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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赋能农业 数智化助推单产提升20倍

农业生产数智化提升显著

面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农

牧业减产严重的现状，端牢中国

饭碗，意义重大。

2023年12月31日，国家数据

局等 17 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

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中指出：“提升农业生产数智

化水平，加快打造以数据和模型

为支撑的农业生产数智化场景，

实现精准种植、精准养殖、精准捕

捞等智慧农业作业方式，支撑提

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效率。”

此后，提升农业生产数智化

水平成为《“数据要素×”三年行

动计划（2024—2026 年）》中的重

要内容。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为农业持续赋能，并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

2024年11月25日，农业农村

部大数据发展中心主任韩旭向记

者公布了一组惊人的数据，“我们

在重庆建设的鱼菜共生项目将畜

牧业和种植业有效地结合了起

来。鱼类的单产提高了 20 倍，蔬

菜的单产提高了 10 倍，而且人均

管理面积提高了10倍”。

在重庆的“鱼菜共生AI工厂”

里 ，AI 可 以“ 左 手 养 鱼 右 手 种

菜”。其循环模式就是用鱼的排

泄物作为蔬菜的肥料，这些肥水，

经过收集、处理、转化等程序，成

为水溶性肥料，再通过水肥一体

化系统，将“营养液”传输到隔壁，

蔬菜们就能“饱餐”一顿了。而

“脱肥”后的尾水又流回鱼池，由

此形成了一个“生态共生系统”。

目前，这种“鱼菜共生”的工

厂已经在多地实践。记者了解

到，当前已经有企业公开销售“鱼

菜共生”所需的设备和技术，该技

术正在向产业化方向迈进。

除此之外，数字化技术在农

业应用中的探索也在持续扩大。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学院院

长、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主任

李道亮向记者介绍：“我们进行数

字化养鱼，在相同面积下，我们的

产量是普通鱼塘的5倍以上，且实

现了绿色养殖，水体保持清澈。”

据了解，传统的养鱼方式是

一亩地养一吨鱼，也就是一立方

米水体养一条鱼，李道亮告诉记

者：“我们采用了设施网箱养殖方

式，有效提高了鱼的养殖密度。

通过改进养殖工艺，加强了底排

污和尾水处理能力，从而实现了

养殖的设施化、作业的装备化、装

备的数字化以及管控的智能化。”

“这一系列的改进使得产量

大幅提升，效果非常显著。”李道

亮坦言。这次实践中，还利用了

无人机、仿真鱼、无人运料车、无

人投饵机等方式参与养殖。

在江苏宜兴，当地传统产业

是饲养螃蟹，李道亮向记者介绍：

“普通农户养螃蟹一亩地产量也

就是 200 斤，我们把螃蟹关进笼

子，每个笼子装进去60只螃蟹，72

个窝，这个窝的构造是按照它的

生理和摄食习性建造的，确保河

蟹脱壳时的安全。”

李道亮认为，这个过程已经

实现养殖水体、大闸蟹生物量和

摄食行为数字化、饲喂数字化、养

殖装备和能源数字化，然后尾水

处理。

他透露，目前螃蟹产量达到

了普通农户的 10—20 倍，而小龙

虾试验田的产量更是相当于普通

农户的20倍以上。“今年我们对笼

子和投喂进行了系统化改造，改

笼子为开天窗模式，采用无人机

投喂，成本降低了60%，预计资金

回收率为3年。”

这种“鱼菜共生”的工厂已经在多地实践，当前已经有企业公开销售“鱼菜共生”所需的设备和技术，正在向产业化方向迈进。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中国农业发展方式也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尤其是 50 后、60 后、

70 后人口在不久的未来将退出

农业劳动力市场，伴随农业生

产力的减少，提高劳动生产率

守护“大国粮仓”成为迫在眉睫

的需求。

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变

化是，农业数智化转变正在提

速。《中国经营报》记者从中国

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了解

到，在近期的实践中，数智化应

用在“鱼菜共生”、数字化螃蟹

养殖等领域，分别实现了农作

物亩产量 10—20 倍的提升。

以小切口探索推进大发展

随着农业智能化水平的逐步

提升，也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目前，中国粮食、蔬菜、水果、

畜禽、水产产量和消费都在世界排

名第一。通过农业数智化建设，一

个人可以管理 1000 亩池塘，这不

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

率，也降低了劳动强度。

一位专家向记者表示：“我们农

业面临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低下，

国外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效率是我们

的30倍；当前90%的一线劳动力由

50后、60后、70后组成，未来20年内

将面临劳动力断层，90后和00后不

太可能接手传统生产方式。”

该人士表示：“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走上一条资源节约、产出

高效、环境友好且产品安全的农业

发展道路。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首

要途径就是规模化经营。由于小

规模农户的模式难以支撑农业的

高质量发展，因此规模化成为我们

迈向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李道亮团队在山东莱州开展

的大围网养殖项目中，大围网周长

达到400米，水深13米。通过数字

化管理水体、鱼生物量和行为、投

喂装备以及能源，他们实现了机器

人巡检、自动投饵、鱼类生长实时

监测和水体立体监测。仅需 2 名

工作人员在平台上操作，即可养殖

800 吨鱼，即每人每年可养殖 400

吨鱼，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升。

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AI

技术已经能够实现多种农业作业。

据记者了解，AI 技术可以通

过分析土壤、气候、作物生长等数

据，提供精准的农田管理建议，如

灌溉、施肥计划，以及最佳的播种

时间、肥料用量等，从而提高作物

产量和土地利用效率。

此外，智能灌溉系统还可以根

据土壤湿度、气象数据等信息，自

动调整灌溉时间和水量，提高水资

源利用效率。AI驱动的农业机械

和无人机能够自动化执行播种、施

肥、灌溉、收割以及植保喷洒等农

业作业，提高作业效率和精度，减

轻农民劳动强度。

基于AI应用在农业生产中的

优势，培训AI 应用人才已经被写

入日程。

广东省农业对外经济与农民

合作促进中心副主任王清向记者

介绍，今年该中心做了一个电商人

才公益大培训，以一个县来发动农

民，来参与学习AI技术，目前举办

了 4 期，有 500 名学员，覆盖了 11

个省。

“这类培训将缩小城乡消费差

距，强化民族地区人才发展，强化

文化传承与电商融合，促进就业，

实现包容性发展。”王清表示，数字

化将支撑农业贸易发展，需强化数

字化在农业全领域的布局。

“当前 AI 已来，农业应先行

先试。在农业国际贸易中，AI 是

翼翅，以小切口促进大发展，只

有低成本才能获得大收益。”他

对此补充说。

当前AI已来，农业应先行先试。在农业国际贸易中，AI是翼翅，

以小切口促进大发展，只会有低成本才能获得大收益。

推动消费持续扩大 2025年预期将逐步改善

本报记者 谭志娟 北京报道

在国内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

足、社会预期偏弱等挑战背景下，三

季度以来，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出现

边际向好趋势。尤其是随着一揽子

政策协调配合、同向发力，扩内需导

向的信号逐渐明显。

近日召开的全国市场运行和消

费促进工作会议在总结2024年市场

运行和消费促进工作的同时，也分

析了当前消费形势和交流经验做

法，并部署了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

丹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基于三季度各项数据，预计

四季度消费将好于二、三季度表

现，四季度消费增速约为 5.3%左

右，全年消费增速有望达到 3.8%

左右。

伴随消费活力的复苏，其成

为扛起拉动总需求的“大梁”。

记者了解到，3月27日，商务

部等14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消费

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具

体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涵盖推

动汽车换“能”、家电换“智”、家

装厨卫“焕新”等方面。随后，4

月 24 日，商务部等 7 部门印发

《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

明确补贴标准。

随着二季度GDP增速、社零

等数据的回落，提振消费变得越

发迫切，这促使第二轮以旧换新

政策快速出台。

7 月 19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提出，研究加力支持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政策措施。7 月 24 日，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力

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扩大补

贴范围、加大补贴力度，直接向

地方安排 1500 亿元左右超长期

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

换新。

整体看，本轮消费品以旧换

新政策自 2024 年 3 月推出，7、8

月份后政策力度进一步加码。

叶银丹认为，今年以来，消

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取得较好效

果，在该政策的推动下，家电、

通讯器材类商品消费表现更为

强劲。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1—10月，家电、通讯器材类分别

同比增长 7.8%和 12.2%，增速分

别较上年同期上行 7 和 7.5 个百

分点。9 月以来政策效果更明

显：2024年10月，家用电器、汽车

消费同比增速分别为 39.2%和

3.7%，分别较 8 月份提高了 35.8

和11个百分点。

光大银行宏观市场部研究

员周茂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以旧换新政策对国内消费复苏、

产业发展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10月25日，商务部召开消费

品以旧换新专题发布会。会议

指出以旧换新政策效应加快释

放，有力促进消费回暖，带动新

质生产力发展，推动相关行业绿

色转型，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

向好态势注入强劲动力。

展望 2025 年，受访专家预

计，随着政策进一步加码并落地

显效，将推动家电、汽车等耐用

消费品持续较快增长。

周茂华告诉记者，设备更

新和以旧换新政策在促消费、

内循环，惠及民生，支持产业转

型升级与绿色发展方面效果较

为明显。“预计明年该政策仍可

能延续，并有望优化支持力度

和范围。”

叶银丹判断，2025 年消费在

政策支持下有望实现渐进式恢

复，这主要源于消费品以旧换新

政策效果有望进一步显现，服务

消费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以及

存量房贷利率下行将减轻居民

还贷压力，改善居民现金流量

表，释放一定消费潜力。

参考上一轮（2009 年）消费

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周期性表现，

政策集中显效期为 2010—2011

年。市场预计，2025 年将是本轮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集中显效

的重要年份。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

济学家郑磊认为，随着经济的逐

步恢复，人们的收入水平将有所

提高，这有助于促消费举措的更

好落地。“预计今年四季度以及

明年的消费走势将会呈现逐步

上升的趋势”。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

驾马车之一，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

重要。针对国内消费不足、耐用品

消费偏弱，中央在3月份和7月份分

别推出两轮消费品以旧换新，以提

振居民消费。

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强

调，“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

内需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

转向惠民生、促消费。”

叶银丹认为，今年推出的两轮

“以旧换新”政策在提振汽车消费、

促进家电消费方面取得较好进展，

进一步带动了相关产业升级。

平安证券的报告指出，后续经

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

生、促消费，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

入，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和意愿。

通过增加民众的收入，居民将

拥有更强的消费能力和更高的消费

信心，这可以推动消费需求增长。

“消费者只有在经济上感到有保障，

才能促进持续的消费。”叶银丹说。

事实上，增强民生保障，不仅

可以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也能够

增强他们的消费信心，并减少居民

消费的后顾之忧。

在业界看来，随着我国经济逐

步转型，消费的重点正在从物质消

费转向服务消费。据悉，目前服务

消费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健康服

务、教育培训、老龄化社会相关服

务、文娱活动等。

在叶银丹看来，相关部门可以

通过政策引导和行业扶持，鼓励服

务业的发展，尤其是在健康、教育、

文化、旅游、养老等领域，促进服务

业消费的快速增长。“服务消费的

扩大不仅能提供新的消费领域，也

能带动服务产业的发展，创造新的

就业机会。”

新型消费主要包括数字消费、

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共享经济等

新兴消费形式。例如，数字化消费

推动了在线购物、直播电商、跨境

电商等新消费模式的蓬勃发展。

“这些新兴行业不仅能够为消费者

提供更多选择，也能够推动创新和

技术发展，增加社会就业，提升经

济活力。”叶银丹说。

民银研究报告指出，下一阶

段，政策效应有望继续释放。其

中，电动自行车、家装厨卫等领域

以旧换新的全面启动，将进一步拉

升消费。“以旧换新或将成为常态

化促消费政策，并在促消费方面发

挥实效作用”。

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

政策效应有望继续释放

3月7 日《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3月27 日《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4月24 日《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

7月24日《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的若干措施》

8月24 日《关于进一步做好家电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

2024年以来以旧换新补贴持续加码

小麦进入返青期，农民正在操作现代农机施肥。 视觉中国/图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