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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养农业”是经营者通过提供一定生产资料给消费者,使得消费者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到

体验农业生产活动中,并且获得农产品、特色服务以及其余农业生产附属品的模式。而“互联网+认养

农业”则是在“认养农业”基础上,基于当今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产生的一种全新的体验模式。本文

基于对临沂市兰陵县梨上梨农场的实践调研,并与多地认养实践对比,发现我国当前“互联网+认养农

业”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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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Internet + Adoption Agriculture" Path 
——Taking Li Shangli Farm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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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ptive agriculture" is a mode in which operators provide certain means of production to 

consumers, so that consumers ca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participate in the experien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obta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characteristic services and oth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ccessories. 

"Internet+adoption agriculture" is a brand-new experience mode based on "adoption agriculture"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of Lishang pear farm in Lanling 

County, Linyi City, and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adoption practice in many places, this paper find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Internet+adoption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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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认养农业”的背景。2020年,我国进入后小康时

代,“十四五”规划中解决“三农”问题依旧是重要目标,认养

农业不仅可以提升顾客对农产品的信任度、提升消费质量水平,

还可以促使一些新型农业企业发展壮大,带动城市周边村镇实

现城乡联动发展。2021年,农业农村部等七部委写入《数字乡村

建设指南1.0》[1],推动认养农业模式发展,数字农业大趋势,城

市人更重视健康和向往乡村男耕女织的生活[2]。近年来,国内外

开始新尝试认养农业,如河北省唐山市实施“我在唐山有棵树”

“我在唐山有亩田”等创意模式,加速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并提升

乡村旅游水平。并且,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翟天昶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率日益增高,作为

休闲农业的一种新业态,“认养农业”兼顾农业生产与休闲体验

的功能,有效满足了消费者的农业生产参与、亲子娱乐等需求,

有助于进一步刺激并拉动消费[3]。同时,“认养农业”也是近年

来发展起来的订单农业的一个延伸,这一模式加入了消费者参

与农业生产管理的环节,进一步迎合了消费者农业参与的需求。 

认养农业的市场需求。现代人对健康食物的追求以及都市

人回归田园的体验需求,催热了“认养农业”这种发展模式,促

进了种植养殖透明化,保障了食品安全,让乡村直接连接消费者,

双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4]。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对食物的需求已经从营养不良

转变为良好的营养和安宁,如果消费者有特殊的农村种植基地,

能够为自己和家人生产绿色、健康、安全的农产品,通过平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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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手机等移动设备随时监控甚至参与,他们不仅可以安心收获,

还需要近距离体验乡村生活,农村地区也可以利用它提供服务,

促进农业企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5]。 

1 “互联网+认养农业”的现状 

1.1认养农业的发展现状 

根据艾瑞咨询《中国认养农业市场发展趋势报告》数据表

明,中国认养农业市场呈现显著增长态势。2016年该领域市场规

模为58.5亿元,同比增幅达17.9%；次年市场规模突破96.9亿元,

年增长率攀升至65.6%；至2018年已达137.2亿元规模,保持

41.4%的增速。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影响

下,市场规模增速虽呈现放缓趋势,仍实现25.8%的同比增长

率,2020年更录得27.8%的增长率,市场规模突破1.5亿元。行业

预测显示,至2024年该领域市场规模有望达到328.3亿元,期间

年复合增长率预计维持在18.8%水平。 

数据演变轨迹揭示,2017-2018年市场的高速扩张主要受益

于政策层面的制度性支持及消费者对农产品溯源体系的认

可。2019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供应链受阻,增速出现短暂

回落,但2020年市场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快速复苏。从发展态势

研判,该领域未来将呈现以下特征：其一,生产端将加速物联网

技术应用,实现精准农业管理；其二,消费端将深化用户参与机

制,构建“云认养”等新型产销模式；其三,政策层面有望出台

配套质量追溯标准,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这些趋势预示着认养

农业将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实践路径。 

1.2认养农业的运作模式 

本研究系统梳理了认养农业生产模式的演进路径。当前生

产体系主要呈现以下特征架构： 

(1)传统单一的认养农业模式。该模式延续线下交互特征,

消费者需亲赴生产基地完成标的物遴选,通过参与农耕实践或

委托专业人员实施定向管理。典型案例可见于乌鲁木齐新人文

农业项目,其虽引入信息技术元素,但现阶段仍以传统模式为主

导形态,数字化转型尚处初期阶段。(2)公益认养模式。浙江千

岛湖将景区内的林木作为认养资源开放给社会大众进行公益认

养,留下日常运营的资金,剩余资金用于林木的维护[6]。在技术

实现层面,构建数字化认养平台,依托活立木确权技术实施GPS

坐标定位并生成唯一标识码,为单株林木商品化交易提供技术

保障。(3)运营平台多元化模式。盘锦市“蟹田大米”模式通过

“品牌形象旗舰店+自有电商平台+线下卖场+第三方网购电商

平台+部分地区加盟代理”多平台运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充分

利用传播媒介,创新认养农业传播模式,提升品牌认购率,知名

度和影响力,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7]。(4)沉浸体验模式。2016

年,杭州市创立了“认养一头牛”品牌,消费者通过线上平台直

接进行奶牛的认养,并通过虚拟游戏互动模式间接参与奶牛的

饲养、产奶和挤奶等工作[8]。这样的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模式

提高了认养农业的乐趣,增加了用户对认养农业的信赖度。 

2 “互联网+认养农业”的路径探索 

2.1在临沂市兰陵县梨上梨家庭农场的认养实践 

我们团队通过与梨上梨农场展开合作,为其设计了全套的

认养梨树模式,在其农场进行“互联网+认养农业”的相关模式

试点。以梨上梨农场为模型,我们希望与客户建立深刻的联系和

互动,激发目标群体的情怀感。通过提前设计微信小程序,指定

种植计划,进行商品销售和线下采摘结合的模式,提高用户体验

感、参与感,从而与客户建立深层链接,锁定目标群体。认养一

棵梨树是指“互联网＋实体农场＋电子商务＋旅游农业”的

模式。 

2.2认养农业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认养农业作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创新实践,有效激活了传

统农业生产形态。该模式深度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导向,研究数据

显示其既推动农村经济提质增效,又形成显著经济价值增量。具

体而言,通过构建“消费者-生产者”直接联结机制,不仅优化了

农产品流通环节的价值分配,更催生出新型农业服务业态。从政

策效应维度观察,此类实践正逐步形成可复制的商业模式,为农

业产业化升级开辟新路径。 

然而,如果我们要发展知识型农业,我们必须适应当地条件,

需要政府部门的指导和资源分配。这一新模式的出现为改善农

村经济结构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单方面努力是不够的。政府、企

业和农民必须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该行业面临的挑战,

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9]。 

2.2.1建设运营成本较高。目前,与小农庄运营相关的许多

问题,如土地租金高,劳动力成本高,公用事业和化肥,以及远离

市中心的项目面临的问题。此外,农场必须应对自然灾害等人为

因素造成的潜在损失。在营销方面,小型农场难以形成长期稳定

的访客,并且缺乏成熟应用系统的支持。筹资问题和缺乏明确的

政策支持使小农户更加难以经营和经营。 

2.2.2管理运营难度大,难以进行统一管理。认养农业与其

他单一模式的农业有所差异,通常是多种业态的集合,这种多样

性要求管理者不仅要掌握农业生产相关的技术,还需要具备丰

富的管理和运营经验[10]。盲目、不切实际的管理会造成资源浪

费和产能损失,运营商为了保障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必须拥有认

可农业信息化的现代信息技术。 

2.2.3政策支持跟引导力不足。认养农业发展过程中,政策

扶持不仅可以为农业公司提供政策、资金和技术上的帮助,还

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消费保障,有利于认养农业的长久稳步发

展[11]。然而,当前我国的认养农业刚刚起步,缺乏政策层面的有

效扶持,导致发展动力不足。 

2.2.4法律制度以及监管力度不完善。目前,我国农作物生

产和农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发现伪造农业融资确认权等各

种侵权行为,严重削弱了公众对农业确认权的信任,制约了行业

发展,与此同时,监管不足,产品和服务质量难以保障,消费者权

益得不到充分保护,需要建立规则,解决工作中出现的纠纷,明

确各主体的责任,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3 互联网+认养农业的优化途径 

3.1转变认养农业发展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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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广泛发展销售渠道,利用微博、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平

台,将接收项目的发展成果传播到全国各地,推广农业验收的建

议主题,利用粉丝效应扩大农业推广范围,提高群众认识,树立

当地认可农业地区的品牌形象[12]。 

3.2打造特色品牌,开展新领域 

“互联网+认养农业”的发展应以多样化品种、优美环境和

优质服务为出发点,致力于提升农庄舒适度,打造具有当地特色

的乡村品牌[13]。以下是关键策略： 

(1)改善农场环境：通过改善农场的各个方面,整合自然景

观和文化特色,提高农场音乐的水平和吸引力,为客户创造舒适

体验的环境。(2)专业土地规划和纪念产品销售：通过专业土地

规划,合理利用农场资源,推出具有区域特色的纪念产品,增加

产品附加值,给消费者留下良好印象,提高客户回购率。(3)建立

产品跟踪系统：建立可靠的产品跟踪系统,确保产品质量和安

全；优化在线供应链+物流,实现高效便捷的交付服务,提高客户

满意度和可靠性。(4)通过网络信息化积极发展电子商务业务：

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化手段积极开展电子商务业务,提高区域农

产品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普及网络平台加强品牌建设,

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和信任。 

3.3培养高素质人才,紧跟“互联网+”潮流 

为了发展认养农业,我们必须跟上趋势,不仅要根据农业经

济发展的现状改进和引进现有的经济和技术模式,而且需要大

量的管理和技术人员来支持进一步的发展。管理人员必须掌握

一定的经济思想和方法,以及相关的农业知识,能够在农业生产

中做出正确的决策和管理[14]。 

3.4加大营销宣传跟政策扶持力度 

为了改善农产品销售和与客户的联系,农业推广建立了多

渠道流通和分销网络,包括传统的线下渠道、大客户渠道、独立

的营销渠道和电子商务渠道。近年来,这些渠道不断扩大,这些

多渠道覆盖可以有效扩大产品曝光,提高销售效率,提高客户忠

诚度和信心。 

与此同时,农业发展需要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支持。因此,政

府必须提供相对充足的土地和必要的农业生产场地和条件。此

外,各国政府应促进建立交流信息的渠道和平台,在农业企业和

消费者之间架设桥梁,促进互动与合作,建立适当的奖励和补贴

制度。鼓励农业生产者采用可持续发展方法防止盲目生产和资

源浪费[15]。 

3.5建立完善的认养农业监督管理制度 

农业的采用需要明确的规则和行业规则来保护贸易商和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行业应改进其商业行为规则,明确消费者应获

得哪些产品和服务,并加强全过程监控。具体措施包括事先签署

合同；在过程中提供透明的信息和数据；建立后期责任纠错制

度,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经济经营者应明确其权利和义

务,制定完整的法律小组和纠纷解决方案,确保经济经营者的合

法权益得到尊重。 

4 总结 

总的来说,认养农业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已经

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和前景。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质量的日

益关注,以及对农耕体验的渴望,预计认养农业将在未来得到更

广泛的发展。同时,政府和相关部门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

和机制,以推动认养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校级项目(X20231045241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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