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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由一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主办，多家单位和科技创新联盟支持的“牧光智远·
首届智慧牧场创新峰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峰会以“数据智能驱动牧场高效可持续发展”为主
题，旨在为草牧业数智化升级提供有力的科技理论和应用实践支撑。

大会聚集了草牧业领域的专家学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代表、技术开发与应用实践者等300
余人，共同探讨数智化在草牧业中的应用现状、价值及未来发展趋势，旨在推动草牧业数字化、
智能化和智慧化的创新发展。

据了解，此次峰会涉及八大主题：草地—草食动物系统、数智化牧场建设方案、数据智能+繁
育、数据智能+营养、数据智能+健康、数据智能+挤奶、数据智能+“双碳”行动以及牧场数字化模
拟与数字孪生等。

从源头出发
把握好草地农业发展大趋势
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草地农

业科技学院教授、名誉院长任继周通
过视频形式致开幕词。任继周表示，
要从草地畜牧业这一中国农业的源头
出发，把握好草地农业数字化、智能
化、智慧化发展大趋势，进而推动大农
业以及众多资源、行业的大数据管理，
最终达到生态农业目标。首届智慧牧
场创新峰会恰是迈上这一使命道路的
第一个台阶。期望每两年举办一届的
峰会能够持续探讨生态文明农业发展
面临的问题，指引农业迈向生态文明
时代。

国务院参事、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
于康震通过视频的形式致辞。他表
示，全球正面临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经济
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且重大的影响。
草牧业作为农业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产业之一，已具备了率先实现现代化
的基础和条件。面对数据共享、产业
融合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现实挑战，草
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愈发紧迫。于康
震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建立产学研
紧密合作的创新机制，政府、企业、科
研院所应共同促进草牧业数智化发
展；二是构建数据共享和产业融合的
发展平台，推动数据在草牧行业的流
通和共享；三是不断提升草牧业绿色
发展水平，积极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
在草牧业中的创新应用。

中国奶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
亚清表示，奶业作为健康中国、强壮民
族的战略产业，未来潜力足，前景好。
但受多种影响，奶业发展仍然面临消费
需求不足、养殖效益下滑等多重挑战。
本次峰会的召开正当其时，有效破解了
当前奶畜养殖挑战，高效地助力奶业的
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她指出，智慧
化牧场是牧场发展的方向和归宿，要扎
实推进牧场质量安全、增产提质、降本
增效、绿色低碳的持续和谐发展。其
次，数字化转型是高效促进智慧牧场创
新发展的关键要素和重要途径，要系统
而全面、创新而务实的推动数字化转
型。

全国畜牧总站统计信息处处长杨
红杰表示，当前我国农业农村正面临
深刻的变革，在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
进程中，智慧农业作为重要切入点，正
源源不断为现代牧业发展提供新的动
力。目前，全国畜牧总站已经深度整
合了当前的信息系统，构建了畜牧业
综合信息平台。当前，在农业农村部
畜牧兽医局的统一安排下，已开展全
国畜牧兽医经营主体的备案送档工
作。下一步将按照畜牧业“十四五”发
展规划的要求，加快推动云计算、物联
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传统产
业深度融合，为智慧畜牧业的普及和
推广贡献力量。

智慧牧场
用科技促进奶牛产业发展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奶业处处

长卫琳围绕“奶业发展现状与智慧牧场
展望”的主题进行发言。她指出，当前
奶类生产增长迅速，2018年到 2022年
我国牛奶增产了 857万吨，增幅 27.9%，
2022年荷斯坦奶牛存栏量为 607万头，
相比 2018年增长了 24.7%；养殖规模化
水平不断提升，2022年奶牛标准化规模
养殖比例超过 70%，比 2018年提高了
8.6%；产业综合素质明显提升。同时，
奶业发展面临生产成本较高、资源约束
趋紧、效率有待提升、抗风险能力不强
和供给有短板等诸多挑战。因此，保障
奶类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是首要任务。

针对当前规模化奶牛场数智化
技术应用及面临的现状问题，中国农
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玉梅表
示，要解决当前数智化技术应用存在
的应用结构不合理，应用兼容性差，
维修困难高，中小规模牧场投资能力
偏弱，购置补贴覆盖率低等问题，我
们要积极引导养殖场优化数智技术
应用结构，使各个环节数智化技术应
用均衡发展；提升数智化技术研发能
力，加大数智化技术设备的研发投入
力度，推动研发企业技术创新与升
级，构建统一、标准化的数智化技术
体系；鼓励金融机构设立畜牧养殖企
业数智化转型专项贷款，研发面向畜
牧养殖企业数智化转型的专项商品
服务，为企业数智化转型提供有力保
障；扩大畜牧养殖业数智化技术设备
的补贴范围和补贴力度，针对中小型
养殖企业设计更为宽松的补贴政策，
提高中小型养殖企业数智化转型的
意愿与投资能力。

数字化转型
实现牧场降本增效

一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
兼 CEO马志愤指出，推动数据智能驱
动牧场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契机已经到
来，我国国民的饮食结构已由“淀粉转
蛋白”，这使得奶类与牛羊肉消费上
升，为畜牧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而数智化技术的应用，可以为奶牛养
殖全周期提供决策的依据。马志愤表
示，当前，牧场规模化养殖趋势日益明
显，这对牧场的管理来说既是机遇，也
是一种挑战。加快推进牧场的数字
化、智能化和智慧化是为牧场提供精
益管理和奶牛养殖全周期决策的重要
举措。同时，数智化技术在生产全周
期各个环节应用，可以帮助牧场实现
降本增效。数据智能+互联网协同链
接产业上下游，并结合产学研，是共同
助力牧场高效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
径。

一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首席技
术官董飞以“数智化牧场：从数据治理
到数据智能”为主题作了精彩发言，他
表示，数据化最根本的出发点是降本
增效，同时也可以实现辅助决策和风
险管控等目的。数据深度分析与数据
挖掘，可帮助牧场管控各方面的风险，
通过量化分析，对风险进行优先级分
级及权重分配，可帮助牧场建立完善
的风险防控体系。对于牧场来说，数

字化转型可以实现个体牛只管理、生
产流程评估和业务融合。

合作签约
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本次峰会上，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
学院、吉林大学动物科学学院、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甘肃农业大学动
物科学技术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
究所、中—美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心（科技部）、中信农业华智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南京稻盛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一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举行了数智化
牧场产学研合作签约仪式。

据了解，此次合作签约旨在推进各
方深入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
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协同创新。

各单位代表表示将共同协作推进
智慧牧场创新技术研究和应用，建立
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提高草牧业
整体效益，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圆桌论坛
共话草牧业新未来

峰会同期举行了以《数智化在不同
牧场的应用现状及价值》为主题的圆桌
论坛。论坛由35斗/动脉网联合创始人
毕元锋主持，邀请到了中国畜牧业协会
副秘书长刘强德，北大荒完达山乳业有
限公司牧业事业部副总经理兼松北牧
场总经理刘春东，黑龙江惠丰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黑龙江丰源牧业
有限公司信息部长张银峰，澳欣（北京）
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军，天津锦
鹏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冉，义柏
资本合伙人李雨萌，就智慧牧场建设存
在的问题展开研讨。

与会嘉宾同现场观众分享了智慧
牧场的实际应用效果，探讨从环境保
护、动物福利、品质提高等多方面寻求
突破。同时，峰会众多专家还着重讨
论了智慧牧场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挑
战，如何实现远程监测、智能化决策、
提高养殖效益等问题。

会后，召开了首届智慧牧场创新峰
会新闻发布会，并邀请中国畜牧业协
会副秘书长刘强德、中国农业科学院
智慧畜牧业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熊本
海、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玉
梅教授和一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创
始人兼 CEO马志愤博士，针对行业问
题进行深度剖析。

发布会现场，针对《乳业时报》记
者的提问，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教授刘玉梅作出解答。刘玉梅表
示，现阶段智慧牧场发展面临的主要
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技术和资
金。当前，智慧牧场技术的研发和创
新还处在初期阶段，需要进一步提升；
资金对于中小型牧场来说相对不足，
政府可以适当进行政策、补贴等方面
的扶持，帮助中小型牧场加快推动数
智化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是数据的安

全和隐私问题，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
越来越多行业人员的重视，当前，这方
面存在着许多较为突出的问题，后续
需要制定一些相应的政策、法律来保
护。对于智慧牧场的实施成本，刘玉
梅指出，虽然短期来看投资成本比较
高，但长远来看，智慧牧场会为牧场提
供高速发展能力，如可降低饲料成本，
减少饲料浪费，减少动物疫病等，综合
效益远大于成本。对于中小型牧场而
言，初期确实需要一些政策的支持，政

府可以从补贴、税收方面给予一定优
惠支持，也可以通过技术提供与供品
服务的方式进行合作，帮助中小企业
度过难关。

首届智慧牧场创新峰会的成功举
办，为草牧业数智化升级提供了有效的
专业交流平台，有利于进一步探讨和研
究数据智能在草牧业发展中的价值和
意义。未来，随着智慧牧场创新峰会的
持续推进，相信智慧牧场高效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将变得更加明晰和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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