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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数据已快速发展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成为了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农业农村是
大数据生产和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农业农村大数据已成为现代农业新型资源要素。

大数据产业：未开放的农业之花
姻本报记者 胡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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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全球科技、经济发展格局下，数据已
经成为了一种生产力和竞争力。当前，大数据已
快速发展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成为
了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农业农村是大数据生产
和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农业农村大数据已成为
现代农业新型资源要素。

近年来，农业大数据可谓炙手可热。但相比
于其他行业，农业农村大数据的采集、发布和应
用仍面临着种种亟待化解的困境。

我国农业大数据尚未形成

涉及面广泛的农业大数据尤为庞大和复杂，
可谓是最大的大数据。

根据农业的特点和农业全产业链切分，农业
大数据可分为农业环境与资源大数据、农业生产
大数据、农业市场大数据和农业管理大数据等。
而从行业来看，农业的大数据则可分为成种植
业、农资及养殖业等不同的行业，其中还可再细
分成不同的品种和产品。

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
李道亮曾在今年 5 月举办的中国大数据产业
峰会上指出，农业大数据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物联网、生物信息数据、资源环境数据、农业统
计数据。而从应用来看，农业大数据主要在五
个方面：第一是基础研究，第二是农业智能生
产，第三是农产品市场行情预测与物流，第四
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五是农业资源整合共享
与服务平台。

李道亮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我国的
大数据概括来说有两大类，一类是微观的，主要
来自企业；另一类是宏观的，来自政府部门。

随着大数据的战略资源地位越来越凸显，不
少农业领域企业纷纷布局深耕大数据，甚至由此
转型。孟山都公司中国总裁在今年上半年就透
露，孟山都近几年的战略方向是数据科学在农业
上的应用。2014 年，大北农集团提出“智慧大北
农”战略，推出“三网一通”，据了解，其在全国分
布了上万名业务员，记录猪场生产情况、搜集客
户信息，以不断更新数据。

但李道亮也表示，无论是从政府层面来看，

还是从企业层面来看，目前中国的农业大数据
“还没有形成”。

“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李道亮告诉记者，
这是长期形成的局面，短时间内很难改变。“这与
我们过去不重视积累有关，也与我们的科研机
制、政府部门的工作体制有关”。

2013 年，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时任司长
张合成曾撰文指出，我国在数据采集、发布、应用
等方面与决策需要存在较大差距，数据采集和发
布还处于初级阶段，亟须从体制层面进行改革。

根源在于缺乏完整数据体系

“现在国内农业企业在有意识地涉足大数
据，但能兼顾做全产业链的企业屈指可数。”山东
卓创资询集团畜牧业产业群经理李霞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她介绍，以畜牧业产业群为例，做全产业链
的大数据意味着要从饲料原料的供需入手，到养
殖、流通环节，再到下游屠宰加工环节，环环相

扣，实现数据间的引用和佐证。“很多企业做的大
数据大都是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领域。”李霞告诉
记者。

在李道亮看来，目前做大数据最“热”的是
在企业，打造大数据平台，既可为企业生产经
营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利于掌握数据话语
权。“只有行业里的大企业才能真正形成和掌
握大数据”。

在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论坛上，李道亮总结
了我国大数据面临的问题：农业大数据缺乏，大
数据模型缺乏长期的积累，大数据缺乏与行业产
业的结合，大数据缺乏必要的规范。

李道亮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由于条块管
理等原因，各部门间数据不共享，造成了农业大
数据的缺乏。“现在从政府层面来说，事实上就是
在着力打破这种局面，实现资源共享，有了资源
共享，才能形成大数据，才能再分析大数据。”

说到数据的积累，李霞也表示，“数据采集的
工作量是非常庞大的，需要不断甄别、筛选、更
新，长时间积累形成的数据才是有价值的。”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 《中国科学
报》记者，目前中国的市场行业尤其是农业领域
对大数据的分析需求和使用远不及国外。“归根
到底，还是需要扎实的、高精确度的、完整的数据
体系。”

人才缺口亟待补上

约半个月前，农业部印发了《全产业链农业
信息分析预警第二批试点方案》，旨在通过试点，
组建全产业链农业信息分析预警团队，形成分析
反应快速、信息内容全面、预测判断准确的工作
格局。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在农业信息采集和分
析方面的人员“缺口很大”，且“并不专业”。

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的明均仁指出，当前
农业信息人才队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专业型农
业信息人才严重缺乏，农业信息人才队伍结构失
衡，农业信息活动工作流程不规范，农业信息人
才薪酬管理体系不健全等。

而李霞则用“断层”来形容当前相关领域的
人才现状。“行业内有领衔的专家学者和国家级
的信息预警分析师，”她解释道，“但是，再往下走
就没有了。”

在身处农业信息采集分析一线多年的李霞
看来，做信息采集和分析应该“接地气”，真正通
过实地考察，了解相关的行业和产业，“相信从方
法上，信息采集分析人员肯定是熟知的，但是做
这项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对行业的了解，在领域
内积累的资源。”李霞说。

此外，李霞认为，还需要形成好的组织架构
和采集流程，“简单说，就是怎么采集、什么时间
更新、怎么检查监督，这都需要一连串配套。”

明均仁建议，将农业信息化人才培养纳入我
国高等教育学科培养体系，构建农业信息人才多
元培养体系。

山东农业大学农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常务副
主任宋长青曾撰文指出，要根据农业大数据发
展和现代农业应用需求，制定农业大数据技术
和应用人才培养计划，建立多学科融合的协同
创新团队。

本报讯（记者秦志伟）“从改变
原有小农方式入手，源头上提升农
业食品安全；从区域角度出发，拉
长地区性农业产业链，增加农产品
加工、深加工比重，提高地区农业
产值……”7 月 2 日，由卓达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达集团）
主办的中国百城安全信誉农业战
略联盟合作大会在河北石家庄举
行，卓达集团副总裁朱志民表示。

记者看到，来自上百个城市的
政府领导、企业家、农业专家在现
场针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现状和
食品安全问题畅所欲言，为积极
应对当前食品安全危机建言献
策。此次大会的主题是共担食品
安全社会责任、履行安全农业企
业信誉、搭建合作共赢平台，旨在
整合全国优势农业资源，积极打造
信誉农业平台，让农民增收，让政
府增税，让广大人民群众吃上安全
的口粮和食品，为我国农业现代化
贡献力量。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
收入水平提高和城镇化建设的深
入推进，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习惯
已经发生明显转变，开始从生存型
消费加速向健康型、享受型消费转
变，从“吃饱、吃好”向“吃的安全、吃
的健康”转变。

但是，食品安全问题一直牵动
着消费者的神经。国家为此颁布了
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加强监管。
同时，行业的“痛点”更是呼唤有责
任、有担当的企业，重塑农业信誉。

“卓达农业以信誉农业运营商
和区域农业服务商的身份，从安全
品控、资本注入、区域品牌打造三
个角度切入，联合各地政府和龙头
企业共同打造安全健康农业‘名
片’。”卓达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卓达农业）是大会承办方之
一，总经理陈文胜在会上表示。

从 2012 年开始，卓达农业经
过三年多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以信
誉安全农业为核心和富硒功能健
康食品为主导的卓达现代农业发
展模式，2014 年富硒安全食品正式
推向市场。

如今，卓达农业确定了休闲农
业、绿色循环规模农业、农业加工
产业园区、信誉农产品营销平台四
大板块，以农产品质量安全品控体
系建设串联四大板块的工作核心。
据悉，卓达集团已经携手农业部谷
物检测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中国
农科院、SGS、天翔等机构，对农产
品生产和加工全程进行跟踪监控，
确保农产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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