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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芳 

【内容简介】物联网技术是改变农业、农民、农村的新生力量，是

加速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动力引擎。但是，由于农业领域的特殊

性，物联网技术若要发挥作用在研发、成本、运营模式方面存在一系列

障碍需要突破，为此，针对农业物联网技术国内外的研发、农户应用情

况展开分析，以天津为例，提出农业物联网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对策

和建议。 

  



— 2 —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意味着

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新型农业技术在农

村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物联网被誉为信息产业的第三次革命浪潮，

被誉为未来改变世界的颠覆性技术变革。习近平总书记于十九大开幕式报

告中指出“必须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抓住正在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 

一、物联网技术是改变农业、农民、农村的新生力量，是加速推动实

现农业现代化的动力引擎 

使用农产品追溯技术,提高供给侧体系质量安全水平；使用农业电子商

务技术，推进农业供给与需求的快速对接；使用病害预警技术减少农药及

化肥施用，满足消费者对有机绿色的需求；使用设施农业监测技术，实现

动植物生长环境调控，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使用市场信息分析

技术对农户生产决策进行支持，引导低水平的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

跃升。农业物联网将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及农业生态系统，产生重大而深远

的影响。 

但是，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突破：对技术企业来说，

由于农业领域盈利相对较低，企业开辟农业市场存在困难。对农民来说，

由于农产品附加值低，农户往往拒绝巨大的物联网技术投入成本。对农业

物联网项目来说，当前示范项目大多依赖政府投资，甚至极个别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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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形象工程，急需形成以企业及市场为主导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机制。

对消费者来说，部分消费者拒绝为农业物联网技术买单。这些问题处理不

好，任何一个都会成为物联网技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障碍。 

二、物联网技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障碍 

经过一系列实地调研，总结天津物联网技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

中面的临障碍如下： 

1.感知、数据计算等关键领域，缺乏核心技术、优势产品 

（1）缺乏少维护、免维护的农业应用型产品 

农业专业传感器需要在高温、高湿、低温、雨水等复杂多变环境下连

续不间断运行。如蘑菇培育车间湿度要求保持在 70%至 90%范围内，市场上

此类专用传感器价格高达 1-2万/只，且在如此高湿环境下容易出现故障，

维护极其困难。 

 于天津高校和科研院所调研发现，相当一部分创新型传感器属于国家

乃至国际先进水平，但大多属于概念型产品，与农业实际应用差距较大。 

    （2）传感器芯片核心技术薄弱 

传感器是农业物联网的关键设备，传感器芯片依赖进口，占比高达 90%。

进口传感器性能稳定，但价格昂贵，单价甚至高达数千或者数十万元，普

通农民无力承担。国产传感器价格虽低，但耐用性差，采集设备的经常故

障不仅提高了物联网设备的维护成本，更重要的是破坏了整个系统的可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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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智能计算数据模型相对落后 

实际中，动物生长、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治等相关模型还没有建立，

农业企业 ERP系统的应用不够完善，这些都使得计算机分析缺乏参照，成

为物联网技术发挥作用的障碍。 

2.农业物联网设备及其运营维护成本高昂 

低成本、高性能的农业物联网设备是农户采纳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关键。

农业物联网设施初期投资成本巨大，投资回报周期长，如果不是搞规模经

营或者高效种养，普通农户无力承受。 

3.人才缺乏 

对物联网技术企业来说，技术人才缺口很大。各个高校作为人才培养

的源头正努力为天津物联网产业发展服务，但在总量上仍旧缺乏。 

对农业基地来说，农民文化程度低，缺乏农业中高级人才，既懂物联

网又懂农业的人才更加稀缺，且难以留住大中专毕业生也无力聘用专家指

导。 

4.标准体系不清晰 

现有农业物联网标准不统一、零散、缺失甚至空白，由于缺乏信息共

享，导致物联网市场分割、重复投资，进一步推高相关技术和服务的成本。 

5.商业运营模式单一 

当前国内农业物联网应用模式大多以政府投资建设为主，能够独立走

市场化道路的农业物联网可持续应用模式少之又少。由于经济效益不可预

测，很多技术企业尝试农业领域后放弃。融资渠道不畅通，无法调动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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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资金投资农业物联网产业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物联网，必须打造和培育

可持续运营的商业模式，最终形成产业自身的生存发展能力。 

6.专项资金利用率不高 

由于农民对物联网技术的潜力和对农业的提升作用认识不足，导致政

府资助资金利用率不高，致使极个别示范工程变成了形象工程。 

三、对策建议 

为加快物联网技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步伐，提出以下建议： 

   1.通过设立科研基金、专项基金、制定优惠政策，培育若干农业物联网

技术企业，加快完善农业物联网技术体系，具体方面如下： 

（1）促进融合应用，提升农业物联网应用水平。鼓励技术研发机构立

足于农业实践，关注、满足农民的真正需求，从如何改善种植条件、降低

种植成本以及提高种植收益等方面展开研究。 

（2）加大共性关键技术攻关力量，降低物联网技术成本。推进采集、

传输和数据计算三大类技术深入融合和系统集成，发挥农业物联网技术的

整体协同效应。加快建立有关农产品灌溉、施肥、畜牧生长、病虫害防治

等相关模型，推广农业物联网应用企业 ERP 系统的应用。 

（3）打造平台体系。构建农业物联网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平台，培育

农业物联网服务中介机构，建立以基层推广为主，企业，社会组织和大中

专科研院所为支撑的多元化农业物联网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2.加强人才培养 



— 6 — 

人才培养可以采用外部引进和内部培养相结合的方式。短期来看，可

以采用高薪聘请的方式将美国、法国、德国、以色列等农业物联网技术发

达国家的人才引入国内，解决暂时短缺需求；长期来看，利用引进的农业

物联网人才培养国内专业人才。制定相关就业政策帮助农业基地留住、吸

引农业和物联网交叉领域的专业人才。从而构建农业物联网人才自培养模

式，实现可持续、长期的人才自给自足。 

3.形成可持续推广的经营模式，促进农业物联网产业由政府扶持转向

市场内生循环发展，是决定农业物联网产业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因

素。 

探索融资模式转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积极进行投融资服务、保证

社会资金获得适当利润。引导各类投资基金向农业物联网领域倾斜；完善

银行与农业物联网研发企业、应用企业对接机制；鼓励银行金融机构创新

农业物联网信贷产品；支持保险公司根据农业物联网需求开发相应的保险

产品。 

打造物联网示范工程、创建物联网产业园区、鼓励和倡导建立物联网

行业协会或联盟，形成多渠道农业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宣传攻势；发展规模

经营，促进盈利增长；探索新的农业物联网应用模式和商业模式，如使用

物联网技术打造新型农业，满足顾客求新、求异、求特和追求深度体验的

消费心理；打造品牌效应，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整合旅游、文化和农业

资源，实现协同发展；通过技术标准、产业政策淘汰落后产能，推广高附

价值农产品标准化与智能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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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善农业物联网产业技术标准 

重点支持融合农业应用的物联网共性标准编研工作，通过物联网行业

协会、企业联盟、科研院所、农业领域专家联合共同制定，扫清农业物联

网产业发展壁垒。 

5.建立农业物联网政策支持体系  

出台天津农业物联网示范工程专项资金监督和管理政策，提高资金的

利用率和有效率；鼓励研发，适当减免物联网企业税收；制定政策，促进

全产业链企业合作，推进农业物联网产业集群发展；制定系列政策和法规，

包括税收、金融、投资、信贷一揽子政策，引导和吸引大量多元资金投入

到农业物联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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