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通“政研企”
注入发展新动能

Q：疫情过后，整体行业有哪些变化？
A：疫情过后行业较明显的变化体现在运输

更便捷、市场需求复苏以及为客户提供线下服务
的恢复。与此同时，消费者们的需求明显向着更
绿色、健康、精品化方向发展。

Q：峪口禽业如何跟进调整的？
A：峪口禽业在产品定位上也进行了一系列

调整。 首先是在蛋鸡上加大对特色品种的选育，
“京粉6号” 通过各种基因选育技术率先实现了
“红羽鸡产中粉蛋”的育种目标，目前累计推广量
突破2.1亿只。 其次是在肉鸡育种方面也更加多
样，除了原有的高产肉鸡，还新增了精品特色肉
鸡的培育。

Q：现代农业，科技力量如何发挥作用？
A：在这些特色品种的培育之中，科技的力

量贯穿其中。就拿肉鸡“五星牧场”养殖“五个不”
为例，“不免疫”“不用药”“不消毒”“不分群”“不
抓鸡”，其中，“不免疫”强调免疫技术，包括疫苗
开发、怎么免、多种疫病防控等生物技术；“不用
药” 包含疾病净化技术以及各种数字化养殖设
备，智能控制料、水、光、温、风等；“不抓鸡”则是
在运输鸡的各环节中通过智能设备将鸡从一个
笼子里直接转移到另一个笼子， 减少人的操作，
也由此避免鸡出现应激反应。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让鸡保持一个舒适愉悦
的生长环境，只有鸡高兴了，其体内的各种生物
物质指标不会应激异常，鸡也会更好吃。

Q：从养鸡行业来看，科技对现代农业的动
能还有哪些突破点？

A：展望整个鸡行业，规模化特点、集约化生
产、现代化技术、产业化发展、社会化服务和生态
化治理是行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特色的品
种、养殖、品牌、产业、模式、生态则是置身其中的
企业的突围方向。

一方面政府+科研院所+企业这种“金三角”
模式可以从机制上保证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
新体制， 这是未来科技农业行业发展的最大动
能，育种行业研发的动能也大多来源于此。另一
方面，企业研发出新的技术品种后，也希望科研
人员多以此为素材进行相关研究，扩大新技术的
数据基础，也为国产技术提供更多支撑点。

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周宝贵

科技农业的发展已经有些年
头， 但整体尚未形成蓬勃的发展
势头， 还得从其背后面临的发展
问题说起。

财经评论员张雪峰提出了
科技农业企业本身的一些卡点
问题，首先，科技的应用仍然面
临一些技术难题，例如传感器和
数据处理等技术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其次，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但目前农
村地区普遍存在农民科技水平
较低的问题。此外，科技助力农
业升级需要大量的投资，包括设
备、 软件和培训等方面的支持，
但有些农民或农业企业在资金
方面存在压力。

当下农业的生产组织方式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
这种生产方式占据了我国农业
生产方式的近90%的比重。“比
如统一30亩的土地由一个主体
管理， 高科技推广也更方便，但
现在是张三种了3亩地、 李四种

了5亩地， 这种情况下对科技农
业的普及就会变得很麻烦。”代
明亮表示。

在更宏观的角度， 洪涛提出
“数字鸿沟”问题，当前农业科技
大多应用在相对发达地区， 还有
大量的山地丘陵地区需要进一步
发展，这是农业现代化的硬骨头，
也是前述37.6%的空间所在，需要
下大力气来攻关。

如何克服难题？代明亮指出，
首先是解决资金问题， 无论是智
能设备还是先进技术的使用都需
要资金。其次是推动行业规模化、
集约化发展， 进而便于先进技术
的推广。 最后是推动市场良性发
展，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推动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而在相关农业科技企业自身
如何进一步发展上，北京市华都
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周宝贵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希望能够由相关部
门牵线搭桥，推动产学研结合发
展，也让相应的研发、落地更为
顺畅。

“整体来看，农业现代化一靠
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资、四靠
改革、五靠市场、六靠开放，农业
规模化、 集约化需要有一个过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特色农业、
原产地产品、 地理标志产品等
‘一村一品’不可能‘一刀切’，乡
村建设的多样性需要科技多样
性创新。”洪涛表示，未来科技助
力农业升级，从总体来看，也呈
现两大阶段，即2035年的农业初
步现代化，以及2050年全面的农
业现代化，需要经过初级向高级
发展的两个过程。

尽管现代科技在农业中的应
用已经相当广泛，但从行业赛道来
看，科技农业这一行业的发展尚在
初期。

在代明亮看来， 科技农业可
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传统的农业
科技，包括育种的研究、肥料的研
究、昆虫的研究、农作物生理变化
的研究等， 其中又有一部分和农
业外的学科进行了交叉和融合，
如和信息化融合的农业机械等。
另一类是智慧农业的一部分，包
括对植物模型的研究， 在植物还
没实际种植之前便可以在计算机
内内置生长模型， 在特定的时间
节点提醒农民该采取的对应防范
措施。

“传统的科技农业可以追溯到
上个世纪50年代甚至新中国成立
前，这一类科技一直处于循序渐进
的发展状态。不过，近些年比较强
调高科技应用的智慧农业发展的
则相对滞后，与早早便与信息化结
合、 各行业都很成熟的工业相比，
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十年
前都还较少，直到近些年中央各种
政策文件开始鼓励发展数字化、信
息化农业，各个类型的企业才开始
转向这个领域。” 代明亮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

整体来看，代明亮认为，科技
农业赛道整体尚处于起步发展阶
段，一方面是行业刚刚开始，各类
农业领域内外的企业和非企机构

转入这一赛道；另一方面，这一赛
道尚处在“军阀混战”时期，还没有
形成特别强大或特别成熟的大品
牌， 其中的各种标准尚未形成，行
业竞争还比较激烈。

“但是再经过10-20年，这个赛
道一定会像其他行业一样催生许
多大的企业。”代明亮说。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
所所长洪涛从数据层面指出了科
技农业的发展还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 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农
业科技贡献率达到62.4%， 从生命
周期来说，仅仅是“发展期”，远未
达到“繁荣期”，也就是说，我国科
技应用于农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
间，需要不断地探索，37.6%的空间
需要进一步开拓。

行业尚在发展初期 首先解决资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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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
农业农村现代化
基本实现

2050年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全面实现

2022年我国
农业科技贡献率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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