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ＩＳＢＮ７－５０３６－３４６３－４

　Ⅰ．中…　Ⅱ．全　Ⅲ．法典－中国　Ⅳ．Ｄ９２０．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０２）第０４１２１１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１０００７３）
电子邮件／ｉｎｆｏ＠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电话／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７９６
网址／ｗｗｗ．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传真／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２２

法规出版中心／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１０００７３）
电子邮件／ｌａｗ＠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ｒｐｃ８８４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读者热线／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２９　６３９３９６３３　　传真／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５０

书号：ＩＳＢＮ７－５０３６－３４６３－４／ＬＲ·４·５３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技术推广法》办法

（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９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结合本
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 本 省 行 政 区 域 内 从 事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活 动 的 单
位、群众性科技组织和个人，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领导，稳定机构，按国家规定充实人员，
增加经费，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发展教育，加快农业技术的普及应
用和发展高产、优质、低耗、高效农业，振兴农村经济。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组织科技、教育、人事、计划、财政、
税务、工商、金融、供销等有关部门，支持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健全农业
技术推广体系，推进农、科、教相结合，开展产、加、销和农、工、贸一
体化服务。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畜牧业、水利、农机、
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农业技术推广行政主管部门），按
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同级人
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对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进行指导。

第二章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第七条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包括省、市（地）、县（市、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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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业科研单位与有关院校、群众性科技
组织、农民技术员和科技示范户。

各级人民政府应鼓励和支持供销合作社，农用工业和农产品
加工等企业事业单位，到农村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活动。

第八条　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按国家规定设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结合实际，因地制宜设置农业、林业、畜

牧业、水利、农机、渔业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是国家在基层的事业单位。省人民

政府应按国家规定测算后，定编定员。
村民委员会应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组织或配备农民技

术员。
第九条　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有关农业技术推广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

针、政策；
（二）参与制定农业技术推广计划和技术标准，负责实施本行

政区域内农业技术推广计划，实行农业技术推广目标管理；
（三）负责新技术的试验、示范和推广；
（四）参与有关农业科技成果的鉴定和实用技术的审定；
（五）开展农业技术调查、规划、设计、监测、预报、评估、咨询活

动；
（六）培训农民技术员和科技示范户，总结当地经验，宣传普及

农业科技知识，传授农业科学技术，提供农业科技信息；
（七）负责农业技术推广基础设施的管理。
第十条　农业科研单位和有关院校，应把农业生产实践中需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列入研究课题，实行科研、教学、生产相结合，对
适合当地生产和经济条件的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应搞好试验、示
范，并组织推广应用。

第十一条　教育、科技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根据农业产业
结构的调整和农 村 经 济 的 发 展，采 取 多 种 形 式，兴 办 农 业 职 业 教
育，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

第十二条　国有农、林、牧、渔场，应加强与当地有关农业技术
推广行政主管部门的联系和协作，为当地农民起科技示范作用。

２



第三章　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第十三条　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单位、群众性科技组织和个
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则：

（一）向农业劳 动 者 推 广 的 农 业 技 术，必 须 经 过 当 地 试 验、示
范，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

（二）示范、引导农业劳动者采用新技术，应坚持自愿原则，因
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得强行推广；

（三）推广农业技术，应保证服务质量，不准弄虚作假，坑害农
民。

第十四条　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单位、群众性科技组织和个
人，推广新的动植 物 品 种、复 混 肥、配 方 肥、农 药、兽 药、饲 料 添 加
剂、动植物激素、机械产品及其他物化技术，实行许可证制度，其具
体实施办法由省农业技术推广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五条　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进行新技术试验、示范，开
展农业技术调查、监测、预报、宣传、普及科技知识，指导农民技术
人员进行农业技术推广活动，实行无偿服务。

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单位、群众性科技组织和个人，可以结合
农业技术推广兴办服务性经营实体，开展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技
术咨询等有偿服务，其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

进行农业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承包，当事人各方应当依
法签订合同。

第十六条　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单位、群众性科技组织和个
人兴办的经营实体，经营优良种子、种苗、农业生产资料，提供农副
产品加工、保鲜、贮运、包装、销售等经营服务，须领取营业执照，依
法经营。

第十七条　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科研单位、有关院校以及
群众性科技组织和科技人员，应根据当地生态特点，研究、试验和
推广多种形式的旱作农业技术、节水蓄水灌溉农业技术；做好良种
繁育、新品种的推广和普及工作；研究和推广病虫害防治新技术；
重视支持区域综合治理技术和农业生态工程技术的推广；引进国
内外农业新技术。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支持推广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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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组装配套技术，发展增产显著的多种模式化农业技术，应将
农业科技成果通过推广和应用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第四章　农业技术推广的保障措施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逐年增加对农业技术推广资金的
投入，当年增长幅度不得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

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人员经费和业务费，由各级财政部
门纳入年度预算管理。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设立农业技术推广专项资金，其
来源：

（一）各级财政部门支农资金中用于农业技术推广部分的专项
拨款；

（二）农业发展基金中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
（三）农、林、牧、水、机等产品的技术改进费；
（四）各种农业基地建设资金中提取一定比例。
乡（镇）、村应从其兴办企业的以工补农建农资金中提取一定

比例，用于本乡（镇）、村的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保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有与开

展工作相适应的办公场所、试验示范基地、测试化验仪器等必要的
工作条件，逐步配置农业技术推广先进设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的基本建设项目，由各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
应具有大专以上专业学历，或者相应的专业技术水平；高、中级技
术职务人员应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具有中等以上
专业学历，或者相应的专业技术水平；中、初级技术职务人员应占
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具备条件的，可以申请评聘
高级技术职务。

村一级专职或兼职农民技术人员，必须经过专业技术培训，经
考试、考核符合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授予相应的技术职称，并由
省农业技术推广行政主管部门发给相应的技术资格证书。

第二十三条　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专业科技人员享受下
列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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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聘用
制干部、合同制工人的工资待遇，按国家规定执行；

（二）在县城以下（不含县城）和贫困县（含县城）农业技术推广
机构工作，具有技术员以上技术职称的，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岗位
浮动工资；

（三）在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工作满二十五年并取得成绩
的，由省农业技术推广行政主管部门颁发荣誉证书；

（四）村农民技术员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满二十年并取得成
绩的，由县级人民政府颁发荣誉证书；

（五）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在技术推广和承包中取得的成绩，应
作为考核、评聘技术职务的依据；

（六）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在确定特殊津贴时，应以考核其推广
工作的业务技术水平和实绩为主；

（七）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到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工作的，
户口可落在县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

（八）从事野外勘察、检疫、化验、施药、农机操作等作业工种人
员，按国家规定享受行业劳保福利和保健补助；

（九）国家规定的其他待遇。
第二十四条　农业技术推广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农业技

术推广机构，应有计划地对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每年
培训时间不得少于十五天，并组织专业进修，使其不断更新知识，
提高自身素质。

县、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对农民技术员不定期地进行
技术培训，使其不断学习新技术，提高业务水平。

第二十五条　农业技术推广单位和群众性科技组织兴办的服
务性经营实体，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其合法收入可以按国家
规定弥补推广经费不足或对技术人员的奖励。

税务、工商、金融部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对农业技术推广经营
实体，在税、费和信贷方面给予优惠。

第二十六条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及其所属的经营服务单位的
试验基地、生产资料、资金和合法收入及其他财产受法律保护，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侵占、平调或截留、挪用。

第二十七条　凡在农村进行农业技术推广活动的单位、群众
性科技组织和个人，应当接受当地农业技术推广行政主管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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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和管理。

第五章　奖　　惩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农业技术推广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对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群众性科技组织和个人给予表
彰奖励：

（一）推广农业科技成果，促进农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
（二）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培训技术人员，成绩突出的；
（三）在组织领导和资金、物资上支持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为科

技兴农作出突出贡献的；
（四）引进国内外农业新技术，推广面积大，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
（五）在农业技 术 咨 询、技 术 承 包、信 息 服 务 中 取 得 显 著 成 绩

的；
（六）在农业技术推广监督管理工作中贡献突出的。
具体表彰奖励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九条　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群

众性科技组织和个人，可以申请科技进步奖、农业技术推广奖、农
业技术承包奖及其他奖励。

第三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或农业技术推广行政主管部门分别情况，责令其限期纠正，
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对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由其所在
单位或上级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截留、挪用农业技术推广经费，侵占、平调农业技术推广
试验基地、生产资料和其他财产的；

（二）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弄虚作假，骗取资金、物资、荣誉
的；

（三）推广未经试验、示范的品种、产品和技术，造成经济损失
的；

（四）强行推广农业技术，造成经济损失的。
第三十一条　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单位、群众性科技组织和

个人兴办的经营实体，有经营假冒伪劣产品、坑害农民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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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
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７日
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山西
省农业技术推广条例》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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