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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各产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获得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我们关

注的方向。云南农业产业,作为高原特色农产业,面对新质生产力的机遇,如何将其赋能云南农业产业的

发展,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在云南农业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新质生产力助推云南农业发展的

可行性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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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new-type productivity, various industries are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chieving high-qual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our focus. Yunnan's agricultural 

industry, as a plateau-specific agricultural industry, is confronted with the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new-type 

productivity. How to em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Yunnan's agricultural industry through these opportunities 

is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 of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Yunnan's agri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everaging new-type productivity to 

boost Yunna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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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国家领导人在哈尔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

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提出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

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

出,为云南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思路,为云南农产业的现代化

发展指明了方向。理解新质生产力,在农业产业发展中,应结

合产业环境、经济环境及国际农业产业环境分析,认识新质生

产力的内容与方式,了解新质生产力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新

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新质生产力在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它包括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绿色发展

等多方面。新质生产力在农业产业发展中表现为利用科技、效

能、互联网等生产力发展农业产业的现代化,从农业产业的选

种、种植到收割、销售等环节,真正实现科技赋能农业产业发展

的特点。 

云南农业作为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农业发展的速度和

水平比较高,在茶叶、鲜切花、中药材、咖啡、核桃等农产品种

植上居全国高位,但是农业产业发展现状还是存在诸多不足之

处。如：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物流交通发展基础不牢固、

科技支撑及品牌建设等方面存在不足,严重影响了云南农业产

业的发展,及农业从业者的收益。云南农业产业发展效率低下、

农民增收缓慢、资源环境的约束等问题日渐凸显,研究新质生产

力赋能云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在农业产业

的应用与推广,对于实现云南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农业生产的必要性 

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我国重视农业产业的

科技创新,通过扩大科研投入、加强科研成果转化等措施推动农

业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如超级杂交水

稻、抗虫棉等,大大提高农业产业的生产效率的产品质量。云南

农业产业的特点在于缺乏技术成果及技术成果的转化,对高原

特色农业,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表现在对种植的技术投入,还

包括生产、销售环节,提高农产品的转化率,提升消费者对高原

特色农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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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是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通

过利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生产设备和管理模式,提高农业生产

方式的现代化,如病虫害检测、填埋式灌溉、无人机喷洒、感技

术、地理信息系统、农业物联网、大数据等。 

人才培养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资源。加大对农业人才

的培养力度,引流一大批农业产业的学者进入农业生产的一线,

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的素质,培育一批能拥有现代农业生产知识,

以及对农业生产热爱的新型农业生产者,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提供人才保证。 

新质生产力赋能云南农业产业发展,以实现农业产业高质

量发展为目标,加大技术创新、农业生产现代化,以及更多具备

专业化农业知识的人才培育和投入,真正实现云南农业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 

2 云南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云南在粮食、蔬菜、水果、茶叶、中药材、坚果、鲜切花

等产业属于优势产业,市场需求旺盛,产品供给充沛。据云南省

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数据显示,2023年云南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达到6834.50亿元,比上年增长4.3%。这显示了云南农产业整

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其中,粮食总产量1974.00万吨,比上年增

长0.8%；蔬菜产量达到2960.83万吨,增长3.6%；水果产量

1380.88万吨,增长7.1%；特色农产品中,茶叶产量增长4.3%,中

药材产量增长6.7%,坚果产量增长2.3%,这些特色农产品产量稳

步增长,进一步巩固了云南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畜牧业产量比上

年增长2.8%,显示了云南畜牧业发展的良好势头。 

以云南特色农产品咖啡为例。云南咖啡的种植区域主要集

中在普洱、保山、德宏、临沧等地,种植面积占全国咖啡种植面

积的98%以上。形成了从种植到精深加工、出口的全产业链发展

态势。近年来,云南通过品种改良和种植环境优化,提高了咖啡

豆的总产量。云南咖啡豆品质优良,其精品化比例持续提高,这

得益于云南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良种良法、种植效

益提升等。云南咖啡豆在国内市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消费者认

可度提升明显,其销量和售价都在提升。 

但是云南农业产业发展现状还是存在诸多问题,抑制了云

南农业产业的发展。云南农业产业在基础设施、科技支撑、加

工水平、品牌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严重阻碍了云南农业产业,

特别是高原特色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3 新质生产力在云南农业产业发展中的应用与成效 

3.1种业振兴 

农业技术创新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取得显著成果。如生物

育种、科学种植、智能农业机械等,这些技术创新提高了农业生

产效率,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增加了农业

生产者的收益。 

云南省在种业振兴中的核心举措包括出台相关政策、构建

政策机制支撑体系、加快农业育种创新、推进种业核心技术攻

关、建设种质资源库等。 

云南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云南省科技支撑乡村振兴

六大行动》、《云南省支持种业振兴若干政策措施》、《云南省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等,构建了一套从研发到转化的全环节政

策机制支撑体系。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围绕“1+10+3”重点产业,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施“现代种业创新提升”

等七个三年行动计划,加强创新力、服务力、支撑力建设,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此外,云南省还依托新型研发机构云南种子

种业联合实验室,加快农业育种创新,开展种业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建设全省种业研发高地。 

“云薯304”年种植面积超过15万亩,农民年增收超过8100

万元,企业实现年产值超6亿元。元江县依托地方资源优势,谋划

推进种质资源库建设,采取“科研理论+企业实践”管理模式,

构建现代化农业示范项目,促进“育、繁、推”一体发展。 

这些举措有效地推动了云南省农业产业的发展,提高了农

业经济的增速和农业基础建设水平。第一产业增加值从2011年

的1396.6亿元增加到2023年的4012.2亿元,粮食产量实现十二

连增。云南的蔬菜、茶叶、中药材、坚果等种植面积和产量均

居全国前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均

达到较高水平。 

3.2绿色农业与可持续发展 

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还体现在绿色发展的创新。

通过推广绿色生产方式和循环经济模式,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

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有机肥料

替代化肥等措施,降低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 

怒江州通过持续实施怒江大峡谷环境提升和城乡绿化美化

行动,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全州累计种植经济林果277.01万株,

完成防返贫生态建设任务31.5万亩,林草产业综合产值达41亿

元,辐射带动就业21万余人。360万亩核桃、漆树、油茶等经济

作物种植,让当地群众实现了增收致富。 

红河州聚焦绿色食品及精深加工产业链,打造了一批知名

农业品牌。蒙自石榴、石屏杨梅等区域公用品牌名声大振,有效

提升了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澜沧县依托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发展普洱茶、文化、旅

游等产业,构建了多元融合的生态产业格局。生态茶产业的发展

带动了茶叶价格的上涨和茶农收入的增加,同时,茶文旅融合发

展也促进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 

3.3农业产业链延伸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发展,农业产业的电商化已经成

为新农业发展的主要路径。鼓励农业产业电商发展,推动农产品

线上销售和线下销售相结合,拓宽农产品市场销售渠道。通过电

商平台建设推广农业产品销售。 

红河州依托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发展蓝莓产业,采

用“622”联农带农模式,即农户、村集体企业、龙头企业按60%、

20%、20%的比例分配蓝莓销售收入。这一模式有效激发了产业

发展活力,使红河州成为全国 大棚基质盆栽蓝莓主产区,蓝莓

种植面积超过6万亩,预计产值将突破30亿元。 

昭通市不断将科技赋能苹果产业,打造高端化、品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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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通过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昭通苹果已成为全国首批

入选“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的区域公用品牌,远销珠三角

和东南亚。 

华坪县利用独特的地理优势,发展晚熟芒果产业。芒果品质

好、价格优,不仅远销俄罗斯,还深受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市

场的青睐。芒果种植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3.4科技驱动 

云南保山市隆阳区围绕智慧农业,开展科技创新,通过现代

化设施农业建设与机械化服务,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通过

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头及多光谱摄像头巡航,采集土壤表面的

温度、湿度及作物生长情况,利用5G网络回传后台数据分析,配

合人工智能运算和判断,管理者可以快速精准作出田间管理决

策。通过科学管理,过去土地投入农业设施量大,能耗较高,3000

亩土地需要安装墒情、病虫害等60套探头,现在仅用一套设备加

一套土壤分析仪就能替代,大大节约了管理成本和时间。通过无

人机巡航还可以实施自动打药施肥,全方位实现无人机田间管

理系统。数字农业服务平台,还能解决传统农业种、管、销等问

题,实现农业成本增效,增加农民收益。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云南农业产业的蓬勃发展,科技创新、品

牌建设、产业链延伸等举措对农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作用。 

4 云南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随着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产业发展日益受到关注,在农业

产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仍然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首先,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不一,部分地区的

农业生产者通过引进新技术、新模式等手段,实现了农业生产的

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生产者增收。但仍有一部分地

区和农业企业在技术应用、产业升级等方面相对滞后,制约了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其次,新质生产力在云南产业发展中的应用同时也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与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比如在农业

技术推广、农业信息化产业建设、农业产业人才培养等方面仍

存在不足,影响新质生产力对云南农业产业的赋能。 

最后,在云南农业产业发展中,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越来越大,农业产业价值链不完善,农业产业市场经营水平不高,

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农业产业交通运输能力不足等,这些问题

都在制约着新质生产力赋能云南农业产业的发展。 

5 结语 

为了更好实现云南农业产业的良性发展,有必要促进新质

生产力在农业产业的进一步赋能,推动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农

业产业升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生产者增收。加大对农

业技术创新的支持,推动技术成果的转化。通过发展现代化农业,

将培育、种植、监管、加工和销售环节有机结合,通过科学的价

值链管理,实现农业产业价值链的升级。通过推动农业辅助产业

及周边产业的发展,如农业旅游、农业文化等拓宽农业产业价值

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推动云南农业产业发展,提高农业

生产者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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