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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热区智慧农业助力云南乡村振兴 

唐季
1
 

（云南开放大学 云南乡村振兴教育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智慧农业能为云南热区农业发展带来新方式、新营销和新保障，用新的力量助力云南乡村振兴。从

智慧农业在云南热区农业应用的实况出发，总结制约云南热区智慧农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提出通过释放人才红利、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对策建议，推动云南热区发展智慧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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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党的十九大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集中论述，明确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互联网+”与各行业不断深度融合的时代，基于“互联网+”的智慧农业成为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 

云南热区具有发展特色农业的巨大优势和经济发展潜力，但要实现农业生产的精准化、高效利用耕地资源、确保农产品安

全和品质等目标，需要积极推动和发展智慧农业。智慧农业不仅改变着农业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为云南热区农业发展带来

新方式、新营销、新保障，用全新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1 智慧农业在云南热区农业中的具体应用 

1.1新方式：物联网成为云南热区农业的“智慧网” 

农业物联网平台在农业中实际应用于传感器、控制设备、视频监控设备和平台服务之间，通过无线传感网络、移动通信无

线网和互联网传输，将获取的海量信息进行融合、处理。农业物联网平台在 PC端和手机端提供农业生产管理服务，客户可以使

用包括远程监控、远程控制、视频诊断、农业知识学习、专家在线解答、农产品价格查询和对比等功能。物联网通过智慧的控

制，正在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生活方式和农村管理方式，对乡村振兴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热区特色鲜明，是发展智慧农业较快的县市。红河壹佳益公司在 2014年建成了集“自

动浇水系统”、“气象监测系统”以及“科学除虫系统”等智慧功能的首个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利用手机应用就能进行远程的

田间精准管理：田间的小型数据传感器把每个地块的养分、水分、温度的数据传到控制电脑，手机上即时显示，需要浇水、施

肥了，用客户端控制电磁阀就能做到。实现田间智慧转型升级后，壹佳益公司的 40hm
2
地通过智能管理，一天就能节省人力成本

1万元。 

1.2新营销：电子商务成为云南热区农业销售的广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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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营销是智慧经营的过程。农村电商的迅速发展，使云南热区农业逐步实现农村小市场与大市场的对接，通过有效数据决

定农业的生产与销售策略，并在智慧经营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据阿里研究院统计，2014年云南省农产品卖家总数近 2万家，在全国排名第 10位，其中普洱茶、水果、鲜花等热区特色产

品的卖家在全国排名都比较靠前，普洱茶的年销售额达到 10亿元。而阿里巴巴集团发布的“2017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中，

农产品是云南省电子商务最大的特色和亮点，销售金额在全国占比为 3.8%，全国排名第 10位，销售前十农产品品类依次为：普

洱、三七、滇红、食糖、多肉植物、石榴、传统滋补品、鲜花速递（同城）、香菇类。电子商务给热区农业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广

阔营销平台，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1.3新保障：智慧的追本溯源成为云南热区农业的“守护神” 

智慧的追本溯源，是供应链追溯系统在农业中的应用，能对数据从产生、转移、交换到入库等各个环节进行追踪和监控。

云南热区发展农业，要依靠农产品质量溯源体系，根据销售市场反馈和不同的客户需求，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品种、品质的农

产品实行差异化销售，为云南热区农产品穿上“安全可视”的外衣，实现农产品的优质优价。 

截至 2016年初，云南咖啡种植面积为 11.8万 hm2，总产量 13.9万 t，在全国范围内占比 99%以上。云南本土咖啡企业，如

后谷、凌丰等迎来了春天。凌丰公司自有的 1.57 万 hm2咖啡基地已完成质量可追溯体系建设，建立种植基地信息档案数据库，

对种植基地进行编码，准确录入基地基础信息，实现在出厂的咖啡豆上建立二维码识别系统，确保咖啡产品质量安全和可追溯

性，从源头上控制产品质量，为客户提供质量、风味稳定的云南咖啡。凌丰公司统计发现，建立产品质量溯源体系的咖啡豆会

较云南其他一些产区每 1t价格高出 2000元左右。 

2 云南热区智慧农业发展的基础制约因素 

2.1专业技术和人才因素 

云南农村绝大部分是靠天吃饭，经济负担重，收入水平低，从客观上造成了受教育的程度低，信息技能缺乏，接受培训的

机会较少，导致他们接受新经营理念和应用信息化技术的能力缺乏。云南省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在数量上较少，在基层农业技

术人员受农村条件等制约，流失严重。智慧农业的发展仅局限在龙头企业、示范园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固定的小范围主体中，

它的推广也遇到与农民沟通交流困难的问题，他们往往理解不了“智慧”的技术和操作。 

2.2基础设施建设因素 

云南相对落后的基础建设，严重制约着智慧农业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和应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显示，2016 年云南

互联网普及率为 39.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52.9%。与浙江、江苏等电子商务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异常明显。2016年，云南省

在互联网宽带接入数上，农村仅占比 14.5%，也低于全国 25.08%的平均水平，与其他热区省份相比也显现出巨大的城乡差距和

省份差距。 

2.3信息数据平台因素 

目前，参与和试点智慧农业的主体，由于数据采集、查询、分析和处理涉及的部门分散，内部的信息交流渠道单一且效率

低下等因素，各部门上下合作断层，“第一手”专业信息很难产生其时间价值。智慧经营过程中取得成效的主体，大都依赖于

第三方平台，在大数据时代，能够获得关于收获、种植、收成和销售的信息，就可以比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更好的预测农业资

产的价值，并对农业和农产品市场有精准的定位和洞察力。 



 

 3 

3 着力发展云南热区智慧农业，助力云南乡村振兴 

3.1实施人才红利战略，积极打造热区智慧农业应用型经营主体 

3.1.1注重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民素质的培养。 

重点进行农业经营管理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知识的培训，加大基于传感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精准作业管理、农业

检测预警、农产品流通等领域的培训。并把培训机制制度化，利用典型示范、学习培训和指导服务等多种形式，使热区各类新

型经营主体能够与网络互联互通，实现互联网与农业的深度融合，并在生产、加工、营销等各个实际环节主动与互联网联通融

合，积极探索物联网技术的实地应用，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的广泛应用等，以拓展网上销售渠道。 

3.1.2多方协作、多层次、多模式培养。 

最大限度的释放人才红利，要多层次、多模式培养农村、农业电子商务人才，为云南热区智慧农业培养一批实用性人才，

为乡村振兴创建一支现代化队伍。建立契合县情、民情的本土化农业、农村电商人才，形成“政府主导+院校支持+企业自主培

训+校企合作培训”的共建模式。大力支持和鼓励大学生投身农村创业，引导大学生回流农村，把先进的技术和思维带回农村、

融入农业，让他们成为云南热区智慧农业发展的生力军，乡村振兴的新主体。 

3.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突破热区智慧农业关键技术 

加强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要强化电信等网络服务商的普遍服务责任，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施光纤进村、信息入户

等工程，扩大综合服务站等各种终端的覆盖面，确保农户农业信息资源的可获取性。支持相关部门研发符合云南热区特色农业

发展的技术项目，以农业传感器、智能信息处理等技术突破为重点，力争提供可靠性高、成本较低、操作较易的技术，为智慧

农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为乡村振兴打造坚实堡垒。 

3.3探索县域电子商务发展之路，支撑热区农业纵深发展 

云南热区智慧农业的县域电商之路，要紧紧围绕政府、资源、人才、服务、营销五个环节展开（图 1），通过寻求产品、品

类、品牌、客户群、渠道、模式、价格等的差异化，探索具有云南热区特色的县域电商之路，支持热区农业纵深发展，用现代

化的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图 1云南热区县域电商发展的环节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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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注重数据主权，掌握发展智慧农业的主动权 

积极探索和建设适合云南热区农业发展的本土信息数据平台，把“服务器”放在自己手中，通过对农业实时数据的采集和

分析，逐步建立农业信息数据库，明确本土对农业数据从产生、传播、处理、分析和利用的各个环节的数据主权。云南对本土

农业数据的数据主权是智慧农业项目运行的中枢，要掌握发展热区智慧农业的主动权，探索适合云南乡村振兴的特色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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