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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谁来种地，怎样种地”是中国和全世界农业生产面临的共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已显

著提高；而农业生产智慧化是今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将以智能装备为基础，以数据和知识为核心要素，使现代科学技术

与农业深度融合，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数字化感知、智能化决策、精准化作业和智慧化管理，进一步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

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本文以水稻生产为例介绍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现状，分析了我国农业生产向智慧化生产转变的

必要性，总结了我国农业生产向智慧化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据此提出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线。为促进我

国农业生产方式从机械化向智慧化转变，本文提出了加强农机装备研发和创新体系建设、加强农机推广体系建设、加强农机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智慧农业示范区建设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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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a common concern for China and worldwide. Currently, the level of 
mechanization has been significantly promoted for the agriculture sector in China and smart production becomes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modern agriculture. Smart agriculture regards data, knowledge, and intelligent equipment as the core elements and integrates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agriculture to realize digital perception,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precise operation, and smart manage-
ment in the entir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reby greatly improving labor productivity, resource utilization rate, and 
land output rate.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current statu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hina using rice production as an example, 
and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directions, and route for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agri-
culture. Furthermore, we propose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cluding (1)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machinery, (2) improving th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promotion system, (3) optimizing the socialized service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4)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agriculture demonstration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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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和生存之本，农业生产

直接关系着人类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稳定。农业生

产的发展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一是农业社会时期，

以人力和畜力作业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时代，称为

农业 1.0 ；二是工业社会时期，以机械化作业为主

的机械化农业生产时代，称为农业 2.0 ；三是信息

化社会时期，以自动化作业为主的自动化农业生产

时代，称为农业 3.0 ；四是智慧社会时期，以无人

化作业为特征的智慧化农业生产时代，称为农业

4.0。实现食物安全供给是我国农业生产和发展的

首要任务。到 2050 年，我国对大米和小麦的需求

仍将持续增长，肉、蛋、奶等农畜产品的需求也将

大幅增长。具体来看，水产品和奶制品的需求量将

是目前的 3 倍以上，水果、畜产品、饲料用粮、食

用油和纤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的 1.5~1.6 倍，食糖、

蔬菜的需求量将分别增长 100%、75% [1]。目前，

由于食物需求的增长以及食物消费结构的改变，对

农业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需进一步发挥科技进步的支撑作用并加快推进农业

生产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有了

显著提升，为促进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

率、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保障食物安全作出了重要

贡献。当前，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发展，

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

需求，“谁来种地，怎样种地”是中国和全世界农

业领域面临的共同问题。智慧农业生产以智能农机

装备为基础，以数据和知识为核心要素，将现代

先进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可大幅提高劳动生产

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是实现农业生产

过程中的数字化感知、精准化作业、智能化决策

和智慧化管理的先进农业生产力，也是社会发展

的必然趋势。

本文以水稻生产为例（主要包括耕整、种植、

田间管理、收获和干燥 5 个环节），介绍我国农业

生产的发展现状，分析我国农业生产向智慧化生产

转变的社会需求、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今后的

发展方向与发展路线，并提出我国农业生产向智慧

化方向转变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现状

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农

业生产也进入了机械化时代。我国农业生产进入机

械化时代的时间略晚，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

农业生产已逐步向机械化转变。为深入了解我国农

业生产的现状，将以水稻生产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一）耕整

当前，铧式犁、旋耕机、深松机和激光平地

机等耕整机械逐渐代替了人力和畜力耕整。激光平

地技术已得到较广泛应用，可有效节水 30%~50%，

土地利用率提高约 9%，在大幅提高土地精细平地

作业效率的同时，使产量增加 20%~30%，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 [2]。水田耕整的一般要求是“寸

水不过田”，即水田田面高差不超过 3.3 cm，这对

于人力和畜力作业来说很难实现，而我国相关科研

单位研制的激光平地机已成功实现这一要求 [3~5]。
另外，水准仪、全站仪、地面激光扫描仪和无人

机载激光扫描仪的使用可以快速采集农田平整度信

息，如基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的农田三

维地形实时采集系统可以在平整作业过程中，快速

精准获取田面的平整度信息 [6]。
目前，我国耕整机械创新能力不强，80% 以上

的关键核心技术来源于国外，重大装备关键核心技

术对国外技术的依存度高达 90% 以上，产品配套

比例偏低。另外，大中型耕整地机械少，小型耕整

地机械多；复合耕整地机械少，单一功能耕整地机

械多；高品质耕整地机械少，中低品质耕整地机械

多。为此，需加强耕整机械自主创新，优化调整耕

整机械配套比例，研发具备整体结构大型化、联合

整地以及通过液压系统调整机具参数、可改变作业

状态的装备与技术。

（二）种植

水稻种植机械化是水稻生产机械化的重要方

面，目前常规稻的机械化栽插技术与装备已较为完

善。机械直播是一种轻简高效的栽培方式，与人工

移栽方式相比可节省人工约 95% 以上，与机械移

栽相比可节省人工约 70% 以上 [7]，同时直播稻具

有分蘖节位低、不伤根和没有返青期等优势，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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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生产效率，提高了水稻产量，稻米品质较优。

当前，普遍使用的“三同步”水稻精量直播技术在

直播机作业时，先在田面开出蓄水沟，并同时在两

条蓄水沟的垄面上开出播种沟，排种器以穴播方式

将稻种均匀地播在播种沟中，实现了行距可选、穴

距可调和播量可控。该项技术已在全国 26 个省（市）

和国外 6 个国家得到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当前我国水稻种植环节的智能机

械化水平仍然较低，作物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需加强研究适用于南方丘陵

地区和蔬菜等经济作物的智能化种植机械。

（三）田间管理

田间管理主要是对水、肥、药的管理。目前，

滴灌和微喷灌系统、同步播种施肥机、变量施肥机、

地面和航空喷雾系统等田间管理机械和技术已在农

业生产中普遍推广和应用，显著提高了水、肥、药

的利用率，节约了资源，减少了环境污染。在精准

灌溉方面，在土壤中埋置传感器以精确获取土壤中

的含水量，根据作物不同生长期的需水规律，实现

了精准灌溉和水、肥、药一体化灌溉 [8,9]。在精准

施肥方面，采用自动配肥施肥机，可实现多种肥料

的实时在线配比 [10]；变量施肥系统可满足实际生

产需要，将浅层和深层排肥量的最大误差降低，相

比传统施肥方式，可减少施肥量约 12% [11]。在精

准施药方面，喷雾压力和喷雾流量可调等先进技术

已广泛应用于地面施药机械和航空植保机械 [12]。
由于我国农作物种类繁多，种植方式各有不同，

现有的灌溉系统、施肥与施药机械难以适应不同地

区、不同作物施肥和施药的需求，需研究可以实现

全面（作物和区域）智能灌溉、施肥和施药作业的

机械与技术。

（四）收获

水稻收获机代替了人工收获方式，部分收获机

已开始安装产量、含水率、流量、损失率和含杂率

传感器，提高了智能化水平。目前，我国已研制开

发出实用化的大型智能化粮食收割机，并通过自动

化、智能化控制等先进技术，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

断和市场垄断，可用于收获水稻、小麦、大豆等粮

食作物，如多功能谷物智能联合收获机 [13]。基于

GNSS 开发的远程精准服务系统，可以实现收获机

故障远程实时诊断和维修指导。

目前，我国水稻收获机械的智能化程度还不高，

作业效果不理想，针对马铃薯、茶叶、花生、蔬菜

等作物的机械化收获水平还较低甚至是空白。需针

对我国农作物种植模式，自主研发适用于不同作物

和不同地区的收获机械，实现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

提高收获机械的智能化水平。

（五）干燥

稻谷烘干是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最后一个关

键环节，是保证稻谷贮藏品质的必要技术手段。目

前，热风干燥、真空干燥、微波干燥、热泵干燥和

远红外干燥，以及两种干燥技术结合的技术，如热

风微波干燥、微波真空干燥、热泵远红外干燥等是

我国主要的稻谷干燥技术。受技术、成本、场地等

因素限制，热风干燥是目前国内应用最为广泛的

稻谷干燥技术。稻谷干燥系统可将稻谷含水率从

28.4% 降至 13.6%，系统工作效率为 14.13 t/h，成

本为 15.16 元 /t [14]；稻谷变温热风干燥系统将传

统的恒温 47 ℃干燥改为以 5 ℃和 10 ℃为变温幅度

的变温干燥工艺，干燥后稻谷颗粒的爆腰指数分别

降低了 20% 和 10%，整精米率分别提高了 12.6%
和 7.7%，达到安全贮藏含水率（14.5%）所需的时

间分别节约了 30 min 和 60 min [15]，显著提升了稻

谷的品质。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大力推进，稻谷机械烘

干技术应实现更加低碳、智能、高效，为确保粮食

颗粒归仓发挥更大作用。

三、农业生产向智慧化方向转变的社会需求

（一）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

1952 年，我国的总人口为 5.75 亿，其中农业

劳动力人口为 1.73 亿，即 1 个农业劳动力的劳动

产出可以满足 3.32 个人的实际粮食需要；2019 年，

我国总人口数为 14 亿，农业劳动力人口为 1.94 亿，

1 个农业劳动力的劳动产出可以满足 7.2 个人的实

际粮食需要 [16]；到 2050 年，我国的总人口约为

13.65 亿，但农业劳动力人口占比将低于 10% [1]。
2003—2019 年，我国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城市化率会提高 0.53 个百分点，而农

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的占比则降低 0.64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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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 [17]，这表明农业机械化可大幅度提高劳动生

产率，实现以更少的农业劳动力养活更多的人口。

到 2050 年，我国 1 个农业劳动力需要养活至少

10 个人，为此，需要进一步发展农业机械化，实现

智慧农业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提高土地产出率的需要

1949 年，我国水稻、小麦和玉米三大粮食作

物的单产分别为 1892.29 kg/hm2、642.10 kg/hm2 和

961.66 kg/hm2 ；随着农业机械化技术和良种良法

等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采用，2020 年，三大作物

的单产分别提高至 7043.22 kg/hm2、5742.09 kg/hm2 和

6317.74 kg/hm2，分别是 1949 年的 3.7 倍、8.9 倍和

6.6倍。当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86 hm2/人 [18]，
且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农业用地将更

为紧张，因此，通过智慧农业生产提高土地产出

率是实现用有限的耕地养活众多的人口的根本途

径之一。

（三）提高资源利用率的需要

1991—2020 年，通过采用精准灌溉技术，我国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 0.358 提高至 0.56 ；通过采

用精准施肥技术，节约肥料约 15%~40% [19]；通过

采用精准施药技术，节约农药约 40%~60% [20,21]。
2020 年，我国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粮食作物的

化肥、农药和农田灌溉用水利用率分别为 40.2%、

40.6%、55.9% [22]，而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

区在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生产过程中的化肥、农

药、农田灌溉用水的利用率为 50%~65%。总体来

看，我国农业生产的资源有效利用率不高，与发达

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此，需深入大面积推广

精准农业生产技术，提高水、肥、药等农业资源的

有效利用率。

（四）农业绿色化发展的需要

农业是全球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之一，全

球农业领域每年 CO2 排放量占总温室气体排放

量的 21%~25% [23]。据预测，如不采取减排措施，

2050年，农业领域CO2排放量将会再增加30% [24]，
严重影响全球碳减排目标的实现。1978 年以来，我

国农业碳排放量以 5% 的年均速度持续增长 [25]，
我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国温室气体总量的

17% [26]。农业绿色化发展是实现我国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的重要内容。关于农业绿色生产，一是要

求农机装备生产过程绿色化，即在制造和生产农机

装备的过程中不产生或少产生污染；二是要求农机

装备使用过程的绿色化，即农业机械在使用过程中

尽量减少燃料消耗和尾气排放，降低对土壤的压实

和破坏；三是要求农机装备实现绿色化作业，即采

用农机装备进行精准施肥、精准施药和精准灌溉作

业，提高水、肥、药等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减少生

产成本并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27]。

四、我国农业生产向智慧化发展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

（一）我国农业生产向智慧化发展面临的机遇

1.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我国确立了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促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针，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农业基础设施明显改善，高产

稳产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显著，脱贫攻坚取得决

定性成就，产业扶贫政策覆盖率达到了 98%。我国

农民人均收入增速连续 10 年高于城镇居民，2020 年

我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71 万元 [28]。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改善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

农民收入，使农民有能力购买农业机械，为农业生

产朝智慧化生产转变提供了支撑。

2. 财政支农政策的完善

当前，我国财政支农政策不断完善，财政支农

结构不断改善，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将有力助

推农业智慧化生产，为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奠定坚实

的经济基础。据统计，我国财政支农总额由 1952 年

的2.69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3 903.62亿元 [29,30]。
3. 机械制造领域的不断发展

我国机械制造领域的不断发展为农机装备智能

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以来成

效显著，主要表现在：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

产品，技术攻关能力和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突破了

一批重点领域核心环节瓶颈短板问题，基础研发能

力和创新能力稳步提升；智能化制造加快推进，涌

现出一批智能制造新模式和新产业，信息技术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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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深度融合，使制造业加速向网络化、数字化和

智能化方向发展。我国机械制造技术的进步为我国

农机装备制造向智能化方向发展提供了支撑。

4. 信息技术赋能

信息化与农业的深度融合是农业生产方式从机

械化向智慧化方向发展的关键之一 [31]。农业机械

信息化指将物联网、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传感技

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

方式相融合，使农业机械运行更安全、更可靠、更

高效。相比传统农业机械，信息化农业机械在保

证作业质量的同时，可提高作业效率约 50%~60% 
[32]。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在农机装备上配备智能

化系统，为研制具有精准播种、施肥、施药、除草

和收获功能的智能农机装备，发展智慧农业提供了

有力支撑。

（二）我国农业生产向智慧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1. 智慧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落后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发展智慧农业生产的基

础设施较为落后，部分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农村宽带和光纤设施覆盖率远远不能满足智

慧农业发展的需要。智慧农业生产装备成本较高，

而我国农民的实际收入较低，难以购置开展智慧农

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限制了智慧农业生产装备

的推广应用。

2. 智慧农业信息化水平较低

信息技术是智慧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的核心要素

之一。目前，我国多数农业生产地区信息化水平较

低，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我国智慧农业信息

数据标准化程度低、准确性不高、覆盖面不足；二

是缺乏农业信息数据共享机制，归属于不同部门的

信息数据无法共享；三是我国农业信息平台较少，

针对农业生产建立的信息应用网站、数据分析平台

规模较小、信息准确度较低，农业类信息平台数据

分析的精准性和时效性不高。以上问题导致我国农

业信息数据对我国智慧农业生产的支撑作用低，致

使我国智慧农业生产难以推进。

3. 智慧农业人才匮乏

智慧农业生产集成了农业科学化生产技术、信

息化技术以及智能农机装备技术等，需要大量既掌

握农业知识又了解现代化信息技术的高素质技术人

员、运维人员和系统管理人员进行智慧农业系统的

使用、维护和管理，以充分发挥智慧农业生产的效

能。但目前，我国农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偏

低，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农民文化水平整体

较低，对于农业机械化、互联网技术等新兴事物的

接受能力与应用能力不强，不利于我国智慧农业的

发展与推广应用。

五、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线

（一）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

我国农业生产将朝着智慧化方向发展，即在传

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将物联网、卫星定位、

传感技术和智能控制等信息技术应用于传统的农机

装备，从而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感知、智能

化决策、精准化作业和智慧化管理。

1. 数字化感知

农业传感技术和物联网技术是数字化感知的核

心技术。发展重点是研发可靠性和稳定性高、成本

低，适用于各种农业生产环境的高精度传感器；开

发集多种参数感知于一体的多用途小型化传感器，

如微机电系统（MEMS）、微电子机械、仿生及生

物传感器等新型传感器。

广泛采用自主研制的农业无线传感器网络，提

高农情数据信息的实时性和可靠性是数字化感知的

发展方向之一。加快实现农机装备传感器的智能化

和信息检测及数据分析，实现土壤 -作物 -机器 -
环境传感器协调下的智能决策与精准作业；利用

MEMS 技术，研制新一代农机装备传感器，在实现

农机传感器小型化的同时提高检测精度和稳定性；

加快发展新型仿生和生物传感器，以适用于不同的

农机应用场景；加快推进基于机器视觉、实时全球

定位系统（RTK-GNSS）、惯性技术融合的传感器

在农业中的应用，提高大田无人化作业和畜牧水产

智慧养殖的自动化水平，推动形成新型的种植模式

和养殖模式。

2. 智能化决策

智慧农业基于农业生产的时空特性，可为农业

生产过程提供智能化决策，在适宜的时间、适宜的

地点以适宜的方式投入适宜的生产资料，通过合理

利用农业生产资料，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获得最佳

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例如，根据水稻的生长

情况和土壤中的水分及养分情况，依据水稻不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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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阶段的水分和养分需求，为水稻生长提供智能化

决策。随着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

统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农情信息快速采集技术不断

成熟。今后智能化决策系统的发展方向应以相关技

术的开发和应用为技术支撑，以数据为驱动，采用

知识和数据相结合的决策模型，将精准农业决策与

智能计算方法有效关联，基于数据库、因果关系和

时间序列，对农业生产进行评判和预测，为农业生

产提供智能化决策。

3. 精准化作业

以粮食作物、园艺作物和经济作物耕、种、管、

收的高效智慧生产为重点，根据北方旱作、南方水

田和丘陵山区等不同区域的高效生产需求，研制精

准耕整、精准种植、精准施肥、精准施药、精准灌

溉和精准收获等智能作业装备，形成面向智慧化农

业生产的精准化作业方案。围绕新一代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趋势以及智慧农业生产的需求，开展远程增

强现实（AR）操控作业系统、中大型农业机器人

自主作业系统以及微小型农业机器人集群与协同作

业系统的研发；开展通信及安全控制、高精度靶向

识别及路径规划、人机物交互系统（HCPS）、高速

高精度驱动及末端作业机构研究。开展畜禽养殖环

境构建及调控、动物个体及群体识别与感知、智能

饲喂系统研发；开发动物生长及养殖环境自动巡检

机器人和粪污高效处理系统。

4. 智慧化管理

通过信息技术提高农业机械的智能管理水平，

包括远程调度、机具监控、故障预警和远程维修指

导等。①在远程调度方面，利用 GNSS 技术等，远

程实时获取农业机械的作业位置和作业轨迹，并根

据生产需求，按最短转移路径原则进行农机调度，

提高农机效率。②在机具监控方面，利用各种传感

器技术，在农机作业时实时采集关键部件作业参数，

并发送至农机生产企业和农机管理部门。③在故障

预警和远程维修指导方面，根据实时获取的机具状

态和作业质量信息，为农机生产企业和农机管理部

门判断机具作业状态提供支撑。例如，在机具发生

故障时，可以远程指导驾驶员进行维修；对于一些

驾驶员无法排除的故障，则通知距离故障农机最近

的农机维修人员前去维修。

（二）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路线

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路线如图 1 所示。总体目标

为：到 2025 年，我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基本实现全

时
间                            

阶
段
目
标

重
点
任
务

区域全面机械
化；

，构建农

系，

实现作物、产业、
研究信息传感与识别技术和

农业生产精准调控方法
业信息化与生物质资源化技术体

构建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求
的智能化生产体系

、

智能化和信息化

形成满足现代农业生产的农机装
备技术体系和智能制造生产线
构建满足智慧农业生产需求的精
准作业平台和管理系统，实现农
业生产机械化、
深度整合

补短板，提高薄弱环节的农业机
械化水平：
1. 植物生产中的种植和收获
2. 动物养殖中的环境调控、智能
饲喂和粪污处理

3. 丘陵山区的农业机械化

1. 农业生产全面机械化：
（1）“ 作物 ”的全面化
（2）“ 产业 ”的全面化
（3）“ 区域 ”的全面化
2. 农机装备“强智能”
（1）智能农机装备传感器
（2）农机导航
（3）精准作业
（4）农机运维管理智能化

1. “互联网+”农机
2. 智能农机
3. 农业机器人
4. 智慧农业

产中、产实现主要农作物产前、
后全程机械化；显著提升农机装
备质量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总
体
目
标

主要农作物生产基本实现全程生
产机械化

农业生产实现全面机械化，并向
智能化方向发展

农业生产实现智能化，并向智慧
化方向发展

2025年 2035年 2050年

图 1  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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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机械化；到 2035 年，我国农业生产实现全面机

械化，并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到 2050 年，农业生

产实现智能化，并向智慧化方向发展。

六、对策建议

（一）加强农机装备研发和创新体系建设

一是要加强各级农机装备创新平台建设。对已

建立的各级农机装备创新平台要进一步明确定位，

强化责任，提高产出。同时，根据现代农业建设需

要，新增“动物 -环境 -设施”等一批重点实验室

和工程中心。二是要加强“产学研”融合创新。国

家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农机装

备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使农机装备企业逐步成

为我国农机装备技术创新的主体。三是要创新科研

项目立项和管理机制。要切实改变过去科研立项时

小而散、立项后各干各的局面。

（二）加强农机推广体系建设

一是加强农机推广队伍建设。加强农机推广

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建设乡镇农机服务站，建立

农机推广人员培训机制。二是切实解决好农机推

广的经费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

推广法》，各级人民政府应将农机推广经费纳入本

级财政预算中，并按国家规定给予补贴，设立鼓

励农机企业创新新技术和新机具的推广机制和推

广经费。三是加强农机推广体系管理和服务创新。

省级农机推广机构应根据国家农机发展规划和各

省农机发展需求，制定发展规划和年度重点工作，

明确目标，落实措施。

（三）加强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一是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各省、市、县农业

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制定本地区农机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和相关政策。二是加强政

策支持。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购买农机给予更多

的购机补贴和贷款；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机

库、机棚等基础设施建设给予用地和贷款等支持；

对农机社会化服务建设所需的启动经费、事后补助

和保险等提供支持；对农机社会化服务人员的学历

提升、人才培训和队伍建设等提供支持。三是指导

和推动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管理和服务创新。规划

与建设区域性农业生产性服务平台，建立健全规章

制度，加强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与各类新型经营主

体的联合与合作，创新服务模式，加强农机社会化

服务信息平台建设。

（四）加快智慧农业示范区建设

一是探索建立多元主体共建模式。加快智慧农

业示范区创建，加快编制智慧农业示范区创建规划，

确定国家级、省市级布局方案。二是加强智慧农业

关键技术研发。重点攻克农业专用传感器，加强农

业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研发；实

施农机装备智能化改造升级工程；构建智慧农业大

数据平台，强化个性化、智能化、精准化的生产管

理服务。三是建立健全示范区管理运营机制。创新

示范区管理体制和投资、建设、运营方式，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贷款贴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以及

风险基金等方式，鼓励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示

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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