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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推进智能农业发展的江苏路径 

吴昊 

江苏省互联网农业发展中心 

智能农业是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实现精准高效可持续的农业生产管理方式，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

国家或地区农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江苏紧紧围绕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的高质量发展要求，积极采取政策扶持、

产学研合作、示范创建等举措，在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各领域各环节，加快运用信息化技术和物质装备改造提升农业发

展水平，着力构建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的产业形态。 

江苏智能农业发展基本特征 

推进手段因地制宜。苏南地区突出物联网技术创新集成与应用，苏中、苏北聚焦农业园区和龙头企业重点推进。苏南地区

现代农业起步早，信息技术创新集成与应用能力较强，智能农业发展水平较高。无锡是全国农业物联网应用示范区，培育了中

农科技、汉和航空、百盛传感、富华科技等一批科技创新型企业，水产物联网研发应用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植保无人机、农机

智能化控制、动物 RFID标签等已具备较好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南京的大生农业、东邦科技、龙渊电子等，在物联网设备供应、

智能管控系统方案解决、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先进的产品体系，已在不少农业园区和企业推广应用。常州枫华牧业、

镇江润果农业分别承担畜禽养殖、大田种植国家数字农业建设试点项目，润果农业还与京东集团合作打造首个智慧农场示范项

目。苏北、苏中地区农业资源禀赋基础好、发展潜力大，成为政府扶持和社会投入的新高地，一大批农业园区、农业龙头企业、

规模生产加工基地逐渐涌现和成长，以自动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技术新装备得到大量应用，涌现出中粮肉食（东台）公司、

南通裕康牧业、扬州惠万家、连云港集瑞园、苏中园艺、盱眙满江红、裕灌现代农业等一批智能农业新亮点。 

设施农业步伐较快。设施园艺、规模化畜禽水产养殖、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市场主体自主投入建设的

积极性高，物联网技术应用呈明显加快趋势。苏州、宜兴、高淳等地大面积推广水体溶解氧智能控制、水产品病害监测预警、

养殖尾水监测、饵料自动精准投喂等智能化控制系统及物联网成套设备，提高了水产品规格、产量和质量。南通禽蛋企业广泛

采用自动化、智能化设备，部分企业还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现禽舍自动控温控湿、自动喂料和清粪、自动捡蛋分蛋和打码。

在设施园艺上，各地高标准新建了一批智能温室大棚，广泛应用水肥一体化自动喷滴灌设备，积极推广环境智能化控制系统，

实时监测调控光、温、水、肥、气等环境因子，产量和效益普遍提高。在大田种植领域，一些地区依托科研力量进行试点示范，

如吴江国家现代农业园与南京农业大学合作，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传感器和作物监测仪等装备，实时获取水稻、小麦

等作物生长信息和农田环境信息，定量诊断作物生长状况，动态调控水肥管理方案。锡山台创园、兴化万亩高效粮食产业园等

利用科研成果，在智能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施用等方面开展实践应用。 

应用范围逐步扩大。部分市县以构建统一平台、加强数据监控、促进分析应用为导向，建成一批农业物联网系统平台，提

升了管理服务效率。南京开发的农业物联网监测系统，已接入 160 多个农业物联网示范点和视频监控点，累计收集 200 多万条

环境数据，发挥了数据查询分析和监测预警等作用。淮安建成农业物联网智能管理平台，监测范围覆盖一批规模种养基地及该

市所有省级农业园区，具备数据采集、专家会诊、指挥调度等功能。常州建设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平台，将 4000 多家畜禽

养殖点的无害化处理数据以可视化的形式呈现，全方位覆盖畜禽生产、销售、溯源等环节，提高了畜禽产品质量监管水平。连

云港推动“智能化海鲜储运柜”建设，将水质数据、海产品运输品种及数量通过物联网系统实时传输，实现水质远程调控和海

鲜产品数字化销售。南京、宿迁、泰州等地还依托国家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示范工程项目，分别打造以大闸蟹、畜禽（鸡、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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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蔬菜为主的专业化物联网服务平台，通过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和供需信息服务，促进农户、基地、市场紧密结合。 

主要经验启示 

以结构调整为引领顺势发展。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全省设施园艺面积不断扩大，高效水产养殖份额逐

步攀升，畜牧产业加快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转变，产业转型既为智能农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又因技术装备进步实现了质

量升级。同时，各地创建了一大批国家级和省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现代农业示范园，拥有 700 多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在政

策集中扶持和资金持续投入下，这些重要载体信息化建设水平明显提高，发挥了鲜明的示范、引导作用。 

以财政扶持为杠杆撬动发展。省政府出台“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意见，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制定智慧农业建设行动方案，

并专门安排资金进行重点支持，营造了良好氛围。南京、苏州、无锡、泰州等地纷纷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对农业物联网应

用主体给予补助。无锡市对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农业生产主体，投资达到 20 万元以上则给予投资总额 40%奖励；泰州市制定

扶持意见与考核办法，对总投资 20 万元以上的农业物联网项目给予总额 30%的补助，该市所辖的靖江、泰兴、兴化等县（市）

也明确了配套奖励措施。 

以产学研合作为平台创新发展。2015 年起，农业物联网被纳入全省农业重大技术推广计划，各地采取建立产业联盟、研究

中心、试验区等产学研合作方式，加快推动技术研发应用。苏州博田公司与中国农业大学、苏州大学合作，开发了设施农业专

用机器人及农机智能管理、农机辅助导航等装备，多项产品在国内领先。泰州 AWL 公司与以色列合作开发的植物本体传感器、

智能灌溉水肥一体化等设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镇江江南生物科技与省内外高校携手，研发了环境智能化调控的草菇工厂化

生产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海安组织中科院软件研究院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发适合稻虾共作环境的水产养殖机器人，

填补了国内空白。 

以培训交流为契机引导发展。全省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农业物联网交流培训，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设置相关课程，以培

代训、以训促学，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长知识、提高能力。同时，在全国新农民新技术创业创新博览会举办期间，组织物联

网研发单位和应用主体参展观展，让他们开阔眼界、深化合作、提升水平。南京市连续两年举办智慧农业博览会，吸引了大批

优秀物联网企业参展，为推进企业之间相互学习搭建了桥梁。 

推动智能农业加快发展的建议 

增强跨行业合作研发创新能力。智能农业是信息科学与农业科学有机结合的新兴业态，应发挥科研院所、IT 企业创新源头

作用，联合打造一批层次高、影响大的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聚焦产业需求，立足自身优势，在环境监测和动植物本体传感器、

智能农机装备、农业航空植保装备、农业机器人、农业专家系统等先进产品研发、数据接口标准制定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加快

形成标准化、规模化、系列化的江苏智能农业技术装备产业链，大幅降低应用成本。 

增强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能力。瞄准产业升级和主体应用的特点，因地制宜地推广新技术新产品，促进产业效率更高、

质量更好。现代农业园区、科技示范园、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集中区等大型主体，信息化改造应覆盖生产智能调控、数

据采集应用、全程质量溯源等各环节，提升全链条智能化生产经营和管理水平。面向中小农业主体，首先推广经济适用、维护

难度小的自动化设施设备，如畜禽定量饲喂、水肥一体化喷滴灌等，促其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增强多渠道数据采集应用能力。积极应用遥感、传感器和智能终端等渠道，全面加强农业环境、农业生产、动植物本体感

知的数据监测、采集和收集，确保采集内容全面、采集渠道健全、采集手段先进。以物联网数据监测和信息采集为基础，引导

科研机构、科技企业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生长模型、专家决策系统，提高物联网专业化服务水平，让更多的农民

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摆脱凭经验、靠感觉的传统种养模式，努力解决“怎么种好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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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政策保障激励机制。近年来，国家和省市制定了一系列涉及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政策文件和规划方案，无论是从宏

观政策层面还是微观操作细节，对指导智能农业发展、推进物联网技术应用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应着重提高相关规划方案的执

行力，在创新体系建设、技术产品推广、数据采集应用、示范基地培育等方面，构建系统全面、环环相扣的政策激励机制，为

建立多领域、全方位的智能化农业生产链、供应链应用模式提供有效保障。 

完善技能提升培训机制。农业农村部门、教学科研机构、物联网研发企业等，应坚持以提升实践应用能力为目标，优化培

训方式和培训内容。可利用建设运行效果好的智能农业示范基地，组织农业主体实地观摩智能农业建设运行模式，深入学习建

设管理智能农业的方法，让好项目、好技术、好产品真正落到实处、发挥作用，打造更多的智能农场、智能牧场、智能渔场和

农产品加工智能车间，为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