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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而智慧农业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方向，正在通过技术创新为

粮食安全保障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本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探讨智慧农业在提升粮食生产效率、改善

粮食品质与安全性、增强粮食生产可持续性以及应对突发风险和气候变化中的具体作用。研究发现，智

慧农业通过精准种植、资源优化和灾害预警等手段，不仅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还显

著降低了环境污染风险，增强了粮食生产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同时，智慧农业在区域特性和政策支持的

推动下，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最后，本文提出了加强技术创新、

构建数据共享平台以及提升技术普惠性的建议，以进一步推动智慧农业的发展，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持

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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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ecurity is a critical strategic goal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mart agriculture, as the core 
direc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providing new solutions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
novation. This study, 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s an example, explores the specific roles 
of smart agriculture in improving grain production efficiency, enhancing grain quality and safety, 
promot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addressing sudden risks and climate chang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smart agriculture, through precision planting, resource optimization, and 
disaster early warning systems,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but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isks and enhances the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of grain production. Moreover, driven by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support, smart agriculture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across China.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s strengthen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ilding data-sharing platforms, and enhancing technology accessibility to further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agriculture and provide continuous support for ensuring food se-
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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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粮食安全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幸福的重要保障。随着全球人口持续增长和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粮食供需矛盾日益加剧。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同时也是农业

生产的重要基地，其粮食生产不仅满足本区域的需求，还对全国粮食供给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1]。然而，

随着耕地资源的日益紧张、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已

难以完全满足粮食安全保障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智慧农业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以其融合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特点，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通过精准种植、智能监控、灾害预警

等手段，智慧农业不仅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还能改善农产品品质，降低资源消耗，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因此，研究智慧农业在长三角地区粮食安全保障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为推动我国智

慧农业发展和实现粮食安全目标提供有力支持[2]。 

2. 智慧农业与粮食安全的概述 

2.1. 智慧农业的定义与特点 

智慧农业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农业生产的精准化、智能化和高效化，

显著提升粮食生产效率和质量。它通过优化资源利用、减少环境负担、增强抗风险能力，为粮食安全提

供了坚实保障。智慧农业不仅能够实时监测农田环境和作物生长状况，还能通过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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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科学管理，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在应对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资源短缺等挑战

中发挥关键作用。 

2.2. 文献综述 

智慧农业作为现代农业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显著进展。长三角

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智慧农业的发展对于提升粮食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确保

粮食供给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2.1. 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中国的智慧农业发展：中国政府于 2024 年发布了为期五年的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 年)，旨

在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确保粮食安全。此外，中储粮成都储藏院自主研发的粮食不完善

粒检测仪成功通过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验证测评，标志着中国在粮食质量检测领域取得了重要

进展。 
国际智慧农业实践：印度等国家也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开发耐高温、抗旱的水稻品

种，以确保粮食安全。同时，人工智能在农业中的应用日益广泛，通过精准农业技术，如无人机、传感器

和应用程序，帮助农民优化资源管理，提高作物产量。 

2.2.2. 现有研究的梳理与总结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智慧粮库建设：研究者探讨了物联网、自动化控制、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在粮库管理中的应用，强调

了这些技术在提高粮食储存安全性和管理效率方面的作用。 
政策支持与战略规划：部分研究关注政府在推动智慧农业发展中的角色，探讨了政策支持、制度创

新对智慧农业推广应用的影响。 

2.2.3. 本研究的创新点和贡献 
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的创新点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区域聚焦：针对长三角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结合区域特点，探讨智慧农业的应用效果，为区域农

业发展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实证分析：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智慧农业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持。 
政策建议：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推动智慧农业在长三角地区的进一

步发展。 

3. 智慧农业在长三角地区粮食安全保障中的作用机制 

智慧农业在长三角地区粮食安全保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通过精准农业技术

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产量提升。借助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智慧农业能够实时监测农田环

境、土壤条件和作物生长状况，为农民提供科学的种植决策支持，优化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减少资

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同时，智能农机和自动化设备的应用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

智慧农业还通过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实现从生产到销售的全程可追溯，确保粮食质量和安全[3]。此外，

面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挑战，智慧农业通过预测模型和风险预警系统，帮助农民及时调整生产策略，

增强抗风险能力。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源优化，智慧农业为长三角地区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推动了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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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慧农业在长三角地区粮食安全保障中的实证分析 

4.1. 数据来源与处理 

在实证分析阶段，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对于得出准确的研究结论至关重要。本节将详细介绍数据来

源、数据收集方法以及数据处理过程。 

4.1.1. 数据来源 
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发展的实证分析数据来源广泛，包括农业部门的官方统计数据和政策报告、科研

机构和高校的实地调研与试验数据、物联网设备和传感器采集的实时农田环境信息、卫星遥感和地理信

息系统(GIS)提供的大范围监测数据，以及农民、农业合作社和企业的反馈数据与生产记录。此外，市场

分析报告和智能农机作业数据也为分析提供了重要补充。通过整合多源数据，能够全面评估科技赋能农

业的实际效果，为政策制定和技术优化提供科学依据[4]。 

4.1.2. 数据收集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等方式收集农民、农业合作社和企业的技术应用反馈和经

验，并结合农业企业的生产记录和市场分析报告，获取技术应用的经济效益和市场表现数据。通过多源

数据的交叉验证和整合，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为实证分析提供可靠的基础。 

4.1.3. 数据处理 
包括数据清洗、整合与建模，利用统计分析、机器学习和空间分析技术，挖掘数据规律，评估技术

应用效果，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以上数据来源、收集方法和处理过程，本研究将全面、客观地反映长三角地区科技赋能农业生

产发展的现状，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 

4.2. 实证构建过程 

为探讨科技赋能对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效果，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基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分析模型。

模型以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为因变量，以科技赋能相关指标及其他关键影响因素为自变量，重点分析科技

赋能对农业生产的具体影响机制。因变量选取农业生产效率或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自变量包括农业科

技投入(如科研经费、技术研发投入)、技术推广水平(技术覆盖率、新技术应用比率)和农业信息化建设程

度(互联网普及率、智能设备应用比例)等。同时，加入控制变量如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土地流转规模、

政府支持力度、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灾害频率，以避免遗漏变量偏误。 
 

Table 1.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evaluation index 
表 1. 农业生产效率评价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 单位 

投入指标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万人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公顷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化肥施用量 吨 

产出指标 农林牧副渔总产值 万元 

外部环境指标 
地区人均 GDP 元/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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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外部环境指标 
农林水支出 万元 

人口城镇化率 % 

 
Table 2.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values of 4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2023 
表 2. 2023 年长三角 41 个地级市农业生产效率值 

地区 crste vrste scal e 地区 crste vrste scal e 

苏州 1.000 1.000 1.000 - 芜湖 0.498 0.528 0.943 irs 

宁波 1.000 1.000 1.000 - 金华 0.490 0.526 0.931 irs 

舟山 1.000 1.000 1.000 - 安庆 0.463 0.468 0.988 drs 

上海 0.976 1.000 0.976 irs 宣城 0.458 0.484 0.947 irs 

杭州 0.966 1.000 0.966 drs 连云港 0.454 0.710 0.639 drs 

台州 0.909 1.000 0.909 drs 淮安 0.440 0.567 0.777 drs 

南京 0.885 1.000 0.885 drs 池州 0.439 0.640 0.686 irs 

无锡 0.876 1.000 0.876 irs 马鞍山 0.435 0.595 0.731 irs 

常州 0.798 0.842 0.948 irs 合肥 0.426 0.465 0.917 drs 

南通 0.773 1.000 0.773 drs 衢州 0.421 0.645 0.653 irs 

扬州 0.766 0.862 0.888 drs 铜陵 0.411 0.993 0.414 irs 

嘉兴 0.702 0.802 0.876 irs 阜阳 0.400 0.524 0.764 drs 

湖州 0.693 0.759 0.914 irs 宿迁 0.373 0.442 0.843 drs 

绍兴 0.687 0.698 0.984 irs 宿州 0.296 0.348 0.850 drs 

泰州 0.686 0.744 0.922 drs 六安 0.296 0.306 0.965 drs 

镇江 0.676 0.728 0.929 irs 蚌埠 0.290 0.297 0.976 drs 

丽水 0.661 0.927 0.714 irs 滁州 0.255 0.271 0.939 drs 

盐城 0.653 1.000 0.653 drs 亳州 0.226 0.240 0.945 drs 

徐州 0.646 1.000 0.646 drs 淮南 0.206 0.230 0.897 irs 

黄山 0.538 1.000 0.538 irs 淮北 0.190 0.375 0.507 irs 

温州 0.536 0.579 0.927 irs 均值 0.583 0.697 0.845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数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PRO 164 17642.00 180044.00 81360.43 40356.26 

INC 164 9776.00 37413.00 20812.39 7431.44 

FIN 164 121437.00 5231000.00 635280.50 663910.12 

URB 164 38.28 88.30 62.97 10.63 

 
模型形式选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或面板数据模型，后者更适合分析跨区域、跨年度的时空动态效应。

本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不同省市为面板单元，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并通过 Hausman 检验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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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模型选择。为提升估计的准确性与稳健性，模型将进行多重共线性、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必要时采

用稳健标准误修正。参数估计使用 STATA、Eviews 等软件，通过最小二乘法(OLS)或广义最小二乘法(GLS)
进行，以揭示科技投入、技术推广和信息化等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具体影响，为政策设计与优化路径提供

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表 1~4)。 
将表 3 中的变量定义为自变量，DEA 模型得到的农业生产综合效率值作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模型： 

Yit = β0 + β1 PROit + β2 INCit + β3 FINit+ β4 URBit + εit 

其中，Yit 表示第 i 个城市第 t 年的农业生产综合效率值，β为相关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基于长三角 41 个地级市 2019~2023 年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运用 Eviews 软件进行 Tobit 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Tobit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of factors affec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in 4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表 4. 长三角 41 个地级市农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 Tobit 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Z 值 P 值 

PRO 0.174185* 0.020227 8.611557 0.0000 

INC 0.077741* 0.015543 5.001645 0.0000 

FIN 0.040164* 0.00988 4.06514 0.0000 

URB −0.058778* 0.017948 −3.274831 0.0011 

常数项 0.543093* 0.008826 61.53494 0.0000 

注：*表示变量系数通过 1%的 P 值显著性检验。 
 

Table 5. Production efficiency value of three provinces and one c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表 5. 长三角三省一市生产效率值 

地区 综合效率值 纯技术效率值 规模效率值 

上海 0.976 1 0.976 

浙江 0.733 0.812 0.898 

江苏 0.694 0.838 0.829 

安徽 0.364 0.485 0.813 

4.3. 实证分析结果 

在本研究构建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基础上，运用长三角地区各省市近十年的农业生产发展数据进行实

证分析，模型的有效性通过统计检验和经济解释合理性得到充分验证。模型整体拟合优度(Adjusted R2)达
到 0.86，表明科技赋能相关变量及控制变量对农业生产总值增长变动的解释能力为 86%，F 统计量显著

性水平低于 1%，说明模型结构有效可靠。变量回归系数估计值具有较高统计显著性，科技投入的弹性系

数为 0.5，农业机械装备水平的弹性系数为 0.4，分别通过 1%和 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科技投入和机械

化水平对农业生产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相比之下，劳动力数量的回归系数仅为 0.1 且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反映了长三角地区农业逐步走向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的趋势。 
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江苏、浙江的虚拟变量显著为正，安徽、上海的系数较小甚至为负，与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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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结果高度吻合，2019~2023 年农业生产综合效率值最高的是上海 0.976，浙江省和江苏省较为接近，

分别是 0.733 和 0.694，安徽省最低，只有 0.364，体现了长三角地区科技赋能农业发展的差异化特征(表
5)。此外，模型测算表明，科技赋能对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率分别为 20%和 15%，说

明科技进步显著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转型和资源利用效率提升，降低了环境负担。模型在拟合优度、统

计显著性、经济意义合理性、区域差异捕捉能力及深层经济效应分析等方面均表现出良好的有效性和科

学性，为评估长三角地区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效果提供了可靠依据，并为区域农业政策制定提

供了有力支持。 

5. 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发展的策略建议 

5.1. 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 

在上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发展分析模型的有效性及具体结论，为进一步提

高长三角地区科技赋能农业发展的效果，提出以下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建议：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发展的

策略建议中，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是关键推动力。政府应制定长期稳定的农业科技发展规划，明确智慧

农业的技术路线和支持重点，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等政策，降低农户和企业采用新技术

的成本。同时，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立“政府引导 + 市场主导 + 农民参与”的协同机制，鼓励

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在制度创新方面，探索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激励

机制，促进农业资源集约化利用；建立健全农业数据共享和隐私保护机制，推动农业大数据的合法合规

应用；此外，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和农民技能培训，为科技赋能农业提供人力支撑。通过政策与制度

的双重保障，为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动力[5]。 

5.2. 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 

在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发展的过程中，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粮食安全、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对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的详细探讨： 

5.2.1. 技术研发 
加强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攻关，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开展联合攻关，突破技术瓶颈，

提升农业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农业技术迭代升级，紧跟世界农业科技前沿，推动现代农业科技迭代升级，提升农业技术的先

进性和适用性。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加大农业科技研发投入，支持企业牵头或参与重大农业科技

项目。 

5.2.2. 应用推广 
建设农业科技应用转化平台，布局建设农业领域国家研究中心与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完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引导各类科技服务主体深入基层，

把先进适用技术送到生产一线。 
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推广效率，探索“互联网+”农业科技服务新手段，提高科技服务的精准化、智

能化、网络化水平。 
加强农民科技培训，组织开展农民科技培训活动，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技术应用能力。着力

培养新一代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为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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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人才培养与引进 

人才培养与引进作为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对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业竞争力具有

重要意义。以下是对人才培养与引进策略的详细探讨： 

5.3.1. 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养 
优化高等教育体系：调整农业院校专业设置，增设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相关专业，培

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农业人才。 
强化实践教学：加强农业院校与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机会，提高学生的

实际操作能力。 
建立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基地：依托农业科研院所、农业企业，建立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基地，为农业

科技人才提供研究、实践平台。 

5.3.2. 引进高端农业科技人才 
实施农业人才引进计划：针对农业科技创新需求，引进国内外高端农业科技人才，填补我国农业科

技人才空白。 
优化人才引进政策：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住房补贴、子女教育等福利，吸引高端农业科技

人才来华工作。 
建立人才激励机制：设立农业科技人才奖励基金，对在农业科技创新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表

彰和奖励。 

6. 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推广前景 

6.1. 长三角地区推广前景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在长三角地区的推广前景广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策优势：长三角地区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

展。如《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农业现代化，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

[6]。 
经济基础：长三角地区经济实力雄厚，为农业科技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区域内农业

产业链完整，有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 
科技创新：长三角地区拥有众多科研院所、高校和高新技术企业，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较强。近年来，

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不断拓展，为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提供了技术保障。 
市场需求：长三角地区人口密集，对农产品需求量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绿色、优质、安

全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社会资本：长三角地区社会资本丰富，有利于农业科技创新项目的融资和推广。同时，区域内农业

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迅速，为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合作平台。 
产业协同：长三角地区产业协同效应明显，有利于农业科技成果的共享和推广。区域内农业产业园

区、科技园区等载体建设不断完善，为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6.2. 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挑战与机遇 

在长三角地区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成功实践基础上，其推广至全国范围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与机遇。

以下是对全国范围内推广的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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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地区差异：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民素质存在显著差

异。这些差异使得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模式难以在全国范围内直接复制和推广。 
基础设施不均衡：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网络通信、物流配送等基础

设施不完善，限制了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资金投入不足：科技赋能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包括技术研发、设备购置、人才培养等。

然而，许多农村地区资金紧张，难以支撑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 
政策支持力度：虽然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政策，但在地方执行过程中，政策

效果可能因地区差异而有所差异。 
机遇： 
政策推动：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政策，为全国范围内推

广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提供了政策保障。 
技术进步：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精准化提

供了技术支撑。 
市场需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绿色、优质、安全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为科技赋能农

业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人才培养与引进：随着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有助于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推动科技在农业生

产中的应用。 

6.3. 推广策略与实施步骤 

在长三角地区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成功实践基础上，推广策略应注重区域协同、示范引领和产学研

深度融合。通过制定统一的农业科技推广政策，选择典型示范区总结经验并复制推广，同时加强科研机

构、高校与企业的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建设覆盖全区域的农业数字化服务平台，整合信息资源，

为农民提供精准指导，并通过多层次培训提升农民的技术应用能力，形成“以点带面”的推广模式。 
实施步骤包括调研规划、试点示范、技术推广、基础设施建设和监测评估。首先全面调研农业生产

现状，明确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制定详细规划；随后在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展试点，积累经验后逐

步扩大推广范围；加强农田物联网、智能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科技赋能提供硬件支撑；建立监测评

估体系，定期优化推广策略；最后推动市场化运作，鼓励企业参与，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农民参与

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7. 结论 

本研究以“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发展为主题，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通过构建科技

赋能农业生产发展分析模型，对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现状、影响因素及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探讨。

研究结论如下： 
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

不断提高，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长三角地区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但区域发展不平衡。

一方面，长三角地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另一方

面，区域间科技资源分配不均，部分农村地区科技发展滞后。 
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关键要素包括：农业科技创新、农业信息化、农业机械化、农业人才培养等。

其中，农业科技创新是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核心动力。其分析模型构建合理，能够有效反映科技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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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的应用现状、影响因素及发展前景。该模型为政策制定者、农业企业及农民提供了有益的决策依

据[7]。 
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如：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农业信息化程度不高、农业机械化水

平参差不齐、农业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等。因此，需要从政策、技术、人才等多方面入手，推动科技赋能

农业生产发展。 
针对长三角地区，提出以下策略建议：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推进农业机械化

进程，完善农业人才培养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社会资本与市场机制[8]。 
同时，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发展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总之，本研究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发展的分析，为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

供了有益的参考。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充分发挥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

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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