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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农业”的时代背景之下，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着力发展智慧农业已成为政府与社会广

泛关注的问题。现今，国内对于智慧农业的探索更注重于技术领域，对其适配的机制及发展模式缺乏相

关研究。据此，本文采用政产研融合创新推动智慧农业发展的研究视角，从合肥智慧农业谷实例出发，

并且基于三螺旋的经济理论，分析政产研协同机制的运行模式与合作基础，旨在探讨出政产研协同机制

对于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的现实意义，同时加以推广应用至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生产，促进国内农业的转型

升级，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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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agri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
trial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have become a widespread concern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t present, the domestic exploration of smart agriculture pays atten-
tion to the field of technology, and there is a lack of relevant research on its adaptive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mode. Fusion is adopted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production research inno-
v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research perspectives, starting from 
Hefei wisdom valley agricultural instance, three spiral of economic theory, and based on the anal-
ysis of government paper production operation mode of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and coopera-
tion basis, in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administration productio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rea-
listic meaning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be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nationwide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domestic agriculture and accelerate th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re-
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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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慧农业服务是根据现代农业、畜牧业及其他相关特色产业的综合现实发展需求以及移动互联网的

农业发展应用现状，进行统筹规划，搭建一套大数据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利用多媒体平台的技术优势，

分管各部门组织实施，分系统组织建设，提供的各种一体化农业服务。其中农业综合服务采用各种农业

相关的技术手段，例如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卫星以及遥感等，作为现代农业信息基础技术。 
目前，我国的土地耕种大多利用传统技术，现代农业正面临诸多困难，例如，洪涝、干旱等自然灾

害都极有可能造成一场农业生产的噩梦。不仅如此，农作物的生产设备落后、土地利用不合理等诸多问

题，直接影响到了我国现代农民的社会劳动生产和总收入，是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健康和持续性发展的过

程中的一块巨大绊脚石。因此，我国农业急需实现由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向土地耕种智能化的农业模式转

变。 
在“互联网+农业”的时代背景之下，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着力发展智慧农业已成为政府与社会

广泛关注的问题。支持智慧现代农业发展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对提高我国现代农业生产建

设水平、促进我国农业经济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宏观现实意义。 
本文以政产研融合创新发展为研究视角，从合肥智慧农业谷实例出发，基于三螺旋的相关理论，深

入探究合肥市智慧农业谷在政产研的融合创新发展的机制下，如何将我省政府、相关农业企业、研究院

所作为主体的综合优势充分发挥，共同努力促进我省智慧现代农业的健康蓬勃发展。以合肥智慧农业谷

为切入点，总结分析政产研机制的运行模式与协同基础，为其推广到全国范围内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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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在“互联网+”时代下，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体系结构借助手机移动端和互联网信息时代以来信息农

业技术产业趋势带来发展机遇红利，已逐步释放从而呈现出跨越式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增长态势，对于

发展中国家而言，智慧农业的应用更多地有利于帮助农民彻底消除贫困，实现后发优势；对于发达国家

而言，政府大力投入资金支持并将智慧农业基础应用与国家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战略深度对接紧

密结合，提升了智慧农业的综合性应用能力和现代化农业发展水平，促进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的高质量

发展。 
目前，国内农业研究主要集中于借助信息化技术推动智慧农业发展，部分文献聚焦于借助政产研机

制促使智慧农业全面、可持续地发展。 
政产研机制有利于达到智慧农业在全产业链条的上下游各主体协作配合的目标[1]，可以极大的在不

同程度上改善当下我国目前农业智慧农业科研创新体系不健全，农业教学科技推广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提高智慧农业科研创新成果的应用转化效率，突破当前应用能力低下的困境[2]。何郁冰[3] (2012)认为“产”

处于核心地位，有利于实现产品技术及时走向市场，迅速实现商业化；袭著燕等[4] (2012)也认为传统产

业对高新科技成果的创新需求的信息反映最迫切、最敏锐、也最真实，可以准确地将来自市场的创新需

求相关信息及时反馈传递给创新活动系统结构中的其他协同创新活动主体；而“政”则在多元创新主体

的相互协同推进创新活动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相互协调推动作用，它稳固了多元创新主体间相互协

同推进创新的紧密配合程度[5]；最后 Von & Katz (2002)在其研究中提出了“打造用户创新工具”的概念，

认为用户有降低粘滞信息的转移成本、降低知识的隐匿性、使隐性知识显性化的作用，即会从自身需求

出发，推动创新合理化和正确化进行，从而促使产业可持续发展。 
此外，国外学者还对智慧农业的多主体参与持续研究。以政府监管层面工作为题举例，Matthew Clancy 

(2016)指出美国农业相关信贷管理局即将会通过依靠这种信息金融技术向众多企业农户随时提供一种低

息贷款以及一种智能化的农业贷款信息支付服务方式，使得众多农户随时可以充分享受并得到使用信息

金融技术的便捷，以稳定的农业资金来源可以促进智慧农业的快速健康发展[6]。David Blandford & Alan 
Matthews (2019)表示美国修订农场政策变化旨在增加向农民提供财政支持的可能性。在此过程中，智慧

农业的发展需要信息技术为支撑，人才建设为基石，政府支持增强正外部性，企业、政府、人才三方协

作机制共同促进智慧农业的高水平高质量发展。 
由此，在国内外关于智慧农业的研究多集中于宏观战略层面，我们将以具体案例——合肥市智慧农

业谷加以分析，着重探讨多主体的参与并加以融合创新，实现智慧农业的突破发展，意于借鉴成功经验

并推广于全国，将智慧农业发展措施具体化、细致化。 

3. 智慧农业发展的突破路径——以合肥市智慧农业谷为例 

中科合肥市智慧农业谷有限公司(以下中文简称合肥智慧农业谷)凭借着合肥国家综合性重点国家自

然科学中心重点学科以及合肥市国家产业政策资源优势，由合肥北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

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共同独家出资组建成立。 

3.1. 基本情况 

合肥智慧农业谷主要建设内容为“一院一园一基地”。其中，“一院”即合肥智慧农业协同创新研

究院，主要负责技术孵化，发挥其创新优势；“一园”即智慧农业装备与技术产业园，基于“一院”拥

有的先进技术，与集团公司展开进一步合作，例如科大国创、小米公司等；“一基地”即智慧农业试验

示范基地，建立在达成与集团公司合作联动的基础上，秉承对市场和消费者负责的理念，对技术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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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证后进入市场(见图 1)。合肥智慧农业协同创新研究院以团队形式进行研究，财务实施独立核算，按

一定比例与合肥智慧农业谷公司进行利益分成。该集团前期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后期逐步实现经济效

益，反哺政府。 
 

 
Figure 1. 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production and research in Hefei Smart 
Agriculture Valley 
图 1. 合肥智慧农业谷“政产研”融合内容 

3.2. 具体做法 

合肥智慧农业谷项目坚持政产研多向驱动机制的原则，为切实推进智慧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合作基础，

各主体在协同发展中，相互作用，密切合作(见图 2) [7]。 
政——处于主导地位。政府在协同创新主体中起到支持、指导和协调作用。在智慧农业谷建设前期，

合肥市政府提供土地资本，以及进行高达数亿的财政拨款予以资金支持。在智慧农业谷建成运行过程中，

合肥市政府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为公司展开合作牵线搭桥，向各个协同创新主体搭建信息交流平台，

提供数据资讯服务等，同时利用政策导向吸引高校人才前来就业，为合肥智慧农业谷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研——处于基础地位。合肥智慧农业协同创新研究院发挥其基础地位，提供了技术专家人才，为合

肥智慧农业谷的产品的投成生产提供技术专利支持，提升了农业的现代化水平，节约了人力成本与材料

耗用，确保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产——处于核心地位。合肥北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城集团)建设前期对智慧农业谷

进行投资，以技术入股；运作阶段，北城集团与众多拥有相关农业技术类型的企业进行合作，以厂房优

势及免租协议吸引企业入驻，以租金换取企业的股份，实现共同运作，技术交流。在此基础上，北城集

团运用其现有的资本和市场资源，提供生产设备和厂房场地以及市场信息及营销经验，面向用户群体，

使得智慧农业的出发点更加切合用户需求，项目落地生产实现了技术商业化，合肥智慧农业谷的产品由

此进入市场。 

3.3. 案例启示 

合肥智慧农业谷的顺利建设以及投成生产对智慧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合肥智慧农业谷的投成生

产，带动更多智慧农业企业落户合肥，从而形成智慧农业产业集聚。政产研机制下，各主体分工明确，

协同创新，同时切实贴合用户需求，打破信息壁垒，了解市场导向，北城集团也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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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Hefei smart agriculture valley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research integration innovation mechanism 
图 2. 合肥市智慧农业谷政产研融合创新机制 

 
率，提升经济效益，向龙头企业靠近，有利于日后生产出国内先进、国际一流的科研成果。 

4. 政产研融合创新对智慧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智慧农业需要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多方参与并有效的进行科技创新，并运用到农业生产。充分调

动农业核心要素并整合资源，推动我国智慧农业茁壮、稳定和高效的发展。据此，构建有效驱动机制对

于推动我国智慧农业的高速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有效驱动机制的支持下能有效降低各类智慧农业

科研项目的技术风险、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增加技术研究的应用价值，也有助于增强各方合作的动

机[8]。而如何有效克服当前我国智慧农业高速发展的不足，利益分配失衡，成果转化风险、组织和管理

能力滞后等问题，需要一系列机制规划，重新梳理和管理发展路径。聚焦于合肥市智慧农业谷，政产研

融合创新对智慧农业发展具有多方面推动作用。 

4.1. 规划引导机制 

政产研融合创新需要规划引导机制，在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指导下，促进农业发展的科学性和思想

性。 
政策宏观指导下，数字智慧乡村农业进程不断深入推进，农业逐步进入现代化、农业智慧农村进入

信息化、“互联网+”智慧农业、农业技术装备水平提升等专业名词不断频繁出现在来自国家和有关地方

的中央相关农业政策指示文件中。中央政府在该决策机制中充分发挥政策中介人的作用，中央政府对国

家智慧乡村农业总体发展规划进行总体战略规划，地方政府学习理解贯彻落实中央相关政策指示文件重

要意义及其内涵并及时进行政策宏观指导，再步步细分落实基层实地农业育苗销售一体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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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在中央一号重要文件中明确强调了要坚持现代农业带动农村经济优先发展，坚持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与推进农村工业现代化三位一体统筹设计、一并协调推进，坚持农村创新发展驱动农业发展。

加速推动农业现代化，深入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统筹布局各农业功能空间，农田建设逐渐规范化

和标准化。文件中提出对数字技术的建设稳中加速，强调信息输送和创新平台建设作用，更指出技术发

展对农业总目标实现的支持作用。中央总政府部署今年农业社会发展五年战略，对今年智慧乡村农业发

展进行经济体制和农业技术两个个方面具体规划；中央地方对今年中央顶层政策设计任务进行层层分解

组合实施，从智慧农业发展基础配套设施升级改造、项目投资财政拨款、技术资金扶持、土地综合利用、

科技企业管理等相关政策措施五个方面具体入手，根据总文件思想因地制宜，制定本地的差异化个性化

方针策略，将当地水土气候与科学技术相结合更好地对全国各地不同地区分类治理。 
为加快推进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的标准化以及规范化，促进全国智慧农业的融合发展，需要在国家中

央和其他地方的重大政策引导扶持下优先选取一批代表性农业地区，建设一批批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大

型国家智慧农业应用高新技术装备产业发展示范区和国家级农业智慧农业创新示范区和基地，以点带面，

为推进全国各地开展智慧农业融合发展实践提供借鉴经验，推动我国智慧农业实现跨省和地域融合发展。

在示范地小面积搭建政产研机制协作创新，为机制的全国适用打磨机制法则。 

4.2. 搭建交互平台 

政产研融合创新需要搭建平台，为各个主体间的交流合作提供载体，同时实现信息的共享与反馈。 
1) 政策保障 
政府方面，要加强智慧农业顶层规划设计，通过政策方式整合社会闲散资金，拓宽平台融资渠道。

同时，政府应积极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为智慧农业各方展开合作牵线搭桥，搭建信息交流平台，提供

数据资讯服务等，同时利用政策导向来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吸引高校人才前来就业，为智慧农业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政府的政策保障是搭建智慧农业协同创新平台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2) 资源协同 
在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整合现有科研院所的高层次质量科研人才和新技术培养资源、企业管理

集团的资源优势以及市场竞争资源，建立一套科学的科研资源综合协同利用机制，借助各种科学技术创

新手段，提高科研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建立资源协同机制是搭建智慧农业协同创

新平台的关键，在充分发挥各个资源要素本身价值的基础上，实现更高的组合价值，达到“1 + 1 > 2”的

预期效果。 
3) 反馈优化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学技术手段，汇聚政、产、研各要素的资源优势，形成协调发展、融合创

新的大数据服务平台，通过实时监控智慧农业项目，并将有效信息及时准确地传输至平台，有利于适时

调整智慧农业项目方案，适应市场动态需求，生产符合市场需求导向的高质量农业产品。 

4.3. 多主体融合创新 

政产研融合创新需要充分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协同发展将各主体优势发展到最大化。 
“政产研”三螺旋经济理论可以作为多元市场主体协同驱创新的基础理论，应用广泛。该创新理论

的基本核心思想是通过加强政府、产业和科学研究院三方的合力协同推动创新，形成健全结构性和有效

制度化的科技协调创新机制，从而真正实现国家科技成果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和有效合理配置，最终达

到促进国家科技成果的及时落地有效转化。值得注意的是，三方在相互联系、密切合作的过程中，仍保

持独立的个体身份。多元主体在三螺旋体系中的作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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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于主导地位。政府在协同创新主体中起到支持、指导和协调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

一，政府的指导作用主要通过制定政策法规、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从而促使科技成果的转化；其二，政

府主要通过为各个协同创新主体搭建信息交流平台，提供数据资讯服务等，从而实现各创新主体的有效

沟通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实现其协调作用。 
产——处于核心地位。产业主要负责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商业化，提供大规模生产所需的设备和场

所。其主要有三方面作用：其一，产业与市场联系紧密，可以快速捕捉市场信息，并向其他协同创新主

体进行反馈，从而协调“学”与“研”的创新；其二，产业拥有丰富的营销经验，可以快速实现科研成

果的商品化；其三，产业与资本市场联系最为紧密，有利于资金的输入与输出。 
研——处于基础地位。科研机构是实现高质量人才培养和促进科研创新的摇篮，也是科研成果实现

落地转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其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一，输出创新人才和科研成果，促进协同创新

系统的创新进程；其二，为政府及企业的决策提供科学有效的信息，增强决策的科学性，保障系统的正

常运行。 

4.4. 成果转化机制 

政产研融合创新需要在收益基础上发展成果转化机制，使得各参与主体实现收益，促进科学技术在

生产和民生发展。 
我国现代农业管理技术创新发展不断进步，每年国内知识产权和农业专利产品授权数量逐年攀升，

2019 权产业创造价值指数攀升报告中数据显示国内农技企业的专利授权量每年占国内专利授权企业总量

的 54.86%，教学科研合作单位授权占国内企业授权单位总量的 43.12%，随着授权数量逐年保持稳步增长，

中国也将重点主要投向提高知识产权产品质量，但是目前农业实物科技成果转化较为复杂滞后，技术大

多数还是停留在知识产权管理层面，并没有能力进行农业实物技术转化或农业专利不应用具有一定普适

性，想要更大面积专利投入市场推广应用尚不成熟，急需更高效的农业管理技术理念、制度措施来通过

规约企业打造以及加强基础配套设施构建来不断提高我国知识经济产权产业综合应用绩效、夯实我国知

识经济产权产业发展潜力，成果转化机制急需完善，在政产研一体化机制下，企业和科研高校合作更利

于技术切磋共享和成果转化[9]。 
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技术，优化两方现有技术，企业掌握的市场信息需求和科研院所掌握的顶尖技术，

二者结合推出技术产品，再推广应用到智慧农业试点基地，在实践中不断更新升级，最后对成熟的技术

农机或农产品进行批量化生产应用市场，促进农业高效运作。 
在项目协作开展过程中一是不能过分过于强调项目投资率和回报率，初期的成本较高启动资金大量

投入和专业技术人员大量投入下，也就需要高度重视农业科研人员与非技术人员的外部专业技术合作以

及内部任务分配，重塑现代农业科研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协作模式，更好地充分激发农业科研院所技术

创新发展活力。二是制度运行稳定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速有效的成果转化，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成果转

化率，弥补市场技术空缺、产品空白。三在机制逐渐走向成熟时要牢固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之间利益共享

和风险共担，共同稳健发展。 

4.5. 成果转化机制 

政产研多方合作，预期可实现智慧农业的创新发展，提高科技成果的商品化，最终实现各方利益最

大化。科研所主要负责人才的培养和科技成果的输出，依靠科技成果的转化获得收益，企业与研究所的

协同创新在初期签订协议，并预缴一定的保证金，确保合作创新的持续进行；政府则是通过企业缴纳的

产品销售收入的税收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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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主体：在政产研机制中参与利益分配的主体有三类，分别是研究所、企业、政府。在政产研多

向驱动机制下，各方主体均能实现一定收益，在促进智慧农业的发展的同时，企业稳定创收，兼顾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政府助力当前第一产业的转型升级，使财政绩效更好，以及实现反哺政府收入，

获得社会效益，促进农民收入提升与民生工程的长效发展，研究所在此协同机制中，实现了技术走向市

场，更好的迎合市场需求，推动先进科技为依托的智慧农业，实现农业的兴旺发展，实现的技术的社会

化[10]。 

4.6. 结论与启示 

合肥“智慧农业谷”的顺利建设以及投成生产，政产研的融合创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合

肥政府、北城集团、合肥协同创新研究院各主体相互作用，密切合作，持续推进了智慧农业谷的重大系

列农业创新驱动成果的集中示范落地和高效转化。据此，加速政产研融合创新发展对于推动我国智慧农

业的高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政府层面来看，政府在该机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负责加强智慧农业顶层规划设计，通过政策方

式整合有效资源，搭建信息交互平台，提供数据资讯服务。 
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处于核心地位，主要负责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商业化，提供大规模生产所需

的设备和场所。 
从研究院所层面来看，研究院所处于基础地位，输出创新人才和科研成果，促进协同创新系统的创

新进程。 
通过对合肥“智慧农业谷”的经验加以借鉴，推进政产研机制在全国智慧农业领域的运行，强调多

主体的分工明确，协同创新，促进创新成果集中落地和转化，加快形成智慧农业产业集聚，发挥集聚效

应，带动和吸引相关产业的发展。使得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质增效，使得国内农业加速转型升级，为

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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