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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发展现状及其对策探究——以修文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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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修文县为例，首先就当前修文县智慧农业发展的基本现状进行浅析，其次，基于实地

调研，就修文县智慧农业发展的问题进行分析，包括智慧农业普及面较小、智慧农业应用意识薄弱、5G、

大数据等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等等，究其原因，主要包括资金投入有限、缺乏相应的专业人才、产业化经营

水平有待提升等。要能够切实解决相关问题，本文提出的对策包括大力加强政策扶持力度、提升农民技能

和服务、提高技术创新意识、加强专项资金投入等等。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修文县及其他地区智

慧农业发展提供一些有益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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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 Taking Xiuwen Coun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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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basic status quo of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agriculture in 
Xiuwen County. Secondly,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it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agriculture in Xiuwen County, including the small popularity of smart agriculture, the weak awareness of smart 
agriculture application, the wea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uch as 5G and big data, and so on. Mainly include 
limited capital investment, lack of corresponding professional personnel, industrial management level to be 
improve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relevant problems, the countermeasure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nclude 
strengthening the policy support, improving the skills and services of farmers, improving the awarenes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the investment of special funds and so on.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an 
provide som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in Xiuwen County and other areas. 

【Key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Xiuwen County;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ssues; countermeasure 
 
智慧农业是指现代科学技术与农业种植相结

合，从而实现无人化、自动化、智能化管理的一种

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近年

来大力推动智慧农业的发展，不断加强互联网、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兴技术和农业生产经营

的融合，并在治理结构、管理模式等方面加强协调

创新，产生了良好的综合效益。但是从实际情况来

看，仍然有诸多不足之处，主要集中在智慧农业推

广、专业人才、产业化经营水平等方面，只有能够

切实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够推动修文县智慧农业

朝向更加健康、稳健、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 修文县智慧农业发展概况 
近年来，修文县大力推进智慧农业改革，提出

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的口号，并且积极落实相关举措，

为农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目

前，修文县智慧农业已经有了初步发展，建设了一

批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驱动，

带动种植、养殖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农业区域，在

当地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同时，随着智慧农业

的不断发展，修文县农业产值规模不断上升，2017
年，修文县农业产值为 25.22 亿元，到了 2021 年，

农业（种植业）产值达到了 37.75 亿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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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而纵观智慧农业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主要

包括智慧农业在农业种植/养殖，农业控制，以及农

业信息处理等环节，具体如下： 
表 1 修文县 2017-2021 年度农业总产值情况 

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产值（亿元） 25.22 23.34 30.83 34.82 37.75 

增长率 7.30% 6.80% 8.80% 7.80% 9.5% 

 
1.1 智慧农业在农业种植/养殖中的运用 
近年来，修文县加快在农业现场采集和控制环

节引入智能模块，在全县多个现代化农业示范基地

率先使用智能化农业种养殖环境采集系统，通过各

种设备（主要是各种类型的传感器设备)采集农业现

场的信息，包括农业生产环境信息（农作物声场环

境的空气温/湿度信息、土壤温/湿度信息等，水产养

殖中的水环境状况信息等，牛羊等牲畜养殖场所的

环境信息等，以及在农产品溯源应用中，各个环节

所涉及的环境信息）、农产品状况信息（包括农作

物、牲畜、家禽、水产作物等各种农产品的育苗、

生长、繁殖等阶段的信息）以及其他辅助信息。同

时，在一些养殖基地，运用了标识信息管理系统，

对物体进行统一标识。 
1.2 智慧农业在农业控制中的运用 
当前，随着 5G 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互联网

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健全，在修文县，很多农业基

地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采集设备和控制设备，使得

更多的农业信息可以通过互联网送至数据处理中心

进行存储和分析，操作者能够远程监察农业生产的

实时状况，并运用远程控制改变生产现场的可控条

件。例如在当地农业技术指导中心的帮助下，很多

农业种植基地都建立了无线管理系统，通过信息化

系统和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无线上网本等，

农业管理者可以实现随时随地进行种植生产园区的

远程信息查看和控制。目前，在修文县多个农场，

比如修文县六桶镇猕猴桃产业园、修文县华汇水果

产业园、修文县谷堡镇猕猴桃种植基地等，都已经

上线了 ZPN（数码） 农业远程无线控制系统。 
1.3 智慧农业在信息处理中的运用 
为了提高农业种养殖的远程控制，近年来，修

文县积极推广农业种养殖距离信息传输系统，这个

部分主要涉及农业生产现场的短距离范围的有线和

无线道信技术。例如，在修文县六桶镇猕猴桃产业

园， 在猕猴桃种植园区部署了多个传感器和控制

器，将这些现场的设备连接至互联网上，使用短距

离通信技术，将现场的设备与刚关相连，网关再与

互联网连接，从而实现终端设备通过互联网与系统

后台，以及用户终端的交互。此外，在修文县绿源

农业基地、修文县修缘水果种植基地等，都已经采

用了这种系统。 
2 修文县发展智慧农业发展问题 
2.1 智慧农业总体普及面较小 
尽管近年来，修文县智慧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生产经营模

式，但是从修文县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智慧农业

的普及面偏小，仍然是制约智慧农业发展的一个重

要因素。例如截止到 2022 年，修文县规模化农业基

地中智慧农业在生产种植/养殖环节的覆盖率仅仅

为 22.5%，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和云南省平均水平

形成了一定的差距（如图 1）。对于修文县这样一

个以农业为主的县来说，这一覆盖率明显达不到全

县智慧农业转型升级的要求。 
2.2 智慧农业应用意识薄弱 
智慧农业具有农业科学化生产知识、互联网信

息化应用技术、数据化分析技术以及农机设备智能

化运行技能等多种高层次要求，迫切需要既掌握农

业知识又懂现代化信息技术的高素质人才。然而在

修文县，现有的专职从事农业生产的从业人员整体

文化水平偏低，农村高素质人力资本流失严重，智

慧农业建设发展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且修文县农

民基数大、知识技能底子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以 2022 年为例，在修文县农业从业人员中，具有本

科以上学历的占比仅为 1.16%，大专学历占比为

5.62%，中专或高中学历占比为 21.52%，其余均为

初中及以下水平。（如图 2） 
而总体文化水平偏低的农业从业人员队伍，也

面临着思想观念保守、信息技术落后等问题，对待

机械化、互联网等新兴事物的接受能力与消化能力

有限，不利于智慧农业的推广与发展。 
2.3 5G、大数据等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智慧农业需要物联网、大数据等多种技术的有

效支持，但从修文县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 5G、大

数据等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许多地区还未建立信息

收集、传输、整合、分析以及利用体系，成为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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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农村地区，

5G、大数据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尚未真正起步，农村

宽带、光纤设施覆盖率，远远不能满足智慧农业发

展的需要。此外，针对农业生产建立的信息应用网

站、数据分析平台都规模较小。这些都对当前修文

县智慧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制约效应。 
3 原因分析 
3.1 缺乏稳定健全的智慧农业资金投入机制 
修文县智慧农业的有效发展，需要相关的资金

投入作为保障。但是目前，修文县智慧农业的运用

只是处于起步的初级阶段，只在小范围应用，属于

小规模实验性质，因此，地方政府对此并没有较为

系统健全的资金投入机制，目前智慧农业发展过程

中，相关资金来源结构中，财政性资金占比较少,仅
为 5.2%。而由于缺乏稳定健全的智慧农业资金投入

机制，制约了人工智能在绿色农业中的进一步融合

应用，给智慧农业的发展带来一定局限性。 
3.2 智慧农业应用和研发领域的专业化人才供

给不足 
人才是决定产业发展的要素，只有具备和产业

发展适配的人才队伍，才能够推动产业健康、长期、

可持续发展。而目前修文县智慧农业发展过程中，

涉及智慧农业应用和研发等领域的专业人才队伍建

设不足的问题迟迟难以得到解决，现有的农业从业

人员整体素质偏低，而具有现代化专业知识和实践

能力的新型农业人才补充速度又十分缓慢，使得修

文县智慧农业缺乏有效的有生力量,近 5 年，修文县

通过“人才下乡”“引凤回巢”等人才支农项目引

进的农业相关专业高校毕业生每年数量都不足百人

（如图 3），远远满足不了客观需求。 

 
图 1 修文县智慧农业覆盖率和云南省平均水平对比情况 

 

图 2 修文县农业从业人员文化水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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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修文县近 5 年引进农业相关专业高校毕业生情况 

 
3.3 和智慧农业相适配的产业化经营水平有待

提升 
远程控制系统、数据搜集系统等信息技术应用

是智慧农业的关键组成因素，而这些信息化技术装

备大部分售价较高，需政府有关部门和民间资本的

积极参与，然而由于修文县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

营水平不足，融资能力有限，资金来源渠道难以拓

宽。再加上近年来修文县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各项基础建设对资金的需求增加，以及国内疫情的

持续影响，经济总体下行趋势，能够投入到智慧农

业的资金更为有限。当前，资金的缺乏是智慧农业

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阻碍。 
4 改进修文县智慧农业的策略 
4.1 大力加强政策扶持力度 
当前，地方政府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推进智慧农

业发展对区域农业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性，在明确智慧农业发展重要性的前提下，结合当

地实际情况，以及智慧农业的发展目标，增强对智

慧农业的引导与支持力度，鼓励有关企业摸索适合

本地区的智慧农业发展方式。同时，增强对农业信

息化相关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力度，尽早构建完善

的财政扶持机制，引导商业银行和其他类型的金融

组织助力于智慧农业的发展，引导资本雄厚的企业

参与到智慧农业的发展机制中。 
4.2 提升农民技能和服务 
首先，要充分利用相关人才引进政策，引导智

慧农业有关专业人才到农村工作，助力于智慧农业

的建设，进而推动智慧农业的高效发展。其次，要

加强农村技能培训，培养更多“新型职业农民”，

使其对智慧农业有基本的认识，改变农民根深蒂固

的传统生产理念。第三，可以探索实行“科技创新

分配体系”，即将农民的科技创新成果作为分配的

重要依据，纳入到现行的分配体系中，充分调动农

民参与科技学习、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

发农民技能提升的“内生动能”。 
4.3 提高技术创新意识 
首先，政府要加强宣传和引导，向相关涉农企

业、重点农业种植区域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

不断提升农业经营主体对于智慧农业的价值认识，

使其能够积极主动投入到智慧农业的创新发展中

去。其次，政府部门应通过扶持政策、专项资金等

手段不断优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包括现代化

农田水利建设、牲畜禽类养殖设施建设等，并通过

资金补贴等形式降低设备购置成本，鼓励农民积极

使用现代化农机设备。第三，要加强现代化信息基

础建设，加快布局完善网络基站、农业大数据平台、

农业信息技术公共服务平台等，加强对农村地区，

尤其是偏远地区的通信基础覆盖，并加快引进现代

化农机设备，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劳动生产率，

实现精准化、智能化、科学化远程控制，管理农业

生产。 
4.4 加强专项资金投入 
政府需要完善相应的补贴政策并落实，减轻负

担，提升积极性，鼓励人工智能与绿色农业的融合

研究，对有杰出贡献的科研机构，员工和企业给予

资金支持或税收优惠。同时，要给与相关涉农的企

业一定的补贴或者支持性政策，鼓励其运用人工智

能技术，对修文县智慧农业生产、管理、经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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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信息化管控，并加速推进了移动网络、物联网、

二维码、无线射频识别等技术在农产品加工生产与

流通领域的应用。加强对产业的专项资金支持，鼓

励其对传统作业工具的智能化改造，提高农业生产

自动化、精确化、数据化水平。 
5 总结 
综上所述，当前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将新技术运用到农业生

产管理中，已经成为业内的主流共识。智慧农业的

运用，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当前一些地区在发

展智慧农业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寻找措

施有的放矢予以解决，本文以修文县为例，对此提

出了解决对策，希望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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