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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

马孝林1 兰进宝2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勘查设计院 宁夏 银川 750002

摘� 要：在当前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高，大部分城市已经初步实现了基本的现代化建设与工业化

发展，城市内部的产业经济结构已经基本趋向于稳中向好的发展势态，在我国社会的发展迈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时，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关注高度重视智慧农业建设工作，旨在将农村地区的传统农牧产业与先进的人工智能化科

学技术进行有机融合，并且这种融合发展的方式已经逐渐成为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展趋势。本篇文章主要

分析了我国智慧农业的建设与发展的时代机遇和挑战，并且针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环境中的智慧农业建设在促进农

村经济发展的工作过程中存在的发展缺陷与现实问题，并针对这类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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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国内有关部门一直都非常重视

传统农牧产业经济的发展。在我国最近几个发展阶段，

处于城市远郊区县的农村地区传统农牧产业经济结构的

调整与发展工作一直是我国农业领域政策调控工作的重

点内容。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智能科学技术推

动着社会整体呈现出快速的信息化发展与智能化发展，

智能信息化革命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为了适应这种时代

发展潮流，我国传统农牧产业经济也应当作出相应的变

革[1]。目前，将传统农牧产业经济发展模式与现代化的智

能科学技术进行融合，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的主要发展趋势，其中这种发展模式的最主要表现方式

就是智慧农业。

这里讲的智慧农业，其本质上就是基于充分利用现

代社会新兴的互联网智能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将其应

用于我国农牧产业的产业经济结构革新与发展上，从

而实现优化当地农业生产活动内各类生产资源配置结构

的效果，减少当地粗放式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

并最终实现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通过将

智能互联网技术与农业经济的结合所形成的智慧农业，

其可以细分出智慧型农业经济生产、智慧型农副产品安

全、智慧型农业经济管理以及农业生产智能化服务四个

方面，这四个主要的工作方面共同构成了覆盖农村地区

农业经济发展工作的生产、质量检测、电子商务、智能

服务平台全工作流程的智能化管理。

1 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的背景

1.1  政策环境的支持
在我国最近几个发展阶段，国家有关部门在各项重

要文件当中，都将农村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以及建立智

慧农业等工作列为重要的内容，并且其已经逐渐成为

了国家发展战略在顶层设计工作层面的重要发展规划内

容，受到了我国社会领域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在当前

发展环节，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国农村

地区的网民总规模已经高达近两亿人，智能互联网技术

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融合促进工作已经初具成效。在此后

的几个发展阶段，我国继续推动深化农村地区的改革政

策落实，积极研究新型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全面推进我国

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因此在这种政策环境的支持之下，我

国的智慧农业建设工作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极大地促

进了我国处于城市远郊区县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1.2  新型智能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在我国，智慧型农业属于一种技术密集型的非传统

产业，其自身的发展需要通过不断地引入社会领域最新

的智能互联网技术，从而有效地提升现代化智慧型农

业的生产力与生产效率，并最终扩宽农业经济生产的农

副产品销售渠道。截至目前，我国在智慧型农业技术领

域的建设与发展工作已经初具成效，并实现了一定层次

的技术突破。例如，在传统农牧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使用

的各类智能化辅助设备：农作物生长环境数据信息传感

器、农作物灌溉节水调节控制设备、水肥一体化技术等

对农作物温室大棚种植管理的智能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

变革，并在实际的农作物种植管理工作过程当中提供了

重要的智能辅助作用；智能化的农用机械土壤深松作业

的检测系统在农业生产环节的大面积应用，有效解决传

统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农作物种植面积与质量等等因素依

靠人工无法进行高效核查的问题；在农业生产过程当

中，农业生产大数据以及云端计算技术的实施，可以有

效实现对自然界灾害发生的预警工作以及对量化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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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进行有效的测量，从根本上提高了我国农业生产的

抗风险能力；而农村电商销售平台以及智能信息化服务

平台的发展，可以有效地解决传统农业生产过程当中，

农副产品信息在现代互联网环境中表达不充分不清晰的问

题，从而可以做到依据农副产品市场环境的变化，对当地

农村地区的传统农业经济产业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

伴随着先进的智能化信息设备及技术在我国农业经

济生产领域的试点和推广，对我国农业经济生产的发展

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推动着我国农村地区农业经济发

展模式向着现代化、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的方向转

变，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农村地区农业经济的生产效率[2]。

1.3  智慧农业市场的发展前景
在我国最近几个发展阶段，以淘宝、京东、苏宁易

购为首的各个互联网电商平台的销售业务不断地向农副

产品的领域进行拓展。现代社会领域当中的农副产品主

要是依靠着优质的电商平台销售业务，利用现代先进的

互联网信息传播方式，在大幅降低农副产品交易的流通

成本的同时，也为农副产品的销售谋求了崭新的出路[3]。

并且，通过更加人性化的智慧型农业服务，可以明显提

高农副产品在互联网销售平台当中的产品附加价值，促

使传统农业经济生产领域的农副产品在市场范围内打销

售价格战的传统营销策略发生转变，有效实现了增加我

国农业经济生产经营利润的目的，因此智慧农业在市场

层面的发展前景十分宽阔。

此外，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国

内出现了大批量的青壮年劳动力从那农村地区向城市地

区转移，由此造成了农村地区老人、妇女、儿童等的

留守居民情况，并引出一个问题，即“城市农村地区的

大片耕地谁来耕种”的现实问题。面对这种城市农村地

区因青壮年人群外流而导致的优质劳动力匮乏问题，当

地的农业经济生产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地引用先进的智能

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智能化的机器设备代替传统的人

工劳动力，从而有效地完成部分生产劳动作业，在弥补

当地劳动力匮乏的同时也能有效地提升农业经济生产的

效率与质量，推动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实现智能化发

展，建设智慧农业。在我国未来长久的发展历程当中，

社会各个领域以及城市农村地区对于类似智慧农业建设

这种智能化的经济生产模式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因此从

总体上来看，智慧农业建设发展的前景十分良好。

2 我国智慧农业建设发展面临的困难

虽然我国智慧农业的建设发展工作在当前阶段整体

的发展势头比较良好，但是落实到实际的工程软硬件制

作以及人力资源配置管理工作层面还存在许多的现实问

题与发展缺陷。

2.1  智慧农业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大量的前期成本资金
投入

相较于国际上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我国的智

慧农业的建设与发展起步时间较晚，虽然在最近几个发

展阶段受到了国家有关政策调控的支持和帮助，在这种

良好的政策环境的影响之下农业经济生产领域的科学技

术发展较为迅速，但是落实到实际的科学技术发展成果

层面，其实际的生产力提升转化效率却不高，并且由于

我国大部分城市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善，所

以对于我国智慧农业的建设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制约。

例如，部分地区的农村农业生产活动方式比较传统，受

限于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其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

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基础建设比

较简陋，各种综合原因导致农村地区的农产品在无法满

足现代市场需求的同时，只能在当地进行小范围的销

售。并且，大部分处于基层的农业管理部门自身的管理

思想落后，对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有所

欠缺，无法以当地的特色农产品作为核心产品衍生出多

样化的商品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同时，由于当地农

村地区在进行农业经济生产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所使

用的精准农业作业传感器装备比较老旧，没有进行及时

的更新迭代，导致其实际的作业质量较差，无法充分地

发挥出智慧农业的技术优势。但是如果针对技术水平落

后的设备进行更新迭代，完善当地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则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资金。可是我国大部分农

村地区的经济条件有限，难以支持这种大量的资金成本

投入[4]。

2.2  相关技术人才短缺
目前，国内大部分城市的农村地区在推动当地智慧农

业的建设发展时，由于其尚处于发展的触及节点，因此在

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还存在着明显的专业技术人才资源匮

乏的问题。作为先进的智能互联网技术与传统农业产业经

济相结合的智慧农业，这种发展模式必须依靠同时具备智

能互联网技术与农业产业经济管理相关专业知识的复合型

人才，但是我国符合这种要求的人才数量较少，而且这种

具有高度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周期较长，无法完全

地跟上现代智慧农业的建设与发展速度。

3 智慧农业建设发展的具体策略

3.1  以市场作为导向，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生产力转
化效率

智慧农业的发展与建设对相关科学技术的创新要求

比较高，因此需要在一个相对公平稳定的市场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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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才能有效地促进相关科学技术成果的研发与创新，

因此城市内部的农业市场管理部门应当充分地发挥市场

在智慧农业建设发展过程当中的导向作用，推进将现代

科学技术领域的智能化技术以及现代互联网技术融入到

智慧农业的生产以及销售环节，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

同时，拓宽农副产品的销售渠道。同时，智慧农业领域

相关科学技术成果的研发与创新应当构建出系统化规范

化的技术标准与检验标准，避免纸上谈兵的现象发生，

遏制重理论而轻实践的情况出现，从根本上提高智慧农

业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力层面的转化效率。

3.2  完善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吸纳和人才培养模式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智慧农业建设发展工作质量与

水平的提高，必须完善我国智能化互联技术与传统农业

产业经济结构领域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并加大对城

市农村地区的投资力度，贯彻落实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提高我国农村地区产业经济结构的人才吸纳能力。若想

更好地推动智慧型农业的建设与发展，相关人才不仅需

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储备，同时需要具备较强的实

践操作能力，因此教育领域在培养相关的专业人才时，

应当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尤其是对智能互联设备的

操作以及农业经营管理层面知识的培养，为我国智慧农

业的建设发展提供基本的人才支持。

3.3  推动农村地区智慧农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首先，可以预先开展当地智慧农业生产活动中农副

产品生产质量、物流运输以及互联网销售的渠道调研共

欧，完善当地农业产业链条的规划工作，要将工作重

点集中在凸显当地的优势与特点方面，扩展当地农业产

业链条在现代市场环境中的延伸范围，用个性化、全方

位、多元化的农业产业链条满足现代市场环境中多样化

的商品需求。

其次，当地的农业管理部门需要将提升农副产品的

产量与质量作为推动智慧农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将当地

的特色农产品作为核心产品，纵向深度探究当地农业产

品的精细化加工与深度加工策略，从而实现横向拓宽当

地农业产业经济的产业发展范围，为以后的发展提供新

方向。

结束语：综上所述，在我国当前社会的发展背景之

下，智慧型农业的发展与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在当前发展

阶段中的重要工作内容，相关工作的质量与水平不仅影

响着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的经济收入水平，同时也决定我

国能否从以往高度城市化发展模式中实现战略转型，实

现更加均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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