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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经验
及对我区建议 

 

编者按：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基础性资源和关键生

产要素，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驱动力。2025 年中央

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支持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数

据、低空等技术应用场景。发展智慧农业的基础是数据，数

据要素具有强渗透性、超融合性、高流通性等独特的技术经

济特征，能够打通农业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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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产组织、生产管理、生产效率等生产力结构持续优化，

对赋能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发展我区农业新质生产力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数据要素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经验1 

（一）数据要素赋能农业生产精细化 

基于多源异构数据引入大模型、小模型算法，突破感知、

决策、执行与集成 4 个关键技术层次。产前依据历史数据、

市场情况、环境分析、品种特点等合理开展种植规划，同时

进行数据感知和融合，根据生长作物模型形成种植方案。产

中进行作业过程智能调整，增强动态适应能力。产后形成热

力图、产量报告、农事分析图等，支持逐年验证分析、迭代

数据、改进完善，以数据指导农业种养，实现降本增效。江

苏省“宿迁籼米智慧管理中心”通过物联网和遥感技术整合

肥情、虫情、墒情等数据，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精准的农业

生产指导，实现籼米年均增产 10%以上，农药化肥的使用量

减少约 15%，节约人力成本约 40%；北大荒信息有限公司依

托算法模型，通过智慧施肥应用单施肥环节，以数据指导施

肥过程智能调整，实现每亩提升经济效益 157.2 元，综合提

升产量 5.5%。 

（二）数据要素赋能农业销售精准化 

通过建立农业物联网和数字农业平台，农业经营主体、

农产品加工企业、物流供应商等各个环节的数据得以高效共

                                                              
1 数据来源：2024 年“数据要素×”大赛现代农业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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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和交互，通过数据的整合分析优化资源配置和供需匹配，

提高农产品流通的效率和可追溯性，实现农产品的精准销售

和市场定价。福建优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古田食用

菌全产业链数字大脑”，依托数据分析能力，精准对接企业

产品与新媒体平台，拓宽销售渠道，促进产品高效流通与品

牌价值提升，助销平台促 2.3 万笔交易，总额 10.6 亿元；湖

北省宣恩县整合农产品销售数据，结合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

构，推动“以需定产”模式，并通过直播带货、多平台运营

扩大销售渠道，实现单个电商企业年销售额达 1200 万元，

带动周边村民种植 1000 余亩，提供就业岗位 100 余个。 

（三）数据要素赋能农业管理智能化 

通过建立农业数据仓库和管理系统，构建覆盖自然资

源、种质资源、农机设备及农户经营主体的农业全产业链大

数据体系，形成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农业信息资源共

享体系，实现管理协同化、决策科学化、治理精准化、公共

服务高效化。新疆若羌红枣构建“自治区—地州级—县（市）

级—果园”的四级林果大数据管理体系架构，针对政府部门、

种植户、农业保险、银行贷款等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助力

实现园区水肥用量综合减少 20%，全县红枣节约成本 3680

万元；盘锦农业发展集团基于经治理的数据和反向传播神经

网络、长短期记忆网络等 AI 建模算法，利用数据模型构建

鱼贝类养成环境监测及死亡预警、海水养殖生态承载力评估

与养殖规划、鱼贝类产量预测等应用，以数据决策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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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履职、企业生产、渔民捕捞等各项工作，助推盘锦智能

海洋牧场生物资源总量增加 5.3 倍，年营业收入增加 3600 万

元，利润增加 1000 万元。 

二、数据要素赋能我区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采集层面部署难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 年）》显示，我国

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超过 25%，而广西农业生产信息化率为

16.0%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9.4 个百分点，侧面反映广西在

农业生产数字化基础薄弱，生产端数据采集能力不足。广西

农业信息化建设资金投入水平较低，据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

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显示，我区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

年度财政投入约 5 亿元、社会资本投入约 19.6 亿元，远低于

东部省区的资金投入水平，进一步影响传感器、物联网等数

据采集设备的采购部署。同时，广西农业生产多以小农户为

主，面对物联网设备额外的投资和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缺乏

了解，个体农户缺乏积极性，难以实现数字化技术在农业生

产中大规模应用，数据难以大量规范化采集。 

（二）汇聚层面共享难 

涉农数据主要产生于村、乡、县等行政级别的区域，但

当前我区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仅部署到

自治区、设区市两级，县域数据需报到设区市进行汇聚，但

由于缺乏数据回流机制、数据平台和数据仓库等因素，造成

                                                              
2 数据来源：大数据与决策研究 2024 年第 22 期，《推动广西农村电商加“数”跑 需打通平台四大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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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数据返还难、共享难和积累难，难以支撑数据要素高水

平应用。从各县（市、区）在自治区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挂载的数据资源目录来看，目录数量少于 100 个的县（市、

区）达到 59 个，占比超过 53%3，县区级政务部门数据共享，

县级对本级涉农数据进行汇聚共享应用意识不强，难以推进

数据要素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三）应用层面拓展难 

当前广西农业数据应用场景碎片化，主要集中在病虫害

监测、气象预测等单一环节，缺乏覆盖生产—加工—流通—

销售全产业链的协同性场景设计。据统计，我区有 61 个县

（市、区）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数量为 0，占比 54.95%，

其中不乏大新县、田林县等农产品主产区4，实践载体的缺失

导致数据难以被系统化挖掘并应用于实际生产。此外，市场

需求与数据服务供给不匹配，基层农户更关注市场行情、销

售渠道等直接收益相关数据，但现有系统多聚焦生产端技术

指导，导致实际应用率低，进一步加剧了数据应用场景拓展

的难度。 

（四）转化层面变现难 

广西数据要素市场交易能级低，2024 年全国场内市场数

据交易（含备案交易）规模预计超 300 亿元5，广西场内交易

占全国比例仅为 0.68%6，低于 2.14%的 GDP 占比，反映出

                                                              
3 数据来源：《广西县域数字经济发展评估报告（2024 年）》 
4 数据来源：《广西县域数字经济发展评估报告（2024 年）》 
5 数据来源：新华社《2024 年全国数据市场交易规模预计超 1600 亿元》 
6 数据来源：按北部湾大数据交易所 2024 年交易金额计算得出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



— 6 — 

广西数据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与区域经济规模存在显著结构

性失衡。同时，广西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数据资产入表

等工作均处于起步阶段，从政策制度到软件平台上未能满足

数据要素收益分配需求。由于无法受到市场化收益的激励，

农业数据资源大多沉积在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数据服务的

各类技术服务企业手中，无法释放出应有的价值。 

三、数据要素赋能我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一）打基础：提升农业数据采集能力 

一是提升数据采集覆盖面和准确性，构建天空地一体化

数据采集网络，实现农业生产全流程数据的自动化采集与实

时更新。开发较为简单易用的农业数据平台，降低农民参与

门槛，引导涉农企业、平台与农户加强协同合作。二是提升

农民数字化素养，实施农民信息技术提升计划，开展计算机、

智能手机操作及互联网应用培训，利用快手、抖音等平台推

广数字化农技农艺，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新质”农业农

村人才培养体系。三是降低技术使用成本，通过政策支持和

技术创新，降低数据采集设备和技术使用成本，使得大小农

户均能参与数据采集环节，提升数据覆盖范围和质量。 

（二）搭桥梁：完善农业数据流通体系 

一是构建统一农业大数据平台，整合农业、气象、金融

等部门数据，汇聚农业物联网监测数据、遥感数据、市场数

据等多源数据，构建糖料蔗、芒果等特色产业数据库，实现

“一产一库”精准化管理。二是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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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共享机制，制定农业数据标准体系，提升数据互操作性

和兼容性，打破数据孤岛。三是利用人工智能、知识图谱、

检索增强等技术，研发元数据标定、数据清洗、数据关联、

数据探查等全流程的智能数据治理工具和模型，提高农业数

据治理效率和质量。四是构建安全可信的数据流通环境，开

展农业行业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完善数据流通交易的负面清

单和追责容错制度，保障数据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提升农业

产前、产中、产后数据的共享、利用和管理水平。 

（三）拓场景：深化数据赋能场景应用 

研发农业大数据分析平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农

业数据资源的挖掘与利用，拓展人工智能、低空技术等应用

场景，在智慧农业、农产品溯源、产销对接、供应链金融等

领域形成示范性应用。同时，鼓励农业龙头企业设立数据业

务独立经营主体，牵头建设行业数字化平台、示范性基地和

加工厂等，与物流、金融、信息科技等生产性服务平台加强

协作，重点探索“数据要素×智慧农业”的场景应用，推动

全产业链数据协同，解决供需错位问题，提升数据应用的实

际价值。 

（四）强转化：激活农业数据价值释放 

整合发展改革、财政、农业农村和数字化等相关部门专

业力量，全面推进涉农数据资产管理，构建涉农数据产权制

度框架。对接数据交易所，探索建设农业数据要素服务中心，

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数据登记确权、数据产品交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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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运营管理等服务，让数字成果惠及更多农业主体。大力引

育涉农数据专业数据商和数据要素第三方服务机构，推进场

内场外相结合的多层次涉农数据市场交易体系建设，促进农

业数据资源成果转化。 

 

（执笔人：徐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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