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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传统农业已经不能满足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因此，

一种新型的农业模式——认养农业应运而生。共享经济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共享资源和服务，实现资源的

高效利用和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而认养农业作为共享经济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应用，不仅能够帮助农民增

加收入，还能够满足城市居民对绿色食品的需求，促进农村与城市的互动与交流。近几年来，在“互联

网 + 认养农业”这一新型农业发展模式中，成功地满足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健康的需求，促进农业

现代化发展及提升农民生产积极性。通过对我国农业和湖北省十堰市农业发展现状的调查分析，相应提

出了“互联网 + 认养农业”助力乡村振兴在十堰市实践的发展对策：开发一套完整的“互联网 + 认养

农业”平台，打造云上平台，与此同时，加强政策宣传，优化支持“互联网 + 认养农业”发展所需的

基础条件，推动十堰市农业现代化进程，为地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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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concern of consumers for food safety and health,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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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most consumers. As a result, a new agricultural model, adoption agri-
culture, has emerged. The core concept of sharing economy is to achieve efficient use of resources 
and maximization of social value by sharing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s a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e 
sharing economy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adoption agriculture can not only help farmers in-
crease their income, but also meet the demand of urban residents for green food and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 recent years, in the new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l of “Internet + Adoption Agriculture”, has successfully met consumers’ demand 
for food safety and health, and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enthu-
siasm for production.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hina’s agriculture and the cur-
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Shiyan City, Hubei Province, the development coun-
termeasures of “Internet + Adoption Agriculture”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hiyan City are 
proposed accordingly: to develop a complete set of “Internet + Adoption Agriculture” platform, to 
create a “cloud platform”,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strengthen the “Internet + Adoption Agriculture” 
platform.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lete “Internet + Adoption Agriculture” platform and the crea-
tion of a cloud-based platform, meanwhile, strengthen the policy propaganda, optimize the basic 
conditions necessary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 Adoption Agriculture”, promote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Shiyan City, and inject impetus for the regional eco-
nomic growth. 

 
Keywords 
“Internet+”, Adoptive Agriculture, Cloud Platform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农业是立国之本，农业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根基，而我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然而，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导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此外，分散耕作和土地荒

废等问题使得农村的资源未得到合理利用。由于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与供应极度不平衡，我们面临着许

多挑战。当前我国对于“认养农业”新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比较成熟的“认养农业”有盘锦市“蟹田

大米”模式、“认养一头牛”模式、温州“99 元认养土鸡”模式等。尽管全国范围内存在许多出色的认

养农业模式，但目前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通用流程。与其他行业不同，农业必须考虑因地制宜的原则，

考虑环境、地区经济、人口等因素对农业的影响巨大。不同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和模式存在差异，这也

是缺乏可广泛推广的成熟模式的原因之一[1]。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并响应“十四五”规划，特提出此

项目来助力乡村发展。 

2. 项目概述 

2.1. 项目简介 

“互联网 + 认养农业”模式是由“互联网 + 实体农场 + 电子商务 + 旅游农业”等要素组成[2]，
旨在将互联网创新技术与传统农畜牧业养殖相结合，以助力乡村振兴。该模式旨在建立一个现代化农业

综合服务平台，其中包括共享农场、生活商城、农业咨询和农业金融等功能。通过构建智慧型互联网农

业生态圈，最终推动十堰市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本项目将开发完整的“互联网 + 认养农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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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农民可在该平台注册自己的认养商店和旅游风光绿色生态园区，顾客可通过平台了解农业相关知识，

找到合适的认养农业服务。此外，该平台还可实现线上销售和配送。本项目还将开发云平台应用程序，

包括农产品认领模块、积分兑换模块、商品选购模块和用户管理模块等四个模块。 

2.2. 研究背景 

“认养农业”是一种农业经营新方式、农事增值发展新模式，其本质是共享经济在农村领域的一种

创新试验。这一模式突破了中国传统农村生产的固定模式，在旅游、养老、文化等产业进行深度融合，

为推进农村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动力。该模式以城市居民为主要目标受众，通过提供文化体验、互动项目

等特点来吸引顾客。同时结合自身特色农产品、旅游景点和特色风情民宿等元素，打造个性化选择，实

现“顾客变游客、游客变顾客”的目标。此举既满足了顾客体验农业旅游的乐趣，又为农民增加了收入

来源，推动农业生产健康有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与传统的粮食销售模式不同，“互联网 + 认养农业”提供给消费者的是绿色无污染的粮食产品，在

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便利生产者，不用进行市场调研，不苦恼粮食销售，消费者通过网上平

台，手指滑动即可购买自己想要的农产品，同时消费者也可以进行“云体验”和预约线下体验，满足其

精神需求，体现了“互联网 + 认养农业”的独特优势。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突出的表现是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三农”发展不充分。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因此本项

目以十堰市为例，结合该市境内丰富的山水资源、良好生态植被、悠久的历史文化、得天独厚的旅游资

源，旨在通过“互联网 + 认养农业”助力十堰乡村振兴，促进该市农业的现代化创新发展。 

2.3. 十堰市“互联网 + 认养农业”发展可行行分析 

位于中国华中地区、湖北省西北部的十堰市，地处秦巴山区汉水谷地，北临秦岭，南依巴山和汉江

[3]。全境横贯武当山，同时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调水源头丹江口水库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被誉为

北方的“大水井”。十堰市拥有众多河流，总计达 2489 条。其中，最大的河流是堵河，全长 338.6 千米，

雨水承载面积达 12,431 平方千米，在湖北省的中小河流中仅次于清江，排名第二。此外，汉江也是十堰

市的过境河流，全长 216 千米，经过郧西、郧县和丹江口市。 
十堰市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十堰市为农业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充

足的水资源，并拥有独特的地质条件和温暖的气候。 
十堰市以其卓越表现而被誉为“中国卡车之都”和“中国商用车之都”，其中武当山、汉江水和汽

车城更是十堰这座城市的三大世界级名片。作为鄂、豫、陕、渝交界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十堰市也是鄂

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核心城市之一，同时也是秦巴山区三大中心城市之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自古

以来就被称为“南跨荆襄、北枕商洛、东抚南阳、西掖汉中”，并被誉为“南船北马、川陕咽喉、四省

通衢”。 
十堰市的经济文化发展为认养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大力经济技术保障。 
近年来，十堰市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方面坚持谋划统筹、一体推进的原则，积极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致力于实现农业的高质量高效发展，打造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让农民过上富足富裕的生

活。在这一努力下，十堰市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逐步实现生态农业综合实力显著增

强、生态农业的政策法规体系基本形成、生态农业技术体系逐渐完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统筹谋

划不断发展有助于“互联网 + 认养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打造一套具备现实普及推广

的“互联网 + 认养农业”平台发展模式，推动十堰市农业发展，满足消费者需求，减少城乡差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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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市场 

十堰市作为一个农业大市，拥有丰富的农田资源和适宜的气候条件，适合种植各类农作物，如小麦、

玉米、水稻、蔬菜、水果等。房县黑木耳是十堰的特色产品，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具相关文献记载，

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生产黑木耳了，而且还被列为唐代的贡品。房县有着非常优越的气候条件，四

季分明，光照充足，所产出的黑木耳朵大肉厚、品质优良。不仅如此，十堰本地还有圣水绿茶、竹溪贡

米等特色农产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对绿色、有机、安全、健康的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

认养农业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可追溯的绿色农产品，满足他们对食品的高品质要求。在互联网兴起的时代，

互联网+认养农业模式为消费者和农民建了一个直接交流的平台，通过在线认养、远程监控、数据共享等

方式，消费者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自己认养的农产品的生长过程，与农民实现互动，增加了消费者对农

产品的信任感和购买的决策便利性。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今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内卷越来越严重、生活的节奏也越来

越快，在生活和工作的重重压力下，人们都希望去寻找可以摆脱现实压力、放松自我的农村休闲生活，

脱离世间的沉沦。在这种大背景下，“认养农业”是以种植、旅游休闲、现代农业技术示范、生态农业

技术服务等为一体的绿色生态园，可以给在现实生活中逐渐迷失自我的人一种全新的体验，通过田园生

活，可以让消费者体会到精神和心灵上的滋润，同时也可以收获自己劳作后的丰硕果实。根据以上内容

请说出认养农业的市场行情。 

4. 项目研究内容分析 

4.1. 项目研究目标及主要内容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在乡村建设中实现现有基础性建设的提档升级，并通过利用“互联网+”和技术

创新来打造完美高产健康的农产品，并建立可信赖的农产品路线。同时，通过平台研发和数据分析，实

现农业信息采集与大数据分析，以及农作物生长发育状况追踪、病虫害监测和农业生产预报等。项目的

最终目标是通过推动绿色无污染的农产品供应链和与消费者的互动，满足市场需求，促进乡村振兴。 
在该项目中，我们先利用“互联网+”嵌入“三农”，打造完美高产健康的农产品，再与快递公司合

作，打造值得消费者放心,信赖的农产品路线[5]。我们会着重打造一个基于大数据分析、AI 大模型、模

型建立、虚拟计算、系统编码和系统检测等技术的综合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实现农

业信息采集与大数据分析，并利用数学模型，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状况进行追踪、病虫害监测、农业生

产预报等。通过将虚拟的信息检测、分类、管理实现农业信息可视化，使系统更有效地对农产品质量实

施控制。 
以市场需求为主导区别于传统农业模式，如今的网络用户也越来越强调的是交互与服务感。所以打

造农产品必须从消费者思维来考虑，借助网络互动便捷优势，以对等、公正的方式，和用户交流，建立

市场亲和力、产品黏性、服务满意度、情感的互动依赖。 

4.2. 项目研究方向 

“互联网 + 认养农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模式，旨在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农业生产和销售带来便利。

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开发一个完整的互联网 + 认养农业平台，与政府合作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供应链，完善

产业链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为此，需要让宽带覆盖全部农村，并实施大数据工程平台和 AI
大模型的搭建，同时积极引导大学生返乡，培养一批具备相关技能的农民。此外，以特色农产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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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休闲、娱乐、旅游、观光为辅打造一块绿色生态园区。 

4.3. 云上平台的打造和分析  

云上平台是通过互联网和 5G 技术带来的新型商业模式，主要结合了认养农产品、积分兑换和线上

商城直销三个方式。该平台致力于帮助农户实现最大化的收入增长，并充分发掘农场的附加价值，以实

现合理利用资源的目标。平台主要分为农产品认领、积分兑换、商品选购和用户管理四大模块，并采用

微信或支付宝账户绑定手机号、身份证进行账号注册。此外，平台还提供线下模式，将功能依次划分为

休闲区、娱乐区、餐饮区、现代农业区、种植区及观光区集一体的生态园区，消费者可以在此体验农家

乐、水果采摘、游戏互动和当地特色农产品品尝等活动。 

4.4. 云上平台的四大模块  

1) 农产品认领模块：用户可以通过此模块选择心仪的农产品进行认领并支付相应的价钱。平台通过

大数据检测、AI 大模型等技术检测农产品的相关数据、甜度、剩余成熟时间等，同时还为消费者提供与

农民线上面对面沟通的窗口。2) 积分兑换模块：用户通过每日签到、浇水、施肥等方式获得水滴，用来

给虚拟果树或蔬菜浇水。一个水滴等于一个积分，一天最多可获得五积分，满一百积分即可获得相应的

农产品并包邮到家。消费者可以选择商家提供的水果和蔬菜进行积分兑换。3) 商品选购模块：线上农产

品商城区，消费者可以直接购买农户所推出来的农产品和当地特色农产品，并进行下单购买[6]。4) 用户

管理模块：用户可以在此页面进行账户注册、修改个人信息、订单查询、用户保护中心、账单等其他操

作。 

5. 商业模式 

5.1. 商业模式定位 

“互联网 + 认养农业”是一种商业模式，通过结合互联网、实体农场、电子商务和旅游农业等要素，

为消费者提供绿色、有机的农产品，同时助力乡村振兴。在这个模式下，城市居民可以通过预付生产费

用，在农村认养一块土地，并在工作之余亲身体验种植和收获的喜悦。客户可以通过在线下单的方式来

认领土地和农产品的收获权，成为农场的共享会员。而整个种植、消费等流程则由专业团队来运营和操

作。通过这种方式，消费者能够获得放心的农产品，同时也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实现共赢的局面。 

5.2. 业务系统 

消费者可在“互联网 + 农业认养”平台或云平台选择在农村认养的农业场地，最终收获的农产品归

消费者所有。认养中，由于农产品生长过程存在如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性，对于消费者和商业者双方来

说，需要共同承担风险，共同享受收益。 
当用户认养的农产品成熟，生产者会通知其进行采摘，或者将农产品包装按用户提供的邮寄地址寄

出，由当地政府和商业基地带头监督。通过认养产品平台，用户可以在产品展示平台看到农产品长势如

何，生产者会上传和记录养殖档案，用文字详细记录整过过程。 
除此之外，农旅结合的目标客户是城市居民，以农产品认养的体验为卖点，将认养农业和乡村风情

旅游整合包装，推动了乡村振兴[5]。这种模式不仅为农村发展带来了人流和资金流，也促进了本地区产

业的融合发展。 

5.3. 发展规划 

农业资源是认养农业项目的基础，但想要做好认养农业光有资源和模式还远远不够，项目的运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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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发展规划才是认养农业的核心，具体实施计划如表 1 所示： 
 

Table 1. Project schedule and specific planning 
表 1. 项目进度与具体规划 

项目进度 具体规划 

初期筹备阶段 

1) 多做一些实地调查，在网上查阅各种相关资料，详细了解“互联网＋”助力乡

村振兴的相关内容，并进行相关需求分析；2) 学习小程序，微信公众号运营，平

台打造以及数据分析软件；3)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提高农民技术，运用互联网+认
养平台；4) 制定销售定价方案，采购项目所需要的工具材料； 

产地调研阶段 1) 选择农村场地，向当地农民宣传并讲解本项目，收集农民意见；2) 与农民协商

产品价格，制定产品质量相关协议； 

线上线下宣传阶段 1) 线上借助微信朋友圈，直播平台，抖音，公众号等推广“互联网 + 认养农业”

平台和云平台，宣传农村特色产品；2) 线下进行海报宣传； 

初值运营阶段 1) 及时更新、记录产品销售数据，认养农业数据，使得需求供给达到平衡，防止

出现供不应求现象； 

运营中期 1) 根据市场整顿项目策略；2) 加大力度宣传，定期开展线下农产品体验活动； 
3) 根据前期运行情况分析，对运营策略进行调整 

分析运营状况 1) 分析项目销售量，利润，顾客量以及顾客群体的偏好；2) 分析盈利情况，判断

是否进行下一期销售； 

 
6. 风险以及对策  

6.1. 技术风险 

“认养农业”面向的是大众群体，所以对技术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拿种植果树来说吧！果树种植不

但需要负责人具备丰富的农业种植知识和经验，还需要掌握果树的生长习性、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如果

对技术不熟悉或者出现错误的操作，很可能会出现果树生长受阻、病虫害疫情等问题。 
针对此问题，建立培训机构，提升农民的技能。如：在进行果树种植前要上好农业技术的课程，提

前做好调研，找到专业的果树管理和技术服务机构，遵守果树种植规范和标准操作程序，定期进行病虫

害监测并及时采取防治措施。 

6.2. 市场及上产不确定性风险[7] 

在遭遇恶劣天气或自然灾害时，消费者可能会对“互联网 + 认养农业”平台和农产品产生不信任，

甚至可能不知道该平台的存在。此外，浪费现象也是一个问题，一方面，游客们常常没时间打理菜地，

年轻游客对种菜只有短暂的兴趣。另一方面，菜地里的水果蔬菜成熟时无人采摘，而经营方也无法逐个

送菜上门，导致大量的农产品被浪费。 
针对此问题，积极与对个农业产地洽谈，分散种植风险，保证农产品供给端的稳定，同时定期为农

民普及一些自然灾害预防措施，争取政府的支持与政府补贴。宣传节约意识，对浪费行为发出警告。为

了保证需求端对农产品需求的稳定增长，我们会逐步拓展多个市场，与多个快递站合作运营，减轻寄送

压力。 

6.3. 成本控制风险[7] 

前期由于初创阶段，平台知名度不够，平台建立不够完善，需要技术人员的投入，较多资金用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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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对于成本控制，平台建立技术的缺乏，团队成员所学知识不够，能力有限，存在一定风险。 
对于此问题，团队成员积极学习经济，平台打造技术知识，扎实所学，积极请教专业技术人员帮助。 

7. 未来展望  

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第 2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对变革传统农业生

产方式，大幅度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应对人口、资源、环境和市场等多重约束的严峻挑

战，我们需要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智慧农业发展道路。通过现代信息科技的广泛应用，我们可以显

著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效率和土地产出率。这不仅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要方向，也是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客观要求。 
本项目借助互联网技术直连农业和用户，创立一个新的渠道，主要服务于十堰市农村农业现代化发

展。 

8. 项目总结  

总的来说，任何事情都需要时间和努力，克服各种挑战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有勇敢直面困难、

理解困难，我们才能获得成功，才能建立今天繁荣的农产品市场。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推进，消费者

享受到了更多便利，同时也为农产品开拓市场打下了基础。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市场产品也需要与时

俱进，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们一直在前行，从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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