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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九天：
重构生产模式 争做农业工业化的“领导者”

2020年，经历了长达5年的研发以及
试验，水木九天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建
设3万平方米蔬菜工厂，以单品薄皮沙瓤
大番茄为核心，推进水木番茄蔬菜工厂第
一个标准化基地，同时推动了GEP生态价
值评价、城市户籍人口从事农业社保创
新、农业地上资产可抵押贷款等，成为浙
江省数字赋能产业第一批未来农场、第一
批共富模式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也是民革中央
莫干山乡村振兴论坛的成果之一，得到了
民革中央的大力支持。也是民主党派支
持国家乡村振兴参与农业强国建设的典
型案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振兴。

王晓庆表示，如今,我国正处于一个从
传统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过程。从原
来吃得到吃得饱到现在要转向吃得好以及
农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如果说城市和工
业面临一次新的大转折和大调整，那么农
业也将面临巨大的调整和转折期。在此过
程中，最关键也是最艰巨的任务就是产业
发展。“就整个农业产业链来看，生产端是
基础和核心，因此乡村振兴的关键，就是能
否实现农业生产的升级与发展。”

具体到实际，发展农业生产端需要四
要素和三稳态。四要素是指产业发展过
程中所必需的“人才、技术、市场、资本”四
项基本发展要素；三稳态是生产过程中

“成本、品质、产量”三项发展重点指标。
四要素是产业发展的根基，三稳态是实际

的经营理念和落地方式。
王晓庆介绍，根据农业生产所需的人

才、技术、资本、市场四个方面，水木九天
目前通过整体落地项目的规划进行布局，
打造了“水木都市农业综合体”项目，具体
对于四要素的布局如下：在人才方面，打
造科普教育、“双创”孵化、实践中心、人才
中心等内容板块；在技术方面，打造技术
研发、应用试验、种业试验、农机试验、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内容板块；在市场方面，
打造分拣包装、食品安全检测、新零售等
内容板块；在资本方面 ，进行创业投融
资、农业金融。

据了解，截至2022年10月，水木九天
已经过社会融资4轮，企业总估值达到了
50亿元；今年正在建设达20万平方米的
农业装备制造工厂，进一步降低项目的总
造价；成立了水木农学院进行人才培养，
提升单位平方米效益；与国家电网“双碳”
中心合作，推进农业碳指标交易；目前，水
木九天招募了大量本科以上学历的跨学
科人才加入团队；并即将投资 5000 万元
推进数字工厂管控软件的开发，力争改变
目前除了美国、加拿大、荷兰及以色列拥
有工厂化农业管控软件的现状。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我国推进农业强
国的历程中，明确目标和方向，选好领头
人，小切口破题，耐得住寂寞，具有开阔的
视野和优质的团队文化，才能最终实现我
国的农业强国梦，也才能实现中国人端自
己的饭碗装自己的粮食。”王晓庆如是称。

（《中国企业报》集团稳经济调研组成
员赵玲玲执笔）

积极参与农业强国建设 打造现代化农业“样板”

王晓庆表示，人工智能在蔬菜工厂中
需要解决的管控矩阵众多，包括人力智控、
水肥智控、光合作用智控等8个维度。

历经6年科研探索，针对中国环境特
征，水木九天通过引入BIM技术，打造出了
智能化温室管控系统——水木蔬菜工厂，
是适合大多数地区的标准化设施方案，可
有效解决农产品成本过高、无法与主流消
费市场相匹配的难题，让温室管理者可以

轻松定制化配置自己的温室管理系统。
据了解，该系统可做到完全人工控制每

一个种植蔬菜所需的因素。温度低了可以
提上去，温度高了可以降下来，同时，还可以
控制湿度、二氧化碳、光照、水肥等条件，并
对这些数据进行监控调节记录，生成了蔬菜
种植的大数据区块链，使每一个种植出的蔬
菜都有迹可循。同时，通过人工智能的分
析，大数据模型的建立，不断地筛选出适合

在王晓庆看来，与荷兰、日本、美国、加
拿大等农业发达国家相比，农业是我国产
业发展过程中的巨大痛点，同时也拥有着
无限的发展前景。

在北京市海淀区政府的支持下，水木
九天落地实施了海淀区农委的互联网+农
业模式。经历了试验、中试阶段后，自2014
年始，水木九天分别建设了海淀区东升科
技园 4600平方米试验中心，海淀区苏家坨
镇柳林水木蔬菜工厂中试基地（1.08万平
方米），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3万平方米蔬
菜工厂，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孟庄镇番茄
蔬菜工厂，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3万平方
米水木番茄蔬菜工厂……

目前，水木九天已与北京、上海、南京、
成都、郑州、新乡、贵阳等地联合推进产业
化基地落地，以三产融合形成第六产业，针
对超级城市、一线城市及特殊城市周边采
用全年度无休止的工厂连续生产模式，将
非耐储运蔬菜（西红柿、叶类菜等）贴近主

城区就近生产就近销售，从种子到餐桌全
产业链解决农业产业链问题。

据悉，为了减少更多的中间费用从而
降低面向消费者的价格，水木九天尝试了
多种方案，最终选择放弃了to B对接超市
或生鲜电商的方式，通过对日本农协的模
式摸索，取消掉中间的产业链条，特定的为
单一地区的常住居民提供服务。例如，在
海淀区生产的蔬菜就只提供给海淀区的用
户，大兴区生产的蔬菜就只提供给大兴区
的用户，通过将物流半径缩短，降低损耗
率，由此来完成一套新的生产体系，做百姓
身边的活体“菜篮子”。

同时，为了从源头保障蔬菜安全，让群
众吃上放心菜，水木九天正在将果蔬种植

“工业化”。以番茄蔬菜工厂为例，水木九天
实现了全年度连续生产番茄，安全等级达到
全球最高等级（国际飞行抽检认证，农药残
留、重金属、亚硝酸盐、菌落总数和营养价值
均可衡量），合格果产量达到大田的50倍。

专攻核心技术 探索农业新路径

聚焦非耐储运蔬菜 从源头保障蔬菜安全

北京水木九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木九天”）成立于2014年2月，

是由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及海淀区东升科技园联合投资孵化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自成立之日起，便致力于以工业方式赋能农业，推进非耐储

运应急蔬菜保障工厂和本地化消费体系的建设。同时，将农业民生保障与农

业碳中和结合起来，形成经济、社会、生态的三重价值融合。目前，水木九天已

拥有300余项农业科技专利，主要集中在非耐储运蔬菜的规划建设、种植及销

售全产业链。

水木九天创始人王晓庆表示，水木九天的定义就是希望能够解决超级城

市和特大城市本地生产蔬菜、本地销售且能够达到国际标准，让全国的老百姓

能够吃到放心菜。

蔬菜种植的条件，规范每一颗蔬菜的生长，
做到真正摆脱了自然环境的蔬菜培育。

以水木番茄为例。在种植过程中，水
木九天将番茄从种子、种植设施、种植环境
等全部进行了量化。王晓庆举例说，“与传
统的种子相比，我们的种子成本会稍高一
点。传统大田的西红柿种子大概三毛钱一
颗，其纯净度约有60%，发芽率约有70%
多。我们现在的种子纯净度大概可以达到
99.9%，发芽率基本可以达到100%。”

不仅仅是种子，水木九天还将番茄的
生长环境、生长过程等也进行了量化。据
介绍，番茄根部生长最适宜的温度处于
15—20℃，番茄茎部发育最好的温度应在
20℃。“老百姓总说在西部比如说新疆种的
菜好吃，就是因为昼夜温差大，我们就是要

把这种环境模拟出来。同样，对于番茄的
生长过程也要进行量化。比如，一周番茄
的高度、藤蔓高度27公分、要长三片叶子、
要长一穗果、果径要多少都要进行量化。
只要基础数据量化完毕，我们就可以在另
外一个环境下，把这个标准重塑出来，这是
大数据的核心。”王晓庆称。

11月4日，水木九天与新乡卫辉市签
约，共同建设全国最大的“天空农场”——
水木数字农业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据介
绍，该项目在底层设计了数字园艺智能装
备的制造中心、智能水果分选线等，可对大
桃和番茄等进行色彩、糖度、重量等智能分
选。顶层，在高达9米的空中建设近50亩
的番茄蔬菜工厂，可全年度连续生产，相当
于30万亩北方森林的固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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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在发电厂里的番茄蔬菜工厂，农业碳中和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