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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黄朝椿 ¦ 《光明日报》

智慧农业为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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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

生产力。智慧农业就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当

前，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通过传感器网络、物联

网、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现了对农业生产全

过程的智能化、精准化和高效化管理，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和

乡村振兴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发展智慧农业，一是可以提升农业土地产出率、劳动生

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引导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二

是通过环境精准调控、自动巡检消杀、疾病智能诊断、精准

配方饲喂、自动采集清污等，实现农业生产的科学化、标准

化、绿色化，提升我国农产品质量水平；三是应对城镇化导

致农村人口数量减少、农村人口结构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数

量和结构双重压力。

以应用场景引领智慧农业发展

立足产业发展和行业管理实际需求，以问题指引方向，

以应用引领发展，因地制宜探索数字化、智能化解决方案。

坚持农业生产领域全产业链一体联动，推进主要作物种植精

准化、设施种植数字化、畜牧养殖智慧化、育种制种智能化，

提升农业生产、管理、经营的数字化水平。坚持示范引领，

建设一批智慧农业创新区，推动机制创新，汇聚政策合力，

形成一批可复制、能推广的智慧农业项目。

以科技创新支撑智慧农业发展

坚持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农业传感器与专用

芯片、农业核心算法、农业机器人等技术研发，形成基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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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应用研究、研发制造相衔接的智慧农业创新体系。支持

一批智慧农业创新平台建设，培育一批科技领军企业，遴选

一批成熟技术装备，突破一批基础性、前沿性、共生性技术

和急盼、急需、急用的技术。推进大数据分析技术在农业农

村的融合应用，发展农业领域各地区、各产业、各行业人工

智能大模型，有效支撑智慧农业对数字技术的需要。

以数据要素支撑智慧农业发展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没有数据，智慧

农业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统筹规划建立农业数据采

集、加工、管理、流通、应用等制度机制，为智慧农业发展

提供生产要素。加快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拓宽遥感、

物联网、互联网等实时数据采集渠道，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

观测网络和数据采集体系。建设好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平

台，完善农业农村数据交易制度，开发数据资源目录，推进

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满足智慧农业的数据要素需求。

以改革思维推动智慧农业发展

从经济学来说，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的

有效手段。农业需要持续的体制机制改革为其注入发展的动

力。智慧农业本身就是农业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创新。要完

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完善产业支持政策，鼓励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链主”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鼓励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服务主体加快智慧农业商业模式创新和成果

转化。发挥企业家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家在推动智慧农业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智慧农业发展的“领头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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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才队伍保障智慧农业发展

乡村振兴，人才为本。要推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调整

学科结构，培养符合智慧农业需求的应用型、创新型、复合

型人才。加强数字能力方面的知识技能培训，推进乡村人才

培养、引进、管理、使用、流动、激励等制度创新，开展智

慧农业领域职业开发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形成一批行走在

田间地头的新型“田智者”“乡创客”“农秀才”。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强国必先强

农，农强方能国强。发展智慧农业，通过赋能激发乘数效应

和化学反应，从而为提升农业的比较效益和综合效益，建设

农业强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信息来源：《光明日报》2024 年 12 月 30 日第 5 版]

◎贵州新闻联播丨【高质量发展贵州策】“破与立”

善谋改革之策 务求改革之效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蔡伟在采访

中指出，“六大产业基地”是我省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富矿精开”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为“六大产业基地”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为工业经济增长

提供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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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https://movement.gzstv.com/streams/video/Yp3Rq/?st=eKnR0Jbs8ug4K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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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重点（培育）学科《农村发展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召开学术研讨会

2024 年 12 月 31 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

《农村发展经济学》、重点培育学科《生态经济学》

学科研讨会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召开。贵州省社会科

学院院长黄勇出席会议并指出学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下一步两个学科还应从研究方向、研究团队、人

才培育、学科管理、具体抓手等方面深化建设，以切

实提高学科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

会议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李华红主持，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所长谢松、副所长邓小海，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城市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讯以及学科组全体成员参加了会

议。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处长吴宗

建、贵州省城镇化发展中心原主任袁远刚、贵州省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室主任张秋涛、贵州日报社经济

新闻部主任岳振，贵州师范学院民族教育研究院教授

陈志永、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朱满德教授等参加

会议。专家们分别就《健全农业经营体系 夯实现代



8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基础》《文化赋能城市更新，

推动我省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聚力

聚智社科资源 积极建真言献良策出实招》《主流媒

体发表理论论文注意事项、方法与投稿技巧》《贵州

村落旅游开发的制度密码》《持续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贵州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若干问题思考》《贵

州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重点》《关系网络与新农人

创业绩效：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等题目分享了其研

究成果和见解。

[信息来源：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官网]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数字经济学重点学科举办“数字助力乡

村高质量发展”交流座谈会

2024 年 12 月 27 日下午，由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

会旅游地理信息工作委员会、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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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重点学科以及贵州省数字经济实验室数字乡村

中心主办的“数字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交流座谈会

在观山湖区举行。会议由中国乡村发展协会社会发展

项目部项目主任宋军伟主持，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

经济研究所所长、贵州省数字经济实验室执行主任罗

以洪对会议进行总结。来自花溪区、观山湖区政府部

门、省内高校、省内外企业家、文体协会等 30 余位代

表参加。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数字经济学重点学科、数

字经济实验室成员魏霞、陈涛、卫肖晔、王红霞、王

国丽、杨竹卿参加座谈。

各位代表围绕乡村数字资产、传统村落运营、乡

村数字文体旅融合、乡村人才培养、乡村数字治理、

乡村数字新场景以及产学研结合的数字乡村实践进行

了交流与讨论。

[信息来源：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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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智库圆桌会议·智能软件产业专场在沪举办

2024 年 12 月 14 日，由新华社上海分社、新华网、

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新华网思客

智库、新华网上海分公司、新华网上海频道、普陀区

新闻办协办的长三角智库圆桌会议在上海市普陀区民

营企业之家举办。

各位嘉宾来到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

公司参观。作为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其打造的上海

市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已经服务于进博会等大型活动的

人流预测、交通部署工作；上海充换电设施公共数据

采集与监测平台为政府评估、市民出行提供了重要参

考；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上海机器人研发与

转化功能型平台也为机器人安全发展提供了评测保

障。与会嘉宾在参观过程中，针对热点问题与相关企

业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信息来源：重庆社会科学院官网]

https://www.cqass.net.cn/cgi/news/web_count_129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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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24）》蓝皮书发布会

2024 年 12 月 24 日，上海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成

果系列——《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24）》蓝皮

书发布会暨数字孪生城市建设研讨会于上海社会科学

院分部举行，此次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与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联合举办。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所

长刘炜刘炜对《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第六本蓝皮

书顺利出版表示祝贺，对领导专家和媒体到来表示欢

迎，他指出，数字孪生是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前沿热

点，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蓝皮书选择“数

字孪生 智创未来”为主题，展现了信息研究所在信

息化和数字化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希望通过蓝皮

书的研创和宣传推广，汇集各方对新时代信息社会建

设的新特征、新内容和新趋势的真知灼见，帮助蓝皮

书可持续发展把好方向。

[信息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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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2024 年贵州十件经济大事揭晓

2025 年 1 月 4 日，贵州省经济学学会组织专家团

在贵阳评出 2024 年贵州十件经济大事。

①全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增速有望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②预计工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43%以

上、占全省税收比重达 48%以上，投资占比达 32%以

上、为近十年最高水平。

③“富矿精开”深入推进，贵州有史以来单个工

业项目投资最大、总投资 730 亿元的毕节磷煤化工一

体化项目启动，铝土矿找矿取得近 30 年来的重大突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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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算力产业规模突破百

亿、智算占比超过 90%，已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

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⑤“黄小西吃晚饭”和“红飘带”等重点景区景

点影响力大幅提升，贵州被誉为 2024 年度暑期旅游

“最受欢迎的省份”。

⑥粮食生产实现“五连增”，亩均单产增幅排名

西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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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创下历史新

高、突破 2200 万人次，贵阳轨道交通 S1 线开通营运。

⑧组建省纺织、外经贸、农发、交投等集团，加

快物流、能矿等领域国资国企战略性重组、专业化整

合。

⑨贵州航空产业城加快建设，航天智能制造基础

件产业集群不断壮大。

⑩“两新”政策有序推进，高技术产业投资和家

电重点品类销量均实现较快增长。

[信息来源：动静原创丨贵州卫视《影响力》2025 年 1 月 4 日 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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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之光 | 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

知识体系及如何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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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广义上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

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的总和，狭义上指的是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

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因此，文化是一个统称。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紧密相关。简单地说，学

术是基础，学科和话语是学术的不同载体和表达方

式。经验地看，就学术和学科两者关联来说，先产生

的是学术，然后再有学科。也就是说，学科的基础是

学术，包括思想、观念、理念、概念和理论，不管是

关乎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

是事物的还是人事的等。学术的机构化便是学科，即

把思想、观念、理念、概念和理论等分门别类。不过，

学科产生之后又会反过来推进学术，分门别类的研究

产生了劳动分工，而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学科有助于

深化学术研究，进一步学术研究所获取的新思想、观

念、理念、概念和理论再进一步推进学科的发展。这

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深化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历史地看，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或

者其他硬力量的崛起，更需要体现在基于思想崛起之

上的社会科学的崛起。我们需要花几代人的努力，真

正把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构建起来。可以相信，这

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但这是基于中国实践之上的

百花齐放，而非炒作外来思想的百花齐放。中国自主

的经济学并不排斥外来思想，但必须是以我为主的开

放性思想体系。

（作者简介：郑永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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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 年 12 月 17 日第 1 版]

●理论贡献的构成要素 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背景信息

文章讨论了理论贡献的构成要素，特别是在管理学领域的理

论发展。Whetten作为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的编辑，

试图简化理论贡献的沟通和理解。

Background Information: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stituents
of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 of management
theory development. Whetten, as the editor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ttempts to simplify the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研究问题

文章探讨了理论发展的构建块是什么，如何判断一个理论贡

献的有效性，以及理论发展过程中应考虑的因素。

Research Questions:The article explores what the building
blocks of theory development are, how to judge the validity of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nd what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process of theory development.

研究结论

文章认为一个完整的理论必须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变量

（What）、关系（How）、理由（Why）以及限制条件

（Who, Where, When）。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理论的描述和解释。

Research Conclusions: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a complete
theory must contain four essential elements: variables (What),
relationships (How), rationale (Why),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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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Where, When). These elements together form the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of a theory.

具体研究方法

文章采用了文献综述的方法，结合作者作为编辑的经验，提

出了理论发展的框架和标准。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The article uses a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author's experience as an editor, to
propose a framework and criteria for theory development.

数据描述

文章没有使用特定的数据集，而是基于对现有文献和理论的

分析。

Data Description:The article does not use a specific dataset but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theories.

理论

文章提出了理论发展的视角，强调理论应该能够解释社会或

个体现象，并具有预测性。

Theory:The article proposes a perspective on theory
development, emphasizing that theories should be able to explain
social or individual phenomena and have predictive power.

Dimension

理论的维度包括What（变量）、How（关系）、Why（理由）

以及Who, Where, When（限制条件）。

The dimensions of a theory include What (variables), How
(relationships), Why (rationale), and Who, Where, When (boundary
conditions).

Antece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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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发展的前因包括对现有理论的深入理解和对新现象的

观察。

The antecedents of theory development includ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existing theories and observations of new
phenomena.

Mediator

理论作为中介，连接观察到的现象和解释这些现象的逻辑。

The theory serves as a mediator, connecting observed
phenomena with the logic that explains these phenomena.

Innovation and Contribution

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简化的理论发展框架，使得

理论贡献的沟通和理解更加清晰。贡献点在于为理论发展提供了

明确的标准和期望。

The innovation of the article lies in proposing a simplified
framework for theory development, mak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clearer. The contribution
is in providing clear standards and expectations for theory
development.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文章建议未来的研究应该继续发展和完善理论发展的框架，

特别是在描述和增强重要学术活动方面。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refine the framework for theory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describing and enhancing these important scholarly activities.
[信息来源：David A. Whetten，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1989）.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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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何洋洋，谁欤操钥发其藏？自强！自强！

——刘杜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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