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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大数据与信息化基础设施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基础、新时期农业增长新的要素、建设智慧农业的根本前提，起

着桥梁和基石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智慧农业发展战略需求与挑战，系统分析了我国农业大数据与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发展现

状、存在问题，总结了国内外相关政策、行动计划和经验做法，研究提出了 2025、2035 年、2050 年发展农业大数据与农业

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思路，绘制了未来发展技术路线图。研究提出，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大数据发展，科学规范

农业大数据体系建设，建设一体化的数据开放共享机制；突破农业大数据关键共性技术，深化农业大数据应用；建设农业大

数据产业基地，打造农业大数据的应用生态集群；统筹城乡资源，建设城乡一体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构建万物互联、人机交

互、天空地海一体化的农业农村网络空间。为此建议，强化总体布局，加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改造，加强芯片、

模型组件、基础信息系统等底盘性基础研发；加大核心技术攻关投入，突破农业大数据获取、分析、服务关键核心共性的卡

脖子技术；加强体制机制协同创新，打通农业数据纵横双向通道标准化和一体化共享；强化高水平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为

加快实现智慧农业强国提供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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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big data an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re important foundations for modern agriculture, prerequisites for 
smart agriculture, and new element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in the new era.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big data an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idering the strategic needs and challenges of 
smart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summarize the relevant policies, action plans, and experiences in China and abroad; propose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big data an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 2025, 2035, and 2050; and devise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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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农业大数据是大数据理念、技术和方法在农业

领域的实践 [1]。进入大数据和信息化时代后，农

业大数据及智能分析技术已经发展成为农业从业者

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高生产能力的新型

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也是国家重要的新型战略资

源 [2]。通过不断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经营模式和

管理服务手段，农业大数据可为农业农村经济结构

转型与发展提供新动力 [3]。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

指为农业农村提供信息化公共服务的信息基本硬

件、应用终端与基础装备，主要包括农业数据获取

设施、农业数据存储与算力、农业农村网络通信、

农业信息应用终端、农业信息化融合基础设施等。

农业大数据与信息化基础设施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

要基础、建设智慧农业的根本前提，起着类似桥梁

和基石的重要作用。

从全球范围看，“新基建”正推动新一轮信息

革命，众多国家纷纷将发展大数据、第五代移动通

信（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作为战略部

署的优先行动方向；如美国推出了“大数据研究和

发展计划”“国家宽带计划”“连接美国基金”等战

略计划，英国推出了“农业技术战略”，德国发布

了“工业 4.0”“数字议程（2014—2017）”“数字战

略 2025”等， 日本推出了“未来投资战略”[4~7]。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农业大数据与信

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先后发布了《 “宽带中国”

战略及实施方案》《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农

业农村大数据试点方案》《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等。《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构建全国

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若干国家枢纽节点和

大数据中心集群，加快发展智慧农业。系列文件和

重大决策部署的实施，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农业大

数据与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发展。在学术研究方面，

国内研究人员在农业大数据关键技术 [8]、平台架

构 [9]、应用实践 [10,11] 等方面开展了系列研究。

整体来看，我国农业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发展较快，

“天空地”大数据获取、大数据建模分析预测、数

据驱动智慧决策等取得较大进展，大数据应用正向

农业全产业链全过程覆盖。

二、农业大数据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发

展现状

（一）适农信息监测技术、传输技术、计算技术水

平显著提升，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随着“宽带乡村”等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农

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在数据获取能力、数据资源建设、

数据算力、农业农村网络通信、应用终端等方面的

发展取得重要成就。

农业数据监测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我国首颗农

业高分观测卫星已于 2018 年成功发射入轨并投入

应用，打破了高分辨率对地观测数据长期依赖国外

供应商的局面。在地面物联网传感器方面，产生了

一批低成本、实用化的农业传感器，品类覆盖气象、

土壤、水体、植物生命信息、生理生化信息、动物

行为识别等，在农业信息监测和数据获取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12]。“天空地”数字农业技术逐步形成，

development technology roadmap. In the future, big data development should be promoted in the entir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big data system needs to be standardized by building an integrated data sharing mechanism. 
Breakthroughs achieved in key common technologies can expand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big data. Agricultural big data industry 
bases are required for creating application clusters of agricultural big data. An urban–rural integrate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eeds 
to be built by coordinating urban and rural resources, and an agricultural cyberspace that features interconnection of everything,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nd sky–space–earth–sea integration is expected to be created. From the policy aspect,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overall planning to improve its rural network infrastructure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frastructure, 
along with promoting the bas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ps, model components, and basic information systems. Moreover, 
it should focus on core technologies such as agricultural big data acquisition, analysis, and service; strengthen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o achieve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grated sharing of agricultural data; and build a high-level 
talent team to provide basic support for developing smart agriculture in China.
Keywords: agricultural big data;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echnical route; smart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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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采用航天遥感、航空遥感、地面物联网建立了

一体化观测系统，实现农业信息的高精度、立体化、

时空连续获取 [13]。国家农业大数据采集体系建设

不断完善，充分利用物联网、智能设备、移动互联

网等信息化技术采集农业农村数据，提高了数据采

集效率和质量。农业基础数据库逐渐建立完善，实

现了农业基础调查数据的集中统一管理。农产品市

场信息平台形成了农业大数据资源池，汇聚粮、棉、

油、糖、畜禽产品、水产品、蔬菜、水果等 8 大类

15 个重点农产品的全产业链数据，每天新增数据

超过 1×105 条，累计接入各类农业数据约 2×109 条，

成为我国农产品市场信息数据的汇聚中心 [14]。
农业农村网络设施不断完善。我国已初步建成

泛在、安全、绿色的宽带网络环境，基本实现“城

市光纤到楼入户、农村宽带进乡入村”，农村和城

市“同网同速”的时代正在到来。农村互联网普

及率稳步提升，截至 2020 年年底，我国农村地区

互联网普及率为 55.9%，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79.8%，城乡互联网普及率的差距大幅收窄 [15]。
全国行政村开通光纤、第四代移动通信（4G）的比

例均超过 98%，实现了覆盖水平全球领先的农村网

络 [16]。农村宽带接入用户快速增长，截止 2020 年
年底，全国农村宽带用户总数达 1.42×108 户，同

比增长 5.3%，相应用户占互联网接入用户总量的

29.3% [17]。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和广播电视 5G 
建设一体化发展，基本实现农村广播电视户户通。

农业计算能力不断提高。经过多年的持续积累，

我国在人工智能（AI）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国际科

技论文发表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已居世界前列，部

分方向的核心关键技术实现重要突破。自适应自主

学习、直觉感知、综合推理、混合智能、群体智能

等初步具备跨越发展的能力，智能监控、生物特征

识别逐步进入实际应用，新型高效算法推动 AI 创
新创业日益活跃 [18]。随着农业与 AI 技术的深入

融合，高性能算法和智能模型不断创新研发，在农

业生产、流通、市场等全产业链各环节智能决策中

得到高效应用 [19]。农业大数据计算更加注重从海

量数据中寻找相关关系并进行预测分析，农业数据

处理正从传统的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统计分析向

智能分析预警模型系统演进。

农业“新基建”拉开序幕。农业农村大数据中

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数字农业新技术、

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北斗、5G、物联网、农

业专用传感器、智能装备加速在农村应用布局，推

动智慧农业加速发展。5G 发展进入全面深入落实

阶段 [20]，各地开始重视 5G 在农业领域的融合创

新与应用发展，涌现了基于 5G 的智慧农业示范园

建设运营模式创新实践；如陕西省杨凌示范区积极

推动 5G 信息化建设，依托 5G 技术建成农业大数

据管控中心、基于物联网下的农业生产运营管控体

系；江苏省南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与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合作，计划

3 年内实现区域内“5G+4G”全覆盖，为农业技术

创新注入数字新动能。5G赋能信息进村入户，“5G+”
益农云电商直播、 “5G+”智慧养殖、“5G+”智慧种

植、5G 智慧农机等亮点内容频现。此外，乡村传

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速，农村电网、智慧水利、

农村物流、农机装备等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全国

水利一张图、全国农村公路基础属性和电子地图数

据库建成，农机装备数字化步伐提速，北斗终端应

用不断扩展。

（二）农业信息标准化、获取、分析处理、管理等

技术取得突破，农业大数据建设成效显著

我国农业大数据正处于长期持续增长的历史

阶段，农业资源（如大气、土壤、水、生物质等）、

农业环境（如气象、水文、土壤水分、温湿度等）、

农业作物（如作物长势、产量、病虫害等）、农业

过程（如育种、施肥、收割、运输、销售等）等诸

多方面正在持续产生海量数据资源。

一是建立了完整的大数据标准化框架。标准化

和规范化是大数据快速分析应用的基础保证，也是

农业进入大数据时代的必然选择 [21]。2014 年，全

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了大数据标准工

作组，负责制定、修改和完善大数据标准规范体系；

提出该体系应该包括基础标准、数据标准、技术标

准、平台 / 工具标准、管理标准、安全标准、行业

应用标准等 7 个类别 [22]。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广泛

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业大数据规范化

和标准化的实际情况及需求，形成了农业大数据

标准化框架建议 [23]。据统计，农村农业部发布的

相关标准和规范累计达到 6575 项，涉及农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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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工艺技术、环境要求、产品标准、等级

规格、食品安全、质量检测、疾病防控、标签标

志等类别，为农业大数据获取、分析和应用过程

提供了方法指导。

二是发展了有效的数据管理规范和多级农业农

村大数据中心。自 1994 年金农工程启动建设以来，

经过多年发展和完善，我国已初步形成多级农业大

数据体系。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扎实推进农业

大数据发展，围绕农业资源环境、农业生产、农产

品加工、市场运行等，先后建立了 23 套统计调查

制度（合计报表 300 多张，指标 5×104 个）；建设

形成以主要农产品产量、价格、进出口、成本收益

等为主题的 18 个数据集市，日更新量约为 3×105 条

[24]。目前农业农村部正在组织建设农业农村大数

据中心和全国平台。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整合集成

了国家、省、地（市）、县四级种业管理数据，同

步汇集了品种审定、登记、保护、推广等行业数据。

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集合了全国基层农业技术员

2.4×105 名，平台总请求量超过 3×109 条 [25]。贵州

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建设了农业大数据统一管理平台，

上线运行动物疫病监测、土壤资源管理、农产品质

量溯源、农情调度、农机购置等农业信息服务系统

20 余个。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大数据平台具有海

量数据来源多样性、多因子综合分析决策等功能，

有效指导项目区的粮食生产管理和决策过程，覆盖

30 个县、1.5×107 亩粮田（1 亩 ≈ 666.67 m2）[26]。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建了中国农产品

市场监测预警系统，涵盖重要农产品生产、流通、

市场全产业链的大数据资源，支撑农业市场监测预

警工作，逐年发布《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7]。
三是形成了系列农业大数据技术应用模式。农

业大数据与互联网、云计算、AI 等信息技术融合，

改变传统农业模式，促进智慧农业发展。在农业高

效育种方面，应用大数据挖掘、人工神经网络、深

度学习等 AI 技术与现代生物技术的深度融合应用，

发掘优异基因，加快育种全链自主创新。在农业生

产管理方面，对生产过程中采集的环境因子、动植

物生长等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实施科学精准控

制，优化农业生产，达到提高效率、增加收益的目

标。在农产品市场监测方面，大数据支撑的农产品

全产业链信息的采集、分析、发布、服务技术体系，

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的市场信息服务，

促进农产品的产销精准对接。在乡村管理服务方面，

农业大数据与共享经济结合，通过“互联网 +”大

数据平台实现资源的整合、交换，将农村资源与乡

村旅游消费需求进行最大化、最优化精准匹配，促

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28]。此外，

智能决策系统、信息推送服务、移动智能终端等数

据服务软硬件载体和相关大数据服务应用，在农业

领域逐渐深入推广。

三、农业大数据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存在

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网络基础设施依然薄弱

我国信息化基础设施虽然取得系列重要成就，

但仍面临着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数

字化发展差距依然明显、种养基地信息化基础设

施缺乏、传统基础设施与信息化融合不够等问题。

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光纤宽带用户的普及率和

接入速度仍存在较大差距，农村网民占比偏低。

截至 2020 年年底，我国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

异仍有 23.9 个百分点，城乡数字鸿沟尚未消除。

本研究发放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种养殖基地开

通光纤宽带的比例为 27.2%，使用农户信息化终端

来监测或控制农作物种植生产的比例约为 13.6%，

认为种植基地网速不能满足农业应用需求状况的

比例为 19.7%。农户通网比例不高、种养殖基地通

光纤宽带比例偏低、网络信号不佳等问题制约了

智慧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

（二）农业数据获取、分析、应用与共享能力不足

数字资源分散，“天空地”一体化数据获取能

力不强、覆盖率低。国产化传感器技术与世界先进

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其中数字化、智能化、微

型化技术产品严重短缺。农业数据分析应用能力

不足，数据要素价值发挥依然存在较大限制，很

多农业大数据监测平台仍然停留在数据采集、粗

加工、现象展示的层面；尤其在农业农村的“最

后一千米”，直接与小农户对接的基层农业服务企

业通常不具备大数据平台研发技术和大数据分析

挖掘能力。农业数据共享壁垒依然较多，共享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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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不足，数据较多被作为个人或部门财富保护起

来，因数据独占或垄断导致开发利用水平仍较低。

农业数据共享的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涉农部门

大多遵循“于我有利、数字谨慎”的原则，拒绝

重要农业数据的开放共享，导致已经共享的农业

数据价值要素低，难以满足智慧农业目标需求。

（三）关键核心技术的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农业物联网生命体感知、全息信息高通量获取、

AI 芯片等核心技术原始创新不足。高端计算芯片和

技术标准依然被国外垄断，短期内不易摆脱受制于

人的局面；在芯片设计和制造、大型工业软件、移

动操作系统（OS）基础软件等方面存在“卡脖子”

现象，较多技术是买来的，“加工”“包装”后的“穿

马甲”现象明显。新型计算平台、分布式计算架构、

大数据处理、分析与呈现等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

大差距，前瞻性技术研发处于跟随状态，大数据核

心技术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力整体较弱 [29]。农业大

数据关键技术创新离不开这些基础性信息技术的突

破发展。发达国家对关键技术进行封锁，核心技术

难以买到；我国采用的基础技术装备较多来自外

购，自主研发难度大，因此需持续加大对农业大数

据的基础研发投入力度。

（四）专业人才队伍规模有待壮大

农业大数据高级专业人才缺乏。尽管已经积累

了大量的涉农数据，但由于缺乏专业的数据处理、

分析、挖掘人员，大量数据处于“沉睡”状态，尚

未实现更深层次的应用。大数据与农业跨界复合型

人才缺乏，计算机人才不懂农业，农业人才不懂信

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技术，具备学科交叉专业知识

的复合型人才稀缺。基层信息队伍不足，缺少专业、

定期的业务培训，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撑；队伍不稳

定，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在数量、素质方面都未能

满足新时期信息化发展要求。

四、农业大数据与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发展目

标与路线图

（一）发展目标

立足国情、农情和现实需要，推动农业大数据

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体系

整体实现国产化替代，城乡网络差距基本消减，形

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空地海”一体化的网

络空间；农业关键核心数字化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建成农业数字经济体系；逐步建成全国性的数据共

享交换网络，实现一体化和标准化的数据共享；不

断深化和创新农业大数据应用，建成“天空地海”

一体化数字农业系统；形成政府和市场共建共享的

农业大数据产业基地和产业应用生态圈，基本实现

农业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业大数据

与信息化基础设施发展路线图如图 1 所示。

1. 2025 年目标

农业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体系建立健全，基础

数据资源体系基本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观测

网络、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基本建成，初步形

成全国农业农村数字资源全景图，实现数据资源

开放共享并有力支撑智慧农业各场景应用。全国

行政村开通宽带实现 100% 覆盖， 5G 创新应用落

地，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农业信息应用

终端的应用比例大幅提高，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70%，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比例达到 25%，村级信

息服务站覆盖率达到 90%。乡村信息服务和数字治

理体系建立健全。

形成农业大数据标准化技术和数据交换机制体

制，建成全国一体化的数据共享交换网络。强化标

准规范体系建设，建立农业数据标准规范与安全保

障体系，推动农业数据管理智慧化、制度化。构建

“1+N”的数据共享模式，即建设 1 个农业大数据

总中心，N 个分数据服务中心、N 个创新应用示范

基地；打破农业领域的行业数据壁垒，实现农业业

务部门内部、外部，横向、纵向的数据共享，让数

据更好地为农业相关主体服务。建设农业大数据应

用示范基地，丰富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

方向的大数据创新应用。

2. 2035 年目标

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体系整体实现国产化自主

可控，乡村 5G 深化普及，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网络创新应用，城乡网络差距基本消减，有力支撑

智慧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类脑计算、生物

特征识别、数字孪生、仿真模拟等关键核心技术及

产品取得突破并大量应用。信息终端在服务农民进

行生产、经营、管理、生活等方面发挥显著作用。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85%，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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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达到 35%，村级信息服务站实现全覆盖。农民

数字化素养显著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

本实现。

农业关键核心数字化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建成

农业数字经济体系。农业数据基本实现标准化和一

体化共享。“天空地海”一体化数字农业系统建成，

农业全要素、全领域、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基本实

现，农业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大数据与现代农业生产、流通、市场、加工等全产

业链各环节深度融合，农业大数据应用不断深化和

创新，农业产业发展新路径、新业态、新模式丰富

多样。大数据应用产品不断丰富，农业大数据定制

服务模式普及。 
3. 2050 年目标

建成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农业农

村信息网络，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空地海”

一体化的网络空间，为跻身世界智慧农业强国奠定

重要基础。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5%，农业物联

网技术应用比例达到 50%。农业农村信息终端和农

业机器人支撑智慧农业大规模深入应用。

农业生产、流通、市场全链条全面实现数字化、

智慧化管理。打造政府和市场共建共享的农业大数

据产业基地，吸引农业大数据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

集入驻，形成农业大数据产业应用生态圈。

（二）重点任务与技术路线

1. 2025 年前

以数字化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工程为牵引，构建

新一代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体系。综合利用天基遥

感、空基、地基及海洋平台等多元感知体系构建全

国农业农村信息标准化监测体系，统筹利用城乡大

数据中心等信息化基础设施，搭建统一开放共享的

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加快农业农村 5G 网络、

数字化基础设施等农业新基建部署，统筹推动 5G
建设向有条件的重点乡镇和农业园区延伸覆盖，开

展 5G 网络在乡村试点布局和创新应用，大幅度缩

小城乡数字鸿沟。

在农业大数据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建立农业

数据标准规范与安全保障体系，推动农业数据管理

智慧化、操作制度化；构建农业全产业链数据采集

指标、获取方法、分析模型、发布制度等农业数据

标准体系，整合汇聚涉农部门数据，构建与新时期

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农业大数据资源中心。实施数据

驱动型农业智能分析模型 / 工具研发专项，研制农

业大数据智能分析处理专用工具，发展基于农业大

数据的深度学习模型、农业大数据高性能算法，建

2020年

需求 促进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升级

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健全

农业农村数据资源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

构建新一代农业信息基础设施体系

构建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大数据资源库

大数据与农业深度融合

乡村5G深化普及，城乡网络差距基本消减

农业大数据技术、产业与农业深度融合

推进乡村5G深化普及和信息应用终端研发

推进农业大数据一体化开放、共享、交换

智慧农业强国建设

建成万物互联、“天空地海”一体化网络空间

形成农业大数据产业应用生态圈

打造全连接的农业农村通信世界

打造农业大数据产业生态圈

重点攻克农业大数据模型、算法、计算平台等基础性、底盘性核心技术

• 农业全产业链信息采集技术
• 农业大数据标准化技术
• 乡村新一代高速通信网络

农业全产业链大数据资源库

农业数据标准规范与安全保障体系

数字化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工程 “5G+”农业农村应用示范工程 农业农村万物互联工程

数据驱动型农业智能分析模型/工具研发 农业大数据资产确权和价值核算体系研究 全球农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工程

农业大数据智能分析决策系统 农业AI芯片 农业信息智能终端

农业大数据共享交换服务平台 “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 数据驱动型农业信息智能分析模型

• 农业智能计算
• 农业大数据挖掘技术

• 大数据时空可视化技术 • 类脑计算技术
• 大数据驱动型智能分析预警

• 农业数字资源全息构建技术
• 大数据关联分析与预测技术
• 农业物联网

培育农业大数据产业新路径、新业态、新模式

目标

重点
任务

关键
技术

关键
产品

重大
项目

2025年 2035年 2050年

• 农业区块链 • 农业AI • 农业机器人 • 农业农村万物互联

图 1  农业大数据智能与信息服务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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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若干数据驱动型智能分析决策系统。

2. 2026—2035 年

着力攻克农业先进传感器、农业 AI 芯片、农

业高性能模型及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人机交

互、生物特征识别、类脑计算等难题，显著提升农

业大数据算力。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农业

信息化基础设施体系，确保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网

络的信息安全。构建覆盖全国全域的农业农村数字

资源全景图，实现全国农业农村资源数字化。实施

“5G+”农业农村应用示范工程，深化普及 5G 网络

的乡村覆盖，建立 5G 支撑的智慧农业技术体系；

研究布局 6G 网络的乡村试点和创新应用，促进城

乡网络差距基本消减。加强信息终端和农业机器人

的产业化应用，促进其发挥显著作用。着力提升农

村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比例，确保

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天空地海”一体化数字农业系统，推进

农业全要素、全领域、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建设

一体化的农业农村数据共享机制，推进数据开发共

享，不断深化和创新农业大数据应用。构建“1+N”
数据共享模式，发展农业大数据共享交换及服务平

台，打破农业领域的行业数据壁垒，彻底解决数据

标准不一、各部门自建小数据中心导致的资源浪费

现象。攻克数据智能计算、分析挖掘、深度学习、

数据可视化等关键技术，将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传统农业深度融合，培育农业产业发展新路径、

新业态、新模式。建设农业大数据应用示范基地，

将大数据与现代农业发展深度融合，围绕农业生产

过程管理、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管理、农产品安全

管理、农产品交易流通、农业市场和消费的监测及

预测、农业创新服务等方面，丰富农业生产、经营、

管理、服务等方向的大数据创新应用。

3. 2036—2050 年

构建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空地海”一体

化的农业农村网络空间，建设集卫星通信、地面通

信、海洋通信于一体的农业农村通信网络，为我国

跻身世界智慧农业强国奠定重要基础。突破农业智

能计算技术和算法，推动农业大数据算力达到世界

领先水平。研制国产化替代的适农场景的 AI 芯片，

推动智能芯片在农业农村广泛深入应用。建设高速、

移动、安全、泛在的农业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实

现乡村生产生活区网络无缝覆盖。通过实施农业农

村万物互联工程，打造人 – 机 – 物全连接的农业通

信数字世界，推动农业农村信息智能终端在空间通

信、智能交互、混合现实等场景的应用，支撑智慧

农业大规模深入应用。

推进农业生产、流通、市场全链条的数字化、

智慧化管理。建设农业大数据产业基地，打造农业

大数据产业生态圈。围绕农业生产全过程管理、农

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管理、农产品全链条安全管理、

农产品交易流通、农产品市场监测预测、农业信息

服务等，开发农业智慧生产、农业灾害监测防控、

农业全产业链信息监测预警、农产品质量安全等系

列化的大数据应用产品。建设政府和市场共建共享

的农业大数据产业基地，通过农业大数据产业基地

的运营，快速形成产业集群，完善农业大数据产业

生态圈。

五、 对策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谋划农业信息化

基础设施与大数据中长期发展的底盘性工作

路径

面向建设智慧农业强国需求和现代农业建设主

战场，加强顶层设计，深入谋划农业信息化基础设

施与农业大数据中长期发展的底盘性工作路径；注

重因地制宜、重点突破、分步推进。建议国家农业

主管部门牵头，农业科研院所、企业、运营商参与，

成立国家级农业大数据联盟，共同研究制定农业大

数据的顶层设计和实施规划。研究农业大数据标准

体系，从数据共享、数据存储、数据治理、法律法

规保障等方面进行系统设计和统筹，为农业大数据

应用构建基本底盘。统筹城乡数据中心等信息化基

础设施资源，统一规划农业新基建与城市网络建设，

打造城乡一体化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立推动农业

信息化基础设施更新换代、健康发展的综合性政策

体系。

（二）加强技术攻关投入，突破农业大数据关键

核心共性的“卡脖子”技术

建议加强农业大数据基础研究，加强原创性、

引领性科技攻关，实施农业大数据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工程，完善农业大数据科技力量的战略布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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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数据获取、分析、应用等关键环节，重点开

展大数据获取、海量数据存储、数据清洗、分析挖

掘、大数据可视化、大数据智能、大数据深度学习、

虚拟现实等关键技术方向的研发，加强农业生产、

流通、市场全产业链的信息智能决策系统研发，形

成国际先进的农业大数据技术体系。加强原创性模

型、先进算法的研发力度，构建农业大数据模型开

发平台，开展动植物生长模型、农产品市场模型等

关键性机理模型与分析预警模型研发，提升大数据

支撑的农业信息监测预警效能。推动形成农业大数

据应用的市场化机制，引导市场主体开展农业大数

据增值性、公益性技术创新与服务应用。

（三）强化体制机制协同创新，有效解决数据共享、

数据服务等难点痛点问题

构建农业大数据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推进政府

主导、市场化等多类型机制，从数据确权、共享机

制、法律法规保障等方面统筹规划，解决涉农管理

部门之间数据壁垒严重、数据资源意识淡薄等迫切

问题。在数据资源建设方面，注重农业基础性数据

与日常数据的采集，出台长期稳定的数据采集配套

补贴和平台设施维护政策。构建参与各方的利益联

结机制，探索政府和社会主体合作建设农业大数据

的有效途径；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模
式、服务外包等多种模式，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

农业大数据建设。充分尊重农业大数据产出主体、

服务主体和应用主体的地位，加快推进农业大数据

交易市场化机制。完善数据利益分配机制，建立数

据产权确权、数据价值核算、数据交易体系和规范，

有效调动各方积极性，提升市场化运作水平，推动

农业大数据成果商品化。

（四）强化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促进我国农业大

数据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一是构筑农业大数据多层次人才体系，建立农

业大数据共性技术研发 – 关键技术突破 – 推广应用

于一体，老中青相结合、多专业人才协同的农业大

数据人才队伍。二是加强高端人才培养，培育农业

大数据专业型和复合型人才；搭建高水平人才培养

选拔平台，着重培育和支持农业大数据学科带头人

和创新团队建设；针对国际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

求，锻造人才团队硬本领，提升重大核心技术的突

破能力、战略前沿的谋划能力、产业实际问题的解

决能力。三是加强基层信息员队伍的大数据知识培

训，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在农业农村管理服务方

面的作用。四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建立人才跨

界跨域灵活交流的合作机制；建立农业大数据人

才智库和“产学研”联盟制度，鼓励常态化的创

新成果交流和人才交流机制，为农业大数据创新

与应用持续提供内生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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