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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企业应用农业物联网的现状 

——以玉溪市为例 

李冬梅 钟建明 赵双明 陈恩波 王中平
1
 

（云南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6） 

【摘 要】：本文通过对玉溪市农业物联网发展现状的调查和对农业物联网应用示范基地（企业）、政府部门工

作人员、农户的走访调查分析，玉溪市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应用目前还处于起步示范阶段，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扶持

政策、加大宣传力度等，要推动玉溪市农业物联网的发展，还需要有规范的农业物联网的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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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信息化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物联网正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物联网是将人、物、机器等通过感

知设备和通信网络连接起来形成的巨大网络，所以物联网是互联网技术的拓展和深化。农业物联网是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农业

生产经营中，使其更具有信息化、智能化的特点。农业物联网作为农业信息化的先进技术，它的引入与应用，将使原来的农业

网络系统技术由一般的信息查询向智能化识别、定位、追溯、监控和管理方面发展，实现农业的精细生产管理，达到合理使用

农业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品质的目的。《国家农业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中要求加快推进物联网技

术在现代农业上的应用，中国农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为物联网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玉溪市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玉溪市“十三五”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规划》中都提出了农业物联网的发展规划和意见。 

1 玉溪市种植企业应用农业物联网发展现状 

玉溪市地处云贵高原，自然资源丰富，随着滇中城市经济圈和昆玉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农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

优势，是云南省重要的高效农业示范基地、高原特色农业示范基地，素有“滇中粮仓”之称。国家实施“一带一路”、长江经

济等多个重大战略在云南叠加，为玉溪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但是不同区域自然地貌复杂，

虽然光、热等资源充足，但农业气候不稳定，气候灾害频繁。近年来，玉溪市连年发生旱灾，河流、湖泊的水资源也在逐年减

少，正面临资源紧缺、资源消耗过大、资源投入与粗放式经营、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等诸多挑战。所以，玉溪市迫切需要加快农

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推进农业物联网技术的示范应用，提高农业精细化管理水平。自 2016年以来，玉溪市重点建设项目中就有

农产品质量安全、互互联网+农业等，加强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示范村等的建设、完善“专家+试验示范基地+技术指导员+科技

示范户+辐射带动户”的成果快速转化机制。玉溪农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为农业物联网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农业物联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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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玉溪多地开展试点推广应用，主要集中在养殖、种植等领域，创建了一批农业物联网的应用示范基地，在云南省首家启动

“互联网+现代农业”，积极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和农业物联网应用，构建“互联网+农业生产、经营、监管、服务”

体系，提升了玉溪高原特色农业信息化水平。2016 年，全省第一个农业物联网示范点在玉溪祥隆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蔬菜

种植基地建成，基地新建采集设备、控制设备、小型气象站、监控设备等物联网系统，通过物联网系统进行视频监测、温度监

测、湿度监测、远程控制等综合功能，实现了农业物联网技术的“智慧种植”。建立全市统一的农业物联网云平台，将零散分

布的农业物联网数据聚集到农业物联网云平台，开发可视化电商服务应用、农业灾害预警、气象灾害预警及农业应急指挥调度

等功能。到 2018年，玉溪市开放农业建设取得了突破，全市建成了 5家物联网示范企业。如新平县建成的“农业互通众创空间”、

现代“智慧农业”庄园示范基地。云南鼎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鱼塘梁子现代“智慧农业”庄园示范基地，以现代大数据技术为

支撑，通过对生产基地环境等技术节点监测数据的交互处理，利用无线传感器，实现基地管理远程控制、农事操作自动化。具

体的就是基于物联网的智能管理平台，通过在果园内安装无线接收器、温度计、湿度计、测量仪、紫外线仪、高倍望远镜等设

施，通过无线网络，把这些设施联合起来，田间检测设备能及时向监控中心传回空气温度、湿度、降雨量、光照时长等信息，

同时通过显微的相机，还能及时检测到病虫害，柑橘园的种植情况在显示屏上一目了然。通过手机 APP 还可以指导田间管理，

自动喷灌水和施肥。经过多年的努力，“互联网+高原特色农产品”正成为玉溪市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名片、“互联网+

生猪”、“互联网+褚橙”等一批高原特色农产品正引领和推动着玉溪市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 

玉溪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建设也在日趋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建设，以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建设项目为抓手，不断创新农产品质量管理模式，努力提升农产品生产管理水平，加强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到 2019 年，已完成体系建设农业企业 10 家，可追溯种植规模 3 万余亩，可追溯产品量 2 万余吨，追溯范围包括柑

橘、荔枝、芒果、龙眼、葡萄、火龙果、蔬菜等主要农产品。 

2 玉溪市种植企业应用农业物联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虽然目前玉溪市的农业物联网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还是以电子商务居多，如通海智慧农业小镇，只有部分

农业经营主体中使用了物联网技术进行管理，如大棚湿度、温度的获取。农产品市场竞争的特点仍然是低层次的，在规模、成

本、品质、安全性、人的素质等方面都缺乏国际竞争为。在农业物联网发展的过程中，涉农企业是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营销

的主体，农业物联网技术产业化是否成功，关系到涉农企业切身的利益。目前玉溪市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基本是政府扶持资助、

由物联网公司完成，企业管理人员、农户普遍对农业物联网技术都很陌生，从事农业生产者大都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偏大，

很难熟悉操作设备，农业物联网知识的推广普及程度很低，对农业物联网技术不了解、对其发展前景不看好。示范基地（企业）

目前多数仅起示范作用，不计成本、不求收益，使得政府涉农管理人员对农业物联网的推广发展不重视、不积极。其次，缺农

业物联网技术人才、缺资金，政府对农业物联网的扶持力度不足，农业物联网技术推广、维护设备等很难进行。要发展农业物

联网需要的是既懂农业又懂农业信息化、物联网的综合性复合人才，这类人才目前在玉溪市的涉农企业里数量基本为零。第三，

发展农业物联网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成本较大，传感器等设备价格昂贵，而且需要成一定规模化后才会

有明显收益。但玉溪由于地理环境复杂、耕地面积少、产业规模小、农业整体比较效益低、以小农户分散经营为主、物联网设

备价格偏高等因素，使得玉溪的特色产业发展空间较小，难以形成市场规模效应，不利于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第四、玉溪

市的农业发展基础薄弱，缺水较为突出，农业生产用水难以满足，大部分耕地缺乏有效灌溉条件。大部分农田地特别是山区、

半山区农田地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低，机械作业难度大，灌溉条件差，土地综合生产率较低。第五、农业物联网示范园区市场建

设滞后，在建的基础设施配套不够完善，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示范基地特色不明显、实际产出效益不高，小、散、弱的问题突

出。第六，玉溪市的农业物联网的应用多以大棚为主，而真正的农业物联网的应用应该是面向大面积的室外露天田地。就目前

而言，露天田地的环境（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只能监测，人为还不能对自然环境进行控制，而玉溪的气候变化很大，

当各种设备暴露在自然环境下时维护成本较高，目前种植的普通农作物投入与产出比不高，所以对普通农作物推广使用物联网

技术对于企业、农户、政府部门来说兴趣不大。 

3 对农业物联网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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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走访调查，玉溪市目前对于农业物联网的发展，如果没有了国家政策的扶持资助，涉农企业不会轻易尝试使用新技术。

政府部门、农业部门对农业物联网技术是否出台相关的政策，对于涉农企业是否选择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显得尤为重要。所以，

首先，政府部门要考虑利用激励等手段来鼓励涉农企业推广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建立规范的农业物联网扶持体系，要出台一

些相关的扶持政策、应用新技术的服务保障、提供招商引资优惠待遇等来推动玉溪市的农业物联网的发展，建设高水平的农业

物联网示范园区，而不是局限于几个示范基地的建设，让更多的涉农企业、农户看到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后所带来的效益。 

其次，对目前已经在扶持资助下应用物联网技术的涉农企业进行监管，杜绝“只建不用”现象，示范基地要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保障农业物联网技术推广应用的力度和规范性。 

第三，加强对农业物联网的宣传力度，政府要起到主导作用，通过发展潜力大、有优势的涉农龙头企业，进行推广宣传，

增强政府部门特别是农业部门工作人员、广大农户、涉农企业、管理人员对农业物联网技术的认知程度及发展农业物联网、发

展现代农业的意识。 

第四，加强人才培养及引进人才，政府要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吸引信息人才，推动玉溪市农业主导产业的发展，实施农

业科技人员、农业技术人员、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继续教育，强化科技服务队伍建设。同时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的农业

信息化技术水平，促进现代农业的推广应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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