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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大数据在农业全产业
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智慧农业体现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较传统
农业有更强的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能力。

培养新零售时代“特种兵”

“智慧”加持农业可否抵御灾害
姻本报记者 秦志伟

纵观今天的农业，背后的商机已经朝智能
化方向发展，需求的变化期待更多的模式，整
体的供应链也越来越数字化、智能化。新商机
带来行业洗牌，应运而生的生鲜农产品产业链
开始重构，新零售迎接新的挑战。

“在传统的零售时代是陆军作战，腿走到哪
儿商业就到哪儿；电商时代是空军作战，平台在
哪儿流量就在哪儿；新零售时代则是巷战，一定
要培养‘特种兵’。”农特集团总裁黄刚表示。

重构孕育商机

今年，最值得大家研究的新零售产业链
案例是小龙虾，案例背后融入了很多的元素
值得思考。一只小龙虾背后是千亿级的市场，
市场的走势和发展也十分可观。实际上，今年
的小龙虾产业是把育苗育种、健康养殖、加工
出口、存储物流以及文化体验相结合，而其成
功最大的原因是迎合了一个全球文化节———
世界杯，这带动了整个小龙虾产业链全面变
革，还融合了末端最后一公里的共享和餐饮
零售化趋势，餐饮零售化也是今年新零售主
体的发展趋势。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世界杯球迷们边吃
小龙虾边看球，大家在吃的时候已经忘记了价
格，而青年人典型的互联网消费习性就是忽略
价格，在乎消费产品。吃什么不重要，跟谁一起

吃、在怎样的环境里吃、吃的心情怎么样很重
要。”黄刚说。

从这个角度看产业链，产区骨干网络非常
重要。比如荆州小龙虾直接发到城市枢纽，城
市枢纽转到各门店，各门店经过共享和众包的
物流发到每个消费者的场景里，也就是说整个
产业链不是产业端做好小龙虾，而是到最近的
三五公里形成扁平化的供应链，再用餐饮零售
化的方式销售出去。

小龙虾卖到了整个网络市场，甚至到俄罗
斯，足以说明小龙虾产业链发生了巨大的变
革。懒人经济成为现在消费的主题，黄刚指出，
做商业一定要研究消费场景，在哪儿消费、跟
谁消费、消费后的行为、体验的角度等等。如果
不改变，就难以赢得市场和消费者。

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羡慕农村生活，
他们渴望更加绿色健康的农产品，似乎又回到
了农村包围城市。在黄刚看来，农村社交电商的
红利会成为下一轮农村互联网很重要的商业机
会。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尝试着培养更多的农业
产区人用短视频的方式呈现出来，建立新的认
知和信任，以此创造无限可能。

此外，黄刚还表示，农产品需要有快而
时尚的像服装品牌 ZARA 一样的供应链，生
鲜或者初级农产品保存时间很短，怎么打造
敏捷的供应链非常关键，下一步他们会在资
本的驱动下进行整合以及实行产业生态的

变革。
黄刚曾把全球生鲜农产品上行电商模式

做了梳理。他认为，电商模式解决的是渠道互
联网化，真正实现农产品上市要从产业链的角
度解决互联网转型升级，从产品打造、品牌打
造、运营变革、渠道优化、供应链重构到用户体
验都非常重要。

当今中国的农业问题用欧美和日本的方
法行不通，欧美是农场经济，大农场被几个巨
头垄断；日本是农学经济，产地直供非常多；而
中国是小农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在农
村应该要思考规模化和企业化的组织、互联化
的运营、商业化品牌的打造。

黄刚还表示，倒逼企业互联网化的转型，
是重构消费习惯，这里面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
90 后群体。90 后买的不是贵，买的是不同和个
性，现在每个 IP 都可以转化为新商业，新零售
社交电商与传统电商结合，社交、商业和网红
成为新流量的主体。

新零售时代的新队伍

当前，中国农业最大的问题是农村没有
人，而且没有具备互联网思维的人，怎么从农
村把人挖掘出来搭载互联网，带动产品上行和
服务相结合，这是问题的核心。

多年来，农特集团一直从人才的角度挖

掘，比如做中国“互联网 +”农业创业孵化。“我
们带动了数万个创业者，对接产地运营整体的
服务，我们做的是 S2B 供应链结构。县域经济
是单个县域卖掉多个品牌，以往卖得累死了也
卖不了多少，而未来的县域经济一定要打造整
个产区对接各个运营中心，最近我们跟江苏建
立了省级创业中心。”黄刚说。

未来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一定要以
县域或者中心枢纽为核心，以原产地直供扁平
化的呈现方式来进行。今年，农特集团充分发
动 3000 多个县域级快递老板的力量来开展工
作，因为快递员可以深入到最基层，他们了解
每个县域发展的农产品。

据了解，他们孵化的团队去年带动 3000
多家农户增收致富，每个创业团队都会把商业
模式呈现出来，每年做升级和迭代。“我们还在
每个农业产区和社区培养孵化‘特种兵’，让他
们拥有创业梦想，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合伙
人，在整个“互联网 +”农业创业孵化背后打造
新的商业体系。

一个产业在变革的时候才有机会，在重
构的时候才有商机。黄刚表示，未来供应链
的竞争是从链主为中心的时代到去中心的
平台时代，再到未来的共生时代，只有“变”
才有机会。

（张晴丹根据黄刚在第二届中国智慧三农
大会上的演讲整理）

“山竹”作为今年以来登陆中国最强台
风，截至记者发稿前，已从广东转移到广西。
两广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强台风对
农作物的影响不容小觑。

众所周知，气候是农业产业最重要的影
响因素之一，但灾害性天气无法避免。可否利
用科技手段减轻灾害的影响？这一点得到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孙忠富的肯定，那就是智慧农业。

“智慧农业较传统农业有更强应对各种
不确定性的能力。”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
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汪懋华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智慧农业体现了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

天生患有“气候病”

台风刮碎了玻璃，家里一片狼藉，大部分
人的第一反应是掏出手机拍段视频发到朋友
圈。殊不知，此时农民可能坐在家里哭。

台风天气对农业的打击是全方位的。强
风会折断茎叶，台风带来的强降水更会淹死
大量作物。据报道，截至目前，广东农作物受
灾面积超过 20 万亩。

一次台风，无数农民一年的心血便付诸
东流。

农业是灾害应对能力最弱的产业，受气
候变化影响最大。一次台风，一场冰雹，一
次霜冻……每次天气的剧烈变化都有可能让
农作物减产甚至绝产，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9 月 9 日夜间至
10 日凌晨，我国北方地区出现大范围降温天
气，特别是黑龙江西北部地区出现了低温霜
冻天气，对该区域大豆生长造成了一定影响。

监测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大豆低温霜冻
面积约为 1478.5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29.9%；产量损失预计为 5.5 亿斤左右，约占全
省总产的 4.45%。

其实，气候变化对农业产业的影响并不
只限于中国。

9 月 11 日，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
编制的 2018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
告在意大利罗马发布。报告聚焦了气候变异
和极端气候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报告指出，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是引发
严重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气候变化影响到了农业和粮食安全，会
使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推动

可持续农业这一挑战更加难以应对。
自然灾害阻挡不了，但可以想办法减轻灾

害的影响，这是很多农业从业者面对自然灾害
的第一反应。

孙忠富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云计
算、农业大数据让农业经营者灵活地掌握天气
变化数据，提高了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风险的
应对能力。

传统农业需要智慧技术

事实的确如此。如今，随着物联网、云计
算、移动互联等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
大数据在农业全产业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北京禾壮慧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
兼董事长史中超对此深有感触。他们建立了天
空地数字农业服务平台，其中一项服务便是及
时灾害预警。

及时预警、减轻自然灾害影响正是智慧农
业的作用之一。

所谓智慧农业，就是集互联网、移动互联
网、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为一体，依托部署在
农业生产现场的各种传感节点和无线通信网

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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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在线指导，为农业生
产提供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

“农业发展需要更智慧的技术来打破传
统农业面临的资源与环境困境。”孙忠富表
示，智慧农业可实现农业精细化、高效化和绿
色化发展。

前不久，中国气象局出台《智慧农业气候
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明确到 2020
年将基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的智慧农业气象大
数据平台、国省两级精细智能型的农业气象
业务平台、便捷智慧的全国农业气象服务平
台和开放共享的全国农业气象业务众创平
台，推进全国农业气象业务服务互联互通、共
享融合。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禾壮慧农的天空地数
字农业服务平台正探索建立气象大数据平台。

史中超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该平台
主要提供实时天气预报、历史天气信息查询和
灾害性气候的预警。气象预警功能以省、市、县
三级为预警区划层级，方便农村、农业管理决
策部门开展主要农作物的气象管理，对暴雨、
暴雪、大风、高温、干旱、冰雹、霜冻等气象灾害
进行预警。

此外，用户还可通过历史天气模块查询历
年详细历史天气记录，包括每天的气温、天气
状况、风向风力等气象记录。

升级改造农业产业链

记者了解到，目前发展智慧农业在许多国
家已成为共识。

在孙忠富看来，这得益于智慧农业的发展
将推动农业产业链升级改造，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升级产业领域，由劳动密集型走向
智能化生产；二是升级经营领域，突出个性化
与差异化营销方式；三是升级服务领域，提供
精确、动态、科学全方位信息服务。

以升级服务领域为例。目前在黑龙江、内
蒙古等地区，已经试点应用基于北斗的农机调
度服务系统。

《中国科学报》记者在采访呼伦贝尔市农
牧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肖明华时，对其介绍当
地建立的农机精准作业平台，印象深刻。据悉，
该平台于 2016 年建设完成，主要服务于农牧
民，由呼伦贝尔市农牧业机械管理调度指挥中
心数字化平台、安装在农机的智能无线终端及
深松探测设备终端构成。

此外，一些地区通过室外大屏幕、手机终
端等灵活便捷的信息传播方式向农户提供气
象、灾害预警和公共社会信息服务，有效解决

“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孙忠富认为，面向“三农”的信息服务为

农业经营者传播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生产
管理以及咨询服务，引导龙头企业、农民合作
社以及农户经营好自己的农业生产系统与营
销活动，增强抗风险能力，实现节本增效、提
高效益。

虽然我国智慧农业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
展势头较好。

2015 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智慧农业的发
展，在每年发布的重大政策文件中都会提及智
慧农业。

例如，农业农村部在《“十三五”全国农业
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中提出，以建设智慧农
业为目标，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
络化、管理数据化、服务在线化；2017 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加强智慧农业科技研发。

“凡能有效提高农业土、水、肥、药、光、热
等资源利用率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都将
成为智慧农业技术发展研究的新热点。”汪懋
华说。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产业透视 农情指数

食糖

本月估计，2017/18 年度食糖进口量 280 万吨，比
上月调低 40 万吨；出口量 19 万吨，比上月调高 3 万
吨，主要是转口贸易增加。本月预计，2018/19 年度食糖
进口量 290 万吨，比上月调低 30 万吨。

食糖进口规模调减的主要原因是 7 月份商务部发
布了《关于取消不适用食糖保障措施国家（地区）名单
的公告》，取消《不适用保障措施的发展中国家（地区）
名单》，对所有配额外食糖进口统一适用保障措施，从
而抑制了食糖进口。

8 月份，广西主要蔗区温光水适宜，甘蔗生长良好；
云南雨水偏多、持续时间偏长，普遍光照不足，部分地
区有病虫害发生，甘蔗长势一般；内蒙古部分甜菜产区
发生了褐斑病，对甜菜糖分的累积有不利影响；新疆制
糖企业已基本完成甜菜糖生产的准备工作。预计 9 月
下旬，内蒙古和新疆甜菜产区将陆续开榨。综合判断，
当前糖料作物生长总体正常，本月对糖料生产数据暂
不调整。 （王方整理）

农产品供需形势
9 月分析报告发布

棉花
本月预测，2018/19 年度，中国棉花播种面积约 3287

千公顷，维持上月估计值不变；8 月主要棉区热量条件充
足，棉花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较上年略高，自然灾害
轻度发生，棉花单产调增至每公顷 1764 公斤，比上年度
增加 0.3%；棉花产量 580 万吨，较上月调增 15 万吨，比上
年度减少 1.6%。纺织品服装出口形势尚好，预计棉花消费
量为 845 万吨，维持上月估计值不变。期末库存 695 万
吨，比上月调增 15 万吨。

本月预测，2018/19 年度，中国玉米产量 2.13 亿吨，
比上月预测数调增 157 万吨，主要是玉米单产比上月预
测数每公顷调增 45 公斤。8 月份全国玉米产区墒情适宜，
光温条件较好。当前，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大部春玉米处
于乳熟期，局地进入成熟期。

中国玉米消费量 2.37 亿吨，比上月预测数调增 620
万吨，主要原因一是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大豆、玉米替
代品等进口减少，饲料原料中玉米用量增加，饲用玉米比
上月预测数调增 200 万吨；二是玉米深加工新增产能释
放偏快，特别是 8 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扩大燃料乙
醇试点省份，进一步提振玉米工业消费，玉米工业消费比
上月预测数调增 420 万吨。期末结余变化量减少 2238 万
吨以上，比上月预测数有所扩大。

玉米

食用植物油
本月估计，2017/18 年度，中国食用植物油产量

2725 万吨，消费量 3379 万吨，与上月估计数持平。进口
量 619 万吨，比上月估计数调增 47 万吨，主要是因为
国内油菜籽、葵花籽等油籽产量比上年度减少，而全球
油脂价格处于较低水平，进口需求增加；棕榈油、菜籽
油分别比上月估计数调增 20 万吨、15 万吨，其他植物
油进口量调增 12 万吨。因进口菜籽油价格水平偏低，
国内四级菜籽油出厂价格区间下调到每吨 6200~7200
元之间。

本月预测，2018/19 年度，中国食用植物油产量
2617 万吨，比上月预测数调减 148 万吨。其中，豆油产
量 1470 万吨，比上月预测数调减 163 万吨，主要是因
为大豆进口量调减；花生油产量 318 万吨，比上月预测
数调增 12 万吨，主要是夏播花生面积高于此前预期。

食用植物油进口量 645 万吨，比上月预测数调增
63 万吨。其中，棕榈油、菜籽油比上月预测数分别调增
25 万吨、15 万吨；葵花籽油等特色植物油进口量调增
23 万吨。食用植物油消费 3363 万吨，比上月预测数调
减 15 万吨，主要是因为油脂供应结构有所调整，消费
增速预计进一步放缓。

本月预测，2018/19 年度，在生产者补贴和轮作休
耕补贴等政策鼓励下，大豆播种面积高于之前预期，达
到 8451 千公顷，比上月预测数调增 62 千公顷，比上年
度增加 668 千公顷，增幅 8.6%。8 月份全国大豆产区光
温条件好。全国大豆单产每公顷 1873 公斤，比上月预
测数调增 41 公斤，比上年度略增 0.2%；大豆总产量
1583 万吨，比上月预测数调增 46 万吨，比上年度增加
128 万吨，增幅 8.8%。

受中美经贸摩擦、生猪养殖效益下降、畜禽低蛋白
日粮配方逐步推广、国内大豆增产等因素影响，大豆进
口量降至 8365 万吨，比上月预测数调减 1020 万吨；大
豆压榨消费量 8672 万吨，比上月预测数调减 606 万
吨；大豆损耗及其他消费量 290 万吨，比上月预测数调
减 35 万吨；期末结余量减少 357 万吨。

大豆

9月 12日，农业农村部在中国农业信
息网发布《中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2018
年 9月）》。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
会对玉米、大豆、棉花、食用植物油、食糖等
5个产品的供需形势结合数据进行了分析
和解读。

农经新视角

阿里巴巴联手农业农村部
打造首届丰收购物节

本报讯 9 月 13 日，阿里巴巴宣布，将在首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联手农业农村部在
线上打造首届丰收购物节。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屈冬玉表示，委托阿里巴巴牵头举办首届丰收
购物节，是基于其多年来在农业、农村、农民领
域的贡献。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乡村事业部总经理王
建勋介绍，阿里巴巴将把首届丰收购物节打造成
农产品领域的“双十一”。9 月 13 日至 23 日，阿里
生态内的淘宝、天猫、农村淘宝、聚划算、1688 等
线上业务以及零售通、大润发等新零售业态都将
集中发力，让消费者得实惠、农民增收益。

据介绍，丰收购物节将推出多种创新玩法。
比如，通过 5 万场淘宝直播，传递丰收景象。9
月 17 日，10 位县长和 10 位明星主播将在“丰
收购物节直播盛典”上组队推荐农产品，届时超
过 300 款精选农产品将通过直播在线销售。

活动期间，还将送出 10 亿元优惠券，并联
合正大集团、六国化工在内的各大农资品牌厂
商，去除中间环节，直接向农户推出“购农资让
利千万惠农政策”，让城乡消费者一起享受丰
收的喜悦。

据悉，农村淘宝也将从 9 月 14 日起推出
“随手拍丰收 赢全年口粮”的互动活动。

王建勋说，丰收购物节被看成是阿里巴巴
农村战略的一次大检阅，也是阿里生态兴农、
助农的一次大协同。乡村振兴是国家给予的使

命，是一个企业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担当。农
村淘宝将持续推进“亩产一千美金”计划，帮助
农村地区打造农产品品牌、提升电商生态水
平，让农民更富裕。 （秦志伟贡晓丽）

德米特产品交流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9 月 15 日，德米特产品交流研讨
会在北京举行。德米特中国协会和各界与会者
共同交流德米特经验、探讨德米特未来融合发
展的新思路。

据了解，德米特是古希腊农业、土地与丰
收女神之名，以她命名的德米特认证是全世界
最高有机标准，也是欧洲优秀农业传统与世界
最高食农品质的标志。

会上，德米特中国协会会长陈阳南分享
了华昱巴马大健康理论。他说，大健康是中
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施泰纳思想的天然有机
结合。施泰纳思想从土地开始，从孩子教育
开始，这与大健康追求身心健康的基础理论
不谋而合。

德米特中国协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博士沈立介绍了德米特协会今年的
工作计划。据介绍，第一届德米特国际食农教
育研讨会将于 10 月举行，届时德米特国际创
始主席、德米特国际特派中国大使托马斯·鲁
缇将在常州、深圳与大理与食农教育者展开
研讨，分享中外案例，介绍国际经验，共同推
动德米特的发展；同时《农业课程》中文版也
即将发布。 （郑金武）

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