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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AI)已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农业

院校作为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承担着培养现代农业人才、促进农业科技强农兴农的重要使命。本

文旨在探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农业院校，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路

径。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农业院校的优势和潜力，提出一系列具

体可行的策略和建议，以期为农业院校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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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undertake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cultivating modern agricultural talents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strengthen agriculture and develop agricultur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empower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promote the de-
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By analyzing the application status and challen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gricultural field and the advantages and potential of agricultural colleges, 
a series of specific and feasible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
erence for agricultural college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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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I)技术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在众多领域

中，农业作为国家的基础产业，其现代化进程尤为关键。当前，我国正处于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新质生产力的涌现为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1]。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

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

此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其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

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而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已经在各个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和价值[2]-
[4]。农业院校作为农业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肩负着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任，应主动适应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农业科技创新的路径[5]。面对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农业院

校必须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技术，探索其在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中的应用路径，以培养更多适应现代农

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本文旨在探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院校的路径，

分析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农业院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和建议。通过深入研究人工

智能技术在农业院校教学、科研和管理等方面的应用，为农业院校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助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2. 相关理论基础 

2.1. 新质生产力理论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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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即新的高水平现代化生产力(新类型、新结构、高技术水平、高质量、高效率、可持

续的生产力)，是以前没有的新的生产力种类和结构，相比于传统生产力，其技术水平更高、质量更好、

效率更高、更可持续[6]。“新质生产力”，起点是“新”，关键在“质”，落脚于“生产力”。生产力

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7] [8]。马克

思生产力理论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

生产力，对农业院校的赋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农业教育、科研和生产实践，可

以提高农业院校的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党的二十大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依靠创

新驱动是其中关键[9]-[11]。 

2.2. 人工智能技术基础理论 

人工智能技术涵盖多个学科，属于一个复杂而多维的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多元化

的体系，包括知识表示与推理、搜索算法、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多个方面[5]。机器学

习是人工智能的核心组成部分，使计算机能够从数据中学习并改进其性能。机器学习算法包括监督学习、

无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等。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分支，通过多层神经网络模拟人脑

处理信息的方式。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卷积神

经网络(CNN)和循环神经网络(RNN)等模型的应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实验室里的新技术通过农

林牧副渔等产业输出转换，不断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人工智能技术在农

业院校的应用将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持。通过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农业院校可以培养

更多掌握现代科技的农业人才，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12]-[14]。 

3. 人工智能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现状 

3.1. 农业生产智能化 

人工智能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如智能农机装备、智能灌溉系统、病虫害智能诊断、无人

驾驶拖拉机、智能播种机和收割机等。智能农机装备通过集成传感器、GPS、机器视觉等技术，实现精准

作业和自主导航；智能灌溉系统则利用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通过传感器监测土壤湿度和作物需水量，

根据作物生长需求和土壤水分状况自动调节灌溉量；精准农业技术利用卫星定位系统(GPS)和地理信息系

统(GIS)进行土地管理；病虫害智能诊断系统通过图像识别和机器学习算法，利用图像识别技术及时发现

和处理问题，实现对病虫害的精准识别和预警。智能农业大数据分析则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农业数据来

优化种植决策和提高产量。 

3.2. 农业管理智能化 

农业管理智能化是现代农业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它通过集成先进的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工

智能和自动化控制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智能灌溉系统能够根据土壤湿度、气

候变化和作物需水量自动调节灌溉量，确保作物得到最适宜的水分供应，同时节约水资源。精准施肥技

术利用土壤和作物的实时数据，通过智能算法计算出最合理的肥料配比和施用时间，既保证了作物的营

养需求，又减少了化肥的过量使用和环境污染。无人机植保则通过无人机搭载的传感器和喷洒设备，实

现对农田的精准喷洒，不仅提高了农药和肥料的使用效率，还降低了对环境和操作人员的危害。智能温

室控制技术通过监测温室内的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因素，自动调节温室内的设备，为作物生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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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环境。农业机器人在田间作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可以完成播种、除草、收割等繁重

的体力劳动，提高作业效率和质量。 
土壤和作物监测管理通过各种传感器收集土壤和作物生长的数据，结合大数据分析，为农民提供科

学的种植建议。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系统则整合了农业生产的各种数据，帮助农民和农业管理者做出更

加精准的决策。智能农机设备如自动驾驶拖拉机、智能收割机等，通过集成先进的导航和控制技术，提

高了作业的精确度和效率。农业供应链管理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了从种植、收获到销售的全过程追踪

和管理，提高了整个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效率。农业物联网技术将各种传感器、设备和系统连接起来，实

现了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网络化和远程控制，为现代农业管理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通过这些智能化

技术的应用，农业管理变得更加科学、高效和可持续。 

3.3. 农业服务智能化 

人工智能还在农业服务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智能农业服务平台通过提供线上咨询、技术培训、市

场信息等服务，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智能农业金融则通过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为农民提

供更加便捷和安全的金融服务；智能农业旅游则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

农业旅游体验。 
农业服务智能化涵盖了广泛的技术和应用，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并增强农作物

的产量和质量。智能农机设备，正在改变传统耕作方式，它们能够精确地执行播种、施肥和收割等任务，

大幅提高作业效率。农业大数据分析通过收集和分析土壤、气候、作物生长等数据，帮助农民做出更明

智的种植决策。智能灌溉系统能够根据作物的实际需要和环境条件，自动调节水量，既节水又保证作物

生长所需的最佳水分条件。农业无人机在空中拍摄高清图像，用于监测作物健康状况和病虫害情况，提

供及时的防治建议。智能温室管理利用传感器和控制系统，自动调节温室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和二氧

化碳浓度，为作物创造最佳生长环境。农业供应链管理平台通过整合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等环节的

信息，提高整个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效率。智能农业咨询与决策支持系统为农民提供实时的市场信息、天

气预报和种植建议，帮助他们做出更科学的决策。农业机器人在某些特定任务中，如摘果、修剪和包装，

正逐渐取代人工，提高作业的精确度和速度。这些智能化服务正在推动农业向更高效、可持续的方向发

展。 

4. 人工智能赋能农业院校的路径探索 

4.1. 加强人工智能教育与培训 

加强与人工智能相关学科的建设和交叉融合，开设人工智能导论、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基础课程

和专业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同时，还应加强与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共同开展人

工智能培训和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 
在农业院校和相关专业中开设人工智能基础和应用课程，让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和在农业

中的应用方法。组织实践操作培训，让学生通过实际操作智能农业设备和系统，提高他们对人工智能技

术的熟练度和应用能力。定期举办人工智能在农业应用方面的研讨会和工作坊，邀请行业专家和学者分

享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鼓励农业、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通过跨学科项

目和研究，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利用在线教育平台，提供人工智能农业应用的课程和资料，方便

学生随时随地学习。与农业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和应用人工智能

技术，并提供就业指导服务。政府和相关机构应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教育机构开展人工智能农业

教育项目，促进教育与产业的紧密结合。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加强人工智能在农业领域的教育与培

https://doi.org/10.12677/sd.2025.151004


姜凤娇 等 
 

 

DOI: 10.12677/sd.2025.151004 28 可持续发展 
 

训，培养更多具备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的农业专业人才。 

4.2.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加快构建适应农业科技创新发展需要的体制机制和实践载体，完善科研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激发

创新动能。加强校地合作和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和科技成果转化。此外，还应积极

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争取更多的科研资金和政策支持。 
明确平台建设的目标和方向，确保与国家农业发展战略和地方农业发展需求相契合。整合资源，包

括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和农户等多方资源，形成合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实验室、试验田、

信息网络等硬件设施，以及数据库、知识库等软件资源。建立高效的运行机制，包括项目管理、资金管

理、人才激励等制度。此外，注重人才培养和引进，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加强与国际

农业科技的交流合作，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提升平台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

效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现代化发展。 

4.3. 深化人工智能与农业深度融合 

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场景和模式创新，推动人工智能与农业生产的深度融合。例如，

可以研发智能农机装备、智能灌溉系统、病虫害智能诊断等智能化产品；构建智能农业信息平台、智能

农业保险、智能农业物流等智能化服务体系；开展智能农业旅游、智能农业金融等新型业态的探索和实

践。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农作物病虫害识别和预警，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分析作物生长情况，及时发现

并处理问题。采用智能农机设备，提高农业生产的自动化和精准化水平。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

法优化作物种植模式和灌溉系统，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开发智能农业管理系统，集成土壤分析、气象

预测、作物生长模型等功能，为农民提供科学的种植决策支持。推广智能农业机器人，用于播种、除草、

采摘等农活，减少人力成本，提高作业效率。建立农业知识图谱，整合农业专家知识和历史数据，为农

业生产和研究提供知识支持。利用无人机进行农田监测，收集作物生长数据，分析作物健康状况，为精

准施肥和灌溉提供依据。推动农业物联网的发展，实现农田环境的实时监控和智能调控，提高作物产量

和品质。通过人工智能辅助农产品市场分析，预测价格走势，帮助农民制定销售策略。培训农民和农业

技术人员，提高他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识和应用能力，促进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普及和应用。 

4.4.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积极参与国际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活动，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同时，还应加

强与国际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开展农业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工作。通过国际

合作与交流，提升农业院校的科研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可以促进技术共享、经验交流和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建立双边或多边合作机

制，共同开展人工智能在农业领域的研究项目，分享研究成果和最佳实践。国际会议和研讨会是交流最

新技术进展和行业趋势的重要平台，可以邀请各国专家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在农业中的应用。跨国公司和

研究机构可以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进行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此外，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鼓励

农业企业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智慧农业的全球发展。 

4.5.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目前，国家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农业院校开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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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研究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农业院校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农业现代

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农业院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和合作空间。 
当然，人工智能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也面临许多技术难题和挑战，如数据获取、模型训练、算法

优化等问题。农业院校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储备相对不足，难以满足科研和教学的需求，农业院校在

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方面的资金投入相对较少，难以支持大规模的研发和推广。 

5. 结论与展望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人工智能赋能农业院校是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通过加强人工智能教育与培训、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深化人工智能与农业深度融合以及加强国

际合作与交流等措施，农业院校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潜力，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未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农业院校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我们期待更多农业院校能够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共同推动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现代化事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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