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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乡村振兴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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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机遇

与挑战。人工智能是应对新时期乡村振兴难题的一种新思路、新模式和新方法，对于助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此，需要对人工智能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进行深入探讨，并对相应的政策与机制进行持续改进，

以保证人工智能在乡村振兴中更好地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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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lockchain,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have	been	brought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	new	approach,	model,	and	method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has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helping	modernize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and	mechanisms	to	ensure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ys	a	better	positive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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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人工智能在乡村产业振

兴、乡村治理、乡村生态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中

国农业实现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目前，

中国乡村信息化基础薄弱、耕地碎片化、人才匮乏等问题严

重制约了人工智能在乡村振兴领域的推广。因此，需要从现

实出发，在实现乡村信息化基础建设的前提下，推动土地碎

片化整合、补齐人才匮乏短板，提升乡村振兴进程中人工智

能的质量与效率。

2 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乡村振兴的意义

2.1 有助于提高农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
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农村农业的生产与管理，可以

给农民创造更多的附加值。例如，通过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

介入，可以打破传统的农业向农民的营销模式，借助大数据

平台的在线营销，扩大了产品的销路，使顾客可以直接与顾

客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减少了价格的差异，减少了中间商赚

到的差额，提高了农产品的销路，提高了企业的利润。此外，

农民还可以借助主流的娱乐型 APP 进行农业产品的形象宣

传，塑造自身的品牌，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另外，农民还

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处理等技术，及时监测市场状

况，及时追踪农业生产和销售情况，为农民购买粮食、出售

粮食等方面提供有效的资讯，使农产品的销售收益得到极大

提高，提高了农民的收益，加强了农村的经济力量，缩小了

城乡的差异。

2.2 有助于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提升农

业生产效率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 5G 为主要特征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正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发生着巨大的变

化。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是推进农村现代化、推进农村

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农村的农业产业

体系中，能够帮助传统农业实现现代化，缩短农村工业发展

进程中的数字鸿沟，减轻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信息不对称问

题，促进农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结合，拓展农产品的职能。

在全球数字经济时代，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现代农业，将其

融入农产品生产的前、中、后全流程，实现对这些环节的信

息化管理和数字化表达，促进了农产品的信息交互与交互，

促进了传统的农业转型，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转型。人工智能

可以作为完整的农业产业链，促进其实现工业化、提高农村

产业质量和效率、提高生产率。

3 人工智能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3.1 农村人才资源缺失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才振兴。要推进和实施“三农”

问题，需要有一批懂农业、爱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有文化、

有理想、有素质的人才，才能推进和实施“三农”的重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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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在“三农”工作中应用人工智能，要求具备计算机专业

知识、传统农业科技知识、现代农产品经营与销售能力的高

质量的专业技术人员 [1]。但是，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乡村

恰恰是缺少人才的地方。一方面，由于当前中国的广大农民

文化程度较低，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农业生产、

数据分析、科技应用、市场营销与经营等方面缺乏专门人才，

已经成为中国农业信息化建设的瓶颈。另一方面，农村劳动

力市场的发展形势不容乐观，难以留住人才。在体制内读完

大学的学生，其没有强烈的返乡意愿，多数都留在了城市，

这就导致了大批的人才外流。人工智能在乡村的普及、应用

和发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2 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要想实现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信息化，需要有完

备的信息支撑。没有良好的信息支撑，智能技术很难真正实

现其功能。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农业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

的支持力度，然而城乡的信息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很多地

方的信息基础设施尚未达到普遍覆盖。当前，中国农村地区

的信息化基础设施还没有全部完成，制约着人工智能与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深入结合。

3.3 耕地碎片化致使人工智能技术投入高昂
目前，耕地破碎化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瓶颈”，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农民承包经营权是导致农村

耕地破碎化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多采用尺度、质量和距

离相结合的土地破碎化模式，形成了大量的田垄与地界线，

不仅浪费了可使用的农田资源，而且使原来集中的土地分

散，不适合大型高技术设备的普及。人工智能是一项具有高

效能的新型科技，也不可避免地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大范

围使用时，人工智能能够在较大范围内表现出较高的效率，

并且能够在较大范围内有效地减少生产成本，进而获得较高

的经济效益。

4 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乡村振兴路径分析

4.1 完善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
要把“人工智能”和“三农”有机结合起来，就需要

充分发挥农村信息化的作用。目前，中国的农村信息化基础

设施尚未完全建成，加快农村信息化基础建设步伐，为推

动人工智能在现代农业推广应用奠定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 

础 [2]。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对农村特别是偏远村庄的网络和

信息科技工程的推广，推动乡村信息化，加速将人工智能技

术运用到农业生产中需要的软硬件，建设与农业生产、加工、

销售有关的信息基础建设。另一方面，建立合适的智慧资讯

平台，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的融合。

4.2 统筹规划乡村生态治理，化解耕地碎片化困境
人工智能对中国农业的转变与附加值、品质与效率的

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中国耕地碎片化，已成为制约其

进一步推广应用的瓶颈。耕地碎片化问题已成为中国实现高

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针对耕地破碎化问题，一

方面，国家要加大对土地出让行为的干预力度，加大监管力

度，使之更加规范；另一方面，要严控用地，坚决杜绝有风

险的工程，切实保障农民的权益。严厉查处随意占用、破坏

耕地的现象，加强对违法用地的惩处，保证碎片化耕地的集

中统一 [3]。同时，积极助力农地经营中介机构的设立，在充

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保障其权益不被侵害，鼓励农民

以政府补助、政策优惠等形式进行农地流转，形成“小田并

大田”的集约化经营模式。

4.3 培养新型农业人才，补齐农村人才匮乏短板
尽管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农业农村中可以很好地解

决一些“三农”问题，但其在推进农业农村方面同样迫切需

要专门的复合型人才，而当前中国的人才严重不足限制了其

对乡村振兴的正面效应。所以，要加快培育一支兼具了传统

和现代农业、计算机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促进乡村科技

发展。

4.4 打造生态农业数字化发展格局
人工智能是一种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生态农业数字

化发展中来提升农产品产量与收益的过程。智能农业机器人

能够完成播种、种植、移栽等作业，对作物生长状况进行监

控，并根据所获得的信息，辅助农民进行灌溉、施肥、病虫

害控制等，达到节约人工的目的。另外，其能实现对杂草的

自动辨识和除草作业，减少了对除草剂的依赖 [4]；能有效地

喷洒农药和化肥，并且能够准确地进行剂量的控制，降低了

对环境的污染。以“智慧农业”为基础的农业智能化技术体

系，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布置在农田中的各个位置的传感器获

取不同类型的数据和信息，从而实现对作物的生长状况的实

时监测，包括生长环境分析、土壤水分监测、植物营养成分

监测等，能够直观地反映出植物的生长情况及发展趋势，为

管理者提供更加科学的管理方案。

4.5 营造基层生态治理智能化发展空间
人工智能促进了基层的生态管理智能化，通过将人工

智能与底层的生态管理相结合，构建出一种新型的基于人工

智能的新型的管理方式，能够收集各类环境需求，整合各种

类型的环境需求，提升基层的生态治理水平，实现可视化和

数据驱动的基层生态治理有效性。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

展，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基层环境管理，已经逐渐

成为提高基层组织战斗力的主要标志。

当前，中国城乡之间还存在着一些不和谐、不平衡的

问题，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则为这一问题的逐步消解创造

了有利的环境。一是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乡村环境保护法

律体系中，构建农村生态环保智能化系统。在法律知识图谱

构建、逻辑推理框架构建、信息抽取与分析等领域，人工智

能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从现实需要出发，通过人工智能的

辅助，才能更好地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精细化和协调性 [5]。



教育与研究 6卷 5期 ISSN：2705-0904(Print)；2705-0874(Online)

6

二是要变革智能理念，树立智慧治理思维。要实现基层环境

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改变治理理念、创新管理方法。在实现

智能化生态治理的基础上，要时刻坚持“党建 + 智能化”

的思想，让基层党组织随时都能够充分地起到统筹协调的作

用，促进农村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并且要坚持以人为

本的发展导向，缩短和群众之间的距离，让所有的农户都能

够共享到乡村生态文明的好处。

5 结语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是一种基于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处理

技术的高新科学技术，其目的是模拟、扩展和超越人类智能。

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5G 等新型科技的蓬勃发展下，

人工智能也迎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其发展将会促使农业之

间的劳动力资源合理分配、农业结构的转变，提升农民的科

技职业素养，提升农业生产消费结构。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逐步深入人们的生产生活

中。此外，无论对乡村产业振兴、乡村治理、生态文明建设、

公共服务等方面，人工智能技术都具有强大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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