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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吉林省数字科技发展现状和数字科技促进吉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前景的基础上，辨析了数字科技促进吉

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从强化数字农业装备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农业大数据信息平台建设和夯实数字农业领

域人才支撑三个视角提出数字科技促进吉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旨在为加快吉林省农业数字化进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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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Jilin Prov⁃
ince and the prospect of digi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Ji⁃
lin Provinc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digi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Jilin Province was analyzed.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strengthening the key technology of digital
agricultural equipment,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big data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consolidating
the support of digital agricultural talen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ath of digi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pro⁃
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Jilin Provinc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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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高质量发展强调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以现代科技为手段，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

目标，与数字科技息息相关。当前，学界对数字

科技与农业发展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方面：一

是数字科技理论内涵研究，主要侧重数字技术，

但未达成一致性。比如，唐要家 [1]认为，数字技术

是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刘红玉 [2]认为，数字技术

是借助计算机、网络、多媒体等设备，将图、文、

声、像、信息等转化为二进制数字后进行采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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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运算、还原、传播、使用的技术。王开科等 [3]认
为，数字科技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通用技术。

本文认为，数字科技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

等现代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为基础，对数据资源

进行挖掘并提供应用服务的新技术手段和应用科

技。二是对数字科技与农业发展的关系研究，尚

处于起步阶段。葛佳琨等 [4]认为，数字农业要实

现农业生产过程的全面数字化。刘海启 [5]认为，

现代农业数字化转型为数字农业发展提供了技术

要素支撑，是数字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阮俊虎

等 [6]认为，数字科技对农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加

快了数字农业运营和管理，改变了农业生产经营

管理方式。吕小刚 [7]认为，推动数字农业建设是

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汪懋华等 [8]认
为，需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精准化、农业经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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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唐华俊 [9]认为，数字农业农

村发展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可见，在数字科技与

农业相互关系以及数字科技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路径方面，已有研究虽取得积极研究成果，但总

体还处于概念探析和问题分析阶段，针对具体地

域的实证性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为探寻数字科技

促进吉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发展路

径，本文在总结吉林省数字科技发展现状基础

上，分析数字科技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应用前

景，厘清数字科技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

理，提出数字科技推进吉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可行路径。

1 吉林省数字科技发展现状分析

近年来，数字吉林建设呈快速发展态势，主要

表现在：一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快速提升。2018
年吉林省 4G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2 130万户，同比

增长 13.4%，比 2016年增加 52.8%。固定互联网光

纤宽带接入用户 520.6万户，同比增长 22%，比
2016年增加 38%。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13.56亿
G，同比增长 107.3%，比 2016年增加 280.9%。长

途光缆线路长度 33 747公里，同比增长 43.9%，比
2016年增加 44.2%。二是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快

速发展。全省已形成以电信运营商，以及华为、

浪潮等一批骨干企业为龙头的大数据企业集群，

具备空间遥感、对地观测、地球物理探测、水下环

境监测等数据采集能力。建成吉林（联通）云数

据基地等一批云计算大数据中心，打造了华为云

计算大数据产业园、浪潮大数据产业园等一批大

数据研发、应用和服务园区，吸引了上海华测、国

大数据等企业加速集聚。三是物联网技术快速发

展。自 2011年出台《吉林省物联网产业发展规划

（2011-2015年）》后，2018年 3月在长春举办的“巅

峰科技万物互联”窄带物联网商用发布会，揭开

吉林省进入万物互联网时代的大幕。2019年 8
月，神州控股与吉林省加强合作，拟在工业、农业

物联网领域加快推进。四是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发

展。2018年启动易启人工智能产业园项目，2019
年建设长春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全省人工智能领

域的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已拥有相对完善的人

工智能产业链。五是 5G移动通信技术快速发展。

2018年 8月发布《关于推动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

建设的实施意见》，5G将成为促进吉林省经济结

构优化和产业转型发展的加速器，必将对全省经

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到关键作用。

2 数字科技促进吉林省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应用前景

（1）智能农机具应用前景广阔

农业数字化、智慧化、智能化发展与智能农机

具息息相关。智能农机具发展，特别是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的发展，以及植保

无人机、无人驾驶农机、农业机器人等智能农机

具应用推广范围持续加大，有利于数字科技与农

业生产的深度融合，持续加快农业生产数字化进

程。同时，农业播种、施肥、喷药等关键环节的智

能化装备应用有利于提高农业作业水平，远程智

能作业机械装备也有助于解决特殊环节的农业智

慧化问题，加速农业生产全过程智慧化作业。

（2）农业智能管理应用前景巨大

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

科技支持下，农业管理数据化、智能化趋势愈发

明显。农业智能管理应用在农业生产、加工、流

通等环节，有利于加强农业生产智能化、加工智

慧化、流通信息化和管理数据化进程。基于物联

网技术的各种无线传感器，可实时采集农业生产

信息、远程监控生产环境、智能分析和处理相关

信息，进一步优化光照、温度、湿度等环境参数，

提升农业管理的数据化和智能化水平。

（3）农业大数据云平台应用前景良好

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5G等数字科技的

支持下，农业在线服务可为农业发展提供个性

化、定制化服务。其中，农业大数据云平台可为

吉林省农业生产、销售、经营管理等提供数据决

策依据，农民可利用移动 APP终端，在线进行生

产经营信息和技术咨询，也能进行职业技能和农

业知识学习，有利于加快信息资源共享，为农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4）农业产业数字化应用前景显著

随着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5G、人工智能

等数字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推广，吉林省农业产

业数字化趋势凸显，特别是种植业信息化、畜牧

业智能化、渔业智慧化、种业数字化等快速发展，

数字经济产值持续增长。2019年，吉林省政府出

台《实施数字农业创新工程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提出大力实施数字农业创新工程 ,
加快推进吉林省数字农业建设 ,以数字化引领农

业农村现代化 ,助力乡村振兴。在此趋势下，数字

农业将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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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科技促进吉林省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机理

数字科技促进吉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机理见图 1。

（1）前提条件：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市场机制调节作用是数字科技促进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前提条件。借助市场机制，数字科技资

源要素可快速向农业领域扩散，进而促进传统农

业升级和创新，激活农业发展活力，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活力，形成促进吉林

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同时，市场机制

可在农业生产经营中持续优化配置数字科技资

源，全方位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2）重要纽带：社会组织的支持作用

数字农业发展离不开社会组织的支持。在相

关社会组织的支持下，涉农企业等组织数字化进

程不断加快，有助于进一步集聚信息、技术、人才

等要素，优化要素配置，提升科技水平，加快成果

转化。此外，各种组织的支持有助于进一步加快

数字科技应用和推广，加快农机具智能化、农业

生产过程智慧化、农业管理数据化以及农业服务

信息化，促进吉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

（3）核心动力：企业的促进作用

数字科技促进吉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企业的带动和促进。既要发挥企业本身的主观能

动性，加强数字科技投入和技术创新研发，加快

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科技应用和实践，又要加

快企业资源共享、数据共享、信息共享，合理配置

信息技术等要素资源，转变企业发展方式，加快

吉林省农业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促进

农业提质增效。

（4）关键支点：人才支撑作用

数字科技促进吉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人才支撑，这是数字科技能够得以实践应用的关

键支点。既要发挥农业带头人作用，及时学习掌

握数字技术及数字装备使用，又要通过数字科技

人才为农民、企业等提供服务，满足其信息技术

需求，加快数字科技的应用推广进程和农业数字

化进程。

（5）重要保障：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作用

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是数字科技促进吉林省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相关政策文件的实施

加快了吉林省数字科技创新和应用进程，促进了

数字科技与农业的融合发展。特别是《吉林省实

施数字农业创新工程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意见》（2019）的提出和实施，为加快推进吉林省

数字农业建设 ,以数字化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 ,助
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持。

4 数字科技促进吉林省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路径

（1）强化数字农业装备关键技术攻关

针对吉林省数字农业发展科技需求，加强基

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以及虚拟制造的玉米、

水稻等主要作物生产的高精度、多通道、多类别

信息同步采集传感装备，多功能复合作业智能装

备，基于卫星导航的智能作业管控装置，农用航

空植保作业装备，秸秆智能化收集处置装备，粮

食高质节能干燥储藏智能装备，畜禽精准饲喂装

备、养殖信息监测装备、疫病防控装备等农业全

产业链的数字农业装备关键技术攻关，突出解决

农业装备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

（2）加快农业大数据信息平台建设

充分利用物联网、区块链和大数据等技术，进

一步强化吉林省数字农业基础数据云平台的应用

和服务功能，搭建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数据采

集分析系统和全域农业大数据智能管理平台。推

进 5G+智慧农业大数据应用建设，建设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和国内领先的种植产业、畜牧产业大数

据应用平台及在线智慧交易平台。加快建设与吉

林省农业大数据信息平台配套的服务体系，提升

吉林省数字农业信息资源共享共用水平，为吉林

省农业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数字化营销等

提供支持。 （下转第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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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夯实数字农业领域人才支撑

依托涉农高校、科研院所、数字龙头企业等机

构，加快培养一批数字农业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和

管理人才，逐步解决数字人才缺乏的难题。加快数

字农业业务培训，特别是要定期组织数字人才培训，

提高农业管理部门和农业生产者、经营者的数字技

术能力。积极推进数字农业人才下乡活动，重点对

农村干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进行数字化帮扶，快

速提升其数字农业技术应用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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