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言人：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

内容摘要：大数据与农林牧渔等传统行业的结合已是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智慧农业”已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关

键词。因此，让大数据这个“现代工具”充分发挥在我国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已变得至关重要，刻不容缓。对此一是建立全国

范围内的农业大数据平台；二是依托农业大数据提供服务与信息支持；三是建立数据采集、共享、分析和使用机制。

★ 建立大数据平台服务现代农业

王利博制图

建言人：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高抒

内容摘要：环保问题我们还有太长的路要走。今后，管理部门要站在长远角度，出台有利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政策，

并且要狠抓落实，不能只“出”不“管”。对于处在转型中的高耗能企业要允许其有过渡期限，让企业“硬着陆”是不可取的，不

能说关就关。企业的转型升级本身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要前提，而政府能做的就是出台帮扶政策。此外，针对污染企业

的偷排现象，更要做到罚治结合。

★高耗能企业不能说关就关

应该说建立全国范围农业大数据平台肯定对农业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

要想真正实现，大概可能需要5年至8年的时间来积累和发展。因为数据的搜

集、积累都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数据搜集源也是问题，如果是高素质的

新型农业企业家，那么可行性就较高。但是对于普通农户来说，要搜集其相关

种植数据就需要其理解、信服和支持。此外，数据甄别工作十分重要，不仅要

保障数据数量，还要保障数据的真实性。

当前，我国的农业重大基础理

论、前沿核心技术以及农业高科技应

用推广，仍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

差距。特别是在农业生物技术、农业

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研发、应用相对滞

后，农业现代化程度仍然较低。与此

同时，农业科研资源缺乏有效整合。

中央一直强调“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

体”，我国也逐步涌现出一批农业科

技型企业，为我国现代农业提供了技

术与产业支撑。但往往由于各种原

因，很多公司在国家项目评审、资金

安排及科技奖励等方面排不上队，影

响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广东省副主委、广东省农业厅厅长程萍：

以高科技创新突破补农业现代化短板

以大数据、互联网及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型战略产业的崛起，为中国农业

现代化、产业化、智能化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如果将这些新技术与农业生产

深度结合，势必将更大地解放农业潜力，使得传统低效、低附加值、粗放式的

农业转变为新型高效、高附加值、集约化的农业。所以如何引导科技成果与

农业紧密结合、如何将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进行农业应用，将是决定中国农业

是否会在“十三五”期间转型升级、进而助推整个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组

成部分。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

科技成果与农业紧密结合关键在于引导

在农业大数据的利用上可以看到有两个分块，一是供需匹配领域，一是品

控领域，目前前者发展快速，而品控领域仍存难度。如何让供销匹配的大数据

能够反哺到种植生产环节，并更加科学的进行种植，这应该是很多个公司还有

政府共同参与进来的事情。未来，我们希望农民能够在田间地头打开一个APP，

通过经纬度和一些终端设备获得其土壤、气象和历史销量等多样的数据，并且

通过一种比较简单直接的方式给予建议，让农业变得越来越不“听天由命”。

中农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CEO助理兼项目经理王克成：

实现农业大数据平台需要5—8年时间
菜鸟网络农村物流专家沈建锋：

让农民在田间地头使用APP进行互动

【他们说】

对高耗能企业是否关停要看这类企业高耗能的程度，如果其生产严重危

害生态，对百姓生活直接产生影响的，那就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在短时间

内对其进行关停等监管措施。因为如果对这类企业采取让其有一定过渡期限

的措施，该企业就有可能在短期内继续生产，甚至加大生产和排污。监管成本

也大幅度增加。因此，监管层要采取实质性措施，严格监管高耗能、高污染的

企业，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淘汰高耗能企业，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比较大的挑战，但是也应该看到

是一种机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优化结构的机会，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做任

何事情不能搞一刀切。可以优先淘汰耗能最严重的，是需要渐进的过程，需

要考虑历史延续发展的过程，我们不能把昨天穿的旧衣服全部扔掉。在这

个过程中，还需要考虑民生的问题。同时，高耗能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等方

法向低耗能转移。现在产能过剩给我们加快淘汰落后高能耗产业提供了一

个机会。 （以上文字由本报记者朱虹、宋笛、陈玮英采写）

高耗能企业主要还是与国家能源结构和战略以及环境制约相关联，作为企

业，降低成本是其发展的一个目标，但是环境的硬约束对企业也带来很大挑战。

现在国家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既得协调绿色又得考虑发展，需要综合考虑，不是

简单的“关”与“不关”的问题。需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进行统筹协调，显然

“一刀切”是不对的。有些行业明显出现能力过剩，技术水平相对比较低，这样的

行业和企业就需要优先调整。但对于有能力通过技术改造实现升级的企业，就

需要对其进行转型升级。

对于一些产能过剩且处于转型中的行业以及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需要政

府引导其有序地退出，不能说关就关。对于处在转型中的高耗能企业，政府要允

许其有一定的过渡期限，让企业能够顺利地“软着陆”。不得不说，环保之路我们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欠账太多所以显得任重道远。环境污染问题刻不容缓，

这就急需一些高耗能企业转变发展思维，开启绿色发展模式，在政府的政策帮扶

下，积极地向高科技、高品质的新兴产业转型升级，打好企业转型升级攻坚战。

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

对严重危害生态的企业要勇于“壮士断腕”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

让转型中的高耗能企业顺利“软着陆”

全国政协委员、一汽集团副总工程师兼海外事业管理部部长李维斗：

对高耗能企业不能“一刀切”
全国政协委员、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院长刘永：

淘汰高耗能产业是挑战也是机遇

【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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