升大学生的科技素质& 杨东铭!4331%

3454指出高校科普现状存在一定的盲区& 叶

华松 !4330%

3404认为"科学精神是对科学知识体系与实践的理论升华"应该使科学精

神的培养成为大学生教育的主题& 赵大中!4332%

3424针对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

指出要普及科学知识及弘扬科学精神"应广泛开展大学生科普活动"并建立科普活动

的长效机制& 许志峰!4337%

3474认为"应借鉴国外成熟科学素质理论和先进经验"建立

大学生综合性科学素质评价体系和培养体系& 王宇良'沈瑶琴'戚敏!4338%

3484认为"

高校大学生科普现状是科普人才严重短缺及科普能力被忽视"并提出高校大学生不仅

是科普的受众体"还是科普的传播者& 近年来很多高校启动了#高校科普工程$"其目

的和宗旨是通过全国高校范围内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取得传播科学思想'培养

大学生科学意识'丰富大学生课余活动的效果& 同时很多地方也成立了大学生科普志

愿者服务站& 应在全国高校建立大学科普橱窗"因地制宜开展各类高校大学生科普活

动& 对提升大学生科普志愿者的工作不应仅仅限于从高校的视角来研究"应拓宽研究

的视角"如可以从科技园的角度来研究"寻求提升大学生科普志愿者的科普能力&

综上所述"要提高大学生科普能力"高校就要发挥其孵化器的作用"为学生提高更

多的实践平台"提供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机会"而大学科技园就是发挥高校孵化器作

用的一条有效的途径& 大学科技园与科普教育是紧密关联的& 一方面"大学科技园为

科普教育提供了实践教学的平台"大学科技园实际运作中的基础设施为科普教育提供

了必要的硬件服务"大学科技园的专家学者大多是高校教师"为科普教育提供了必要

的软件服务& 大学生在完善的硬件和软件的平台下"将会发挥更好的实践能力"提高

自身的科普能力"完善我国的科普教育& 因此"大学科技园是实现科普教育的一条有

效的途径& 另一方面"大学科技园的发展需要高校的支撑"高校为大学科技园提供高

科技和科研技术人才"高校的教师和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等都促进了科

技园的发展& 因此"通过将大学科技园与提升高校大学生科普志愿者能力有机衔接"

可以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而培养符合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二"高校科技园运作概况

从表 . 可知"大学科技园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一校一园$'#多校一园$及#区校共

建$三种模式"因此"在科技园的运作中首先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高校,大学科技园

的关系+地方政府,大学科技园的关系+高新技术开发区,大学科技园的关系+高新技

术产业,大学科技园的关系& 只有正确处理好这几种关系"才能明确大学科技园的有

效位置"进而明确大学科技园的职责与功能"才能更有效地将科技园运作好"将其功能

与作用发挥出来& 其次"在处理好以上四种关系的同时"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模

式进行创新"活化企业的管理层"大批引进经验丰富的管理人才"制定良好的管理机

制& 同时"在科研工作上也要创新"除了高校的专家教授外"再引进一批科研能力强的

研究学者"并将科研成果与国内外的前沿科研成果进行比较研究& 再者"明确奖惩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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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调动科技人员及员工的工作热情& 总之"大学科技园的运作就是要在科研上创新'

在管理上以及技术上创新&

表 "!高校科技园的运作分析

学者观点 运作机制

;;张鹏'宣勇'施放!4331%

对科技园的运作模式进行

研究34/4

;;首先"对我国大学科技园的运作模式现状进行分析(

!

由于大学科技园

的管理层多为高校或政府背景"缺乏管理的经验和市场意识+

"

管理层将事

业单位的运作机制应用于科技园的运作当中"缺乏经济效益的激励机制和有

效的营销手段& 其次"实现运作模式的创新及建立相应的运行机制最为关键

的是处理好大学科技园与政府'高校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尽量从市场活动

当中退出"给科技园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最后"完善运作模式对策建议(

!

对企业治理结构进行完善"明确高校'科技园'政府之间的产权关系+

"

从

高校'政府部门以外的人才市场中引进优秀的管理人才+

#

开放运作机制"加

强国际管理经验的交流与合作以及技术等资源的共享&

; ; 韩 野' 范 旭' 黄 宝 中

!4331%

3134

"李健!4335%

31.4指

出大学科技园建设是一项非

常复杂的工程"在运作中要处

理好几对关系

;;

!

高校,大学科技园的关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资产关系"并转变高校

观念"充分发挥其优势"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大学科技园&

"

地方政府,大

学科技园的关系(科技园的建设和发展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为科

技园的建设和发展创造资金'政策'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条件&

#

高新技术开

发区,大学科技园的关系(两者功能定位不同"科技园起的是转化技术成果

和教育功能作用+高新区是产业化的基地"为投资商和开发商创办高新技术

产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政策&

$

高新技术产业,大学科技园的关系(大学科

技园是高校科技产业化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为高校科技成果成功转化提供

保证&

;;何沙'朱胜军!4338%指出

大学科技园的发展模式3144

;;

!

#一校一园$的发展模式(某一大学科技园只属于或依托于某一所大

学"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学科建设并服务于地方经济"它的规模较小&

"

#多

校一园$的发展模式(某一科技园依托于多所大学"有利于整合技术和人才

资源"并吸收社会各类资本&

#

#区校共建$的发展模式(一是由大学所在地

政府直接投资建立园区"学校承担风险小+二是大学与政府共建"开发区出资

本"大学带有技术'项目'人才等&

;;徐建国!43.4%

3114解析了

)国家大学科技园#十二五$发

展规划纲要*中大学科技园发

展的有效模式

;;

!

以市场为手段'服务社会为目的对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完善+

"

软件环境和硬件环境建设并举"采取专业化服务+

#

加大创新创业服务队

伍的建设"并建立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机制+

$

加强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国际合

作与交流"加快国际化发展+

%

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动态管理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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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农科技园运作与科普教育

!一"北农科技园的运作与科普教育的有机结合

北农科技园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亭自庄村西& 它始建于 4338 年"至 43..

年 8 月"学校总投资 0 333 余万元"已初步建成了一个水电路暖通信等基础设施齐全'

功能相对完善的实践教学基地& 科技园总占地面积 . 341 亩& 园区具体功能分布及

占地面积如表 4'表 1 所示&

表 #!园区功能分布

序号 占地面积!亩% 功能区分名称 占地面积!亩% 总面积

. 号地 171

设施种植区 411

设施养殖区 .33

农产品加工区 .3

综合服务区 13

4 号地 .82 设施果树'蔬菜园艺种植区

1 号地 415 大田作物'精品!种子%实验区

5 号地 413 特色园林'花卉'植物苗圃种植区

. 341 亩

;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资料整理&

如表 4 所示"北农科技园通过划分功能区"一是便于对园区的管理"二是便于科普

教学& 不同专业领域的学生可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进行实践研究"增加其对理论知

识的认知"在专业领域里研究得更深入&

表 $!园区主要功能分区

功能分区 占地面积 占地面积

种植区 723 亩

设施种植 ..3 亩
温室种植 多功能异性温室和节能日光温室

食用菌种植 食用菌生产车间

露地种植 203 亩

标准农田!415 亩% 玉米'大豆'小豆'甘薯等

露地园艺果树!.82 亩% 苹果'桃'樱桃'枣'葡萄等 03 余种

特色园林植物!413 亩% 丁香'串红'海棠'白皮松等 43 余种

养殖区
. 453

平方米

生态奶牛教学示范牧场

生态养鸡教学示范场

生态猪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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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能分区 占地面积 占地面积

农产品

加工区
13 亩

葡萄加工车间

乳制品加工车间

主要包括酒类实验生产示范中心'乳制品技术孵化中心&

以上设施可以遵循小规模酒类'乳品的规范化的流程"可以

在透明车间内完成"使学生和受训学员了解规范化农产品

加工各个方面的技术环节

教学服务

保障区

0 333

平方米
教学区"办公楼"学生食堂及设施"学生宿舍

;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资料整理&

北农科技园的园区功能分工明确"不但有种植区'养殖区"还有农产品加工区'综

合服务区& 科技园不但可以培养学生在种植'养殖方面的技术"进行科学种植'科学养

殖"而且还为学生提供了现代科技中农产品加工的教学实践环节& 科技园功能区对提

高学生的科普教育职能的具体分析如表 5 所示&

表 %!功能区的科普教育职能

功能区 科普教育职能

设施种植

;;温室种植(通过多功能异性温室和节能日光温室进行种植"不但可以培养大学生的普通种植

技术"而且可以加深大学生对温室技术的掌握& 大学生将学到的理论知识指导实体作物种植"可

以加深大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更重要的是促进大学生对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从实践中总

结'提炼经验"进一步丰富种植技术的理论"提高大学生的科学技术与创新能力&

食用菌种植(大学生可以在食用菌生产车间自己动手种植食用菌类"包括食用菌中心提供的

灵芝'蜜环菌'天麻'猪苓'蛹虫草等药用食用菌菌种"以及平菇'香菇'双孢菇'杏孢菇'白灵菇'灰

树花等食用菌菌种"中心提供食用菌生产技术来指导食用菌的种植& 中心不但让大学生掌握理

论知识与基本技术"而且还对食用菌菌种进行研发与原种制配"这些实验研究又能进一步提高大

学生的科学技术能力"进而提高大学生的科普能力&

露地种植

;;标准农田(农作物种植的实践"不但可以增进大学生对玉米'大豆'小豆'甘薯等种植技术的

掌握"而且可以进行各种有关植物杂交等方面的实验"提高大学生的科研实验能力"进而提高大

学生的科普能力&

特色园林植物(大学生参与到园林的种植'培育等实践活动中"进一步掌握丁香'串红'海棠'

白皮松等 43 余种园林技艺"增加大学生的学习研究兴趣"促进大学生对实践创新能力的提高&

露地园艺果树(让大学生参与到对苹果'桃'樱桃'枣'葡萄等 03 余种果树的培育与研究中"不

但可以激起大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兴趣"而且能够增强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及思考能力"将理

论与实践结合是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对大学生实际科研能力的培养是提高大学生科普能力的

根本途径&

)"!



行千里路 读实践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师社会实践文集（2012年）

续表

功能区 科普教育职能

养殖区

;;生态猪场'生态奶牛教学示范牧场及生态养鸡教学示范场(科技园的养殖都是利用现代高科

技进行的"通过高科技养殖可以增加产量"提高品质"而且是更加人性化的养殖& 大学生参加到

这样的实践活动中不但可以培养养殖技术"而且可以提高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能力"进一步提

高大学生的科普能力&

农产品

加工区

;;葡萄加工车间(科技园为大学生提供了实体的加工车间"既可让大学生掌握葡萄加工的整个

生产工艺过程"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增强学习兴趣"提高动手能力"又可加强大学生对现代化科学

技术的掌握"提高大学生的科普能力和综合素质&

乳制品加工车间(对于乳制品的生产线的学习"不但可以增强大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而且

加工技术与养殖技术结合起来"可以促进大学生对现代技术的整体性把握"提高大学生的思维与

实践'科研能力"达到现代教育的要求"提高大学生的科普能力&

;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资料分析整理&

科技园具有极强的教育职能"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科技园不但在基础设施

上满足了大学生进入实践活动的硬件要求"而且在技术指导和实验研究方面"高校教

师和专家'企业都可以满足大学生实践的软件要求"所以科技园是提高大学生科普能

力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北农科技园的运作制度与体系

北农科技园经过了几年的历程"在探索中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运作制度与体系&

首先"明确了科技园的建设目标及理念+其次"确立了创新科技园的运作机制& 在探索

中发展"在求实中前进"北农科技园的职能作用将会充分发挥出来&

.6北农科技园的建设理念

北农科技园整体设计围绕着都市型现代化农业学科建设和社会的需求"以现代种

植'现代养殖'农产品加工'生态环境四大都市型现代农业基础产业为平台"突出绿色

生态'安全生产'循环农业'技术集成'科技先导'高端引领等先进农业为主体的集教

学'科研'技术孵化'生产'示范'科普'观光为一体的设施先进'功能齐全'特色鲜明'绩

效一流的大学科技园&

46北农科技园的建设目标

!.%优秀的实践教学基地

满足学校植物科学'动物科学'食品科学'园林'经济管理等学科 45 个专业本'专

科及研究生实践教学任务&

!4%优秀的科研示范基地

作为学校都市农业!北方%重点开放实验室'都市农产品安全产业研究院'农业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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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兽医!中医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新农村建设研究

基地等 10 个研究基地或基地的科研示范基地&

!1%优秀的服务社会基地

依托园区的各类资源"积极为首都经济社会服务"成为村官和新农村的都市型现

代化农业技术培训基地&

16北农科技园的运营管理,,,科技园运营机制创新与技术创新

!.%农业科技园目前存在的问题

目前"制约农业科技园发展的共同问题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不一致"农业园

区对政府资金的依赖随着技术含量和观赏性提高而运行费用急剧增加"园区入不敷出

的问题仍然比较严重&

!4%北农科技园机制创新

北农科技园采用农业高科技企业孵化与教学实践'科学研究结合的方式"有效缓

解以上矛盾& 具体做法是(学校统一规划建设园区"分项目引入企业运营并孵化项目"

学校为入园企业提供先进的农业设施与配套服务"教师提供技术支撑"学生参与教学

实践& 企业从中获益"为园区的运营提供资金'市场及管理保障"使园区的技术示范得

以持续&

北农科技园在运作中"充分地将科技园与大学'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有效衔接"发挥

各方的优势"将科技园办得有声有色& 北农科技园在运作中着重发挥科技园的教育职

能,,,实习与实践基地"以学生实习实践为核心"将教学应用于实践"提高学生的科普

能力&

!1%技术创新

北农科技园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运用生态原理和绿色环保技术"实现产生较

少废弃物和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农业低碳生产方式& 科技园具有特色技术的生态循环(

利用科技将养殖中动物的排泄物及种植中农作物的秸秆制成沼气系统+沼气系统反过

来为养殖业提供热和暖"为种植业提供营养肥"为人们生活提供暖'气和电+而农作物

的秸秆和残渣等又为养殖业提供部分养料+种植业和养殖业进行生产加工"提供安全

的生态农产品& 北农科技园利用园区的牛场'鸡场的粪便及农作物的秸秆建成一座容

积 .33 立方米的沼气池"同时配有风能'太阳能发电装置"组成风'光'气的新能源组合

系统& 作为循环农业的示范模式"既可以解决动物的排泄物和秸秆的再利用问题"又

可以解决沼气系统在北方生产率低的问题&

三!研究讨论

!一"北农科技园运作是生态农业科普教育的载体

北农科技园通过对生态猪场'生态奶牛教学示范牧场及生态养鸡教学示范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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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种植'园林果艺等生态养殖'培育技术的运作"不但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和科技研究能力"而且可以充分发挥北农科技园的生态养殖技术的辐射作用& 科技园

本身可以借助其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优势指导生态养殖及农业种植"运用高科技的生

态养殖及种植技术增加产品的产量和品质"为专门从事养殖和种植的人员提供示范

作用&

首先"我们以北农科技园的生态养鸡的教学示范场为例来说明& 鸡场以#生态农

业'健康绿色$为出发点"建立了统一品牌'统一育雏'统一防疫'统一饲料'统一销售

的五统一生产体系的现代化鸡场"对养殖区'种植区进行科学合理布局"创造性地把现

代化鸡舍建设和设施农业相结合"在保障鸡蛋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有机

鸡蛋的现代化'规模化和可持续生产& 生态养鸡"是在动物福利思想指导下"把鸡蛋放

养在果园'山林和菜园"让鸡群在自然'自在'自由的环境中生活'生产& 鸡群能够享受

到明媚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洁净的饮水"而广阔的活动场地也符合鸡的天性"有利于

鸡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因此"养殖出的鸡适应性和抗病力强'食性杂'耐粗饲'节省粮

食'易于管理'体型清秀"黄羽或黑黄相间羽色"柴鸡特征显著& 鸡蛋品质也更加健康&

这种科学的生态养鸡技术就起到了示范作用&

其次"我们以生态奶牛教学示范牧场为例来进一步说明& 牧场的占地面积是 03

亩"最大容量是 .43 头牛"牛的品种主要是荷兰牛和本地牛的后代"学名叫荷斯坦牛"

俗名叫黑白花牛& 牛场设计风格采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建筑风格"在牛棚内部安装

了风扇'喷淋'自动喷射系统'DE9的日粮搅拌机等基础设施"并装有阿拉伯挤奶系

统& 牧场采用的是科学养殖技术"整个养殖过程都是机械化的"如挤奶等都是自动化

的& 整个牛场只有两个管理人员"并且管理比较人性化"牛棚外面是运动场"配有音乐

和自动挠痒的设配& 牛用过餐后可以出来散散步'听听音乐& 这种高科技的生态养殖

对专门从事养殖业的人员起了模范作用& 这种生态养殖的产量很高"每头牛每天平均

产量大约是 53 公斤"产下来的奶被直接运送到乳制品加工车间进行加工生产& 这种

集养殖'加工于一体的生产模式是一种示范的典型&

综上所述"北农科技园运作的功能的辐射作用!如图 . 所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北农科技园通过让大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和科研实验"提高大学生的科普能

力"高校也实现了产学研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充分实现和发挥了学校的教育职能&

第二"科技园实现了将其科技成果和运作模式辐射给科技园里的企业"拓宽企业

对科技应用和科学运作的思路"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且增强企业员工的科学观

念和科技思维"进而提高企业员工的科普能力&

第三"北农科技园可以将其运作模式及科普教育职能辐射给周边的企业'周边的

高校及中小学& 从事养殖'种植的企事业"可以参照北农科技园的运作模式"应用科学

技术从事生态养殖及种植"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进而可以增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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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从而达到提高人们科普能力的目的& 周边的高校及中小学可以在学校的组织下

到北农科技园参观实习实践"增加科普见识"使科普思想和科普精神深入到学生的价

值体系当中"提升学生的科普观念"进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科普素质& 所以从国家的科

普教育的角度以及提高全民的科普素质来看"可以把北农科技园的这种运作模式看作

是生态农业科普教育的载体&

图 .;北农科技园运作是生态农业科普教育的载体

!二"北农科技园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与质量提升

北农科技园运行机制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科技园发展的共同问题"

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一致的问题& 北农科技园的发展不仅促进了高校科技成果

的转化"而且充分发挥了高校教师及资源的优势"促进了实践教学和创业教育的发展"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科技型的优秀人才&

然而北农科技园在发展和运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在运营机制的创新方面可以进

一步改善和提高& 从科技园和科普教育的视角来考虑"科技园和科普教育是密不可

分'紧密相连的& 一方面"科技园的高效运作与发展离不开高校的参与"这也是大学科

技园建立的本质特征"大学科技园的发展与技术创新需要高校专家学者的参与和指

导+另一方面"大学科技园是高校充分发挥其科普教育职能的一座不可或缺的桥梁"这

也是高校创建科技园的功能作用之一& 因此"北农科技园在其运作机制创新方面"要

在体现提升科普教育方面的功能作用上有所提高&

笔者经过研究调研"对其运作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和质量提升提出以下两点

建议(

第一"增强科普教育功能& 北农科技园的主要功能作用体现在技术成果的转化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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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上"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科普教育功能"应充分衔接好高校与科技园的关系"充

分利用科技园的科普教育和创业教育功能"发挥实践教学的优势"让更多大学生加入

到实践教学中"增强大学生的科技和创新能力"提升大学生的科普能力&

第二"增强科普教育的辐射功能& 北农科技园的辐射作用不足& 大学科技园的辐

射作用应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企业的科技运用方面以及科普教育方面"北农科

技园在这几方面的辐射作用都比较小"在以后的运作与发展中"将充分利用高校'政府

以及科技园的关系"发挥各自的优势"增强其辐射作用"给各方面带来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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