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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展望 2023 19 11 62 66 Agricultural Outlook 收稿日期 联系方式 2023 03 07 金欢庆 E mail 38253796 通信作者热孜燕 瓦卡斯 E mail 1377569942 中国智慧农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金欢庆 热孜燕 瓦卡斯 新疆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2 摘 要 智慧农业是通过物联网 云计算和 3S 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 同农业生产融合发展 也是智慧经济发展 的重要内容 以农业生产环境为基础进行智能感知和数据分析 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精准化管理 实现可视化诊断农 业发展的最高形态 智慧农业作为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的新兴领域 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然而目前对于智慧农业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需要对其整体发展情况进行科学分析 基于对智慧农业概念的界定 利用国家统计数据和 2022 年中国智慧农业发展情况 分析中国智慧农业发展现状 发现中国智慧农业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智慧农业人才匮乏 智慧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智慧农业信息化水平较低等 基于此 为加速中国 智慧农业发展进程 助力中国农业加快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 政府部门 涉农企业以及科研院所需要在人力 物 力 财力等方面 加大对中国智慧农业发展的投入 并出台相关政策 关键词 智慧农业 农业现代化 信息化 智能化 基础设施建设 专业化人才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OSID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Jin Huanqing Reziyan Wakas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2 Xinjiang Abstract Smart agriculture integrates with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rough modern in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Internet of Things cloud computing and 3S technology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economy Intelligent perception and data analysis based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nvironment can promote the precision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ealize the highest of visual diagnosi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as an emerging field of in depth integration of ination technology and agriculture has become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China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is still in its initial stage and the whole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scientifically analyzed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smart agriculture 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agriculture in Chin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national statistical data and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smart agriculture in 2022 At presen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mart agriculture mainly include lack of smart agricultural talents backward smart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low level of smart agricultural ination Based on this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mart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help accelerate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styl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ese 62 0 引言 null慧农业的发展历程和互联网化产业一致 从 电商模式开始不断往上游伸展直到农业生产端 null 慧农业是比较复null多样的 结合了各种领域专业技 术 将农作物生产 农业管理 农产品运输和农产 品销售有机融合为一个整体 通过现代化的技术 将传统的农业所牵涉的实质结合在一起 1 null慧农 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率 生产安 全且绿色的农产品 能够改善农业生产者以及消费 者的生活条件和质量 能够null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推动农业市场化 农业标准化趋势 因此 传统的 农业向null慧农业转型发展是一种趋势 我国是农业 大国 必须null进我国null慧农业稳步发展 改革开放 以来 我国农业迅速发展 粮食产量居世null第一位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持续增加 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提 高 但在null慧农业发展过程中 也面临诸多挑战 如缺乏null慧农业专业人才 null慧农业基础设施较为 落后 null慧农业信null化水平较低等 需要深入分析 null慧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针对存在的问题加以改 进创新 加快推动我国null慧农业高质量稳步发展 为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目标努力奋斗 2 本研究 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主要以我国null慧农 业发展现状为依据 分析当前null慧农业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 探索null进我国null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对策 1 中国智慧农业发展现状 从生产方面来看 null慧农业领域的生产环节不 再单纯依赖人力 无论是农作物种植还是水产品等 的养殖均依托新建立的环境监null 植物生长分析和 精确施肥控制的农产品种养殖自动化系统和平null 根据农作物生产的自然生态条件对农产品种植技法 进行优化 null慧农业领域的食品安全把控方面主要 依托建立的农产品追根溯源系统 将农产品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各种信null进行精null量化与保存 为农产 品添加食品识别号 并以此为依托查询农产品 追 溯其生产的全过程信null null慧农业领域的生产管理 方面主要依赖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大型单位 在大型 区域将null能设施 设备运用到农业null土配方 农业 管理计null制定以及农产品生产全过程管理等系统中 提高生产管理各个环节的效能 3 从经营方面来看 物联网技术 云计算技术等 的深度应用 突null了农产品流通市场在时间与空间 层面的局限性 实时监null 采集与传输农产品资源 采购和资源流通等信null 有效解决信null孤岛现象以 及信null不对称问题 企业通过搭建网上平null 独立 基地和独立分销 建立农产品综合管理体系 null进 农产品品牌的市场化营销和运作 同时 null慧农业 依托近年来受到广泛好评的观光旅游 休null旅游 农家乐 借助互联网拓展线上宣传渠null对休null旅游 产品进行推广与销售 为旅客提供人本化 个性化 的农业相关旅游服务 4 从服务方面来看 部分null慧农业产业园区借助 LED屏 null能终端等灵活有效的信null传播方式向农 场主或农业从事者提供地质 气象等灾害预警服务 和公共社会信null服务 如成都相关部门宣讲农业方 面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 农业技术领域的生产管理 和答疑服务信null 引导龙头企业 农业专业合作社 和农场主或农业从事者经营好自己的农产品种植系 统与营销活动 提高农产品种植管理决策水平 增 强市场抗风险能力 提高农产品实际经济收益 同 时 利用云计算 互联网 大数据 传null器等关键 性现代信null技术加快农业管理数字化和信null化进程 提高农业管理效率及公开透明程度 5 2 中国智慧农业发展取得的成效 首先 null慧农业的发展有助于农业生产方式的 转变 推动农业生产的精null化发展 null慧农业通过 互联网 物联网 3S等先进技术有机融合 对农业 生产环境进行null慧化管理 同时 null慧农业的发展 减轻了农null日常开展农务的烦琐和沉重程度 运用 government agriculture related enterpris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agriculture in the aspects of manpower material resources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other aspects and introduce relevant policies Key words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ationization intelligentiz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pecialized talents 金欢庆等 中国null慧农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J 农业展望 2023 19 11 62 66 63 先进的农业设备 对农业生产环境进行检null 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 其次 null慧农业发展提高了农业生 产效率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采取先进的科学技术 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农业生产 农产品销售等各方 面的数据 从而进行数据分析 提高农业生产经营 者的监null水平 提升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影响的应 对能力 提高土地生产效率 实现农民增收 6 最 后 null慧农业积极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同传统农 业相比较 null慧农业的精null化管理可对农业生产过 程中的节水 节肥等产生积极效果 通过科学配置 化肥 农药等的使用量 降低农业生产对土地 大 气 水域等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维护生态环境稳定 同时 null慧农业为现代化农业发展提供了更加综合 的农业种养方式 null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推动了 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为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目 标提供有力支null 3 中国智慧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 1 智慧农业专业人才匮乏 null慧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支持 而科技 创新与实践需要人才来支null 人才在null慧农业发展 过程中的地位不可估量 7 然而 由于我国存在二 元结构 null守在农村的农民文化水平偏低 对互联 网技术掌握情况较弱 现代化生产意识薄弱 农村 高素质人才资源流失严重 虽然我国鼓励大学生返 乡创业 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但城乡差距较大 引进null慧农业人才比较困难 特别是偏远地区 农 民思想观null落后 对新事物接受能力有限 不易达 到null慧农业发展要求 不利于我国null慧农业的发展 分析我国null慧农业人才匮乏的原因 不仅要从社会 环境方面分析 也要从农民自身条件情况分析 许 多教育学院更重视科技研发 容易忽略农业从业人 员的实践能力 同时 二元化结构的存在 使大学 生更加愿意null在城市发展 导致农村人才流失 农 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 自身对教育意识淡薄 随着 社会的发展 农村居民面临的高质量教育所要投入 的成本愈来愈高 进而容易null成农村居民不重视教 育 对教育投入资金较少 不利于推动培养人才发 展 因此 null慧农业人才匮乏已成为我国null慧农业 发展的重大挑战 亟须完善null慧农业人才培养教育 体系 8 3 2 智慧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当前 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null慧农业基础设 施较为落后 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大型现代化农 机设施较少 农村地区宽带nullnull率还不能null足null慧 农业发展的需求 同时许多农村地区的农田null路都 有不同程度的毁损 null路比较狭窄且伴有坑洼地区 加上下雨等天气 null路泥泞 交通有时也会出现堵 塞情况 农田种植地区基础设施只有照明和取暖的 功能 其他先进设备不齐全 不充足 9 大部分农 村地区农业灌溉设施只有简单的水渠 且为大水漫 溉的传统形式 灌溉面积有限且效率低下 仅部分 地区有喷灌 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 农业用水 null费情况比较严重 土地养分流失 null成农民经济 损失 降低农田使用效率 另外 我国在市场上投 放的农机设备数量较少 且价格较高 一部分农民 无法null担大额农机设备费用 而政府关于此类的补 贴政策较少 导致一些小型企业及农业生产者无力 购买 许多现代化的农机设施未投入到农田使用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null慧农业的发展 亟须得到解决 3 3 智慧农业信息化水平较低 农业精null化管理是通过3S技术 互联网技术获 取信null 从而进行大数据分析来指导其工作 然而 我国很多农业地区的null慧农业信null化水平较低 10 首先 未建立信null整体系统 即信null收集 信null 传输整合以及信null分析与利用的有机整体 政府 未将农村的信null资源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战略资 源对待 对农村信null化水平提高的目标意识不够 深刻 仅仅是简单地将信null化建设工作理解为计 算机控制工作 未意识到农村信null化建设是null慧 农业发展的基础 未能充分发挥政府对信null化建设 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容易忽视农业生产前的市场调 研以及生产之后的销售信null等问题 需要进一步加 强农产品进城等工作 其次 农业信null数据的整理 分析程度不够 缺少资源信null共享 null慧农业的发 展需要许多信null之间的共享 例如自然信null与社会 信null的共享 而这些信null数据的来源属于不同的部 门管理 各部门的运作互相独立 未能实现信null数 据的有效及时分享 导致信null资源的null费 最后 由于我国的农业信null建设平null 信null应用网站 数 据分析平null等比较少 且平null内容复null 数据信null 分析的精准性和时效性较弱 使得信null数据分析对 我国null慧农业的指导功能减弱 增加了null慧农业生 产的不确定性 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null慧农业 的发展进程 金欢庆等 中国null慧农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J 农业展望 2023 19 11 62 66 64 4 推动中国智慧农业发展的对策 4 1 培育智慧农业专业人才 首先 政府要在各方面加大对我国null慧农业发 展的支持力度 通过多种渠null全方位 全人员宣传 null慧农业 提高农民对null慧农业的认知水平 鼓励 农民返乡创业创新 其次 制定并不断完善null慧农 业人才培养计null 从高null抓起 为null慧农业的发展 不断输送实践性人才 同时 加强高null与科研部门 农科所以及农业企业之间的合作联系 强化农业推 广体系创新 推动农业科研成果向可靠性和实践性 发展 建立完善资源共享 创新发展null慧农业专业 人才培育系统 积极进行对外交流合作 增强彼此 的联系 同时 加强我国与国际农科所 科研机构 的合作 积极建立农业联合实验室 让国内的农业 科研人员与国际农业科研协作 引入国内外null慧农 业专业人才 农业科研人才以及他们的科研成果 并null进农业科研成果及时有效地运用到农业生产以 及null慧农业建设系统中 最后 要通过改进null慧农 业专业人才培训机制 将农民培训null入国家教育培 训规null 加强培训效果 创新培训方法 增强培训 课程的趣味性和可实践性 组织农民观摩null慧农业 运作形式 加强学习建设管理null慧农业 让每个参 与null慧农业发展的农民能够直观地了解内容并运用 到实际工作中 着重培育null足null慧农业发展要求的 新型null慧农业人才 使传统的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型 进而发展成为新农人 11 4 2 强化智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 要升级创新农业机械设备 加强农田水 利工程建设 null进实现节水灌溉目标 向绿色灌溉 以及数字化灌溉发展 同时 积极引进现代化农机 设备进入农田生产 提高农田生产率 降低农田生 产成本 增加农机设备市场投入的数量 提高购买 农机设备的补贴力度 使农民能够有条件购买并使 用到农田生产中 从而实现科学化远程管理农业生 产的目标 12 其次 null进null慧农业整体示范效应的 形成 以物联网大数据为基础构建null慧农业综合应 用平null 研发null能化的决策系统 发布大数据分析 成果 为农科所 农业企业以及农民提供针对性的 引导和服务 最后 政府应加强对null慧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的补贴政策 积极鼓励农民使用null能设施 打通物联网设备模块限制 并在云平null及时上传数 据 为进一步分析奠定基础 同时 提高农民硬件 水平 例如配置笔记本电脑 null能手机终端以及远 程监控摄像头等 使之能够及时有效地传输数据 提高null慧农业null能化管理水平 4 3 加强智慧农业信息化建设 null慧农业的发展需要借助现代信null技术的支null 进而对传统农业进行改null创新 首先 制定科学合 理的null慧农业发展规null 加强专业化种养殖示范基 地建设发展 采用以商招商 科学管理的理null 调 动农民投资null慧农业的积极性 积极引入战略合作 伙伴 为null慧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其次 要加强对信null技术和null能设施在农业生产中 的null及力度 同时加强物联网在null慧农业生产过程 中的推广应用 充分利用农业信null平null以及各类null 慧农业基础设施 建立完善信null资源共享机制 解 决因信null不准确而产生的一系列农业问题 比如农 产品价格异常 农产品滞销等 13 最后 积极推动 农业产业和现代信null技术融合发展 加大对null慧农 业软件的投资力度 同时梳理互联网思维 推广 互联网 的发展战略 null进传统农业与互联网行 业和谐发展 充分发挥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科学技 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数据传输和分析作用 依靠 大数据及云计算的分析能力 null进农业向null能化 绿色化 服务化方向发展 从而实现中国式农业现 代化 14 5 中国智慧农业发展展望 我国null慧农业发展迅速 主要呈现出以下趋势 第一 大数据技术的渗透 未来发展null慧农业 就 要从农业全产业链角度规null 从种子施肥到生产加 工出的农产品配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 再到进行废 物处理 这一系列过程体现出科技对农业发展的作 用 第二 null能化装备的应用 使农业机械等具有 一定的null能性 辅助操作人员较为靠谱地完成特定 任务 从机械化一直衍生到系统化 第三 无人化 发展迅猛 基于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和农业环境的变 化 无人化 少人化是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 也将 为农null带来更多便捷 第四 农业生产方式变革 由于信null技术的推动 农业生产方式不断创新 由 田中种植 养殖变成现在的工厂化生产等 15 目前 我国null慧农业的发展得到了国家的充分 重视 国家相继出null了一系列农业政策鼓励支持null 慧农业发展 未来我国null慧农业的发展 将主要向 null慧农业成本低 以及null慧农业更加null能化 便捷 金欢庆等 中国null慧农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J 农业展望 2023 19 11 62 66 65 化 可视化 一体化 开放化和可协作化等方向发 展 在新发展格局下 积极应对更加严峻的市场环 境 探寻通过现代化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 资源利 用率 土地产出率的中国式null慧农业发展null路 既 是我国 三农 工作的重点 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 略 实现现代化农业强国的重要支null 16 参考文献 1 王佳方 null慧农业时代大数据的发展态势研究 J 技术经济 与管理研究 2020 2 124 128 2 孙岩 刘仲夫 大数据在null慧农业中的应用展望 J 现代农 村科技 2022 4 15 16 3 刘洋 物联网在null慧农业中的应用研究 J 新农业 2021 7 71 4 尚龙山 潘丽娟 大数据在null慧农业中的应用与研究 J 农 业工程技术 2021 3 47 48 5 姜民旭 王玉鑫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null慧农业建设及应用 研究 J 现代化农业 2022 4 73 74 6 宁纪瑞 农业大数据技术应用对构建基层null慧化农业经济 的作用研究 J 农业开发与装备 2021 10 76 77 7 null琴 熊倩 郭江帆 等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null慧农业应用 探究 J 江苏通信 2021 5 80 82 8 孙null林 李灯华 许世卫 等 农业大数据与信null化基础设 施发展战略研究 J 中国工程科学 2021 4 10 18 9 任杭章 null慧农业的发展路径及保障 J 农业工程技术 2021 21 33 34 10 张梦瑶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null慧农业发展现状研究 J 物 流工程与管理 2021 3 98 99 11 封帅null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null慧农业应用研究 J 河南农 业 2022 11 2 12 刘宏笪 张济建 张茜 我国 null慧农业 研究态势与发展展 望 J 黑龙江畜牧兽医 2019 10 6 11 13 null开林 农业大数据在null慧农业中的应用探讨 J 计算机 产品与流通 2019 10 157 14 陈希源 互联网大数据服务 三农 发展路径研究 J 科技 传播 2020 11 19 96 97 15 刘玉华 我国null慧农业研究的现状 问题与发展趋势 J 低 碳世null 2021 11 7 241 242 16 吉宗仁 浅析我国null慧农业的发展现状 路径与对策建议 J 新农业 2022 18 65 67 责任编辑 潘月红 金欢庆等 中国null慧农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J 农业展望 2023 19 11 62 66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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