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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及推进策略*

李 国 英

摘 要：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是从全产业链视角持续深化改革和创新的高级模式，其过程既是低端农业劳动

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高端技术人才向农业领域输送的过程，也是农业及其邻近产业突破传统生产方式实现升级换

代的动态过程，更是形成包容农业融合发展新业态的环境和氛围的过程。目前，随着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

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智慧气象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各地区在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乡村数

字化治理、电子商务等领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为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提供

了可能，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等新技术新业态，为农业经济“双循环”提供新动能，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是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对提升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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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农业数

字化站在了“政策的风口”上，顶层设计为农业数字

化制定了明确的目标与时间线：到 2025年，农业数

字经济占农业增加值比重要达到15%，农产品网络

零售额占农产品总交易额的比重达到15%，农村互

联网普及率达到 70%以上。数字技术与农业深度

融合，一方面推进了农业集约化经营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发展，为农业生产从追求产量的 2.0阶段

向追求效率与农产品安全的4.0阶段转型提供了可

能，为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生产、经营创造了条

件；另一方面，随着5G时代来临，海量数据、丰富应

用场景等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催生出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我国农业农村呈现出要素升级、模式

创新、治理优化等乡村数字生态发展新趋势。

一、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

近年来，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结构。数

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

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

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

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

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①，其关键

要素在于以客户为中心、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导、数据

驱动等。要全面理解数字经济，可以从要素、供给、

融合和治理等多个维度出发，分别对应的是数字产

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以及数字化治理。数

字技术、平台组织、商业模式成为数字经济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典型特征是数据成为新兴生产要素。目

前，在我国以数据价值化为基础、数字化治理为保

障、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技术和生产力

的数字经济“四化”协同发展生态框架正在逐步形

成，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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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

展与治理模式融合发展的新型经济体系。

产业数字化（信息技术对其他产业的贡献）作

为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

途径，其新生态的形成主要得益于 5G等通信技术

以及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成熟。传统产业的商业模

式、产业链条和业务流程的数字化转型等 3个创新

层面将成为后续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数字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辐射所

带来的传统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和商业模式创新成

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增强关键技

术创新能力、提升核心产业竞争力、加快培育新业

态新模式、营造繁荣有序的产业创新生态是产业数

字化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

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石。作为乡村

振兴的主战场和共同富裕的核心载体，进入数字经

济时代，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

是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升级的前瞻思考和

主动进化。所谓数字农业，就是用现代工业生产的

组织方式、管理理念和先进技术发展现代农业而形

成的一种新的农业业态。具体而言，价值化的数据

（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和人工智

能、物联网、5G网络等数据要素）是农业数字经济发

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是数字生态系统的要素环节，

支撑农业数字经济产生新的生产形态。在生产环

节，由于生产要素的数字化重构了产业链间的数字

化管理，实现了生产、流通环节的全局调控，每一个

商品都可以全程追溯到生产的源头；在流通领域，

可追溯体系、电商平台、智慧物流能帮助农产品流

通领域的各参与者链接更多的土地资源、更高层次

的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市场要素和信息资源要

素，使产销融合成为可能；在供应链体系、基础设施

建设、自身生态融合、变现模式等竞争优势驱动下

农业产业出现“数字蝶变”，三产融合业态不断丰

富，呈现出“新技术主导→新要素变化→新产业形

成→新集群构建”的多业态发展格局,集群化方式又

会进一步促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

二、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底层技术支撑

农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有效推进农村

数字经济和乡村产业发展的“硬件”基础。近年来，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型数字技术加速发

展，5G、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落地，新

基建和新一代数字技术耦合发展，为传统产业数字

化转型提供了底层支撑。而数字农业新基建就是

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

信网络、智慧气象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

用（见表1）。先进、开放、共享的农业新型信息基础

设施体系为加快农业产业数字化进程提供了技术

保障，有利于各地区构建起覆盖农业全产业链、全

价值链的全新生产和服务体系。

农业数字化基础设施

物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全球定位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

遥感系统

应用领域

物联网通过传感器、摄像头等监测设备，使用无线传感技术，实现动、植物的远程监控、管理等

以天气、土壤、农作物、病虫害以及动物身体特征数据作为基础，进行数据分析、精准管理等

利用计算机视觉、图像识别以及深度学习等为主的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气候/作物产量预测、病虫害防治等

使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能够对农田、农机进行精准定位，获得农田的位置、农机的作业路径，实现
农机具的自动导航、自动驾驶等

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能够充分地获取土地的轮廓、作业面积大小以及农业的空间信息数据，生产土
地、土壤数据分布图等

使用遥感系统，能够实现作物长势监测、农业气象监测，获取作物生长数据，生成归一化植被NDVI分布图等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1 新型基础设施在农业全产业链转型过程中的应用领域

1.数字技术全方位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数字技术为解构和重塑传统农业发展范式提

供了全新的发展逻辑，这在农业生产环节显得尤为

明显。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数

字经济的规模达到了45.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

39.8%，但是数字经济在农业产业领域的渗透率仅

为8.9%，远低于第三产业40.7%的比例。农业农村

部制定的《2020年农业农村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

作要点》提出要推动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领域的

数字化转型，加强数字技术深度应用，提升农业生

产经营数字化水平，以“工业思维+数字农业”的模

式指导农业技术创新和生产，把数字技术嵌入到从

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及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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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端到消费终端的农业供应链管理全过程，逐步

实现通过数字化的农业大数据入库上云，形成标准

化的农事管理（见图1）。
2.物联网技术是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依托

利用物联网和其他互联网技术发展智慧农业，

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是当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

势之一。物联网的主要功能就是把过去独立割裂

的终端融入网络体系，同时也可以创造大量新应用

场景和商业模式，在未来的农业生产中，轻量化、小

型化、智能化、低成本的作业装备将越来越多，成为

农业物联网发展的主要趋势。目前，我国物联网在

农业领域应用范围已经十分广泛，农业物联网解决

方案供应商凭借其资金及技术实力，在大田作物、

植物工厂、畜禽水产养殖以及农产品溯源等领域，

通过土壤墒情监控、病虫害诊断与预警、水肥一体

化、追溯与反馈等为下游消费主体（政府部门及现

代农业集团）提供农业生产全场景应用服务和农业

物联网解决方案。随着 5G时代加速到来，进一步

推动物联网技术的升级，也将极大地提升信息的传

播和处理速度，为数字农业的高效、精准运营提供

技术保障。

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区是政府主导下的物联

网示范和应用的载体（见表2）。以园区数字化改造

带动各类产业平台整合提升，是驱动农业全产业链

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

3.区块链技术为农业产业链升级提供技术支撑

区块链和农业全产业链的高度耦合将打破信息

约束与认知约束，为农业全产业链升级提供了新型

网络底层技术支撑。由于区块链技术具有可追溯

性、去中心化、难以篡改和点对点传输等特性，区块

链技术不仅可以从生产到管理、渠道、流通、销售等

全产业链模式上变革中国农业，还可以解决长期困

扰我国生态农业领域的食品安全、方位认证、溯源、

信息不对称等难题。区块链作为技术载体，与其他

新型信息技术进行融合的“区块链+”已成行业共

识。“区块链+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多方向的

应用，可以从降本增效的角度为农业产业链下游场

景带来更多的价值提升。区块链在农业产业链中最

常见的用途就是提高农业产品全过程记录和可追溯

性，以确保农产品安全。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技术在

无中心的情况下可以自动履行合约内容，能够确保

农业全产业链上各主体各环节责任和权利对等，促

进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区块链通过P2P自组织网

络、时间有序的分布式账本、共识机制、加密算法、智

能合约等关键技术，提高涉农信贷中的审核、验证等

方面的效率和可信度，为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领域

打开新的局面提供技术保障。区块链技术可以提高

灾损数据获取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完整性，极大地简

化了农业保险流程，同时“大数据+智能合约”也会

提高农业保险赔付效率。作为一种技术载体，区块

链想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还必须要与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5G通信等信息技术相结合，同时还要与

农

业

大

数

据

整合

数据
采集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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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分析

数据
应用

技

术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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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资

金

流

人

才

流

服

务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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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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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产销对接
辅导管理决策

图1 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全产业链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区的作用

典型示范作用

现代农业的重要
抓手

产业集聚的载体

现代产业园区作用的具体表现

政府为加深农业物联网在农业各领域的渗透，将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作为物联网应用与推
广的载体，率先开展行业应用示范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依托园区这一载体，推动农业生产要素
向园区集中、优势产业向园区集聚，推进农业产业化、多功能化经营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是规模化生产的内在要求，能够打破区域界线，形成农业区域化布局、
一体化经营、合作化生产，园区通过发展产业化经营，为发展现代化农业增添助力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2 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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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商业模式、新产业相融合，才能体现出区块链技

术的真正价值。

4.5G时代带来的技术变革将实现农业信息化

与智能化的整合

5G具有低延时的特点，边缘计算带来的设备单

体控制成本将大大降低，同时还可通过大带宽、大流

量的特点为机器视觉、视频分析技术，为万物数字化

带来可能。随着5G商用进程加速，其自身所在的通

信网络产业链将实现软件化、超高频率大带宽、物联

网化、高集成度四大变革，并对于各垂直行业带来智

慧赋能。具体到数字农业，由于 5G技术具有高速

率、短时延、低功耗、泛在网、可扩展的特点，5G将提

升的是数字农业价值链中移动网络环节效率，联动

前后环节适配技术升级迭代，并在农业物联网、科学

种植、农产品流通溯源、智慧养殖、农业产业服务等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推动农业走向数字化、智能化。

三、农业全产业链的现实价值

智慧农业是数字技术和农业科技的结合，是农

业产业数字化的具体形态。智慧农业通过搭建供

应链环节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供应链环节的数字

化、生产环节数字化、订单数字化、供需关系数字化

等几个环节可以实现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的整个

产业链路被打通，这种凭借大数据沉淀的技术优势

赋能农业产业的模式可以帮助农业产业升级，进而

通过数字化引擎推动乡村产业全面振兴。

1.农业生产链的数字化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

生产效率

农业生产链分为产前（农资供应）、产中（农产

品种植/养殖）、产后环节（农副产品加工、农产品交

易），流程冗长且复杂。进入农业生产的 4.0时代，

为解决传统农业生产中数字化精准种植技术不够

普及、单位面积农药化肥使用量高以及资源利用

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仍然偏低的状况，亟需

通过加快推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数字化、智能

化建设助力智慧农业的发展，而数字体系的完善和

万物互联的实现，让农业产业有可能出现全新的社

会产—供—销关系。

目前，在产前环节我国农业生产数字化进程已

进入全新阶段。体现在种植业方面，随着信息技术

与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化已经全方位、多

层次地渗透到农业机械中；种业信息化基础得到初

步夯实，数字育种技术飞速发展，随着自动化采样

和数据获取技术的突破，从分子水平的基因表达数

据到宏观性状表现型数据都实现了质的飞跃。体

现在畜牧养殖业方面，数字化、智慧化育种逐渐成

为动物育种体系的主要形式。

产中环节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阶段，也是数字

化影响和应用最广泛的阶段，涉及播种、施肥、灌

溉、畜牧养殖、环境监测等环节，需要完成农业生产

过程中的自动化运行和管理过程的数智化控制。

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中数字化还处在应用期向发

展期转变的过程，从技术分类上看，遥感技术、GIS、
GPS等5S技术在农业数字化中的应用已相对成熟；

大数据与云计算应用相对广泛，发展潜力较强；AI、
IOT技术逐步进入农业领域；5G处在初步探索期，

但伴随 5G的成熟，其他技术的效率或将有较大飞

跃。尽管我国农业生产仍以小农生产经营模式为

主，数字农业的投入产出比相对较低，技术进步成

果的推广采纳难度相对较大。但是随着农业农村

改革的逐步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涌现，

数字农业也将迎来长足发展。

产后的农产品初加工业是乡村产业兴旺的重

点和支点，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链的重要节点。目

前我国农业产后数字化技术发展不足，农产品仓储

物流、减损保鲜、分级分选环节存在的问题亟待解

决。借助数字化来优化农业产业、赋能传统农业做

全链路的升级，突破点将从产业链的下游（提升农

产品收储加工能力）进行：预制菜可以从技术层面

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在此基础上可以打通产品的保

鲜、贮藏、分级、包装等环节，延长农业产品的流通

价值和货架期；“农业云仓”将直接建立从工厂到C
端消费者的物流配送模型，通过“区域配送+社区配

送”的方式完成对物流效率的最大化运算；“智慧小

图2 数字化打通了农业产—供—销—服全链路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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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是在分布式小仓储的基础上，开辟出“加工场+
市场”的模式，既能直接对农产品进行售卖，也能在

现场对农产品进行第一步的加工，对农产品进行保

鲜保质。

2.数字化物流体系提升了农产品物流服务效率

2021年7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大力发展农村寄递物

流体系，进一步便利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品下乡

进村。物流既是衔接供需两端的最直接的作业链

条，又是联动产业、协同产业的核心基础，在农产品

供应链体系中承担着重要的支撑和服务保障作用。

我国传统的农产品流通产业链由上游（参与主

体为专业合作社、农场、农产品生产基地）、中游（农

产品批发市场等）以及下游（零售终端：线下渠道与

线上渠道）组成。实践中，存在于流通领域中的高额

流通成本映射出国内农业产业链效率低下的痛点，

而碎片化的供需信息是我国农产品流通高成本（供

需信息匹配成本、供需信息错配成本）的核心来源，

叠加冷链物流技术水平不足，这些因素的存在都加

剧了国内农产品流通链条的短板。农产品流通体系

变革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数字化

改造进而降低信息成本。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物流领

域中的应用，给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变化，

农产品流通行业逐步向信息化、透明化发展。目前，

以阿里、拼多多为代表的大型电商平台凭借平台用

户优势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建立合作关系涉足生鲜电

商，以顺风为代表的物流公司布局冷链物流网络，开

始在农产品冷链物流技术方面寻求突破，以山东寿光

蔬菜产业控股集团为代表的传统农产品流通企业也

在不断延伸产业链布局，打造社区零售终端。不同类

型的主体正在用不同的创新方式变革农产品流通方

式，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数字化改造正在成为焦点。

以阿里数农构建的“产地仓+销地仓”模式为

例。在供给端，阿里通过打通“最先一公里”，在全

国 100多个县域布局以“产地仓”为代表的“百县进

盒马”行动，与当地政府共同推动农业产业产—

供—销全链路数字化，建设标准规范的数字农业基

地，以最大限度地缓解订单和采摘在时间、数量上

的错配压力，降低农产品采摘、贮存、运输环节的损

耗，将产值更大程度地留在原产地。在销售端，阿

里的1000多个数字农业基地、670多个菜鸟县域物

流共配中心、5大产地仓和全国各地的销地仓构成

的“数字化流通”网络，联动淘宝、天猫以及盒马、大

润发门店、社区团购等线上线下销售网络共同构建

的“数字化销售”矩阵和分销网络将有利于升级全

国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如图 3所示，阿里数农构

建的数字化“短链”物流体系打通了农产品上行通道。

3.数字技术嵌入农产品供销环节，有利于缓解

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

随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网络

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村地区网络零售额逐年增长。

2021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4221亿元，同比

增长 2.8%。以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农林牧渔增加

值计算，农产品电商已经占到 5%左右。农村电商

规模稳中有升，农村地区网络零售在扩大内需、拉

动经济增长、促进内循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农村电商是商业领域的数字化创新。自 2016
年起，大数据、人工智能、云服务技术的革新发展推

动浅层决策智能走向成熟，为传统零售业带来在底

层技术驱动、消费结构分化与升级持续，新的科技和

应用正在重塑着整个零售行业。公域流量红利逐渐

见顶，大型互联网平台为寻找渠道落地和下沉途径，

积极赋能实体经济加速数字化转型以拓展线上业

务。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发展新型电商成为

农产品结构性升级的重要环节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路径。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打通“农

产品上行”通道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新型农村电商通过快速迭代升级实现裂变式

增长。源于我国经济新动能的持续增长和民众消

费升级的需求，特别是年轻一代在垂直领域呈现娱

乐化、虚拟化、专业化和碎片化的消费升级，以及去

中心化的社会氛围、资本的助推共同催生了粉丝经

济，直播电商及社区团购等新型电商模式快速发

展。作为聚合了视频、社交、网购的新型业态，直播

电商及社区团购重构了传统农产品销售模式，其社

图3 阿里数农构建的“短链”物流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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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属性与媒介特征增加了用户的信息获取途径，解

决了传统电商将商品数据化后的信任难题。同时

这些模式在农村市场的扩展也打破了农产品上行

的诸多壁垒，降低了农业生产者成为商家的门槛，

让远离客源市场、没有地缘优势的地区也能搭上互

联网的快车，获得迅速发展。

电商平台加速渗透下沉市场拓宽了农产品上

行通道。目前，我国电商行业已经进入多元化竞争

的新阶段，各电商平台通过打造集产、销、研、加工

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生态体系，通过“产地直

发”模式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损耗与流通成本，通过

智能农货处理系统精准匹配农产品供需，将“人找

货”变为“货找人”，实现了供给端“最初一公里”和

消费端“最后一公里”的直连。在“数商兴农”的大

背景下，这种数字化新模式改变了小农业从业者的

利益分配格局，让产业利益变得更加平衡，自发式

涌现—集群化发展—产业链形成—新工业化体系

（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和新服务体系）成为农村

电商产业发展行之有效的路径。

以拼多多的“农地云拼”为例。“农地云拼”模式

就是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分布式人工智能技术，

将分散的农业产能和分散的农产品需求在云端拼

在一起，形成一个虚拟的全国市场。同时通过“社

交+算法”的技术集成将信息进行精准匹配，实现

“货找人”，消费者通过拼单模式分享优质农产品信

息，有效提高了农产品的上行规模和效率。

目前，除了以拼多多为代表的新型电商平台通

过变革农产品供应链、推动农产品上行的方式找到

了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外，基地直采、农场

对接社区、直播带货等模式也能让生产者在没有规

模优势的背景下，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消费者，进而

达到一定的农产品供需平衡。

创新模式

颠
覆
式
创
新
模
式

渐
进
式
创
新
模
式

线
上

线
下

类型

前置仓

新型农村电商

传统农村电商

社区拼团

近场社区电商

新农人“带货”

O2O
自提柜模式

传统门店转型

社区连锁

实施方案

将仓库（配送中心）从城市远郊的物流中心，前移到离消费者更近、更快送达的一种解决方
案，典型代表“每日优选”等

借助各种社交平台通过直播的方式销售农产品，典型代表如“抖音”“快手”等

通过电商平台嫁接各种服务于农村的资源，拓展农村信息服务业务及领域，使之成为遍布
县、镇、村的三级信息服务站，典型代表“淘宝”“拼多多”等

这是目前最接近我国“绿叶菜、鲜猪肉、本地化”生鲜供应链特征的电商模式，“线上销售平
台+全链路效率”、集采集销、零库存、自提是其主要特征。典型代表“淘菜菜”“美团优选”等

近场社区电商实质就是对社区夫妻小店进行数字化改造，帮他们拓展线上客群，聚拢社区
需求，再反向去上游产业定制商品，最终实现“产销一体化”典型代表阿里的“MMC”等

通过培育一批“新农人”以“泛娱乐化内容+C2C”模式做产地直供，在场景上，根据每个产品去
打造不同的内容，以短视频、图片、图文的方式来塑造不同的消费需求。典型代表“真的有料”等

商品在线上线下同步出售，线上库存和价格和线下保持一致，该模式的核心是仓点一体化，
典型代表如“盒马鲜生”“顺风优选”等

提前收集好用户需求，再向产地直接下单购买，然后配送到社区，用户在社区内的自提柜提
取，一般为当日下单，隔日送达。典型代表“丰巢商城”等

立足于线下门店，提高线下门店密度，占据线下高端用户市场，如“百果园”等

大卖场小型化、小业态下沉社区，物美价廉且专注于区域化品牌，突出地方特色农产品销
售，典型代表如“永辉Mini”

表3 数字经济创新农产品销售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4.数字技术赋能传统金融，进一步提高了金融

服务的普惠性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发展的数字化阶

段。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既能够为数字产业化

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撑，也能够为其他产业数字化提

供典型示范，从而释放数字红利对经济发展的放

大、叠加和倍增作用。近年来，随着城乡 5G、大数

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与金融服务体系的日趋完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

的数字化水平逐渐提升，在服务“三农”、乡村振兴

等场景，新服务、新产品不断涌现，可以为传统普惠

金融难以触及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从而扩大了农

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覆盖率和满意度。

农村金融天然具有信用缺乏、风险较高等特

点。农产品流通要经历采购、加工、仓储、物流四个

环节，链条较长且涉及多个经营主体。近年来，传

统金融机构也一直致力于创新业务模式以解决风

险和成本管控这两个传统普惠小微金融的痛点，在

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及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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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中，供应链金融模式借力科技赋能脱颖而

出。设计有效的供应链金融运营和服务体系，逐步

推动农业供应链金融向平台化、数字化方向发展。

运用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构

建农业供应链金融闭合生态系统，为农业供应链上

的众多经营主体提供便利的线上金融服务成为数

字农业发展的趋势。金融机构利用物联网技术构

建起立体数字网络，线上通过门户、系统留存企业

商流和信息流，线下通过终端设备跟踪物流，使得

企业经营情况整体可控，目前已率先在智慧农业、

车联网等产业实现落地。以区块链为底层的技术

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能确保数据可信、互认流转、

隐私保护，可有效解决供应链上存在的信息孤岛难

题，在金融业务开展的同时及时将交易信息同步上

传，可实现交易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可溯源。智能合

约技术实现合约内容自动履行，为“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诚信共建”的多层次利益联结模式奠定技术

基础。采用“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方案，实现全产

业链条的大数据集成，可以帮助农业供应链上从众

多参与者汇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孤岛数据，建立起

覆盖全链条的诚信体系，进而进一步提升全链条的

融资效率。区块链和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将会形成

一个全新的商业信用体系，随着“三农”数据平台的

建设，除了为供应链上的众多参与主体提供便利的

线上金融服务外，在推动土地确权、流转信息等“三

农”大数据的有效归集和适度共享并提供给合规的

金融机构规范使用方面，新服务、新产品不断涌现，

最终形成面向农户的行业内普惠制、可持续的农业

金融服务新体系。

总体来说，农业的数字化供应链体系，就是构

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型基础设施为支撑的从

生产、物流、流通到金融的一套完整体系，利用信息

流打通产业链，运用价值链整合产业链，数字化打

通“研—产—供—销—服”全链路，打破数据壁垒、

信息壁垒，构建全产业链创新系统，达到真正的“供

需匹配”，最终实现资源共享、产业共生。

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转型的技术路径

在我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数字农业

“大中后台+小前台”的运行模式为农业经济高效率

发展指明了可行路径。进一步而言，就是产业链升

级只是数字技术变革农业的第一步，价值链的升级

才是数字农业最终的目标。在数字技术应用加深、

产业链效率提升、用户体验升级等目标的交织作用

下，农业产业数字化为农业产业链从全链条视角体

系化地提升农业产业的价值提供了技术支撑。

1.营造数字化生态政策环境，助力农业数字化

生态加速形成

从政策支持的视角，各地方政府应深刻认识到

数字经济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实现农业

产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政策、企业、金融协同发力。

从顶层设计方面，政策应着力于营造开放、健康、安

全的数字生态以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加快培育新兴农业数字化产业形态、丰富支撑

农业数字化转型的产业化体系、做强做优做大农业

数字化产业、推动传统生产要素（劳动力、技术、资

本和土地）以及数字要素（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

网、云计算）生产化，以“数字化信息”重塑新的社会

关系。鼓励市场创新与完善监管体系并重，完善贯

彻相关监管体系，从数据安全等领域着手，在确保

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确保国家信息安全。

2.打造网络协同效应，助推农业产业价值链升级

关联性特征决定了数字化转型不是农业产业链

上单个经营主体的行为，需要从生态系统角度看待

和实施这种经济活动。而生态系统内主体具有共生

演化关系，在共生逻辑的驱动下，价值链呈现出参与

主体多元化、流程扁平化和模式生态化特征，农业产

业链各经营主体通过资源互补建立持续的合作关系

才能在系统内占据有利地位并推动系统不断演化。

产业上下游关联企业在提供服务的同时，着力于向

开放的价值网络转型，并提供产业整体解决方案，管

理数字化、个性化定制不断涌现，各经营主体协作所

产生的网络协同效应会进一步提升了用户黏性。

3.打造产业链“链长制”，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

协同发展

“链长制”是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制度创

新，是产业链市场协调机制的重要补充。探索建立

农业产业链“链长制”，以集聚市场资源要素，强化

产业链薄弱环节。鼓励涉农龙头企业（加工企业、

生产企业、零售企业）通过构建农业数字化平台，实

现从龙头企业到“链主”的蝶变。通过产业链关键

节点向上、下游延伸，可以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边

界，强化产业链薄弱环节，提升价值链，进而实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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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特别注意的是，要让更

多的小农户深度参与到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中来，

并形成紧密的利益联接机制。

4.赋能农业产业链，构建农业价值链生态体系

双循环背景下，农业供给端会迎来新一轮的

变革和重构，这种变革一方面借助数字化来优化

农业产业，用数字化打通以用户为中心“研—产—

供—销—服”全链路，帮助传统农业做全链路的升

级。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由消费端转向消费端与生

产端“双轮驱动”，探索利用数据联盟链方式来构

建新型供应链协作网络，降低供应链的信任成本，

两方面结合，才有可能完成数字农业价值链的升级

与再造。

完整的农业供应链包括农资(种子、农药、化肥

农业机械等)供应者→农产品生产者(小农户、农业

合作社或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者(分级、包

装、储藏等)→农产品流通（农产品价值链的辅助体

系）→最终产品需要方→金融、类金融服务。产业

链上的任何一个核心企业都可以通过构建利益联

接机制，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

各个环节所涉及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商流，拓

展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融通供应链，完善利益链，

打造广泛联结、紧密互动、深度融合的现代化产业

生态系统，将各利益主体链接成一个具有整体功能

的网络生态，进而提高农业利润水平和比较收益，

实现价值链增值。

注释

①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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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whol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is an advanced mode of continuous deepen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The process is not only the transfer of low-end agricultural
labor to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but also the transportation of high-end technical talents to the agricultural field. It is also a
dynamic process for agriculture and its adjacent industries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production and realize
upgrading. It is also a process of forming an environment and atmosphere for inclusive agri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t presen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such a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big
data, block-cha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fif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d smart meteorology, all region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digitization of the whol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e-commerce and
other fields. The digitization of the whol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and“big market”. Making full use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formats such as digital economy, providing new
kinetic energy for the“double cycle”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are important links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Industry Digitization; New Formats; Whole Industry Chain of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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