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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
农业标准化发展

信息技术与现代农业
深度融合

主持人：智慧农业有哪些区
别于传统农业的显著特征？为什
么我们要高度重视智慧农业？

李道亮（中国农业大学国家
数字渔业创新中心主任）：智慧农
业是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
信息技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农业种植养
殖工艺及农产品加工、流通、交易、
消费产业链深度融合的产物，是现
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管
理和服务全产业链的“生态融合”
和“基因重组”。

智慧农业的主要特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业生产要素数字化、网
络化、在线化。利用先进传感、遥感
及机器视觉等感知技术，使农业种
植、养殖环境信息，种植或养殖对
象的生长信息，生产作业机械、装
备工况信息实现数字化标示和获
取。利用互联网、5G、窄带物联网、
卫星通信等网络通信技术，实现远
程数字化信息调度。

二是农业生产过程调控与决
策云计算化、智能化。基于生产过
程的海量数据，充分利用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借助农业云计算平
台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产生最优
化的农业动植物生长调控模型，实
现生产全过程智能化调控。

三是农业全环节、全过程、全
链条协同化。通过农业云计算平
台，将分布式农业生产系统、物流
系统、交易系统和消费系统连成一
个有机整体，使农业生产、经营、管
理、消费各环节和主体工作协同优
化。

四是农业管理信用化、安全
化。通过区块链去中心化技术将农
业生产、流通、交易、消费等环节数
据全部上传并储存到区块链共享
分布式数据库中，形成可供消费
者、采购商查阅的不可篡改的账
本，使农业管理信用化、安全化。

发展智慧农业的意义和作用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推动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农业
科学绿色发展。通过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装备等
技术和种养工艺，种植、养殖生产
作业环节可以摆脱自然环境和人
力依赖，构建集环境生理监控、作
物模型分析和精准调节于一体的

农业生产自动化系统，实现劳动生
产效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
的提高。通过数字化测控，在满足
作物生长需要的同时，保障资源节
约又避免环境污染，实现农业绿色
发展。

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保障
“舌尖上的绿色与安全”。通过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设备对土壤、大
气环境、水环境状况进行实时动态
监控，使之符合农业生产环境标
准；生产各环节也可按照一定技术
经济标准和规范要求通过智能化
设备进行生产；通过数字化、智能
化设备实时精准检测农产品品质，
保障最终农产品符合相应质量标
准。借助互联网、二维码、射频标
签、区块链等技术，建立全程可追
溯、互联共享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
安全信息平台，健全从农田到餐桌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过程监管体系，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绿色与安
全”。

推动农业经营一体化、品牌
化。信息技术的应用，打破了农业
市场的时空地理限制，农资采购和
农产品流通等数据将会得到实时
监测和传递，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
问题。利用电商平台拓展农产品销
售渠道，通过自营基地、自建网站、
自主配送方式打造一体化农产品
经营体系，促进农产品市场化营销
和品牌化运营。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农业
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引导专
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
作社、优秀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壮大和联合，促进农产
品生产、流通、加工、储运、销
售、服务等相关产业紧密连接，
实现农业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
使产业、要素集聚从量的集合到
质的激变，从而再造整个农业产
业链，实现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
渗透、融合发展。

智慧管理以系统最优为目标

主持人：发达国家智慧农业
发展状况如何？

何勇（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
村研究中心主任）：欧美、日本等
发达国家智慧农业的特点，都是
根据现代农业发展趋势，结合本
国农业生产实际开展智慧农业理
论和实践研究，在现代信息技术
支撑下，充分发挥智能农业装备

作用，应用物联网、人工智能、
大数据和5G等技术，将作物—土
壤—环境—气象—装备—人员作
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统筹考虑，
实现以系统整体最优为目标的智
慧化管理。发达国家在智慧农业
技术研发和应用方面有以下经验
值得我国借鉴。

以提升生产力为起点，解决
农业生产瓶颈问题为抓手。荷
兰、以色列等国淡水资源严重匮
乏，其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实施
无土栽培和精细化喷滴灌系统。
日本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严重不
足，其大力发展农用无人机和农
业机器人，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我国南方同样面临着劳动力短
缺、丘陵山区农业无机可用，应
开发多功能小型作业装备，实现
机器换人，解决丘陵山区的机械
化作业问题。粮食主产区应实施
全程机械化，以提高劳动生产
率。经济发达地区可研究建立无
人或少人农场、果园、牧场、渔
场等，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实施标准化规划和作业是发
展智慧农业的基础和条件。发达
国家的农田、果园和牧场实施标
准化规划和精细化管理，为大规
模高效率利用智能农业装备创造
了条件，大大提升了作业效率、
产量和品质。我国的农田、果园
和牧场需尽快推进标准化规划，
制定标准化作业规范，研制高效
率配套作业装备，为大规模机械
化作业创造条件。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为农业
插上科技的翅膀。国外大量利用
空天地技术和气象数据，实现农
田信息的快速精准获取和智慧化
管理。随着物联网、大数据和5G
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高分卫星和
北斗定位系统的应用，有望实现
作物和动植物生长信息的实时动
态获取，并根据作物生长需求对
温度、湿度、光照等进行动态调
控以及肥水药精准喷施。

各地发展智慧农业见实效

主持人：我国智慧农业发展
现状如何？

康春鹏（农业农村部信息中
心副研究员）：我国农业农村信息
化发展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但
农业产业正向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加快转型，消费互联网不

断向产业互联网延伸和拓展。据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监测，2020
年全国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为
22.5%，其中，大田种植 18.5%，
设 施 栽 培 23.5% ， 畜 禽 养 殖
30.2%，水产养殖 15.7%。近年
来，我国智慧农业逐渐落地见
效，智能化、无人化水平逐步提
高，呈现出以下亮点。

一是新产品新技术蓬勃兴
起。现代信息技术正广泛应用于
农业生产各环节、各领域，新产
品、新技术、新模式层出不穷。
农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传统
农业加快向智能化转变，不断研
发出田间作物墒情、苗情、病虫
情及灾情监测等方面的智能识别
系统和耕种收环节的智能机器
人。特别是自动化采收装备、农
业传感器、摄像头监控、病虫害
监测预警等产品已得到广泛应用。

二是无人或少人农场破土而
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夯
实，特别是大数据、5G、人工智
能技术不断成熟和普及，为无人
或少人农场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条
件。在湖南长沙、安徽芜湖、黑
龙江建三江、浙江湖州、四川崇
州、广东佛山等地无人或少人农
场破土而出，通过对设施、装
备、机械等远程控制、全程自动
控制或机器人自主控制，完成所
有农场生产作业。

三是大数据建设初见成效。
从国家层面看，政务数据资源共
享和信息系统整合取得阶段性成
效，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基
本建成，政务数据资源共建共享
的格局基本形成。从各地实践
看，安徽、浙江、江苏、广西等
地积极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建
设，相继建成了大数据平台，浙
江正在全省范围大力推进“三
农”数字化改革。

四是市场主体成为生力军。
市场主体正成为建设智慧农业的
重要力量。大型企业纷纷进军智
慧农业领域，三大电信运营商以
及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
网企业纷纷布局智慧农业，中
化、中联重科、碧桂园等企业开
始进军智慧农场。此外，农业企
业也在数字化转型中主动作为，
中粮、北大荒、新希望、海升果
业等传统农业企业大力发展智慧
种植、智慧畜牧、智慧渔业、智
慧加工等。 来源：经济日报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融合应用。“十
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设智慧农业，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一场以智慧农业为表现形态的农业
智能革命已经到来。本期邀请相关专家围绕智慧农业问题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