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拥抱 AI， 智慧农业起飞
人工智能的触角正在伸向广袤的农村大地

交叉试验“合力”

让农业生产“心中有数”

云南富民县被誉为水果之乡 ，

这里不少草莓基地出产的 “冬草

莓 ” 已是家喻户晓 。 由于独特的气

候条件 ， 云南 “冬草莓 ” 色彩鲜艳

口感出众 。 在寒冬腊月 、 尤其是春

节前后北上广深的高端超市里 ， 一

盒 “冬草莓 ” 可以卖出令人咋舌的

“天价 ”， 这让它们成了当地果农的

摇钱树。

半个月前 ， 富民县国家高原云

果产业园悄悄入驻了四支团队———

AiCU 队 、 智多莓队 、 NJAI.莓队 、

CyberFarmer·HortiGraph 队 。 它们从

全球 17 支初赛队伍中脱颖而出， 将

在未来的 4 个月中驻扎基地 ， 利用

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技术远程种植

草莓， 参与第一届 “多多农研科

技大赛 ”， 用机器学习算法来

优化生产参数 ， 提高质量和

产量。

仅从 “战队 ” 的名字

就能猜出， 这些团队身上

有着强科技属性 。 AiCU

队由 7 位来自荷兰瓦赫

宁根大学 、 屯特大学 、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硕士、

博士组成 ， 分别负责作

物模型 、 植物生理 、 电

子工程 、 AI 及机器学习

等不同比赛模块 ； 智多莓

队则是一支来自云南本土的

混编强队， 由 11 位来自中国

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 昆明市

农科院的专家组成 ， 三位不同领

域的专家分别牵头 AI 组 、 产品组 、

园艺组 。 人工智能与农业 ， 在比赛

的人员配置上已形成多学科交叉的

“合力”。

赛场也准备好了。 比赛基地中，

具备标准自动化环境控制系统的独

立温室已投入使用 ， 从现场的种植

形式上来讲 ， 它并没有特别前卫 ，

依然面朝黄土 ， 但传感器 、 摄像头

等设备一应俱全 ， 足够用数字化来

“解码” 草莓的生长过程。 而从落脚

点来看 ， 它足够务实与深入 ， 一位

参赛者告诉记者 ， 根据比赛规则 ，

团队每周需要更新草莓的单价 ， 所

有团队消耗的成本包括水、 电、 肥，

以及工作人员对应的劳动成本 。 也

就是说 ， 在研究 AI 草莓的同时 ，

“曲高和寡 ”、 不切实际的 “天价草

莓”， 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

与云南的 “AI 草莓” 试验一样，

在生产环节 ， 更多的人工智能技术

开始介入并辅助农业 ： 用无人机 、

无人车喷洒农药的远程操控模式 ，

被越来越多的农民接受 ； 工业领域

的传感器装到了农场里 ； 具备一定

规模的农业集团开始与互联网企业

展开合作 ， 通过卫星影像数据的分

析 ， 结合经纬度 、 气候等因素 ， 定

制农业生产解决方案 ， 让生产变得

更加可控。

翠冠梨皮薄核小 ， 汁多味甜 ，

多年来一直是上海人酷夏时节的消

暑佳品 。 今年 5 月 ， 上海首个 “盒

马村 ” 落地———位于崇明岛西北角

绿华镇华西村的传统梨园 ， 成了现

代化农业基地。 160 亩的梨园里首次

全方位用上了人工智能技术 ， 从养

殖 、 收获 、 加工 、 物流到销售 ， 在

熟悉的土地上用数字化解锁新天地。

梨园里的 “新员工 ” 大部分

都是机器人 ， 植保无人机 、 数据

传感器 、 溯源系统 、 农事管理

系统…… 50 多 项 高 科 技 设

备 ， 每走几步就能看到 。

从会计转业做农民的曹

宇锋是承包方 ， 她仍然

记得第一次给 “机器

人 员 工 ” 派 活 的 场

景 ， 无人机没有充满

电 ， 结果空中撒药

途中急坠 ， 砸到了

树冠上 。 自小在崇明长大的曹宇

锋咂咂舌 ： 这些都是长辈们务农

时不曾碰到的问题 ， 后来她把这

些操作方案都记录下来 ， “做现

代农业 ， 人要跟上机器的步伐 。”

在一些机器可以代替人力劳作

的地方 ， 人工智能在生产环节可让

人 “心中有数 ” 。 夏天的午后 ， 曹

宇锋不再需要在梨园里穿梭 ， 而是

在空调房里进行视频监控 ， 遍布梨

园的 16 个摄像头 ， 能够实时传回

“机器人员工 ” 的工作状态 ： “红

胖子 ” 机器人是个 “保安 ” ， 负责

值守果园 ； 水肥一体化系统默默配

比水量和肥量 ， 从陆路为翠冠梨浇

水施肥……如今 ， 水嫩的翠冠梨已

经从树叶间探出了脑袋 ， 再过半个

月 ， 第一批由人工智能 “天团 ” 培

育的翠冠梨即将上市 ， 曹宇锋估算

了一下， 亩产将超过 1.5 万元。

AI“照亮”果园
让生产结果以质定价

再过 4 个月 ， 赣南脐橙会逐渐

成熟 ， 这是很多消费者心中认可的

水果 。 赣南脐橙的口感酸甜 ， 如果

按照专业检测标准 ， 当一颗赣南脐

橙保持在 13.5 度的甜度、 0.8 度的酸

度比例时， 这个橙才最好吃。

那么问题来了 ， 赣南脐橙漫山

遍野 ， 同一个果园甚至同一颗树上

结出的橙子， 一样甜吗？ 如果

不是一样甜 ， 能否给水果做个

“切片” 来个 CT？ 正在广袤土地上推

进的数字农业，在农业的另一个重要

环节———分拣及消费端同样提供了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6 月 30 日， 阿里巴巴位于广西、

云南的数字农业集运加工中心（下称

“产地仓”）开始全面运转。 数字化是

两个产地仓的最大特色，数字化中控

室可随时了解农产品数据和入库情

况； 水果被送上四通道的分选设备，

如同做 CT， 光电分选机不仅可以测

出每一颗水果的酸甜度，对果面光洁

度的“颜值”也有打分制度 ，有霉斑 、

划痕的水果，自动被排除。 至于水果

果径 ，更可以精确到毫米 ，重量精确

到 0.5 克。

这样的产地仓，解决的是水果在

进入消费渠道前的分拣难题和效率

问题。 有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农产品

总产量 19.80 亿吨， 其中生鲜农产品

产量超过 11 亿吨。 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小

云曾介绍，生鲜农产品影响农民收入

的弹性最大，由于存在保鲜和腐烂问

题，无法及时销售的生鲜农产品损失

可达 20?至 30％，而这一损失主要由

农户承担。

当传统的农业还没有大规模被

人工智能“辅助”，在生产后期便需要

更加有效的支持，以达到品牌要求的

标准化目标。 仍以赣南脐橙为例，阿

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数字农业事业部

总裁侯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很

多原因都会造成甜度的偏差———种

植技术的好坏，对橙子的品质影响很

大； 有些农民的橙子是散种状态，成

品果率大概只有 20%，有些农民精心

培育，成品果率能达到 50%；同样一

棵树 ，果子长在树外侧 ，阳光多晒一

点，口感就会好一点 ，长在树内侧就

偏酸；3 年以下的树与 3 年以上的树，

长出来的橙子质量也不一样。

产地仓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对农

业生产结果做有效评估———所有采

摘下来的果子都要经过酸甜度的“体

检”，达到标注要求就作为商品，达不

到要求就榨果汁。 此前，产地都有“体

检”流程，但主要依靠人力和经验值，

熟练工一天最多能分拣出 450 公斤

水果，而加载人工智能技术的分拣线

一小时就能将 7 吨水果精准分类，后

者的效率是前者的 124 倍。

有分析人士认为 ， 在某种程度

上，这种有效评估模式解决的是农业

生产长久以来粗放型的问题。 就像进

口的樱桃，人们可以根据双 J、三 J、

四 J 等型号来精准区分， 它类似

于一种标准， 是站在消费者层

面勾勒出的清晰标识， 以质量

定价，以品牌定价。

记者获悉， 今年 2 月，阿

里巴巴数字农业事业部在云

南建设了第一个产地仓 ；6

月初， 在南宁开辟了第二个

产地仓；今年 9 至 10 月，还将

在西安 、成都 、淄博开出产地

仓， 形成全国农产品五大集运

枢纽， 并在多个省会城市打造

20 余个销地仓 。 届时 ， 一张数

字化的农产品流通网络将初步成

形 ， “产地仓+销地仓 ” 模式 ， 一

年可以支撑 100 万吨生鲜农产品送

往全国餐桌。

互联网向上延展
技术赋能也激发人的可能

无论是云南 AI 草莓的 “人机大

赛”、上海的翠冠梨试验、全国大火的

“互联网养猪 ”，还是遍布各地的 “产

地仓”， 人工智能与农业的结合正在

加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农业

农村部农业物联网重点实验室主任

何东健认为，人工智能涉足现代农业

领域的步伐近年来逐渐加快，一些关

键设备、技术、 算法、 模式， 目前都

处于攻关阶段 ， 许多智慧农场 、 牧

场示范基地已基本成型 。 根据他的

初步预测， 2030 年， 中国将解决智

慧农业信息感知 、 智能决策和智能

装备的关键技术， 2040 年将在较大

范围内应用， 2050 年左右全面推广

应用。

“数字农业或智慧农业是世界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趋势 ， 是农业信

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 对农业发展

具有里程碑意义 。”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教授李建明说。

这场人工智能全方位浸润的农

业试验中 ， 能看到互联网企业向产

业上游延伸的努力 。 无论是阿里巴

巴的盒马 、 淘宝 ， 还是新电商平台

拼多多 ， 它们本来都是处于末端的

销售平台 ， 如今则跳出 “舒适区 ”，

探索 、 尝试人类集体劳动和生活方

式的改变 ， 为农业嵌入高质量的代

码与模块。

李建明认为 ， 人工智能与农业

的结合 ， 涉及到种植 、 养殖 、 生态

环保等多个领域， 生产跨度相当大，

比如在产前环节 ， 可以用于作物种

植环境测评与种植规划 ； 在产中环

节， 主要体现在生产的工厂化育苗、

机械化种植、精准化管理及智能化控

制等过程；在产后环节 ，包装 、营销 、

物流 、消费的智能化 、信息化同样重

要。 这意味着，越是广域的探索，越需

要发挥资源调集的能力，包括技术汇

聚、人才调动、财力支撑、跨界合作的

能力，日益强大的互联网企业比一些

农业集团更加具备这种能力。

去年 10 月， 阿里巴巴集团成立

数字农业事业部。 初衷有两个目标，

一是希望农民能种出好的农产品，卖

出好价格，实现“从亩产 1000 斤变成

亩产 1000 美元”的梦想；二是让城市

消费者吃得更安全、健康。

“数字技术的价值， 是在农业生

产、交易、物流供应的过程中，全部由

数字进行有效记录。 ”侯毅表示，今天

阿里巴巴数字农业还很小，但中国农

业的机会很大 ，挑战也很大 ，值得阿

里巴巴去投入，探索一些还没有人做

的事情———站在互联网的角度，站在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角度，看看农

业的整个生产链 、供应链 、销售端能

不能再度实现飞跃。

在人工智能领域 “长袖善舞”的

互联网企业向上游延伸，对于农业来

说 ，不仅仅只是技术赋能 ，更有最重

要的生产要素———人的能量激活。 农

业是个充满矛盾的领域。 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正在离开它，而以年轻人为代

表的劳动力流失，又造成了土地撂荒

现象的加重。 在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

的当下，未来谁来种地？ 如何让年轻

人回到土地上，愿意种地？

过去两年中，中国农业大学等高

校院所与拼多多在平台搭建、农产品

电商研究、新农人培训等方面开展了

大量合作。 在参与 AI 草莓 “人机大

战”的过程中，最令李建明兴奋的是，

比赛现场出现了许多年轻的脸庞，无

论是“70 后”“80 后”还是“90 后”领衔

的团队，都体现出年轻人对中国数字

农业的巨大热忱和投入精神 ，“以国

内外顶尖的人工智能组对战国内顶

尖的传统种植组， 比拼草莓种植，展

现了年青一代对数字农业、智慧农业

的全局思考、跨学科理论统合能力和

实践操作能力 。 这样的 ‘未来新农

人’， 将推动中国的数字农业和智慧

农业步入发展快车道。 ”

时间无声流淌。 再过半个月，上

海的翠冠梨将上市；4 个月后，云南富

民县的“人工智能草莓”将成熟；赣南

脐橙从树上采摘下来，会通过智慧分

拣线被 “分门别类 ”……田野上每一

小步的细微尝试，都在悄无声息中拥

抱 “算法 ”，积累数据 ，待到它们足够

成熟 ， 技术的驱动力势必将在农业

领域孕育更大更深远的变革。

电商被青睐
新品牌受宠
疫情之下， 法国人

的消费观念变了

自疫情暴发以来， 法国人的生活观念

可以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中最为明

显的变化之一就是他们的消费观。

今年 4 月， 法国调查机构益普索公司

（Ipsos France）曾对包括法国在内的 14 个

国家的民众做了一项调查， 询问他们在新

冠疫情期间最多的担忧、 期望和变化最大

的消费行为是什么？ 经过为期两个半月的

信息收集后， 这项关于法国人新消费趋势

的调查结果新鲜出炉。 法国人的消费趋势

有哪些变化？

购物看重性价比

除了疫情动态和医疗体系之外， 调查

发现法国人更关心他们的购买力。 普索公

司策略总监奥利维尔·拉格兰德解释道 ：

“疫情带来的财务约束，让消费者在购物时

会更看重产品的性价比。 ”

在此期间， 人们对于生活用品也表现

出迷之狂热 。 比如时尚家居连锁折扣店

Stokomani 的 CEO 就证实，“通常， 顾客平

均在店里花费 28 欧元， 现在增长到了 32

欧元。 在店铺最畅销的 15 种产品中，7 种

与卫生用品有关，比如湿巾、酒精凝胶、清

洁用品等。 ”

在抢购生活用品的同时， 法国人对于

化妆品的热情似乎消退了不少。 根据调研

公司 IRI4 月 15 日发布的数据， 自 “禁足

令”实施以来，法国国内洗护用品的销量相

较去年同期下降 21%。 可见，这场新冠疫

情让法国人对于化妆品等非必需用品的预

算大大削弱， 但却对生活用品开启了囤货

模式。

数字产业大爆发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

（Insee） 的初步估计， 法国今年第一季度

GDP 历史性萎缩 5.8%。 在全球应对疫情

的大背景下， 旅游业、 酒店业、 餐饮业以

及航空业都遭受了巨大打击， 而数字产业

却迎来盛世繁荣。

如今 ， 法国人已经成为电子商务的

狂热支持者： 移动银行网站、 在线聚餐、

远程办公 、 视频健身 、 订购外卖 、 送货

上门…… “数字化生活” 正在成为常态。

如奥利维尔·拉格兰德所说， “疫情危机

推动了人们数字化生活的爆炸式增长 ，

增幅超过 50%。”

今 年 5 月 ， 在 线 统 计 数 据 门 户

Statista 的研究部门发布了一项关于 “法

国发生新冠疫情后的电子购物表现” 的数

据结果。 在新冠疫情暴发后， 该部门分析

了今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29 日期间法国所

有产品类别的整体网购活动， 并与 1 月 6

日至 2 月 16 日的数字进行了比较。 截至

3 月 15 日的这一周 ， 网络流量增长约

2%。 之后的一周 （3 月 23 日至 29 日 ）

购物网站流量更是增加 11%， 总转化率

几乎达到 9%。

乐于尝试新品牌

令人惊讶的是，这场流行病促进了

一场“个人消费变革”。 要知道，法国人

对品牌总是有一种“恋旧”情节。 一旦认

定某个品牌，他们就会习惯性地一直使

用这个品牌的产品。 但是，自“禁足令”实

施以来 ，有超过 30%的消费者表示 ，他们

正在主动尝试接触其它品牌。

“法国制造”受青睐

新冠疫情让法国人对健康更加重视。

尤其在食品的选择上， 他们现在更喜欢健

康 、 不含添加剂的产品 。 如何从琳琅满

目的商品中， 挑选出符合要求的食品呢？

法国人给出了一条不成文的标准： 法国

制造。

在经历这场疫情之后， 法国消费者

对本地产品和功能性产品的偏好不断增

加。 市场调查公司 Mintel 的一项调查显

示， 禁足期间， 有 27%的人偏向在当地

市场购物。 这种行为变化的深层原因就

是法国对农贸市场和地区特产的鼓励支

持。 这也并不奇怪， 在疫情暴发之前， 就

有 39%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非常重视且支

持当地农民。 “支持当地供应商也有助于

国民经济的发展 ， 尤其在当前危机状态

下， 这是非常重要的 。” Mintel 的分析师

指出： “食品成分来源是否透明？ 产品是

否保护当地农民的权益？ 在未来， 这两点

要素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 同时， 不少

在法企业也在重新寻找定位。

潮流

■本报记者 徐晶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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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人工智能的热潮， 起源于 2016年 3月那场著
名的“人机大战”———韩国九段棋手李世石与计算机顶级围
棋程序(AlphaGO)对弈 ，比赛结果以李世石的失败告
终。从这一时刻开始，普通人终于有机会见识此前深藏在
实验室深处的人工智能（AI）技术的强大威力，无穷的想
象空间就此打开———AI 技术开启快速迭代升级之路，形
形色色的各种“人机大战”，开始在我们身边悄悄上演。

6 月中旬 ， 在云南 ， 一场 “人工智能 VS 顶尖农
人” 的草莓种植决赛拉开了序幕。 参与者来自 “两个
世界”： 一边是来自全球顶尖高校的科学家队伍， 他们
都很年轻， 手中的利器， 是多年积累的计算机农业生
产模型以及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 赛场另一边的对
手年龄偏大， 他们由顶尖农业专家组成， 这些人与土
地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 经验丰富， 学富五车。

长者与年轻人， 经验与技术， 传统农法与数字化、

智能化前沿技术……两个 “方阵” 之间的碰撞， 会擦
出怎样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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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盒马村的

“机器人员工”

左图：曹宇峰在给

“机器人员工”派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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