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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申请条件及申请流程

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由涉农高校、科研院所、农村专业技术

协会（简称农技协）、农业企业和市县科协共同组建，以在校研

究生长期驻扎和专家团队驻点指导为特征，助力“三农”和乡村

振兴的科技服务平台。

一、申请条件

（一）依托单位

1.科技小院依托单位为各级农技协、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等独立法人单位作为“科技小院”申报主体（依

托单位）。

2.申报主体（依托单位）所在地原则需成立县级农技协联合

会。

3.申报主体（依托单位）有一定的产业优势，在推动当地农

业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中能发挥重要作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明显，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示范性，需结合当地特色优势

产业进行申报。

4.申报主体（依托单位）应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

关系，安排有专家、导师和研究生入驻，开展常态化科技服务活

动，解决当地产业发展难题，形成具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或报告、

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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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报主体（依托单位）每年需提供相关专项经费用于科技

小院运行，主要是科技小院入驻研究生的工作支出，如生活费、

交通费、差旅费、专家咨询费、研发经费、科普宣传费等。需为

入驻研究生提供生活（包括住宿和三餐）和办公的安全场所必要

的交通工具、配备科研和培训设备，科研示范基地等。

（二）首席专家

每个小院设立一位首席专家，由具有专业硕士招生资格的导

师担任，全面负责小院的技术工作决策。首席专家负责选派专业

硕士研究生入住依托单位进行研究工作。首席专家可根据依托单

位提交的待解决问题清单中，确定研究的优先次序。首席专家可

以根据需要，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入驻小院工作。

（三）入住研究生

为了保证长期在生产一线研究入住小院的学生，应以专业硕

士为主。每个小院应至少有两名研究生长住，每名科技小院研究

生每学年累计进驻科技小院的时间不少于 120 天。入住研究生应

每天撰写工作日志。

二、申请流程

（一）山东省科协根据中国农技协年度安排，向各市科协及

相关单位下发“科技小院”的申报推荐通知。

（二）申报主体对照申报条件，拟定“科技小院”名称（由

“省名+县名+产品名”组成），明确“科技小院”依托单位、共

建单位和首席专家，经首席专家所在涉农高校同意后填写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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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报送当地县（市、区）科协。

（三）申报推荐。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由所在地科协初步

筛选并上报至市级科协进行汇总、审查、出具推荐材料。山东农

技协秘书处对各市科技小院申报推荐材料进行预审后报送山东

省科协审核。

（四）报送中国农技协。申报材料经山东省科协审核通过后

由山东农技协秘书处报送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联盟复核批准。

（五）授牌。对复核通过的科技小院建设单位由中国农技协

进行授牌。

三、其他事项

（一）全省各级农技协，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独立法人单位作为“科技小院”申报主体（依托单位），

联合涉农高校（具有农业专业学位授权点）相关专家导师等共同

申报。

（二）“科技小院”共建单位主要为涉农高校，市县科协、

市县农技协，可根据需要增加科研院所、技术推广机构作为共建

单位。

（三）申报主体的筛选可综合以下因素：

1.具有法人资格，内部管理规范，有强烈的科技需求，能够

开展相应的业务活动，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2.所在县（市、区）政府重视和支持，市、县（市、区）科

协对科技小院建设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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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一定的产业优势（当地主导产业或特色产业），有主

推的农业品种、技术或示范区，常年开展科技服务活动，覆盖范

围广，成效显著,在乡村振兴中起示范带头作用；

4.能为入驻的“科技小院”团队提供基本的生活、办公、交

通、培训等条件，并提供资金和安全保障；

5.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有长期合作关系，能开展常态化

科技服务活动，解决当地产业发展中的难题，形成具有价值的科

研成果或报告、论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