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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人工智能就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广泛持续

地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装备和现代管理理

念，同时将人工智能技术贯穿于农业生产、加工和销

售等全产业链，实现科学智能化决策，从而进一步优

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效能，保障农业

生态环境绿色安全等。

一、农业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农村网络基础设施薄弱

2018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

出：目前，移动宽带网络基本实现城市、县区的连续

覆盖及发达乡镇、农村地区的热点覆盖，但是仍有

10%左右的农村地区无网络接入，农村网络整体性

能情况不到城镇的20%，大部分农田附近，移动网络

信号不够稳定或根本不存在，很难在农田部署农业

物联网设施，严重影响农业人工智能实施的效果与

质量。

（二）AI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相对落后

我国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

存在较大差距，缺少重大原创成果，在基础理论、核

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端芯片、重大产品与系统、

基础材料、元器件、软件与接口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

比差距较大；科研机构和企业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生态圈和产业链，缺乏系统的超前研发布局；

人工智能尖端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适应人工智

能发展的基础设施、政策法规、标准体系亟待完善。

（三）缺乏足够的农业数据

农业生产实践中虽然有大量空间数据，但大规

模数据只能每年产生或使用一次。因此，可能需要

数年时间才能收集到具有统计意义的数据，并且需

要经过大量数据清洗，然后才能有效应用于AI算法

训练。这种行业特征严重制约了AI公司从事农业

人工智能应用研发的积极性。

（四）传统农业劳动力就业矛盾日益凸显

农业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就业

结构。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大量青壮年农村劳

动力外出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严

重；另一方面存在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大量传统低端

就业岗位，为适应人工智能农业新业态对就业岗位

的技能要求，需要重新培训来获得劳动技能，但重经

验堆砌而成，一般农民很难获取培训机会；再加上我

国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科技意识淡薄，甚至对高科

技农业存在抵触情绪等。因此，农业人工智能技术

推广利用相对困难。

（五）采用精益方法推广农业人工智能的风险

较大

精益方法论的核心是生产系统能够快速适应用

户需求变化。然而，在农业生产领域，地理位置、周

围环境、气候水土、病虫害、生物多样性、复杂的微生

物环境等，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农作物生产。同时，

农民也不会冒险在其土地上采用全新技术，总是希

望在大规模推广前亲自体验到新产品或者新技术在

自己土地上拥有上佳表现。因此，精益方法论的“快

速进入市场”和“快速扩张”策略不太适合农业人工

智能发展模式。

（六）农业AI人才严重缺乏

人工智能系统的有效实施，最终离不开AI人才

的支撑，具体分为AI研发人才和AI技术应用人才。

鉴于农业经营效益相对处于劣势，因此很难找到合

适的AI人才，即使招募成功，长期留存也是不小的

挑战。同时，农业AI新产品、新技术等的出现，都需

要与其相匹配的AI技术推广应用型人才，这也进一

步加剧了农业AI人才的匮乏程度。

农业人工智能实践探索与发展路径
◇梁瑞华

43



河南社科文摘22019

经 济 JINGJI

二、农业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一）构建标准统一、可持续运营的农村网络服

务体系

政府应继续加大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力

度，以政府主导与市场参与深度结合的方式，尽快实

现网络基础设施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全覆盖，同时完

善优化农业人工智能基础保障环境。

首先，确保建设技术先进、功能完善的“三农”信

息网络基础设施，为农业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坚实的

硬件依托。

其次，制定统一的软硬件标准、数据采集与通信

标准、服务与运营标准等，为农业人工智能提供规范

化的基础数据服务。

再次，限于农业经营效益偏低，应尽可能避免出

现区域重复投资现象，以免浪费社会资源。

（二）尽快出台国家战略层面对农业人工智能的

发展规划与配套激励措施

首先，充分利用已有资金、基地等存量资源，发

挥财政引导和市场主导作用，形成财政、金融和社会

资本多方支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格局，并从法

律法规、伦理规范、重点政策、知识产权与标准、安全

监管与评估、劳动力培训、科学普及等方面提出相关

保障措施。

其次，确保国家对农业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稳

定持续经费支持。政府工作重点在于政策引导与资

金支持，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中，抓紧制定政策，

推出一批国家级、基础性、共性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研

发基地和平台。

再次，充分发挥高校与科研机构在基础与应用

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优势，同时积极鼓励有条件的

高校开设人工智能研究所与学院等。

（三）因地制宜创新人工智能与现代农业融合良

性发展模式

首先，依据区域、行业特征，积极推进类似水果

摘取机器人、病虫害预警、莴苣种植机器人、农村电

子商务等类似投资效益明显项目，积极引导培育农

业人工智能基础市场。

其次，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农业经济深度融合，

提升农业经营效益。将人工智能技术贯穿于农业生

产、管理、流通和销售等各个环节，提高经营决策的

智能化水平，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提升农业整体生

产力水平。

再次，构建多元主体深度融合的智能生态圈，形

成要素新供给。积极推动气候条件、地理位置、土壤

环境等涉农领域数据开放，支持各市场参与主体充

分挖掘农业数据的商业价值，辅助农业人工智能创

新应用产品进行市场开拓，促进农业人工智能应用

商业模式的创新，从而形成多元市场主体参与、深度

协作、互利共赢的农业新业态。

（四）积极实施智能农业技术培育项目，加强农

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首先，积极加强现有涉农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农

学专业等与人工智能企业间产学研合作，构建多学

科农业人工智能创新联盟，深度挖掘已有数据资源，

积极研发具有鲜明特色的农业人工智能系统。

其次，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现有涉农人才培养

体系，适度扩大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

养规模，以适应农业人工智能快速发展需要。

再次，应完善“互联网+”新农人培育行动计划内

容，按需适度增加农业人工智能技术培训项目，同时

加速实施行动计划，促进现有农业从业人员整体科

技素养的提升。

最后，需要适应性地创新模式，建立科技人员、

地方政府、企业、农民合作组织、农民等多主体联合

协作、协同参与的推广体系，强化农业人工智能的宣

传，针对特定区域特点不断推出适宜技术，开展综合

技术规模化示范和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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