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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is infiltrating 
all professions and trades. The internet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grea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mportance and its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
ogy in agricultural field, and then discusses many of the issues, challenges and roadblocks that exist 
with Internet agriculture and the breakthrough point of the agriculture into the agriculture 4.0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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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全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正渗透各行各业，互联网与新兴技术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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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文章对互联网在浦东农业领域运用的重要性及其运用现状做了简单分析，并对互联网农业所面临的

问题及农业全面跨入农业4.0时代的突破点进行了探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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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这个互联网日新月异的时代，各行各业为了提高运营效率，都将互联网运用到生产生活当中来，

“三农”领域亦是如此。2015 年 7 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标志

着“互联网+”正式上升为国家的行动。互联网和农业融合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很大。互联网技术在“三

农”领域的运用，贯穿于农业生产环节、销售环节、流通环节和农民的日常生活等方面[1]，在很大程度

上提高了农业资源的配置和农产品销售模式的升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为新农村建设作出了较大

的贡献，是实现农业 4.0 时代的关键所在。 

2. 互联网助推浦东农业从 3.0 向农业 4.0 时代转型升级 

农业 1.0 是以人力畜力为主的小农经济时代；农业 2.0 是机械化生产为主的“种植大户”时代；农业

3.0 是以单一信息技术为主农业。农业 4.0 是融合互联网的高度智能化的种植管理[2]。 
目前，浦东农业大部分正处于农业 3.0 时代，随着互联网在现代农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很大程

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增加了农民收入、为新农村建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也

将浦东农业 3.0 逐渐推到农业 4.0 时代。 

2.1. 提高农业精准化生产，建设智能工厂 

目前，针对浦东农业生产者老龄化很严重，青年不愿种地等务农人员严重短缺的情况来说，加快引

进国际先进的农机设备和设施，在育种、栽培、灌溉、除草、采摘、加工、包装等的农业生产环节上实

现智能化，不仅能节省很多劳力物力，更能生产精准化、专业化的农副产品，也吸引更多年轻的职业农

民务农。比如上海浦东大地种苗有限公司，实现了机器人运作的只能种苗工厂化流水线生产，并输出智

能种苗植物工厂的技术和装备；上海赋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并示范应用的数字化蔬菜种植大棚

及职能设施，年产量是普通农田的 10~50 倍；这都成为了浦东农业跨向农业 4.0 时代的重要表现。 

2.2. 提供更便捷、更省心的农产品消费模式 

昔日农产品的买卖都是通过实体市场或者中间商完成的，互联网的出现为农产品的消费模式提供了

新的技术，从时间、空间、成本、物流、个性化等多种角度深入改变农产品的消费市场，增强消费者的

用户体验，实现全面化和个性化的消费模式[3]。从合作社或者龙头企业角度说，极大地降低了农产品的

销售成本，更是提高了收入。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提供了方便，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购买自己需要的、

安全放心的农产品。集智能生产、物流管理、网络营销、客户服务、电子支付、市场反馈为一体的电子

商务平台的运用，将为合作社或者家庭农场提供更好的平台，为农户争取更多的利益，服务更多的消费

者，也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便捷，这也正是浦东农业跨向农业 4.0 时代的优势所在。 

2.3. 优化传统农业，促进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 

传统农业的特征是中间环节太多，而互联网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不受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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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来进行信息交换，及时沟通。生产者将农产品相关的信息发布在网上之后，互联网就自动对各类信

息整合处理，这样广大农业信息用户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找到自己想要的商品。互联网在三农领域的

运用，极大程度上优化了传统农业、提高了农业资源的整合效率、促进农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3. “三农”领域运用互联网跨入农业 4.0 时代面临的问题 

互联网农业虽然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但也面临着不少困难，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观念和意识的转变 

过去农民很难直接面对大市场，都要依赖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的中间商，订单权、定价权都受到限

制；有了电子商务平台，小农户无需或者减少对中间商的依赖，可以直接面对市场，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受农村条件等的限制目前还没有做到普及。现在要发展互联网农业需要各个参与主体意识和观念的逐步

转变。包括企业、农户以及市场环境中消费者对于互联网的整体接受和适应的意识等。但是就放眼全国

来说，由于我国地大物博，再加上农村的电子商务基础设施滞后，要想全完依靠互联网解决农产品的流

通问题在现在来说还是不太现实，全面进入农业 4.0 时代还需时日。 

3.2. 网上交易农产品安全问题 

过去我国农村传统农业和商业对接的方式依靠“赶集”的方式逐渐转变为“网上购物”，一些钓鱼

软件和网站的存在一直威胁着互联网交易，存在较大的网络安全隐患[4]。同时随着互联网销售额的大幅

度增长，交易双方仅通过网络的方式还是比较难确定农产品的质量，而农产品通常具有生鲜特性，易损、

易腐，对时效和运输过程的控制要求更高。虽然我国正在推进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建设，农村物流体系也

在逐步完善，但在农产品冷链物流标准还不够完善的今天，也是影响网上交易农产品质量出现问题的重

要一点，在生鲜农产品的质量问题上尤为突出。特别是落后的西部地区网上交易后，给物流配送和保障

农产品的质量问题上增加了难度。 

3.3. 农村地区存在“信息获取鸿沟” 

中国农村的网络和电脑的普及率较低，很多地方都存在劳动力在外打工，留在农村的大多都是老人

和小孩，而年轻人愿意到农村服务的人很少，所以既懂传统农业，又懂互联网的人才缺乏，留在农村的

人难以吸收和消化新技术，获取信息能力依旧是个问题[5]，这也成为全国农业全面进入农业 4.0 时代的

难点所在。 

3.4. 有关农业信息资源缺乏规范化的管理 

我国的农业信息网站相比国外的来讲网站数量不多，类型较为单一。首先，农业网站的资源还缺乏

深度的挖掘，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性不够；其次，各农业类信息网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和协调，网站之间

信息的重复率较高[6]；再次，信息更新速度较慢，时效性较其他行业差，参考价值和利用率有待提高。 

4. 全面跨入农业 4.0 时代的突破点 

就全国而言，全面跨入农业 4.0 时代的先期突破口可在多方面发力： 

4.1. 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带动区域乃至行业发展 

这些企业较早完成了信息化建设，有资源、有用户、更理解农业行业本身。比如大北农、新希望等

农业明星企业，阿里、京东、等互联网巨头，都可依托自有资源优势，通过互联网工具渗透农村和农业



和永杏 等 
 

 
90 

市场。这些龙头企业进入农村市场，能起到排头兵的作用，利用资源和实力，先行培育农村市场的互联

网观念，提高农村对于互联网的接受程度，同时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升级[7]，促进并带动区域和行业发展。 

4.2. 加强互联网的普及 

政府公共服务部门需加大宣传力度，向农村居民普及互联网，让农村居民了解互联网。既要让他们

了解互联网是什么，还要教会他们如何使用互联网为农效力。在基础设施方面，进一步推进移动通信、

宽带、电脑、智能手机等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普及，同时加大对于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改造，对于

全面跨入农业 4.0 时代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4.3. 开拓全网覆盖的全新销售渠道，实时服务广大分散消费者 

与传统的销售模式相比，建立在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互联网模式的农产品销售模式可以实现全新覆盖

的销售新模式，尽管中国地大物博，全新的销售模式也可以实时服务遍布全国各地广大分散消费者。农

产品销售也可效仿现今流行且实用的营销模式：如品牌营销、团购、“抢先购”、抢红包抵现等的营销

模式，这些营销方式都可以将农副产品用不同的方式销售出去，解决农产品滞留等不良问题，为农民增

收做出重要贡献。 

4.4. 多方协力助推互联网农业的发展 

互联网农业切实落地，政府层面要多搭台，加大对互联网农业创新的政策扶植力度，继续完善互联

网网络环境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网进村入户，切实利用好各类农业服务平台，营造互联网农

业的大氛围和大环境；企业层面要多参与，在互联网渗透农业产业链的过程中，会涌现出各种创新的商

业模式和机会，传统农业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结合自身优势打好赢“卖货”、“聚粉”、“建

平台”的互联网化三大战役；社会层面要多培育，进一步向涉农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村主体

普及互联网和电商知识，创造条件将好处落到实处，通过新型农村主体带动农村居民整体的互联网意识

和观念的转变[8]。 
在我国经济全速发展的今天，“三农”领域也将更多的应用智能互联、大数据、电子商务等互联网

技术，渗透到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用互联网这只“无形的手”和“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

乡村建设”等多个“有形的手”相互紧密结合起来，使农业工作更加生态化、智能化、都市化、自由化。

从而在更高的技术层面上来解决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品牌化的实现等问题，更好地

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增色发挥重要作用，走好规范化、品牌化、平台化的智慧农业之路，为全

面进入农业 4.0 时代走好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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