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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北地区数字经济赋能农业现代化现状

（一）辽宁省数字经济赋能农业现代化现状

辽宁省大力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农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锦州滨海电子商务产业基地股份有限公司和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双

双入选 2021 年度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黑山县国家数字农

业创新应用基地建设项目（蛋鸡）等 7 个项目实施方案于 2021 年被纳入

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项目储备库。全省积极推进智慧农业应用

基地建设，2023 年 6 月评选出沈阳上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浑南区省级

智慧设施农业应用基地等 20 家智慧农业应用基地。此外，辽宁省高度

重视数字技术赋能数字农业创新发展，通过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打

造“互联网+农业”新模式，重点依托智慧农业云平台和农业大数据平

台，构建智慧农业决策智慧中心，积极培育智慧农业示范基地。

（二）吉林省数字经济赋能农业现代化现状

吉林省坚持以数字化引领农业现代化，农业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

吉林省农业信息化排名在全国范围内逐年提升，2021 年实现“五个第

一”，即 12316 平台和 12582 平台与农民互动服务量第一，达成了农业

电子商务进村入户第一单，测土配方施肥手机信息服务覆盖面全国第

一，易农宝 APP 省域用户量全国第一，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中国移动服务

农业示范基地。此外，吉林省积极建设数字化合作社，截至 2022 年 9

月，全省应用“吉农云”的示范合作社数量达到 1880 个，通过数字化手

段提升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能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

设，吉林省于今年 2 月颁布《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快推动保护性耕

作信息化远程电子监测实现县域全覆盖的通知》（吉农办机发〔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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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积极推动信息化远程电子监测实现县域全覆盖，加大对黑土地保

护性耕作技术推广的信息化智能化监测监管力度。

（三）黑龙江省数字经济赋能农业现代化现状

黑龙江省积极推广数字化应用，创新应用数字化平台，为粮食生产

提质增效。大庆市肇源县围绕农产品追溯、标准化种植、农作物检测等

板块，搭建数字农业大数据平台，引导农户充分利用平台以提高春耕和

秋收效率。绥化市庆安县通过智能化的电控系统，实时监测和控制催

芽车间箱体内的水温，这不仅便于工作人员管理，也保障了催芽的质量

和标准。海伦市应用先进的北斗导航系统，推广自动化驾驶技术，极大

地提高了播种效率。此外，农户将平板电脑与数字化平台相连接，实时

监测农田的风向、风速、温度、湿度等农业数据，随时监控农作物的生长

情况，实现了现代化的农业经营方式。

二、东北地区数字经济赋能农业现代化的挑战

（一）数字基础设施支撑不足

虽然东北地区当前宽带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已基本实现全覆盖，

但宽带入户较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辽吉黑农村宽带接入

用 户 分 别 为 169.1、119.1、182.7 万 户 ，城 市 宽 带 接 入 用 户 分 别 为

1295.5 万户、615.1 万户、838.8 万户。可见，东北地区的城乡在互联网

宽带普及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而且辽吉黑三省的农村互联网普及程度

与浙江、江苏等先进省份以及山东、河南等农业大省存在较大差距。此

外，由于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基础弱，农村信息采集终端应用少，这

极大地限制了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推广应用。

（二）数字素养需要尽快提升

现代农业的竞争在数字经济时代已由农产品竞争逐步转化为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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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的数字化竞争，产业链的每一个链条都需要复合型的数字技术



生产任务，实现精准作业，农业机械技术的创新能够提升农业机械化作

业效率；利用自动驾驶技术让农机自主作业，既可以减少农民的劳动任

务，也可以提高机械作业效率。此外，土地施肥技术的创新能够增强土

壤肥力，增加农作物产量。种子处理技术的创新，例如种子覆膜、种子

处理剂等，可以有效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增强种子在不同环境中的适应

能力和养分摄取能力，提高农作物的质量。“数商兴农”工程利用数字经

济降低农产品供需两端的信息不对称性，有效解决了农产品生产流通

网络不畅等问题。

（二）数字经济赋能农业管理现代化

网络基础设施的普及可以优化农业结构，促进农业经营管理现代

化。将 5G 网络应用到农业管理经营中，农户就可以对农田进行远程监

控，在手机上随时查看农作物的温度、湿度等信息，以便及时调整管理方

案。网络的普及也可以使农户及时了解农业补贴政策和保险政策，以便

调整种植结构。而且在互联网的支撑下，去中介化的市场更加透明，有

助于农业主体及时根据市场信息调整种植结构。通过农作物品种的创

新，农户可以培育具有抗病虫害、抗盐碱等优良性状的新品种，从而减少

自然灾害对农业的负面影响，降低农业经营成本。依托大数据，把农产

品从生产、运输、仓储到销售的流程录入到二维码中，从而构建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系统。消费者或监管部门只需扫描条形码或二维码，便可以

了解农产品的产地、加工、化肥农药是否符合标准等信息，以此实现质量

可追溯、产品可监控。此外，通过农产品冷链物流的数字化转型，实现农

产品保存和运输过程透明化，提高了冷链流通品控质量。

（三）数字经济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外溢效应

首先，数字经济以信息和数据为关键要素，网络信息和数据资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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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享性特征，能够打破空间的距离，在区域之间搭建“数字桥梁”，从

而促进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整合，能够减少各地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其次，数字经济对农业的渗透不断深入促使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农业

数字化转型成功的案例以及农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区和示范基地为周围

地区提供了典型经验和先进做法，能够起到引领和示范的作用。再次，

通信基础设施可以促进知识、技术的扩散。而且农业技术人才在地区

间的流动可以促进地区间农业技术知识的交流与互动，以此带动其他

地区农业技术的进步，产生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应。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数字经济赋能农业现代化的

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选取东北地区 2014 年至 2021 年的面板数

据作为原始数据，构建了数字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使用熵

权-TOPSIS 法和熵权-灰色关联分析法分别对各省的数字经济与农业

现代化进行测算，利用测算得到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数字经济赋

能农业现代化的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现代化进

程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进一步对数字经济对周边地区产生的外

溢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一个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推动本

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且能够对周边地区产生外溢效应。

四、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推进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数字农业制度设计

省级层面应加强对数字农业发展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撑。首先，

落实数字农业发展规划，合理制定数字农业发展目标，做好数字农业发

展的顶层设计。其次，对数字农业的发展给予税收优惠或其他扶持政

策，设立数字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加大对育种企业提升核心研发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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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力度，大力支持数字农业企业发展。最后，给予农产品“数实融合”

和“农云行动”政策倾斜。推动“数实融合”在农业领域的新场景建设，

着力打造“数实融合”农产品惠民平台、“数实融合”农业实验基地等新

场景，助力农业现代化。

（二）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对数字经济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倍增效应。

一方面，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通信网络、物联网、移动 5G

在农村地区的普及范围，大幅提升农村数字化网络水平，使农户享受新

型基础设施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加速设施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加

快推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推进数字智能设备、数字农业

工厂、智慧农场、农业数字平台的建设，积极引导农业经营主体采纳数

字化应用场景。完善农产品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推动冷链物流服务配

套发展。

（三）推进大农业数字化转型

破解土地细碎化难题，推动土地规模化经营，通过引进大型智能设

备和技术实现精准作业，加速农业数字化转型。突破传统农业机械化

理念，促进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加快环境感知、疫病防控、

水质检测等农机装备数字化改造，大力推广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人在农

业领域的应用，构建农业自动化系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聚焦东北地

区大豆加工、优质粮油等主导产业以及人参、鹿茸、黑木耳、食用菌等特

色产业，加强数字技术在各产业链的应用，打造数字化特色产业链。推

进农产品初加工和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建设现代化大农

业提供技术支撑。依托元宇宙、虚拟技术等前沿信息技术，积极推进数

字设施农业创新基地和数字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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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现代化的外溢效应和示范辐射效应，带动区域内各省市农业现代化

发展。

（四）优化农业产业链网服务

首先，搭建农业全产业链数字生产平台，将农业产业链上中下游各

节点主体纳入到数字生产平台，从而实现区域范围内信息、品牌共享和

质量安全的可追溯，推进农业生产智能化和数字化。其次，各地区应建

设以省级信息服务平台为中心的市县区信息服务平台相环绕的“辐射

式”农业信息服务体系。搭建市级或县乡级产业链供应链信息分平台，

提升数字平台信息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最后，构建农产品数字交

易平台，将当地农业企业以及农业行业协会引入其中，为农业全产业链

和供应链主体提供农产品订单信息公示渠道。

（五）打造优质专业人才队伍

建立完善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加大对本地区农民专业知识的培

养力度。创新数字农业专业知识的教育方式，开展实地教学课程，将理

论知识应用到实际操作中。借鉴日本的经验，将农业信息新技术纳入

高等院校的农业技术实践课程，在农业科研机构开展农业专业技术培

训。构建数字农业人才培养新机制，推进数字农业产教融合。积极探

索多种薪酬制度，确保数字化人才获得与其劳动成果相符的薪酬。鼓

励农业合作社与农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共同构建数字农业技能型

人才培养基地，保障人才培养供给与农业产业需求相匹配。

（六）发挥数字技术支撑作用

发达国家和地区十分重视数字技术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撑作用。美

国不断提供各种形式的数字技术保障，农业大数据技术应用已实现生

产、流通、经营、社会化服务等全方面发展，而且建立了包括遥感（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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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e Sensing，R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虚

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决策支持系统（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等多技术集成的数字农业技术体系。欧盟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农业

经营管理数字化，利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将传统产业中的细枝末

节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自动交由机器根据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经验来

处理。

（七）促进农业信息资源整合

依托农业大数据管理中心，加强农业数据信息的采集、分析、加工

和共享，推进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对接国家发展规划，依托全国统一的

国家种业大数据平台，构建省级农业种质资源数据库，推进农作物、畜

禽、水产等种质资源的数字化动态监测和管理。英国在农业数据资源

建设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统一规划建设并运行“全国土壤数据库”

“农业普查数据库”“单一补贴支付数据库”等基础数据库系统，为政府

决策、科学研究和生产经营提供了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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