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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驱动农业变革

2

前言

面黄土背天古农民基印象中国农业国农业弱国智慧农业作现代

农业发展高级阶段国农村济社会发展转型必路增加农民收入重方式伴着物联网数

工智等新技术快速发展智慧农业改变现农业生产方式驱动农业变革

亿欧智库通研究行业现状着重探讨新技术驱动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质量时探讨解决

水资源短缺化肥农药量农村劳动力断减少等问题改善农业天吃饭现状

智慧农业涉农业生产流通销售三环节目前智慧农业应生产环节利新技术实现农业生产环节精

细化智化现代化发展亿欧智库中国实际现状出发详细列举说明智慧农业四典型应根目前行业存

问题提出点关智慧农业未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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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农业发展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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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智慧农业发展背景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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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智慧农业发展背景综述

11 中国农业发展面问题中国耕面积断减少均耕面积远远世界均水

优等耕质量占较少

6

◆ 根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统计数中国均耕面积（总耕面积总口）逐年减少远世界均水时

建设占然灾害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等种原导致中国耕面积断减少2016年中国耕面积2024亿亩占

世界总耕面积8总口138亿占世界总口19中国需占世界8耕面积养活占世界19口

◆ 仅根国土资源局2015年统计耕质量级进行分类中优质土面积占总面积2953

土质量属中等级意化肥农药气污染科学轮作耕等原耕质量问题严重影响粮食产量

农产品质量

2029 2027 2027 2026 2025 2024

1506 1497 1490 1482 1473 1463

2985 2970 2940 2925 2910 2900 

2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中国现耕面积（亿亩） 中国均耕面积(亩)

世界均耕面积(亩)

源：世界银行中国统计局 亿欧（wwwiyioucom）

亿欧智库：中国耕面积中国世界均耕面积

中等面积占

529高等面积占

265

低等面积占

177

优等面积占

29

注：耕质量15级14级优等58级高等912级中等1315级低等

源：中国国土资源局 亿欧 （wwwiyioucom）

亿欧智库：截2015年末中国四级耕质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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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智慧农业发展背景综述

11 中国农业发展面问题中国农业生产服务价格逐年增高农业营员受教育程度较低

7

◆ 农业生产服务价格指服务农业生产花费价格通农业生产服务价格指数体现农业生产服务价格指数表示定

时期农业生产服务价格变动趋势2007年生产服务价格指数100基准超100时说明生产服务价格涨反

说明生产服务价格跌图中出中国农业生产服务价格逐年增高

◆ 根2017年12月统计全国农业普查数全国农业生产营员总31422万受教育程度初中占918

远高761全国受初中教育数占见农业营员受教育程度偏低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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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 

1241 

1344 

1456 

1551 

1613 1648 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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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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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 亿欧（wwwiyioucom）

亿欧智库：农业生产服务价格指数(2007年基准) 亿欧智库：全国农业营员中国整

体受教育程度初中

源：国家统计局农业普查数公报 亿欧（wwwiyioucom）

受教育程度 占

中国农业营员 918

中国整体 761

注：中国整体受教

育程度初中

数根国家

统计局2010 年

口普查十万中

受高中教育

口数23962

计算出

受教育程度 占

专 12

高中中专 71

初中 484

学 370

未学 64

亿欧智库：截2017年全国农业

营员受教育程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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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智慧农业发展背景综述

11 中国农业发展面问题化肥农药度粮食减产量受天气影响严重

8

◆ 2015年农业部出台政策2020年化肥量零增长行动方案2020年农药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方案中指出

2013年国农作物化肥量219公斤亩远高世界均水8公斤亩化肥农药度严重影响耕质量农产

品品质根国家统计局数农药化肥量逐年增长直2015年农药量出现略微跌趋势

◆ 中国农作物然灾害四类：水灾旱灾风雹冰冻中水灾旱灾严重年作物受灾面积2万公顷粮食减

产总量300400亿公斤图中出粮食减产量年然灾害受灾面积高度正相关

51078

52391

54044

55616

57042

58388

59118 59959 60226

1623 

1672 

1709 

1758 

1787 

1806 1802 1807 

1783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4600

5100

5600

6100

6600

7100

农化肥施量（万吨） 农药量（万吨）

源：国家统计局 亿欧 （wwwiyioucom）

亿欧智库：20072015年化肥农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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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粮食减产(亿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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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涝作物受灾面积(万公顷)

洪涝粮食减产(亿公斤)

源：中国水利部 亿欧 （wwwiyioucom）

亿欧智库：洪涝干旱受灾面积粮食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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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技术助力中国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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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智慧农业发展背景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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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智慧农业发展背景综述

12 新技术助力中国农业发展物联网工智等新技术助力中国农业发展

10

◆ 传统农业涉新技术3S技术（遥感技术RS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物联网技术线通信技术

数分析数挖掘数技术机器视觉深度学工智技术等通新技术传统农业结

合助力农业快速发展

计算机视觉图

识深度学

等工智技术

实现作物产量预测

土规划病虫害

防治等

工智

通传感器摄

头等监测设备

线传感技

术实现动植物

远程监控

理等

物联网

天气土壤农

作物病虫害

动物身体特征数

等作数基础

动植物生长情况

进行分析预测等

数

卫星遥感技术

实现作物勘测生

长情况病虫害

预测预防运

GPS进行精准定位

踪等

3S技术

EO Intelligence

Part1 智慧农业发展背景综述

12 新技术助力中国农业发展新技术着重体现农业生产环节中前应农业种植

畜牧养殖

11

◆ 广义农业分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等五种产业形式农业产业链包括生产环节流通环节搭配物

流系统金融系统等四部分

◆ 目前新技术体现农业生产环节中应农业种植畜牧养殖报告着重探讨农业生产环节农业种植畜禽养

殖方

生产环节 流通环节

种植 养殖

物流系统金融系统

水产

养殖

电

商

微

商

批

发

市

场

餐

饮

零

售

畜牧

养殖

农业

种植

林业

种植

深加工 销售

加

工

包

装

冷

藏

配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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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智慧农业发展背景综述

12 新技术助力中国农业发展前新技术应产中环节

12

◆ 传统农业种植产前环节需作物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农具温室棚需农膜产中环节需作物进行播

种施肥草灌溉病虫害防治等产环节需农产品进行采摘分拣

◆ 传统畜牧养殖需选址建设养殖舍选种准备饲料兽药产中环节需进行繁育饲养疾病防疫环境清理等

理产环节需畜禽进行称重屠宰

◆ 目前物联网工智新技术应农业畜牧业产中环节

种子 化肥

农药 农机

农具 农膜

选种

饲料 兽药

选址 建造

孵化

农

业

种

植

畜

牧

养

殖

播种 施肥

灌溉

病虫害防治

繁育 饲养

疾病防疫

环境清理

采摘 分拣

称重 屠宰

产前环节 产中环节 产环节

草

EO Intelligence

Part1 智慧农业发展背景综述

12 新技术助力中国农业发展新技术应农业生产环节两种种植模式中

13

农业

种植

生产

环节

◆ 农业生产环节种植方式分设施种植田种植田种植粮食作物中包括世界三口粮：水稻麦玉米

设施种植成问题济作物包括蔬菜水果花卉等

◆ 设施种植分温室棚种植集装箱种植两种目前采土栽培技术利LED灯代然光动控制植物光合作增加

植物营养设施种植受天气气候病虫害等素影响较少提高作物产量增加效益

◆ 目前田种植运3S技术工智技术监测室外天气气候病虫害农作物生长等数设施种植通物联网

技术实施监测空气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作物生长情况等

设施种植

田种植

温室棚

集装箱

粮食作物

蔬菜水果

花卉等

水稻麦

玉米等

济类作物

EO Intelligence

13 智慧农业概念解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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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智慧农业发展背景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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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智慧农业发展背景综述

13 智慧农业概念解读应中国历年号政策文件力支持农业发展智慧农业相关概念

次提出

15

2012

加快推动农业科技创新

2014

20152016

2013

2017

突出农业科技创新重点加快推

进前技术研究信息技术

先进制造技术精准农业技术等

方面取重突破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强科技

创新继续实施种业发展

农机装备高效安全肥料农

药兽药研发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建设农

业物联网精准装备重点

农业全程信息化机械化技术

体系组织重农业科技攻关

加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康目标

力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

应物联网云计算数

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时

力发展智慧气象农业遥感技

术应

加改革创新力度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生物育种

智农业农机装备生态环保

等领域取重突破支持农机

农药化肥等企业技术创新深入推进农业供侧

结构性改革

加快科技研发实施智慧农业工

程推进农业物联网试验示范

农业装备智化发展智慧气象

提高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发展高端农机装备制造力

发展数字农业实施智慧农业

林业水利工程推进物联网实

验示范遥感技术应

资料源：新华社

EO Intelligence

Part1 智慧农业发展背景综述

13 智慧农业概念解读应智慧农业包括精准农业农业物联网数字农业等方面发

展基础数字农业

16

数字农业

◆ 般认智慧农业指利物联网工智数等现代信息技术农业进行深度融合实现农业生产全程信息感

知精准理智控制种全新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业视化诊断远程控制灾害预警等功

◆ 外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精准农业农业物联网智农业等技术统称智慧农业发展基础数字农业数字农业

实现农业物联网发展前提

智慧农业

精准农业

农业物联网

智农业

精准农业称精细农

业精确农业关键

定位定量定

时精准灌溉施

肥杀虫等

数字农业指利传感

器摄头智穿戴设

备等农业象环境

全程进行视化表

达数字化展现信息化

理种现代农业技术

智农业指农业机

械智化通农机联网

智机器等实现智

农业

农业物联网指

种设备收集数

进行系统化集成理

实现动化智

化远程控制等

EO Intelligence

Part1 智慧农业发展背景综述

13 智慧农业概念解读应智慧农业发展历三阶段：萌芽快速发展规模

应

17

•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视觉技术农业中取

较发展农业机器成农业发展新方中

国863电脑农业世界信息首脑峰会获峰

会奖标志着国利智化农业信息技术改造

传统农业做出巨贡献世界范围认

快速发展期

• 进入21世纪农业劳动力断产业转移

结构性短缺老龄化趋势已成全球问题精准

农业新技术快速发展农业机器发展提

供新动力

• 采摘机器利计算机视觉等技术实现水果

动分拣系统广泛应时农业

机植保行业断发展

• 新技术断发展加速智慧农业快速实现

形成现代农业发展新业态

规模应期

萌芽期

资料源：中国工智学会中国智农业发展报告

•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代表欧美国家率先开

始农业信息化应研究农业专家系统（运

新技术汇集农业知识专家验等农业生产

营者提供咨询服务）代表应开始农业领

域萌芽

• 20世纪80年代国开始研制农业专家系统涉

作物栽培病虫害防治生产理节水灌溉等

方面

EO Intelligence

Part1 智慧农业发展背景综述

13 智慧农业概念解读应智慧农业够解决6问题：提高生产营效率降低生

产成首

18

改变农业生产者消费者观念

降低生产成

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

提高农业生产营效率

解决农村劳动力日益短缺问题

改善生态环境

智慧农业通运物联网数

工智等技术实时采集分析数

农民提供生产理等方案

提高农业生产营效率

通新技术利者

实现农业耕种收全程操作

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

通精准施肥精准喷洒农药等操

作改善传统农业生产中

农药化肥问题保护耕结

构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智慧农业实现投入少产量高

目标通农业生产高度规模化

机械化智化特点降低生产成

提高市场竞争力

利新技术实现化精准控

制达水肥光热佳利

度施肥喷洒农药杜绝

污染确保农产品绝安全

改变生产者单纯验进

行农业生产营模式转变农

业生产者消费者传统农业落

科技含量低观念

1 2

3 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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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导航系

统根实

时检测控制

播种距离等

Part1 智慧农业发展背景综述

13 智慧农业概念解读应根前农业应方式类型智慧农业分四典

型应场景

19

◆ 农业种植分设施种植（温室棚）田种植包括播种施肥灌溉草病虫害防治等五部分传感器摄

头卫星等收集数实现数字化智机械化发展前数字化实现数台服务呈现智机械化分两

部分：新型机械研制创新——机植保传统农机改良升级——农机动驾驶

◆ 目前农业养殖新技术新理念应生产中包括繁育饲养疾病防疫等应类型较少精细化养

殖定义整体农业养殖环节

农

业

种

植

设施种植

田种植

播种 施肥

灌溉 草

软件

服务手段

实现农业

精准理

病虫害防治

数

台服务

喷洒农

药目前

喷洒杀虫剂

杀菌剂

传感器

摄头

卫星

数字化

智机

械化

机

植保

农机

动驾驶

＋

畜

牧

养

殖

繁育 饲养

疾病防疫 环境清理

精细化

养殖

四典型应

场景

通新技术

新理念提高养

殖效率改善

农产品品质

Part2中国智慧农业四典型

应场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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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智慧农业四应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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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智慧农业四典型应场景

21 智慧农业四应场景智慧农业生产环节四应

22

40 35

10

15

卫星遥感技术机航拍传

感器等收集气候气象农作物土

土壤病虫害等数建立数服

务台通数进行分析农

场合作社型农业企业提供

视化理服务等

数台服务

计算机传感器技术基础根

GPS卫星定位系统机器视觉技术实

现农机精准定位通智终端实

时监测农机信息作业状态作业速

度等

农机动驾驶

搭载先进传感器设备根形

貌搭配专药剂农作物实施精准高

效喷药作业通机药三位体达

节水节药作

机植保

通耳标摄头等监控畜牧动物生长

情况实时踪体型识收集

图形等数进行处理分析实现

养殖精细化理

精细化养殖

*注：图中数字亿欧智库根搜集企业数量企业应类型估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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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智慧农业四典型应场景

21 智慧农业四应场景智慧农业生产环节四应：相关企业图谱（部分）

23

农机动驾驶 精细化养殖

数台服务 机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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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智慧农业四典型应场景

21 智慧农业四应场景智慧农业生产环节四应：机植保企业融资

24

◆ 表中列出PreA轮初创企业成立时间城市应领域新融资轮次融资时间金额等表中出融

资类型较企业应机植保领域次农业数台服务领域两领域农业新科技发展快方

截止时间：2018年4月

企业简称 成立时间 城市 应领域 融资轮次 新融资时间 融资金额 投资机构

疆创新 200611 深圳市 机植保 股权转 201505 3000万美元 新天域资

极飞科技 200704 广州市 机植保 A轮 201409 2000万美元 成资明泰资

科百科技 200812 北京市 数台服务 PreA轮 201710 未披露 星瀚资中路资

零度智控 200902 北京市 机植保 C轮 201708 未披露 合源资千合资

奥科美 200910 北京市 数台服务 战略投资 201711 未披露 红杉资高通

网易味央 201209 杭州市 精细化养殖 A轮 201704 16亿民币 美团创新工场京东等

高科新农 201210 深圳市 机植保 战略投资 201712 未披露 远致投资

珈遥感 201304 武汉市 数台服务 A轮 201611 数百万民币 合力投资

常锋机 201401 深圳市 机植保 PreA轮 201704 1500万民币 初创投资

博创联动 201412 北京市 农机动驾驶 B轮 201610 数千万民币 雅瑞资金浦投资汉投资

佳格天 201507 北京市 数台服务 A轮 201704 6000万民币 DCM纬创投磐谷资等

蜂巢农科 201511 北京市 机植保 A轮 201710 6200万民币 戈壁创投 东金融

农博创新 201511 深圳市 数台服务 PreA轮 201708 数百万民币 云天基金

农田家 201602 北京市 机植保 PreB轮 201801 千万级美元 资

麦飞科技 201612 北京市 机植保 PreA轮 201803 未披露 青桐资

亿欧智库：智慧农业生产环节新技术初创企业（融资PreA轮）

源：根公开资料查询整理                                                                                                                                                                                                           亿欧（wwwiyi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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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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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智慧农业四典型应场景

22 数台服务数台服务：台基础进行作物精准理

26

输入通卫星遥感技术实施监测

天气变化然灾害提前预测

天气气候数

通卫星摄头传感器实

施监测作物生长情况根历

史数进行产量预测等

农作物生长数

根作物类型收集病虫害数

提前预防精准喷洒农药等

病虫害数

天气作物生长情况

历史数分析预测作物产量

作物产量预测

机传感器方式

实时监测作物长势进行灌

溉施肥建议

作物长势监测理

根病虫害作物类型提前

预防精准施药确保作物少

受损失

病虫害防治

输出

通传感器收集土壤温湿度

水分pH值等

土土壤数

根卫星遥感影数分析

土质量进行适宜作物耕

种指导

种植适宜区规划

数台服务系统

◆ 数台服务指利传感器线通信数云计算物联网工智等技术进行数收集分析通视化展示

农作物生长情况进行实时踪病虫害监测农作物产量进行预测等

EO Intelligence

Part2 智慧农业四典型应场景

22 数台服务数台服务：通空天三种方式进行数收集

27

利卫星获取农作物数天气数

病虫害数农作物数利遥

感技术根作物呈现颜色

纹理形状等遥感影信息划分农

作物种植面积监测农作物长势估算

农作物产量等通卫星获取天气数

监测病虫害然灾害等

机航拍 传感器采集

机获取农业数分两种方

式获取：种利机搭载摄头

进行航拍获取数种利

机搭载遥感传感器作物光

谱特性识作物生长情况监测病虫

害情况更进行田间理

传感器农业物联网基础利传

感器收集空气土壤温湿度二

氧化碳浓度光强度土壤水分

农作物生长情况等数温

室棚代表设施农业中提高作

物产量农产品品质

卫星遥感技术

◆ 农业数收集卫星机传感器等空天三种方式通卫星遥感技术收集土农作物天气气候等数

机航拍实时监测农作物长势病虫害等数传感器采集空气土壤温湿度土壤水分光强度农作物生长数等通

收集数进行分析处理建立视化模型实现作物精准理

EO Intelligence

Part2 智慧农业四典型应场景

22 数台服务数台服务：机航拍收集数企业较少根实际应

情况否卫星遥感技术区分企业服务

28

卫星遥感技术

未卫星遥感技术

指利传感器收集作物生长数

病虫害数空气数等通实时分析

视化显示达实时监控功

温室棚者集装箱等设施农业中传

感器损坏测量数准精度够

行业存问题

通卫星遥感获取气象病虫害农作

物生长等数中国土分散严重

规模监测成高行业企业规

模化种植(200亩)企业合作社等

首服务象目前农业卫星遥感技

术高精确度仅米需技术提

高监测精确度

◆ 数三种收集方式专注机航拍收集数企业较少航拍收集数企业中占高

否卫星遥感技术区分企业服务

EO Intelligence

Part2 智慧农业四典型应场景

22 数台服务卫星遥感企业：助农业数解决天吃饭问题

29

◆ 国应农业方面空间卫星风云气象卫星北斗卫星高分卫星三者搭配面监测站够获取实时高分辨

率数利深度学等工智技术实现种植面积规划确定块位置块边界划分等根历史数包括历史形坡

度土壤综合情况气候等预估农作物产量估算生长周期等目前应田种植

风云气象卫

星

北斗卫星

高分卫星

气象数

导航数

光谱数 作物长势监

测

源数

气候预测

深度学 产量预估

资料源：佳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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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智慧农业四典型应场景

22 数台服务未卫星遥感企业：传感器数收集方式

30

◆ 通传感器收集土壤温湿度空气温湿度光强度灌溉量等数通基站数集成运线网络传输集成

数传输基站中数存储云通云数进行分析模型构建等操作终端实时显示作物生长进

行精准理

灌溉量

光度传感

器

土壤温湿

度传感器

基站 云存储

定量施肥

气候预警

控制终端

精准灌溉

空气温湿

度传感器

风速风

传感器

病虫害监控

基站：数集成

监测范围：13km

基站：数传输

监测范围：4500亩

数采集 数应数传输

资料源：科百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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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台服务：数质量高收集周期长前行业存

问题

31

农作物产量作物生长数气象

数土壤数病虫害数关

系密切获取数混杂目

前实时获取数质量高

数混杂质量高 数获取难收集周期长

环境数样 氮磷钾传感器缺失

中国物博国家耕

面积众分散严重南北区温

差作物生长种类样作

物数样

农业数收集长周期程

作物生长周期年季

者年季获取农业数需

年数收集积累短期获

量数较困难

目前已够收集气候

气象数土壤空气温湿度

水分等数然土壤机物含

量氮磷钾等营养成分难获取

相应传感器缺失技术成熟

Part2 智慧农业四典型应场景

22 数台服务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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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机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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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机植保机植保产业链构成

33

◆ 机植保够解决农村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成高农民效率低农药严重等问题机植保产业链包括三部分：原

药研发植保机制造飞防队进行植保服务原药分固态液态两种药剂目前液态药剂植保机制造企

业者飞防组织根实际情况进行原药加工兑水稀释农作物进行植保作业

◆ 植保台植保农户植保飞防队连接起农户通台单台植保队分单植保队农户进行植保作业作业完成

农户通台植保飞防队进行评价

原药加工

固态药

剂

液态药

剂

原药研发

飞手培训

化学原料供应

植保机制造

硬件设

计

农村合作

社

植保飞防

队

植保台

政府统防

统治

植保农户软件开

发

机

租赁

机

售卖

注：图中虚线表示该方式

EO Intelligence

机植保产业三关键素：农药机植保队

34

机专药剂般雾状通

专喷头药液雾化成细颗粒状

存飘逸现象根药液调

节雾滴粒径减少农药飘逸现象

机

机分固定翼单旋翼旋翼目

前旋翼飞行系统电动系统

续航时间约20min左右家机

标准操作没规范性

植保队般名飞手联合组成年

农忙仅39月份需全国性流动

需携带块电池分钟喷洒12亩

验飞防作业关重

农药 植保队

◆ 农药般分固态药剂液态药剂固态药剂颗粒会出现堵塞喷头行液态药剂喷洒程中雾状形式会

出现药液漂移问题需研发设计专喷头

◆ 目前机植保领域数公司运家机进行植保作业部分机植保公司没太核心技术零件

简单组装农户进行植保作业作业效果理想

◆ 植保队通常组成（家庭式作业—夫妻兄弟）农户进行植保作业验植保队员尤重

图片源：极飞科技

Part2 智慧农业四典型应场景

23 机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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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机植保前机植保产业存疆极飞农田家代

表三种运营模式

35

专注植保机技术研发通研发+销

售方式断提高植保队作业效率

疆创新代表企业机系统分

三层次：底层飞控系统中间层

感知系统层务规划系统飞控系

统机研发企业关键技术

研发+销售

方式指边进行机技术研发

边植保服务通机研发+植保

方式贯穿农业植保核心产业链极飞

科技代表企业

研发+销售+植保服务

专注机技术研发植保台建

设边连接飞手边连接农户

飞手提供飞防订单解决飞防队作业周期短

跨省作业成高等问题农田家

代表企业

第三方台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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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智慧农业四典型应场景

23 机植保机植保产业发展需进步提升机植保队作业效

率

◆ 机植保行业存问题通常航空喷洒农药浓度较高需兑水稀释农药中溶剂密度水掺入水时

重药剂会发生漂移现象时机续航时间20分钟左右分钟作业12亩作业面积40亩进行电池更

换续航时间短问题需解决外飞防植保队需携带电池者机零部件等设备进行全国作业作业距离远时间长

问题直接者间接影响植保机行业发展

◆ 亿欧智库认植保机行业发展需提升两方面效率：机作业效率飞防植保队作业效率

飞防植保队作业效率提升

机作业效率提升

36

机作业效率提高关键

机厂家游设备供应商研

发创新包括提高电池续航时间

设计性更加优越飞控系统等

行业混乱亟须出台配套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植保队作业分钟约喷洒12亩

根极飞数验丰富植保队

（10名队员20架飞机）年作业

面积21万亩亩10元计算

台机约收入11万元

机成电池等零部件损耗

年收入约710万元验差

飞手会赚更少者赚钱

容参考：疆创新麦飞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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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农机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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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农机动驾驶农机动驾驶：通卫星传感器摄头等采集数实时控

制实现农机动化直线作业

38

摄头

角度传感器

导航卫星

车载计算机

显示器

动驾驶控

制器

◆ 农机动驾驶指利导航卫星实现农机直线作业功利角度传感器获取农机偏移数摄头获取周围作物生长数

导航卫星实时定位踪车辆信息数三者获取数线网络传输控制端数进行分析利车载计算机

显示器实时显示作业情况作业进度等

实时监测作业路径

否偏移快速

响应控制农机转



实时监测作业情况

查周围作业环境

根实际情况实时

规划决策

实时定位出农机

位置显示作

业状态计算规

划路径间偏差

EO Intelligence

Part2 智慧农业四典型应场景

24 农机动驾驶农机动驾驶根：农机车辆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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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卫星定位利理信息系统

数字图联合确定

机器身位置方目前

应广两项定位导航技术

GPS机器视觉

卫星定位

农机作业监测 路径规划

决策控制

实时监测农机车辆位置信息

作业状态运行参数运行位

置实现实时障诊断障

预警

路径规划分全局路径规划

局部路径规划全局路径规划

图已知情况进行

优行驶轨迹规划局部

路径规划需传感器实时

采集环境信息

作利感知系统获取

信息进行分析判断

步行进行决策

农机动驾驶脑

农机车辆导航系统

◆ 车联网实现农机动驾驶技术前提车联网指通卫星导航系统线通信传感器等技术车辆进行数字化理

包括实时踪监车辆运行状况等根功需求车辆运行状态进行效监

◆ 农机动驾驶根农机车辆导航系统通车辆导航系统实现农机作业监测路径规划等操作目前应拖拉机

收割机麦机青贮机等农机械

EO Intelligence

农机动驾驶企业：台服务方式车联网农机进行实时控

制理

40

◆ 农机动驾驶目提高作业效率作业质量传统农机企业需堆操杆时需进行种组合动作控制

实现农机作业务

◆ 前阶段动驾驶技术指作业程中根机手简单钮操作利卫星导航系统实现农机动化直线作业

解决农机作业时完全赖机手验熟练程度问题

◆ 国少数家企业做农机动驾驶方核心部件采国外设备发展较缓慢国农机卫星导航系统处追赶阶段

制造商 销商 服务商

定位服

务

障

理

统计分

析

风险控

制

越界

理

块理 报警理

运营

理

信息理

日志理设备理 参数理

户层

业务应

层

应支

撑层

资料源：博创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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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精细化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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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智慧农业四典型应场景

EO Intelligence

精细化养殖：新技术新理念降低畜禽死亡率提升产品质量

品质

42

◆ 前养殖行业存问题抗生素畜禽产品药物残留严重产品质量较差畜禽天排泄物造成环境污染

问题时畜禽产品死亡率高成提升型市养殖企业利环境控制系统饲料饲喂系统信息化理系

统等进行规模化养殖精细化养殖指代利新技术新理念改变养殖行业普遍存问题：抗生素养殖死

亡率较高等

◆ 养殖行业分四核心环节：育种繁育饲养疾病防疫精细化养殖利新技术（物联网工智等）新理念降低畜

禽死亡率提升产品质量应繁育饲养疾病防疫等三阶段

传统养殖模式 精细化养殖

工饲喂

通常养殖户

验预估发情

期繁育理等

验理

传统养殖户需

定时饲喂劳动

力繁重

通饲料中加

入抗生素通

针吃兽药

等方式治疗疾病

般工清粪

扫养殖舍

出现处理时

等问题环境

造成污染

药物防病 环境污染

精准饲喂 实时监控

健康防病 技术理

通摄头等装

置实时监测养殖

舍情况预测发

情期提升产仔

率降低死亡率

根动化喂养

装置需喂养

达营养均衡

作

通传感器监测

猪舍温湿度

控制光强度

氨气浓度等实现

环境代药物

作

通耳标摄

头等设备技

术分析畜禽行

轨迹分析动

物生理特征实

现精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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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养殖：新技术新理念猪鸡牛等中国食肉类

较畜禽产品

43

◆ 精细化养殖应养猪养牛养鸡利传统耳标穿戴设备摄头等收集畜禽产品数通收集数

进行分析运深度学算法判断畜禽产品健康状况喂养情况位置信息发情期预测等进行精准理

耳标

穿戴

设

耳标颈

圈脚环

摄头

＋

＋

＋

计算机

视觉

图识



深度学



数收集 模型构建

疾病监

测

行特

征

活动量

发情期

预测

模型应

体温

体重

进食情

况

繁育

饲养

疾病防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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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养殖：猪肉需求量占超60规模化养殖断

加强养猪例阐述精细化养殖

44

◆ 根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国食肉类包括四种：猪肉牛肉羊肉禽肉禽肉鸡肉中猪肉禽肉年产量

占超80猪肉始终肉类供应体占超总产量60中国世界猪肉生产国

◆ 根全国生猪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解年出栏500头算作规模化养殖中国2007年规模养殖占

78降2016年占45中国规模化养殖断加强

649 656 664 649 634

222 215 205 216 226

80 80 81 83 86

49 49 50 52 55

0

20

40

60

80

1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猪肉产量（万吨） 禽肉产量（万吨） 牛肉产量（万吨） 羊肉产量（万吨）

源：国家统计局 亿欧（wwwiyioucom）

亿欧智库：20122016年中国肉类产量占

78 73 68 65 63 61 59 55 50 45

18 22 26 28 29 30 31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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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10 12 14 16

0

20

40

60

80

100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年出栏500头 年出栏50010000头 年出栏10000头

源：新牧网东海证券研究 亿欧（wwwiyioucom）

亿欧智库：20072016年中国生猪出栏结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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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智慧农业四典型应场景

25 精细化养殖精细化养殖：网易养销体化提升猪肉品质阿里传统企

业结合运新技术提高母猪生产率降低猪仔死亡率

45

◆ 中国第猪肉生产国第猪肉消费国年约出栏7亿头猪消耗猪肉约5000万吨养猪巨产业

该产业然存生产效率低抗生素严重等问题网易阿里分方式改变着养殖产业目前存两问题

◆ 网易味央RFID耳标监控设备通严格监引进新技术提高猪肉品质阿里云特驱集团合作利机器视觉语音

识等新技术提高母猪生产率降低猪仔死亡率

目

网易味央 阿里云&特驱

集团

方式

优点

足

提升猪肉品质质量

RFID耳标运营

整合产业链品质保证

成高耳标收集数维度

低监测指标少猪耳标

友

目

方式

优点

足

提高母猪生产效率降低猪

仔死亡率

RFID耳标摄头传统

养殖厂商合作

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猪生长周期短外貌变化快

数采集较耳标难语音

猪脸等识技术成熟

EO Intelligence

Part2 智慧农业四典型应场景

25 精细化养殖网易味央：品质安全养殖理念创新

46

听音乐

屋顶双层结构

耳标监测

需喂养

液态猪粮

放松心情

监测猪温

营养均衡

健康成长

车辆消毒

员穿防护服

采光板 隔热杀菌

猪舍排污系统

粪便回收系统

尿液处理系统

机肥料

纯净水质

定时清洗

◆ 网易味央品质安全核心求通创新养殖理念选址建猪舍猪仔培育防护系统理系统环保系统

等三层保证养殖理念创新养殖产业

◆ 防护系统说进出车辆消毒进入员穿防护服等隔离外界病源理系统通听音乐放松心情行动保证运动

量研发液态猪粮需喂养达营养均衡猪舍粪便尿液进行定点收集定点清理定点处理等实现零

污染零排放效果

EO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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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精细化养殖阿里云&特驱集团：技术创新改变整养殖产业

47

◆ 阿里云ET脑 结合点结合传统产业通摄头监控耳标监测收集猪数利图识声音识等新技术分

析猪行特征体重进食情况运动情况等提高猪仔存活率保证料肉等

图识分析

声音识

红外测温

02

03

01

通摄头等实时采集图

视频等数进

行智分析仔猪

出生数量进食情况运

动强度频率轨迹等

通分析猪时期

声判断猪否患病

做出疫情预警时识

猪尖声时解救

母猪压住猪

通红外探测装置实时收

集猪体温等数根

数分析判断猪

病情等

Part3智慧农业未发展趋势

挑战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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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智慧农业未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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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 智慧农业未发展趋势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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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未发展趋势：资源集约化农业智慧化

50

◆ 集约化指资源整合更集中合理运现代化理技术通合理分配达降低成提高工作效率运成

获效益着土流转速度加快规模化土会越越通精准灌溉精准施肥等精细化理实现单位面积土

获更农产品

◆ 农业智慧化指根物联网工智等现技术通收集土壤气候农作物生长情况病虫害等数分析挖掘数

实现智感知智慧理智收割等真正实现智智慧化发展

1 2

资源集约化发展 农业智慧化发展

通土流转政策更新农种植更

实现规模化生产

断发展物联网工智等新技术通技

术解决资源环境等问题实现智化发展

Part3 智慧农业未发展趋势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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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 智慧农业未发展趋势挑战

31 智慧农业未发展趋势智慧农业未发展趋势二：实际情况导解析类型企

业未发展方

51

◆ 智慧农业分智慧种植业智慧养殖业工智等新技术切入点亿欧智库实际应分数台服务机植保

农机动驾驶养殖新模式（改善品质提高生产效率）等四种应类型根实际发展情况遇问题分解析

类型企业未发展方

智慧农业

数台服务 机植保

农机动驾驶 精细化养殖

通政府企业者企业间合作

断获取样数非结构化数

转化成结构化数分析挖掘核

心数创建指标建立具

针性数模型细分领域切

入点逐步元化领域发展

断提高机作业效率植保

队作业效率未发展方会

机研发企业转变机植

保服务企业服务更加精准更

加高效更加元

农机动驾驶起点运新技术

实现农业耕种收环节断

提高测量耕范围精度感知

避解决方案时实现变量控制

流量控制测土配方等系列问题

解放劳动力投入终实现农机

驾驶

加强产业链整合产品源头终

端信息追溯提升产品品质质量

研发计算机视觉图识等

方式工智技术实时监测

远程控制提高养殖业生产效率

技术代力实现精细化养殖终

实现养殖化

EO Intelligence

32 智慧农业面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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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 智慧农业未发展挑战趋势

32 智慧农业面挑战智慧农业面五挑战：短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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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智慧农业起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外发达国家相较落年发展十分迅速传感器监测线传输远程

监控数物联网工智等新技术已逐渐运智慧农业建设中实现农业动化智智慧化发展提高

农业生产理水提升生产效率

◆ 然智慧农业发展中然面着问题短缺农业业员知识文化水高设备软件服务成高技术实

性强资金支持力度限等问题直接者间接影响智慧农业发展

短缺

业者知识文化

水高

传感器精度

准数

获取难

设备软件

服务成成

高

环境样

资金支持力

度限

核心技术缺

乏实性

强

农业业员年龄

较新技术

较少接受新科技

时间较长

农业规模化程度差

新技术软

件服务价格水高

农业数字化程度低

获取数较难

时传感器采集信息

少精度准

核心设备源国

外部分核心

技术研发处实

验室中

中国耕结构复杂

实现全面数字化需

量资金支持

资金支持力度限

EO Intelligence

智慧农业直面挑战三举措：完善基础设施加储备

加强农业科研投入

54

◆ 智慧农业系统性工程发展智慧农业需进行系列条件支持目前分三方面：第完善基础设施包括加快土

流转规模化营速度提高耕质量加快改良进程加强新技术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加储备年轻

事农业员相较少缺乏懂技术懂行业实型第三加强农业科技研发投入核心技术源国外创新性够

• 加快土流转条件

区适度规模化发展

加快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利数物联网

工智等新技术建设网络

环境提高信息化水

完善基础设施 • 加培养投入培育

新农体增加产业发

展吸引力高

校毕业生愿意积极投身

智慧农业发展中培养

批懂技术懂行业现

代应型

加储备 • 加强科研投入高

校科研院科研成果

运社会实践中提升

创新力布局批国家

重点实验室学国外先

进理念科研成果

快转化劳动生产力

加强科研投入

Part3 智慧农业未发展挑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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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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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欧智库份报告概述性介绍国智慧农业四典型应场景智慧农业发展初步认知农业行业

需年行业渗透彻底懂行业发展问题报告中许方需继续深入研究未亿欧智库持续

踪智慧农业发展情况进行更深入探讨持续输出研究成果期帮助国想事智慧农业企业提供简单

象征性指导欢迎行业专家提宝贵意见

◆ 次报告参成员：

✓ 报告撰写：张阳（Wechat：15822045746）

✓ 研究指导：天宇张帆

✓ 研究支持：崔粲宁昕

◆ 感谢次报告提供帮助佳格天疆创新极飞科技农田家麦飞科技科百科技星瀚资业

士行业专家感谢鼎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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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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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介绍：

• 亿欧智库亿欧公司旗专业研究咨询业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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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农村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经济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农民所从事的生产经营范围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很大的扩展和突破，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民一年比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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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难点在农村、基础在农村、潜力亦在农村。为了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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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以问题导向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究*省现状及问题，研究结果能够为通过解决问题的方式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

                


                
                    
                       3个月前   
                    
                    125   
                    0 
                    

                


            

        

        
            
                
            

            
                
                     「讲解词」智慧农业领导介绍讲解词
                


                
                    基地采用的可视化物联网溯源大数据平台，用更专业的方式进行管理。智能化、远程化，以及安全性是未来农业发展的要求，农业物联网大数据的发展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的智能感知、智能预警、智能决策、智能分析、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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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作物的生长与自然界的多种因素息息相关，其中包括大气温度、大气湿度、土壤的温度湿度、光照强度条件、二氧化碳浓度、水分及其他养分等等。传统农业作业过程中，对这些影响农作物生长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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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互联网+智慧农业”成为贫困地区后发赶超的有效途径。**市作为一个农业大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加快发展“互联网+智慧农业”，推动精准扶贫，在全市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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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设计（报告）课题:智慧农业物联网系统设计学生:              系部: 物联网学院班级: 物联网班        学号: 指导教师: 装订交卷日期:	 2017年	月  日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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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由于我国各个地域的环境、温湿度和气候都有所差异，因此传统农业已经满足不了当下农业的生产要求，因此，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转变是如今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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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农业和民生科技发展工作总结　　近年来，县农业和民生科技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上级科技部门的关心指导下，坚持以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提高县域科技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实施...

                


                
                    
                       6年前   
                    
                    312   
                    0 
                    

                


            

        

        
            
                
            

            
                
                     永登县发展特色农业和品牌农业的实践与思考—＊＊县农业局局长
                


                
                     
对**县发展特色农业和品牌农业
的实践与思考
—**县农业局局长  苗成祖
 
农业特色农业和品牌农业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依靠各类农业龙头企业和组织带动，将农业...

                


                
                    
                       10年前   
                    
                    8663   
                    0 
                    

                


            

        

        
            
                
            

            
                
                     绿色农业发展的建议
                


                
                                         我关注的两会提案
             ——“关于加强绿色农业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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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发展的先进事迹农业发展的先进事迹为了加快特色农业的发展，排浦镇2009年下半年瓜菜生产是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市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增加农民收入，推进新农村建设的...

                


                
                    
                       11年前   
                    
                    624   
                    0 
                    

                


            

        

        
            
                
            

            
                
                     中国农业发展概况（一）
                


                
                    中国农业发展概况(一)一、中国农业资源概况 中国国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130039.2千公顷。        平原、盆地约占31%，高原和丘陵约占69%。        疆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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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新兴产业的发展思路
 
农业新兴产业主要是指新的农业科技产业，是当前在新的农业革命推动下，应用重大技术创新成果所建立起来的以现代生物产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为农业生产提供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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