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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是分布式的网络数据管理技术，利用密码学技术和

分布式共识协议保证网络传输与访问安全，实现数据的多方维护与

交叉验证，具有全网一致，不易篡改，透明可追溯等特征。作为新

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演进，区块链正在成为解决产业链参与方之间

互信问题的新型基础设施，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

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依托现有资

源建设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加快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

智能、5G、智慧气象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这也是区

块链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在乡村振兴的整体战略机遇下，区

块链技术正加速融入农业领域，并初步推出一些区块链赋能农业生

产、农业供应链、农业金融等场景的案例，致力于依托区块链推动

农业数字化进程与现代化发展。 

在此背景下，报告致力于分析区块链赋能农业发展的整体态势，

梳理农业区块链应用整体视图，围绕场景概念、痛点需求、区块链

应用模式及国内典型案例，深入分析细分应用场景以及目前在实际

落地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难，并对区块链赋能农业发展提出展望与

建议。由于区块链赋能农业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我们的认识还有

待持续深化，报告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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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是新技术不断赋能农业领域，改变生产流程、优化生

产工具、提升生产力从而达到提质增效的一个发展进程。随着技术应

用及需求的复杂度不断累积，当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许多

痛点问题也随之凸显，制约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应用，能够为农业领域许多问题提供一定程度

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农业供应链管理、农产品溯源以及农业金融等

细分领域，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成熟度有着明显提升、应用范围也在持

续扩大，成为国内农业尤其是农业发达国家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有效

工具。据调研分析，目前北美地区在全球农业区块链市场中占据最大

的市场份额，而在未来几年内，亚太地区也将迎来可观的业务增长1。 

(一)国外：农业发达国家初步构建农业区块链应用生态 

!"#$%&'()*+,-./0123456789:;美

国农业部（USDA）提出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来追踪有机产品的供应

链，使用区块链技术的电子追踪系统将会在追溯有机产品供应链中发

挥重要的作用。日本农林水产省正在开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溯源平台，

利用该平台实现在食品流通的全过程中录入并引用相关数据，从而保

证日本农产品的可查可信。联合国粮农组织与国际电信联盟合作，在

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发了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系统试点，用以

追踪生猪养殖，并通过核实猪的饲养记录来保证猪肉品质，助力该国

实现更多猪肉的出口贸易。 

 
1 《Global Blockchain In Agriculture Market》中公布的观点，来自 GME（Global Market Estimates）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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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01?@A/BCDE56F2/GH。

IBM Food Trust是 IBM公司推出的基于区块链技术提升食品供应链

工作效能的解决方案，2018年商用后，汇聚了沃尔玛、雀巢、都乐、

联合利华、家乐福等全球食品零售业巨头，除了能实现让每家公司及

其消费者从原材料到产品全程了解产品质量，还能够帮助链上成员间

快速进行对接合作，建立起覆盖生产、供应、销售全产业链条的安全

互信的食品生态系统。雅苒国际集团（YARA）是一家大型跨国化肥

企业，在全球 50 多个国家设有生产厂及营销网络，雅苒国际利用区

块链技术建立起高透明度的供应链体系，实现每个参与者的信息共享，

通过减少付款延迟及供应链的数据差异，提升整个过程的全自动化水

平等方式，为供应链带来更高的效率。澳大利亚最大的谷物和油籽种

植企业劳森谷物公司（Lawson Grains），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种植、

收割、库存管理以及农产品交付的生产全过程，通过基于云的区块链

和支持物联网的平台，管理收获前和收获后的所有过程，并通过智能

合约最大化的实现自动化交付。 

IJ>6BKLMN56-./23OPQRST;农产品质量

把控方面，涌现出了 Arc-Net、PavoCoin等初创企业，帮助跟踪农产

品的储存和运输，使农民、分销商、消费者等参与主体能够了解产品

在哪个阶段变质，并在防止未来变质方面做出贡献。农产品供应链方

面，涌现出了 AgriDigital、Ripe.io等初创企业，帮助农户降低了物流

成本和运输损坏的风险，扩大了潜在销售市场的范围。农产品交易方

面，涌现出了 AgroStar 等初创企业，通过区块链减少了中间商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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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让农产品市场更加透明，从而帮助农民以更优惠的条件直接与零

售商签订合同。农业众筹方面，涌现出了 Lokaal、EthicHub等初创企

业，通过区块链技术使贷款市场全球化的同时，创建了众筹模式，让

普通农民可以享受到跨国资金支持。 

(二)国内：我国农业区块链生态尚处于初级探索阶段 

U$56-./OPVVAWX78YZ[\]56^NO_E

`-;2022 年 7 月，国家网信办发布了第九批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

备案清单，自此总备案项目达到了 2159个，其中农业项目 48个，占

比约 2%。申请企业主要分布在云南、江苏地区，其中云南省项目数

量独占鳌头，云南省耕地面积约为九千亩，是我国排名第六位的农业

大省。因此农业大省对新技术的需求将较为突出，正逐步成为推进区

块链农业融合发展的重点地区。 

56-./FabGcGde^fXghWijklm>6bG

nWOT;根据信通院企业监测平台统计，截至 2022年 7月，共监

测到国内区块链企业 1456家，其中涉及农业的企业约 30家，占比仅

2.1%，整体规模较小。从具体供给主体类别看，目前业界已演化出三

类企业主体同步发力推进农业区块链应用落地。第一类是农业企业，

通过引进研发区块链产品，为农户提供服务，如中粮、中储粮等。第

二类是专注于农业领域的区块链企业，对农业细分场景有深入理解，

围绕农业应用场景进行区块链产品的专项研发，如域乎科技、旺链科

技等。第三类是致力于通用区块链解决方案研发的企业，基于其底层

BaaS平台可赋能多个行业，如趣链科技、纸贵科技、天河国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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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56-./()opqhWrst`;农产品安全质量溯源

是目前我国农业区块链应用最广泛、技术最成熟的领域，当前 90%

以上的农业区块链企业都入局农产品安全质量溯源这一细分场景，这

也是区块链区别于其他信息技术非常有价值的功能点。跨场景综合性

应用及一体化运营是我国农业区块链应用落地场景中最主要的方式，

解决数据在整体方案中的流动、存证等问题。农业金融领域是对区块

链技术需求较为强烈的应用场景，由于我国农业当前分散、产业化程

度低、信息化程度低的现状，以及农业本身存在的生产资料、产品的

生物特性，金融机构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很难对农业生产给予直接

支持，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能够解决其中许多痛点问题，为资产评

估提供依据，为风险管控提供手段。 

1&'()*+,-234567 

(一)区块链应用典型模式 

对应于不同数字化阶段需求，区块链技术服务商已推出较为成熟

的区块链开发平台、产品及解决方案、平台服务等多种商业模式，开

展市场化运营。当前区块链已形成四种典型应用模式，在不同行业领

域匹配刚需场景，实现了成功应用。 

/uvwxymXz“{y|}”，主要适用于全网数据一致性要

求较高的业务，重点实现数据难以篡改、可追溯等特性，提升公共服

务数字化能力，改善数字经济市场效能，广泛应用于溯源、审计、确

权、公证、票据等。此类应用中，区块链充当数据存证的信任账本。 

/u~���mXz“~���”，主要适用于去中心化架构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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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多方协作业务，重点发挥出数据共享、数据互联互通的重要作用，

从打通多部门协作一体化向实体产业多协作场景渗透，如政务数据共

享、医疗数据共享等。此类应用中，区块链充当多方协作的信任机器。 

/u����mXz“����”，主要适用于电子合约合同类业

务，在系统状态达到触发条件后，由运行在可复制、共享的账本上的

智能合约程序自动接收、储存和发送价值，广泛应用于证券登记和清

算、保险、预付款和再充值等领域。此类应用中，区块链充当智能合

约的核心载体。 

/u����mXz“��u/”，以资产的映射、记账、流通为

主要业务特点，主要应用于承载价值传递，为数字化资产建立信任背

书，以技术业务协同创新来重构金融业务，如我国央行数字货币

DCEP、跨境贸易等。此类应用中，区块链是构建价值传递的智能互

联信任基础设施。 

(二)农业区块链应用场景梳理 

从宏观视角看，农业领域以农业生产（种植、畜牧、渔业、林业）

为���，打造农业领域最为核心关键的业态；以农业生产物资供应

（种子、农药、肥料、农机具等）、农产品加工（粗加工、精加工等）、

农产品流通（物流运输、产品营销等）为�P�，构建完整通畅的农

产品大循环生态；以农村金融服务（信贷、保险、融资租赁等）为�

�/���，提供高效精准的农业金融服务产品；以农村管理治理（农

业信息、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乡村治理）为整体的����，营造管

理服务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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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图 1 农业区块链应用场景整体视图 

-./E�m�=23e�]56~� ¡9:\¢23£M;

/uvwxym场景实际应用较为广阔与成熟，可应用于农业生产实

现农业生产数据的存证验证，应用于农产品流通实现农产品防伪溯源，

应用于农村管理治理实现农村产权登记及农业农村管理服务数字化。

/u~���m场景可应用于农业扩展层实现农业供应链管理的高

效协作，应用于农村金融服务实现农机具融资租赁的高效易操作。/

u����m场景可应用于农村金融服务实现农业保险合同的自动

触发执行。/u��¤¥m场景可应用于农村金融服务实现农业供应

链金融产品的有序服务。 

8&'()*+,-9:;< 

(一)区块链+农业生产 

1.场景概念 

农业生产是人们通过种植、养殖等活动获得物质资料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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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业中的核心部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信息化

技术与农业相结合，生产力与生产工具变化迭代，农业向着越来越智

能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农业生产正处在由机械化农业向精准农业及智

能农业同步发展的阶段，除了关注农业领域自身技术的进步外，开始

更加关注和重视农业生产产生的数据应用以及由信息化技术引入带

来的生产过程的变革。 

2.痛点需求 

¦§6OP¨©;在育种环节，由于种质资源保存数量少、范围

窄，且缺乏权威统一信息系统，缺乏种质数据的共享，种子的知识产

权保护不够，制约了种业市场的良性发展。在生产环节，农业生产数

据的处理效率制约着数字化农业发展，农业数据的真实性也缺乏可靠

保证。ª6OP¨©;林业是一个门槛高、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领域。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林业发展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其中“林业

碳汇”是支撑基于自然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方式，目前林业碳汇市

场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亟待解决。«¬6#6OP¨©;我国畜牧业

及渔业处于分散且规模化程度较低的状态，在生产效率、技术水平、

生态环保、产品质量等方面都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产量质

量难以在短期内快速提升。®6OP¨©;近年来使用无人机植保作

业已经成为一个大的发展趋势，但是目前的推广应用还存在着困难，

主要是由农业生产者与无人机服务提供商的交易流程存在信息不对

称问题引起，由此衍生出服务不到位、交易有争议等问题。 

3.区块链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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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X̄ °�6±²OP;借助区块链非对称交

易、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技术特性，可以解决育种中错误数据的问

题，同时可将科研育种、品种审定、品种出售以及种子商标注册等育

种工作中的各个环节贯穿为一个覆盖全流程的整体，便于数据检索、

共享和交易等。-./01³´56µ�vw£M¶·56;种植、

养殖过程中的各类数据可以通过区块链来进行记录，并通过智能合约

方式来实现灌溉、喂养等工作的自动执行，实现精准种植养殖。-.

/01�¸¹y56º»¼vwE½�¾¿²;“区块链+物联网+边

缘计算”的结合将使农业物联网设备能够实现自我管理和维护，省去

远距离数据中心高额建设、维护的成本以及数据交互的时长损耗，从

而实现农业生产基地数据的本地产生、就近处理等，满足农业生产中

对农业物联网数据的时延要求。 

-./ÀTª6ÁÂ£MÃbG½�ÄÅÆÇÈ;在林业碳汇方

面，目前区块链可以发挥作用的主要环节是在林业碳汇的“跨主体交

互”上，也就是将流程复杂、但具备连贯性的碳汇开发过程，设置为

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从而实现多个相关部门之间的自动交互，使

得林业碳汇的申请者尽可能实现“一步到位”，大大缩减相关产品开发

所需要的时间、精力、以及经济成本。在固碳计量方面，也可以利用

区块链中的智能合约等技术，保证严格执行统一的规则，解决计量困

难的问题。 

-./]«¬6#6\23X³´CÉÊËÌvwX̄ °ÍÎ

ËÌÏÐ23;借助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整个养殖过程数据的全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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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其唯一性和加密性让整个养殖过程更加可控，消费者也可以更直

观的识别养殖品的唯一“身份证明”。而区块链除了可以构筑参与者之

间的横向链条，还能建立一条由所有历史数据组成的纵向链条。此外，

对于养殖户而言，将不再需要依赖任何经销商，就能够把高品质的养

殖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整个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都可以为彼此把关。 

4.典型案例 

ÑÒÓÉ-./01ÀT¢Ô56µ�;日本宫崎县绫町实行严

格的农产品生产管理制度，与电通国际信息服务公司（ISID）开展合

作，基于区块链技术记录绫町利用有机农法栽培的农作物生产管理状

况，并对有机蔬菜附带含 NFC 标签的 QR 码，实现了对有机蔬菜的

全生产过程跟踪管理，有效维护了绫町在日本高品质有机蔬菜生产基

地的市场地位。 

U$Õ�Ö×ØÙÀÚÛÜÝÞß“-./+56”23;中国电

信在“区块链+农业生产”领域积极布局，已经产出许多优秀成果。在

畜牧业领域，中国电信在全国各地助建数字养殖牧场，例如在新疆昌

吉阿什里牧场，中国电信在国内首次成功将区块链模组植入生物资产

监管物联网设备，1000头牛拥有了专属“物联网区块链身份证”，利用

5G NB-IoT 物联网技术实现了肉牛育肥养殖阶段的可信数据底座和

商业管理闭环，打造了智慧畜牧新方式。 

“-./+º»¼”E�à56áâãä56µ�E¶·jÄ�à

jåá;针对当前农业生产管理不规范和农事操作依赖人工登记、实

效性差、内容不全面等痛点，长沙县农业局与天河国云科技合作，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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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完成智慧农业平

台，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农事操作的准确记录和追踪溯源，通过物联

网设备获取田间气象、降水、土壤、农作物生长态势等信息，基于以

上数据使用智能算法和专家系统分析，输出针对性的、科学的农业生

产指导方案。 

(二)区块链+农业供应链管理 

1.场景概念 

农业供应链管理是农产品上下游相关组织为了降低流通成本，提

高产品质量安全和物流仓储及配送服务水平而展开的一体化运营模

式。广义上的农业供应链既包括粮食、肉蛋奶及其加工品等农业产品

的供应链，也包括农药、化肥、饲料、农业机械等非农业产品的供应

链。我国目前形成了线下农业和线上农业两种不同的供应链流通模式。

无论线下模式还是线上模式，涉及的核心主体包括农户、企业（生产、

加工、经销）、物流商、消费者，各主体利益诉求存在差异。 

2.痛点需求 

农业供应链管理各环节均存在不同痛点。在µ�æç上，各环节

参与方之间缺乏信息共享和战略合作，导致供应链需求预测偏离。利

用数据分析等人工智能技术挖掘处理海量数据可以实现以销定产，但

在实现数据信息公开透明与共享共用上，如何将农产品生产者基本信

息、产品质量标准、种植管理等信息流都链接到一起还存在难点。在

èéêÓ上，由于中间环节过多，农产品流通效率较低，农产品物流

成本与风险较大。借助大数据等技术能够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流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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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物流商通过共享的信息实现高效配送，减少农产品损失，但如何

确保大数据的真实有效仍存在疑问。在½é��上，交易各方缺乏互

信，交易信息不透明，易产生纠纷，尽管电商平台利用数字化技术构

建了线上线下的销售平台，但交易各方合约信用问题需要更加有效的

解决方式。 

3.区块链应用模式 

该场景区块链应用技术模式是将农产品生产、流通等情况在链上

实时记账，使数据在各个节点之间同步共享，透明安全。通过应用区

块链的共享账本、信息加密、点对点信息传输、分布式存储、智能合

约等技术，推动其与农产品供应链各应用场景融合，提高农产品供应

链的稳定性、协同性、公平性和安全性，实现简化农业供应链管理流

程、提升整体透明度、降低流通成本等。 

基于多方同步存储、不可篡改的特性，区块链可链接农户、农业

合作社、加工商、分销商、零售商等多产业主体，实现同步记录供应

链数据、信息实时共享，解决产业链不同环节间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提高信息流的传递速度，使农产品市场更透明即时，促进不同主体积

极参与市场的良性竞争。区块链去中心化的体系架构，保证了农业供

应链多方主体点对点交互；区块链智能合约与农业供应链管理相结合，

可以通过区块链融合传感物联技术，实现自动触发生成合同、触发签

收、监督打款等行为的执行，提升农业供应链的中多个环节的自动化

程度，降低管理成本。 

4.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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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ëÀ5�ìF2/\í¢îïð£MñòóE5�

ìF2/ô�;澳大利亚金融科技公司 AgriDigital为农产品供应链的

参与者提供有关其资产的实时信息，并为用户提供全面的贸易流监管，

快速便捷的融资渠道，以及通过使用区块链技术追踪物品来源和路线

的能力，大大降低了欺诈风险，提升了支付效率。截至 2021 年，

AgriDigital 在 30 个不同的国家开展业务，每年处理 520 万吨谷物和

棉花，并通过其平台成功监督价值超过 10亿美元的交易。 

-./01ÀTõìFö÷øXùúõìûü;美国 Goodr公司

一直致力于减少食品浪费，该公司通过使用区块链数据库来准确告诉

合作餐厅处理厨余食物时浪费了哪些食物以及数量，有助于餐厅更精

准的配给食物，同时该公司将回收的食物捐赠给非盈利组织免费提供

给需要的人群。Goodr与政府、社区、高校、大型企业以及各类组织

广泛合作，提供当地实时的社区环境报告和分析，使合作伙伴能够优

化购买决策并更快地减少浪费。 

56»ý/ÀT£M56��vwñ¿êÓ;域乎数字农业联盟

链已在长三角地区实现了全面商用落地，该联盟链由上海域乎科技自

主研发，目前多家企事业单位已作为节点加入联盟链，初步形成了农

业数据共享生态圈。其中，配套的上农链区块链浏览器，可展示联盟

链的节点运行状态、实时链上数据以及查询数据上链详情。目前已有

作物、地块、设备、农资、人员、库存等农业经营生产数据上链存证

并用于授权共享给相关机构，形成价值数据的流通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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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块链+农产品防伪溯源 

1.场景概念 

农产品防伪溯源是以条形码、二维码等为载体，实现“一品一码”、

“一物一码”，精确记录每个农产品生产的详细信息，达到对农产品质

量安全、假冒伪劣情况进行全流程的追溯。农产品每个环节都可能存

在污染农产品的因素。栽培阶段，种植户需要定时对种植幼苗进行补

水、补养、除害等种植操作，以防止其生长不均衡而造成农产品质量

下降。打包阶段，种植户需要筛选出一部分质量好的农产品传送到下

游农产品加工厂商，并同时记录好原产地、产物等相关信息。销售阶

段，加工厂商事先会对农产品做好保质期、质检、批次号等信息的后

台记录。消费阶段，消费者可根据经销商提供的农产品信息，维护其

合法权益。 

2.痛点需求 

2009 年颁布《食品安全法》以来，我国对农业相关食品生产、

加工、销售和服务等过程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关于建设农业食品

溯源制度、构建通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系统以及构建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体系等一系列防伪溯源举措相继推出，虽然大部分举措都取

得了阶段性的效果，但防伪溯源应用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ÅEþÿ01�!T"#$;传统的信息溯源是基于纯手工输

入信息的，农产品从种植到成熟、采摘、运输、上市等各环节中，难

免出现暗箱操作的行为。虽然建立了农产品信息溯源平台，但存在着

手工输入的信息不全、信息量不够等问题，导致不能快速查出问题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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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以致成为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产生信任危机漏洞。 

`�5�ì%&þÿ23'~4£;各地政府部门与企业纷纷响

应、联合打造农产品防伪溯源平台，各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众

多、监管领域分散，仅靠单一地方或某一个部门的监管标准，在短时

间内难以解决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流程的质量安全和防伪溯源，

使得农产品防伪溯源场景应用鱼龙混杂、虚多于实。 

3.区块链应用模式 

首先，将不同的农产品流通参与主体的信息数字化后存进区块链

节点中，涉及的主体包括种植户、养殖户、生产商、加工商、渠道商、

零售商、品牌商和消费者，使每一个参与主体的信息在区块链节点中

可被查看，保证农产品信息透明化，全流程任何环节均可真实追溯，

提升农产品可信度。其次，通过区块链非中心化分布式系统和区块链

分布式存储技术，对不同的农产品流通的各环节关键信息进行提取、

整合并写入数据库中。最后，利用农产品防伪溯源信息管理平台以及

区块链防篡改的属性，监管部门、消费者可以通过查询数据库信息，

从而实现一码一物全流程正品溯源。 

4.典型案例 

<=Ø(ÓÉ-./01£M5�ìþÿ;欧洲最大零售商法国

家乐福制定了“区块链+家优鲜”转型发展计划，持续实现各类生鲜

产品的上链溯源，自 2018 年开始，在欧美地区实现了对鸡肉、鸡蛋

和西红柿的溯源，在我国实现了对蜜柚的溯源。家乐福旨在通过利用

区块链技术实现转型发展，继而成为全球食品消费转型的可信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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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可靠食品。 

-./%&)*ÀT+,`�-.5�ìì/;赣州市果业局以

运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为抓手，运用区块链技术

建立“脐橙园种植端—包装厂流通端—批发市场超市等销售端”全程

追溯。尤其是分选包装环节，通过无损检测分选设备选出以固形物含

量大于 12%为核心标准的优质赣南脐橙并贴上区块链防伪彩码进行

标识及包装，带有区块链防伪彩码优质赣南脐橙在网上实行优质优价

销售，同时进行宣传推介区块链防伪彩码优质赣南脐橙，加速孵化赣

南脐橙链。该系统应用助力赣南脐橙销售价格明显提高，并且赣南脐

橙打假维权也有了新的突破。 

-./ÀT£Mñì0µ1<2ECêÊþÿ;上海美秧集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致力于生产集口感、营养价值、新鲜度于一体的高品

质生鲜大米。旺链科技基于自主研发的区块链追溯平台

——VoneTracer帮美秧集搭建了大米溯源平台。该平台中，供应链各

方将大米全环节信息记录上链，形成一条按时间顺序排列的透明可查

的全流程大米溯源链，提升消费者对大米品牌的信任度。企业和监管

部门通过平台准确地监测大米从生产到终端的全过程，可以及时发现

出问题的环节，阻止劣质产品流向市场。基于区块链去中心化、不可

篡改的特性及共识机制，实现大米从农田到餐桌全流程的真实追溯。 

“AI+-./”E3��4ÀT£M5678%&þÿ9ä:;京

东数字科技集团将普洱茶饼独特的纹路特征记录与数字“身份证”匹

配，从源头确保茶饼实物与数字信息的唯一对应关系，并以外包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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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和茶饼纹路码形成“二码合一”，结合区块链进行不可篡改记录，

有效解决了普洱茶流通过程的痛点。通过 AI 图像采集获取茶饼独有

特征，使茶饼在千万量级上保证唯一性和防伪性，确保在茶饼流通中

的任意环节均可通过纹路的唯一性进行信息真实性的校验，同时还通

过茶艺师傅链上签名，保障茶叶品牌的防伪，实现从种植采摘、生产

加工以及销售流通的全渠道追溯。 

(四)区块链+农业供应链金融 

1.场景概念 

!"#$%&'!()*+(,-./0123456789:

;<=>892?@AB+(CD#$EF!"+(EF!()GH

EFIJEFKLEMN!"#$%%OPQ:R!()2STU0

VWPX:6789WPY:Z[\]WP^NF2/;3<563

�EJ=*+;_`a:bc!"de#fghijklmn:oR

epqrdesq2tuvjwxyzghN{|mn!"desq:

}~���|}�[C��2��:#$%Z[W&y{��2Z[

~�r!�2�����3N 

2.痛点需求 

尽管供应链金融在多个产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在农业

领域的应用时间尚短。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融资方实力弱、管理水平

低、信用等级低、融资规模小、融资主体分散、受自然灾害影响大等

因素，导致大部分的农业金融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3>?@ABC;一是完整的农产品供应链由产业链上下游个



区块链赋能农业发展研究报告（2022年） 

17 

人或组织多方构成，这种架构导致农产品供应链条上的相关交易信息

不对称，信息在供应链条上很难顺畅传递。二是农产品融资企业大多

规模较小，自身信息化水平较落后，在融资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往往不

能获取完整的企业信息，很难对企业融资过程中的风险进行评估和管

控。三是在农产品供应链金融实施的过程中，核心企业一般不愿提供

农产品供应链上的全部信息，即使提供了相关信息，也有可能是被篡

改过的信息。 

��>6�3DET#F;金融机构是依托核心企业信用做背书

向其他企业或农户提供贷款，而农产品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往往仅与

少数组织发生农产品业务往来。在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模式下，核心企

业的信用穿透力不强，导致农产品供应链金融只在与核心企业有直接

业务往来的组织或个人间进行，与核心企业没有直接业务往来的农户

往往很难在核心企业背书支持下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资金。 

6GH£²I�JÒñ;农产品交易的真实性是农产品供应链金

融业务开展的重要基础。尽管农产品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会通过相关

系统记录相关的信息，但是业务本身的真实性审核起来成本很高。另

外，有些企业或个人为了贷款会编造合同，提高应收贷款金额以骗取

银行贷款。如果金融机构对全部涉贷的农产品业务进行真实性审核，

会耗费过多的时间和成本，从而严重影响相关金融业务的开展。 

3.区块链应用模式 

区块链在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应用场景下，主要涉及政府、金融机

构、核心企业、技术服务商、中小农户等主体。具体来看，政府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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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区块链技术促进本地金融对于农业的支持，进而带动本地农业的

发展；金融机构希望借助区块链技术控制借贷风险，实现共赢；农业

核心企业希望通过对农业核心企业与上下游经营主体额度共享，对上

下游经营主体进行信用增级，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技术服务商希

望通过对技术服务的提供，以抽成、技术维护等形式获得提供技术服

务所产生的利润；中小农户希望能够便捷地、低成本地获得经营性融

资，从而实现农业经营的可持续发展。 

以农产品供应链中真实的农产品生产交易数据为基础，基于区块

链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技术特点，通过多主体上链，协助建立起农

产品供应链各主体之间信息传递、风险控制的互信任体制，弥补供应

链金融的不足，实现中小微企业或农户的有效融资。在该模式中区块

链供应链金融平台是各方联系的纽带，依托区块链和供应链系统技术

优势，协调农产品供应链金融各方利益与需求，同时推动农产品供应

链金融行业数据标准的建立，实现供应链金融参与方的数据共享，并

维护数据安全。当前主要通过技术手段的方式来确保链上信息不外泄，

并进行大数据分析，根据分析的结果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和风控手段。 

4.典型案例 

o56µ�ô�()XÓÉ56vw�KjL@3�MNáâ;

英国公司 AgriLedger 为农户和农业合作社提供免费、低价的智能手

机，手机中内置一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农业生产管理 APP，先将供应

链全部信息化，再帮助农户进行联合生产、销售以享受规模化的红利。

农户可以在 APP 中向农业合作社更新农作物最新的生产情况，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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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社更高效地安排采购和销售计划，避免过去因为无法提前规划

农作物种植而导致过量供应、低价贱卖的情况。同时，区块链技术的

应用让农作物供应链上的所有数据更加透明安全，无法篡改，减少腐

败、盗窃等行为。 

¤ÅO�M4-./01X+,56MNvwáâ;中国农业银

行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农业供应链金融领域，推出全新的农银惠农ｅ

通业务。该业务将惠农 e付、惠农 e商所收集到的日常数据上链提供

给惠农 e贷，进行风险防控。通过将区块链技术与农业供应链金融深

度结合，广泛收集我国农业核心企业与上下游经营主体的各类数据信

息，建立农业基础数据平台，改变了过去农业供应链金融信息获取难

的困境，打通了整个农业供应链金融中的信息壁垒。同时，由于区块

链服务平台信息记录的全面性与及时性，中国农业银行也建立了科学

的风险预警机制，利用区块链服务平台获取新的数据信息进风险分析，

对可疑交易进行风险提示，降低农业供应链金融的违约风险。 

áâ>6M4-./01XPQ�6/�K#RSTU;双链通

是蚂蚁金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协作网络系统。双链指的是区块

链、供应链金融。蚂蚁金融双链通以应收账款为“区块链技术+供应链

金融”模式的切入点，将重要的供应商纳入核心企业，使核心企业分

拆转让应收账款，继而转入金融机构进行融资。这样一来，上下游企

业可以及时沟通，多级供应商及金融机构也可以准确及时地获取信息。 

(五)区块链+农业保险 

1.场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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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作为农业经济的稳定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

部分，农业保险是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

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疾病等保险事故所

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其保险标的涉及农林牧副渔，

主要可分为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两大类。 

2.痛点需求 

我国是农业灾害多发的国家，农业保险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

展、社会生活稳定及扩大积累规模等，但当前的农业保险中仍存在一

些问题VÆ<56¹?ECWÄXyÄ�YZ[\æ]^_`。对灾

害监测不准、灾情数据掌握不全不真、灾损评估方法缺失等问题的存

在，及如何确保数据真实可靠、可追溯、难以篡改、实现农业保险定

损、认证、理赔的客观公正是面临的最重要问题。a<56¹?b�

\x]c×JÒñÄb�êÊde#>?ôf01ghijk。 

3.区块链应用模式 

区块链在农业保险场景的应用主要指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农业

保险的精准承保，解决“不足额投保”、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后续的

重复索赔、非承保标的冒充承保标的索赔等道德风险发生，切实保障

农户利益，推动农业数字化进程。具体来看区块链在农业保险中的应

用模式为：5lmno¹�ìp¹?_qvwu/p¹?rE£¾s

fp{t�Wu�YêÊ。 

首先，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能够在精准实现农户资产和承保系数评

估、降低风控成本、增强保险公司与农户之间的互信度等方面，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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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其次，区块链与农业保险结合能够简化农业保险交易流程，

将智能合约技术应用到农业保险中，实现从投保到索赔无需人工干预，

合约由代码定义并自动强制执行，能够使农业保险赔付处理更加智能

化，并且缩短理赔时间，提升赔付效率。整个过程更加透明和准确，

提升可靠性，有利于保护农业经营者利益和消费者隐私。另外，通过

引入银行的征信系统信息，在区块链中形成数字化身份认证，并结合

各行业大数据通过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方法能够帮助保险公司实现

数据驱动的风险预测。 

4.典型案例 

v\�j¹?wGJN¹?9:E=xOPyÝ;Etherisc 是一

个专注于开发去中心化保险应用程序的开源平台，利用区块链来减少

传统保险行业的低效率，即高额的处理费用和冗长的索赔处理时间。

截至目前为止，Etherisc 已经开发了六种不同的去中心化保险相关的

应用程序，其中之一是农作物保险应用，农民可以通过该应用识别和

鉴定他们的土地和农作物以及因天气造成的任何损失，并且实现自动

支付由政府机构报告的投保所在地区干旱或洪水触发的事件赔偿。

Etherisc农作物保险已在斯里兰卡、肯尼亚等地开始应用 

56¹?_q(P-./01]ËÌ6¹?E23z{;安华农

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推出商业性区块链肉鸭养殖险，该保险共为 200

多家规模养殖户的肉鸭养殖承保，大大分散了养殖户的养殖风险。以

“区块链+农业保险”模式，由龙头企业记录提供鸭雏时的进雏数量，

在区块链系统中使用智能合约技术对记录数据进行梳理，经多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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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比对、验证获得肉鸭养殖的每日实际死亡数量，以此作为赔偿

依据，有效解决家禽养殖保险承保难、查勘难、理赔难等行业痛点，

通过公开的、不可篡改的区块链综合数据系统，实现了养殖户、龙头

企业、屠宰场所提供数据的“三方印证”，确保了肉鸭数量的真实性，

实现对养殖场内标的物的精准承保，精准理赔。 

(六)区块链+农机融资租赁 

1.场景概念 

融资租赁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和供货人的选择或认

可，将其从供货人处取得的租赁物按合同约定出租给承租人占有、使

用，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交易活动。农机融资租赁是指融资（金融）

租赁公司以租赁综合服务商的角色将承租人、银行、经销商以及政府

的各种资源实施链接和整合，承租人（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交纳

一定的首付金就可独立使用农业机械设备，剩余租金与利息分期偿付，

全款付清后农机具所有权再转移到承租人。“直接购买”变为“先租后

买”，大幅度减轻一次性投入压力，缓解大型农机具购机难问题。实

践中，各地正积极探索将融资（金融）租赁模式推广应用到中小型农

机具采购和设施大棚建设中。 

2.痛点需求 

总体来看，当前农机融资租赁面临如何降低风险、提高管理效率

的痛点问题。一是融资租赁业务的抵押标的物多为大型农业机械设备

商品，设备昂贵，通过第三方监管公司对标的物实施现场监管的方式，

成本高、效率低，风险难以降低。二是如何能够更好的监控跟踪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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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使用状态，并进行高效管理，降低业务风险，成为相关主体亟待

解决的问题。 

3.区块链应用模式 

区块链在农业融资租赁场景的应用主要指通过数字化的融资租

赁解决方案，使得农业服务从重资产往轻资产方向发展，使产业链更

加通畅，服务规模稳步扩大。区块链在农业融资租赁的应用场景下，

主要涉及的需求主体为承租人、金融机构、出租人、农业租赁标的供

货商等。具体来看，以农户为主的承租人希望通过租赁设备在较快获

得所需设备同时，降低其务农的成本，减少自身资金占用和设备淘汰

风险；出租人希望可以盘活固定资产，提高设备使用效率，通过对设

备状态的实时监控，能够及时管理设备同时减少农机具等设备贬值造

成的损失。金融机构则可以根据设备使用的情况，积累企业用户的征

信数据，提供增值服务，降低业务风险和成本。 

区块链技术凭借去中心化和去信任的双重技术特性，可以实现底

层经济过程透明化和事后可追溯，使得融资租赁市场更加清明。其与

融资租赁的结合，可以有效解决业务发展中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

高、陌生人信任等难题。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提升了租赁资产配置、

资产流转、资金回流等业务操作效率，实现了全链路资金闭环方案，

助力资方解决租赁交易真实性问题，帮助农户及农业企业解决资金困

难等问题。 

4.典型案例 

-./ëÀ|O_`-\}E£M56Ô~j;IBM与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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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初创公司 Hello Tractor合作，推出了一款新的区块链农业应

用程序，目前正在肯尼亚进行试点。该应用既能够为拖拉机所有者增

加租赁业务量及利润率，也保障农民能够获得公平和及时的拖拉机服

务。同时，租赁拖拉机产生的使用数据，还能够作为农业金融及保险

领域提供融资及保险服务的重要参考数据。 

M4-./E@�Ô3����4��§¹@�Ô�3JÒ;蚂

蚁集团旗下蚂蚁链与大疆农业开展合作，通过无人机租赁平台嗨森植

保推出融资租赁服务，降低植保无人机使用成本，让更多的农民“飞

手”租得起植保无人机。其中，蚂蚁链提供区块链租赁解决方案，嗨

森植保将租赁订单等信息上链存证，“飞手”通过蚂蚁链的“蚁盾”获得

信用评估，进而获得融资租赁公司、银行等机构的授信额度，用以支

付无人机租金。通过与 AIoT和智能风控等技术手段的结合，可以进

一步保障交易真实性、资金安全性，从而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实现产

业链的互信互通。 

(七)区块链+农村产权交易 

1.场景概念 

产权交易是指资产所有者将其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全部或者部

分有偿转让的一种经济活动，而农村产权交易则是农村经营权在一定

期限内的流转和让渡。我国首部针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全国性

指导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

展的意见》对现阶段能进场的农村产权交易品种作出了明确规定：以

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林地经营权为主，且不涉及农村集体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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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和依法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集体土地承包权。目前我国农村

产权交易主要是通过农村产权交易所这个平台实现的，通过这个平台，

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集体建设用地等可以通过市场原则实

现有序流转。 

2.痛点需求 

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强政策引

导，强化机制创新，探索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和

服务平台，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提供了有效服务，促进了农村生产要

素的合理配置。农村产权交易的前景广阔，但目前市场在培育期，还

���5����y�Ä½é���<�kX�#»H��~ÄA�

¢��Ä��¾�^�ijk。其中，农村产权交易难尤其值得关注。

农村产权种类繁多，涉及土地山林等资源性资产，房产建筑、设备器

具以及集体投资企业等经营性资产，公共服务类非经营资产等，使得

交易成本提高。此外，目前我国在农村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方面，普

遍存在缺少专业机构和具备专业资质的评估人员的问题，同时由于缺

乏统一的价值评估制度，各地区开展的农村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权威

性不足。 

3.区块链应用模式 

结合区块链天然的数据确权特点，将土地经营权等农村产权登记

上链，形成一种“数字资产”，基于区块链原生适用于资产交易的特点，

可进行重组、拆分，高效便捷、低成本的完成产权交易。区块链农村

产权交易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高效农村产权交易服务机制，资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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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权属信息、证书信息全链上记录核验，全面提升农村产权交易在

身份识别、权属确认、在线交易、合同签署、资金监管方面的服务能

效，减少交易前置审核工作量，打造全流程在线不见面的交易模式。

区块链农村产权交易通过区块链，可信替代各类业务纸质合同、创新

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和证据保全，保护产业健康发展、实现全流程数字

化管理。 

4.典型案例 

������Ï°“-./+5���½é”3�OP;江苏省以

射阳县承担全国土地流转合同网签试点为契机，率先在江苏省农村产

权交易服务平台中引入区块链技术，全面打造“区块链+农村产权交

易”。射阳县农村土地产权交易流转合同是省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台

首个基于区块链完成在线报名、在线审核、在线缴费、在线竞价和合

同签署的全过程链上交易项目，信息收集、时点记录、资料固定和数

据防篡改都在区块链上完成，相关农户作为区块链的参与者可以看到

交易的每个环节信息，全程透明、真实、可回溯，确保农民群众的知

情权、参与权。同时，江苏省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台通过蚂蚁区块链

与司法链实现跨链共享，将农村产权交易合同在司法链上完成了全链

路可信存证，实现农村产权交易合同在履约过程中各类合同核验、公

证、鉴定、调解协议、法院文书核验的高效线上化服务，减少维权成

本、提升办理效率，确保村集体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失。 

(八)区块链+农业农村管理服务 

1.场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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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管理服务数字化包括农业信息、农业经营管理、乡村治

理、绿色/美丽乡村建设等多场景的数字化转型。2020 年 1月，农业

农村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

划》，规划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区块链大规模组网、链上链下数据协

同等核心技术突破，加强农业区块链标准化研究，让区块链技术在农

业物联网、质量安全溯源、农村金融、农业保险、透明供应链、精准

扶贫等方面发挥创新作用。 

2.痛点需求 

多年来，我国大力推动“互联网+农业”和“数字乡村”建设，农业

信息化水平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但监管领域仍然x]sô�� ÆÄ

sô�ÿúÄ¡d¢þ�Äsô�Kjåá#$ijk。大数据、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农业农村监管领域广泛应用，

可以实现对农业经营过程中的实时监管和风险防控，特别是基于区块

链的数据采集、存储、共享、分发的数据平台，能够实现数据的安全

存储、高效分发及应用，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农产品监管、乡村治理

和基层党建工作管理的指标化、规范化支持体系，甚至重塑乡村社会

关系和社会结构，大幅提升农业监管和乡村治理能力。 

3.区块链应用模式 

-./2345��KwG;农村信息服务包括生产经营信息服

务和乡村公共信息服务。利用物联网+区块链技术对土地、农田、渔

业水域、渔船渔港、渔业航标等农业自然资源数据；农作物、畜禽、

水产、微生物等种质资源数据；集体资产数据；农村宅基地数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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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基本情况等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和有效监测，可形成真实可靠的农业

农村基础数据资源体系。同时，利用基础数据库，结合物联网、大数

据等相关技术平台，区块链可为农业生产经营和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数

据和信息支撑。 

-./23456c×ô�;区块链技术可以保证记录的不可篡

改，使用 IoT技术和传感器采集数据可保证源头数据不受人为因素的

影响，对农业生产物资，如农药、化肥、种子等可以进行全流程的监

督。同时，结合大数据等分析技术，对气候、病虫害等因素进行科学

分析，有助于保护农业生产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 

-./234£���;随着村级综合服务信息化水平的提升，

农村地区逐步实现了信息发布、民情收集、议事协商、公共服务等村

级事务线上运行。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数据的存储、共享和分发，能

够有效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和透明性，消除乡村治理工作过程中遇到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乡村治理效率。此外，区块链作为精准扶贫信

息存储的基础设施之一，将扶贫对象的基础信息数据上链保存，保障

基础信息的精准性和安全性。 

-./234¤./¥¦£�@§;通过区块链技术和平台可以

实现对农村人居环境的可信监测，例如对秸秆、农膜、畜禽粪污等农

业废弃物长期定点观测，对农村水源地、规模化养殖厂、农村生活垃

圾处理点、农业废弃物处理站点远程监测。结合大数据技术，发展农

村人居环境数据挖掘、商业分析等。结合农户管理和乡村治理，可以

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网络监督，共同维护绿色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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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典型案例 

-./01¢À456µ�ÉÊE¨jXùú©Aªçjk;欧

洲最大的杂货供应商之一王子集团（Princes Group），旗下食品品牌

Napolina，通过使用区块链技术来管理食品原产地的从事农业生产的

人员，使整个劳作的过程管理透明化，从而解决农业环境中的非法劳

工问题。 

«¬|®¯°-./01+,£�v±j��r²;清镇市基

于“身份链”底层架构的相关应用，建设了“链上清镇·智慧城乡”、“清

镇数屋·诚信人家”等诚信共享平台，实现覆盖到村庄社会治理、农业

生产、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在清镇市凤山村，当地村民拥有自己的

“身份链”，每一个人的诚信痕迹、诚信积分都和这个 ID 关联。运用

诚信建设+社会治理、区块链+党支部（村委会）+合作社（村集体）

+农户+农业供应链+金融机构的运行模式，提升农民在数字化治理中

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³¬®´µ-¶�·R-./01(P“¸µ¹”£���+

º;针对基层治理中村民主体意识淡薄、村级数字化运用不足等短板，

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积极运用区块链技术，引入数字治理专业团队，

推出“映山红”计划，在激活治理主体、激发治理合力、重塑信用体系、

共享治理成果方面进行有益探索。微信里的“映山红”小程序，点击“我

要评分”可为他人的菜地、美丽庭院等进行实名制评价赚取积分；通

过“我要发起”，还可自己组织公益活动赢积分。“映山红”计划结合治

理导向对公共资源进行针对性的分配，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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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技术的应用保障了这一分配过程中的科学性和公平性。 

=&>?@AB 

(一)应用场景 

1.区块链技术特点鲜明，适用场景需要逐步迭代 

-./E01&J»C¼½l¾¿ÀÁXÂÜÃ©©Ä1¨;区

块链并非是一种颠覆式原创技术，而是对等网络、数据加密、共识机

制、智能合约等多种技术的集成式创新。从区块链的技术组成来看，

其去中心化、安全性、可扩展性这三个特点难以在同时取得最佳效果，

即区块链的“三元悖论”。去中心化程度代表区块链网络中各节点平

权程度，安全性代表区块链网络的写入控制权，可扩展性代表区块链

网络的运转效率性能。没有一个区块链系统能同时具备这三个特点，

需要以牺牲其中某个因素的代价去换取在其他因素上的提升。 

-./EÅ3ÆÇïÂ��-©ÈÉ78;并不是所有场景领域

都适合融入区块链进行“改造”，需要找准应用领域与区块链的切入点。

作为一种分布式账本技术，区块链最具创新性的特点就是用户节点共

同记账机制，在多用户节点网络中，安全地共享网络中产生数据的同

时，还可保证用户节点平权，每个用户节点可拥有全网的共享数据。

因此，并非农业领域所有场景都适用于使用区块链技术来进行改善，

而是要找准契合区块链技术特点的切入点。不存在技术普惠，要真正

深入到农业农村中去理解农业领域的实际问题。 

2.从叠加赋能向推进转型演进，农业适用场景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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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Ë56-./23�ÌæÍ�NbXÓÉÎÆÇ“+-./”£

M6GEv±jä:。5�ì%&þÿÄ56F2/ô�ï-./E

3�23,°ÆWÏÐ5#;农产品防伪溯源区块链得到绝大多数互

联网巨头、农产品行业协会以及各地方政府的认可，市场潜力较大且

已相对成熟。农业供应链管理区块链应用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目前企

业正在构建的产供销一体的数字化农业园区也为场景应用带来潜在

机会。56F2/;3Ä56¹?#565�ô�wGv±jï-.

/E3�,ÏÐÑÒOP。农业供应链金融区块链应用仍处于初期阶

段，随着农户融资缺口的加大以及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业务中信息流、

物流、商流的速度和准确率的不断提高，市场空间会进一步释放。农

业保险区块链应用将随着我国农业保险的保费规模逐渐增加，显现出

可观的市场规模。另外，随着我国数字乡村整体建设进程和乡村民主

治理进程的推进，区块链应用或将迎来更多市场机遇。56µ�Ä5

���½é23Ä563���ï-./E3�,Ó°ÆWXò;随

着大型互联网企业纷纷布局智能农场，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也将得到

进一步的提升，区块链技术有望成为我国农业生产智慧化发展进程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区块链与农村产权交易领域的融合及其在农

业融资租赁场景的应用虽有零星试水，但介入主体较少，随着全面深

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及国内农机具租赁市场规模的增加，未

来具备潜力。 

ÔÕ56-./23,�Ö,×ØNbXÓÉ“-./+”Ee�

£MÆÇ6GEv±j�=。-./ÀTÙ 56t`X,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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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ø�E5�ì×Ú=e�;订单农业是农户与企业、消费者之

间经签订契约而形成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通过合同连接双方的

经济利益，推动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点方

向之一。把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一切有关的机构作为主要节点

组成联盟链，将农产品实物资产、出资额、服务及业务映射成具体的

链上数字资产，通过大量物联网设备实现数据精准采集，全部操作上

链并且数据、实物和权益互相绑定，通过智能合约实现多方的价值联

动。-./ÀTÏk-.5�ìv±��X+,5�ìv±×Ú=Û

�;结合特色农产品的季节性、稀缺性和地域性等特征，可依托区块

链推出农产品数字资产营销方案，为相关企业提供农产品数字资产发

行、监管、转赠、查询等服务，以获客导流、品牌传播、通证激励这

三个特点，保护优质特色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价值，提升产

品附加值。 

(二)技术发展 

1.区块链处于技术发展初期，亟需提升被认知度 

-./01x]^<ÜjÜ�Xde�Ýx]Þß;从区块链技

术组成来看，共识算法存在较大优化和完善的空间，处理效率尚难以

达到现实中一些高频度应用环境的要求，存储、隐私保护等技术也并

没有表现出比中心化解决方案更好的性能，通用标准缺乏，链与链的

互联互通有待持续打通。从落地性看，区块链技术在农业领域大规模

部署落地方面存在扩展、互联互通、安全等多方面的挑战。一是区块

链技术需要确保农业供应链信息共享，但区块链数据隐私保护能力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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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区块链系统面临可扩展性瓶颈，限制了农业区

块链技术大规模应用。三是区块链农业应用目前标准化接口还不统一，

共享数据的安全性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此外整体环境机制、法律法规

尚不完善，区块链应用存在一定程度的法律风险及金融风险。 

�NÆ¦àá�!01X-./01âÔÓã¡Xäï�å;区

别于人工智能技术以训练、推理为主要环节，区块链以对等网络为基

础、以密码学技术起家，相较而言更抽象，而且长期以来作为一种相

对后端的技术并不能被应用方所感知。当前社会大众对区块链的认知

更多是停留在比特币等加密数字代币层，在实际生产生活中接触较少，

导致区块链对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影响程度较低。包括农业平台公司、

政府、协会等内在的农业相关主体，对区块链的普遍认识仍然停留在

它是一种前沿的数字技术，而对它的应用和带来的改变缺乏足够的认

知与信心。 

2.农业领域区块链应用技术研究有望得到实质性推进 

$æ!ç·è569:-./2301éê�s;2020 年，农

业农村部《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对农业领域区块链技术突破创新

方向给出了明确指引，要加快推进农业区块链应用大规模组网、链上

链下数据协同等核心技术突破，加强农业区块链应用标准化研究，推

动区块链技术在农业资源监测、质量安全溯源、农村金融保险、透明

供应链等方面的创新应用。 

ÍéÔLëìí�01ÄØ6e�#îCô�Ï°569:-

./01éê;vwxïÔðJ=ï����J=<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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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01éêEñ©�s。有的研究针对区块链落地项目中存在的存

储性能低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区块链的食品供应链数据双链存储

优化模型，有的学者通过智能合约调取链下存储在私有或公有云平台

的数据，实现农产品供应链全过程信息化。Ø623e�éêXÊË

gëì56F2/ô�Ä5�ì0ÈîC9:Ä5�;3Ä5�Õò

ØGi(P-./23óLe�§Ç。商业应用是农业区块链应用技

术创新的最终目的，探索农业区块链应用技术的商业应用也将持续成

为该领域的热点。-./E#òôÖ²·O¼vwõöjkX]56

F2/ô�Ä5�ìîC¢þi23uX-./01EîCuõöj

k÷<8Qø©。目前，相关文献基于区块链和星际文件系统技术设

计了隐私保护系统，利用密钥与区块链加密技术协同保护农产品集成

供应链各个参与主体的隐私。随着农业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对隐私

问题的关注度也持续上升，区块链技术在农业应用上带来的隐私问题

也将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三)生态构建 

1.产业资源投入较为关键，市场化运作区块链应用有一

定门槛 

56>6fù¡úXÍ0J=TÈhXÃú·9=ûü>6ud

ej23�ì;美国等发达国家农业企业的市场集中度高，大型农业

科技企业已形成寡头竞争格局，实现了高投入、高回报的良性创新发

展路径，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能够规模化的使用区

块链等新技术为农业生产赋能。而我国的农业生产主体主要以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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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农企为主，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只服务本地市场，受经营规模、投

资能力等现实条件的制约，需要通过中间主体促进新技术的采纳应用，

也对成本投入非常敏感，可替代性强且前期需要一定成本投入的新技

术，目前尚难以在我国农业领域规模化、市场化应用。 

-./23ÞßöýÆCÈE�;oRXZËþ5678bG�

��ÿ!";区块链应用布局的前期阶段涉及软硬件改造提升，需要

可观的资金投入，后期阶段涉及区块链平台的常态化运营，也需要一

定的服务费用。而相较于其他行业，农业是一个投资周期长且收入较

低的行业，资金积累有限，用于新技术创新投入的资金更有限，若没

有政府的资金支持，农业相关主体普遍难以直接负担区块链应用的费

用，进而没有动力去探索区块链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场景，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区块链技术与农业的深度融合。 

2.中央政策密集出台，农业区块链生态将持续健全 

$æñ#v±56J=$È[kâ!ç%���X56-./,

&ÝOP;o565��OÞ!çþX-./gJN56v±j�=

E��v±01'Æ;2021年 11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拓展农

业多种功能 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利用 5G、

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加快网络体系、前端仓库和物流设

施建设。2022 年 8 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数字化建设指南》，明确提出要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深度应用。�(8Qv±56E

t`£b²Xñ©ëì)*�Ò·RÄÍéoRÄ�+,ËkâÆ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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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中明确提出，各

地要加大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投入力度，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贷款贴息等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引导工商资

本、金融资本投入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

（2022 年）》中明确提出，鼓励社会资本创办农业科技创新型企业，

参与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农业生产经营人才、

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乡村公共服务人才、乡村治理人才、农业农

村科技人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人才等培养；鼓励社会资本参

与建设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推进农业遥感、物联网、5G、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应用。中央政策的持续引导与催动下，产业界各方主体

将持续加大农业区块链应用的投入。 

ÀT/B565�9:Î�bGÄ£M[JÍ�X56-./

,Nv±56µ0L1í�MN§/;随着国家政策、资源倾斜力度

加大，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应用融合进一步深入，数字农业生

态供给体系将日趋成熟完善，区块链将会成为其中的关键纽带。区块

链技术和平台向下与各类基础设施和感知设备结合，提升数据采集效

率的同时保障数据真实性；向上与各类应用结合，搭建可信农业发展

体系。从数字农业生态整体架构看，农业区块链将切实赋能数字乡村

建设，成为促进农业农村领域多方互信的重要技术手段和构建数字乡

村信用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 

C&DAEF 

蓝海未至，现阶段还不适宜各地农业场景盲目上链。从当前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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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实践，到向着激发转型变革努力，农业领域区块链应用的成熟化、

市场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要深入开展农业区块链应用场景研究，鉴别伪场景 

bt23`(PÍÎjÄ46jE569:-./23ÆÇz

{éê;依托科研院所及相关智库，以课题形式主动、持续推进场景

研究。重点针对数据存储需求、多方交互需求、可信第三方需求、数

据公开验证需求等核心需求痛点，评估区块链技术方案的实际贡献程

度以及不可代替性，zê56569:öý°�vwxïÄÓÄx]

~�vw7RÿÄÎîï�8¢ò�E9l�Ä:RvwE�ÓÄ;

<=Î�#öý7��>Ävw¢_(ºyE23ÆÇ。从底层技术

供需逻辑遴选最适宜区块链投入应用的农业场景，鉴别以区块链作为

噱头的伪场景。 

?@78bGz{+,569:-./J=AÛ23;健全创新

应用探索跟踪反馈机制，围绕合作模式、技术架构、应用规模、应用

主体、应用成效等维度，定期开展对比分析，总结创新应用经验。建

立开放容错机制，鼓励地方政府梳理农业领域数字化当前问题和需求，

引入知名区块链技术服务提供商，实施农业领域区块链应用场景开放

计划，征集优质解决方案，围绕农机融资租赁、农村产权交易、农产

品数字营销等场景，不断挖掘有潜力的区块链应用案例。 

(二)要注重理论研究与落地实践相互结合，推进商业化 

ñ©��å»56-./23Ö�¿B^�Ejk#oRJÒ

^ñEjk;农业领域区块链应用落地要重点考虑效率、成本等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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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传统的区块链技术是以牺牲效率的代价来换取数据安全与多方

互信，即便采取折中方案、选择部分去中心化的联盟链技术方案亦同

样存在效率问题。另外，从落地成本与产出角度看，当前区块链技术

方案部署成本较高，不利于商业化发展。要强化农业区块链应用在运

转效率方面的技术研究，加快推进共识算法、分布式计算与存储等底

层技术的创新演进。要强化农业区块链应用在投入成本方面的商业模

式研究，建立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相关主体共担风险

的区块链应用投入机制。 

ñ©��-./ïÂCv±01ED"3�t`;作为一种偏后

端支撑的数据存储与网络通信技术，-./EF»�ÂCv±01G

JH�01�4X+�OIÂ01��。基于农业大数据与区块链技

术，可以构建农业数据协作、数据共享、数据供给与数据循环平台；

基于农业物联网与区块链技术，不仅可以高效地对接农机智能设备应

用中的互通和安全管理，还可以通过对智慧化数据的实时管理；基于

5G 与区块链技术，可增强对于海量农业物联网传感设备接入的高效

共识。因此，要推进区块链技术与大数据、物联网、5G、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推进数字农业生态的商业化布局。 

(三)要强化创新激励与法治监管平衡共进，防系统风险 

ñ©%Û-./23;3>?;当前已有初创企业推出基于区块

链的特色农产品数字资产，是农业领域区块链应用商业创新的大胆探

索尝试。不过在现行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下，这类可能具备金融产品

属性的数字资产，有触碰金融法律法规底线的潜在风险，继而引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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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集资、非法发行证券、金融欺诈等违法犯罪发生。因此，2ñ©æ

FJR5�ìv±��Esô�#�d·è;此外，在农业区块链应

用发展过程中，应将“币”与“链”区分对待，坚决杜绝打着“区块链农

业金融创新”旗号，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行为。 

ñ©%Û-./23A�>?;新出台的《民法典》虽然对数据

和虚拟财产的保护做出了指引性规定，但未对数据权和数据参与分配

机制作出明确规定。而区块链账本信息同步共享，以及智能合约自动

执行等特性，均为传统法律规则的适用带来诸多挑战。而且农业农村

领域相关主体间民事法律关系复杂，在区块链应用实现部分去中心化

及智能合约难以变更撤销的状况下，相关利益平衡和权益救济或成难

题，引发更多法律纠纷。因此，应在推进法治监管中平衡好创新激励

与法律规制间的度，·R“sôKL”XMN7856bG]�Osf

PEH£®Æ��\XR56-./23°�J=£ºu>?Q+，

施行适度监管、包容性监管。 

(四)要稳步推进政策标准基建科学化布局，保障落地性 

DjøR¹�X×,ÅøE!ç��;完善区块链在农业领域应

用的专项政策及配套政策，保障区块链应用项目顺利落地。以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加强顶层设计，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

强化资源保障、优化资源配置，实施鼓励企业创新、吸引资本落地等

一系列配套政策。重视上下游协同带动作用，由地方政府成立农业区

块链应用推广小组，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强化重大项目支撑，强化区

块链、物联网在农业领域应用交流协同，支持联合开展科研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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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569:-./r·ðC;标准是促进一个行业长期良好发

展的根本保证，一方面能够总结行业共识、构建良好生态，另一方面

能够引导行业参与方协同发展、合作共赢。《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2019—2025 年)》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区块链大规模组网、

链上链下数据协同等核心技术突破，加强农业区块链标准化研究。依

托农业领域行业组织及智库单位，联合国内外区块链相关标准组织，

制定普适且完善的区块链技术标准和应用标准，推动农业区块链应用

规范发展。支持各省市优先在区块链、物联网基础设施领域统一标准，

建立省级基础设施平台，从而保障区域内区块链标准统一落地。 

Ï°569:-./MN§/@§;基于区块链的新型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将成为农业领域公平可信、智能运作、安全可靠的底层架构。

各级政府应重点关注各类农业群体数字化需求，联合国内领先的区块

链技术供给商，统筹布局农业领域跨区域、跨场景的区块链基础设施

平台，如农业联盟链及农业 BaaS服务平台。鼓励领军企业建设农业

领域区块链通用技术服务平台，构建安全稳定的区块链环境，提供农

业领域通用基础接入和增值能力，实现业务快速上链，降低农业区块

链应用开发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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