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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导读

为中国农业谋转型 为中国农民谋幸福

Seeking transformation for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well-being for Chinese farmers

中国中化创新推出 MAP（Modern Agriculture Platform，现代农业综合服务平台）模式，积

极探索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式。自 2020 年开始，中化农业 MAP 每年向社会发布《MAP 绿

色发展报告》，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展示现代农业服务实践的可持续发展成效，分享现代农业绿

色发展经验。

2023 年，中化农业 MAP 采用随机抽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服务地区及农户的情况进

行大样本调研，调研作物包括三大主粮和常见的经济作物，共计调研 3860 名农户，调研覆盖

约 176 万亩耕地，并通过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对调研数据进行结构化分析。《MAP2023 年绿色

高质量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MAP 服务农户的平均绿色指数为 45.84，较普通农

户高出 19.18%。同时，报告通过对重点指标的解读，直观地呈现出了中化农业 MAP 以社会化

服务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所带来的成效和贡献。

报告还分享了 2023 年中化农业 MAP 团队助力农户采用绿色低碳技术良好实践的具体案例，作

为 MAP 在推动中国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重要瞬间的见证与记录。

202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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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

李凡荣
中国中化党组书记、董事长
先正达集团董事长

洛文杰（Jeff Rowe）
先正达集团首席执行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

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加快形成农业绿色低碳生产经营

方式，全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发展新格局，是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有效路径，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内容。

中国中化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广现

代农业综合服务平台 (MAP) 模式，以分布在全国的 MAP

技术服务中心、MAP 科研与示范农场为载体，以提供现

代农业综合服务为抓手，开发推广绿色低碳生产规范和标

准化种植方案，参与盐碱地等后备耕地资源综合利用，推

随着极端天气、作物病虫害以及粮食减产等问题的频繁发

生，养活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和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当今世

界面临的两大挑战。

先正达集团希望帮助农民应对这些挑战，并且让农业生产

成为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重要一环。

在中国，我们通过建设 MAP 技术服务中心，为农民提供

优质的产品、服务、方案，帮助他们提高农业产量，并且

推动更可持续的农业生产。

例如，我们在缺水地区，推广小流量滴灌及智能管控灌溉

系统，通过细化管网和智能管理实现节水目标。我们在全

国推广应用核心母粒和测叶调肥技术，有效提高土壤养分

吸收率，提高化肥利用效率。

广高效数字化“新农具”，打造再生农场示范基地，培育

绿色农产品品牌，瞄准节水、节肥、节药、节工、降碳“四

节一降”目标，着重提升各类资源利用效率，增加绿色产

品供给，带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中小农户持续走好绿色

兴农之路。

未来，中国中化将联合生态圈合作伙伴，继续传播绿色发

展理念，加快推动农业绿色科技创新和应用，以环境的有

效保护、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助力农业新

质生产力培育。

我们积极推广“MAP 智农”数字农业 APP，通过遥感巡田、

精准气象、精准植保等功能，帮助农户应对气候变化、抵

御经营风险，同时通过精准施肥、用药提醒，减少农业生

产对化肥农药的依赖。

在先正达集团，我们专注于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当前取得的成效的基础上，我们正在推进一系列新的可

持续重点领域和关键目标，以推动构建更可持续的未来。

同时，我们在战略和运营层面的整合，将指导我们进行创

新并提供长期价值。

MAP 将继续助力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 MAP 在不同

地区的创新实践极具推广价值，也为世界各地的农民带来

了富有意义及可持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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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正达集团
先正达集团是中国中化旗下生命科学板块的主要经营企业，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农业科技创

新企业，主营业务涵盖植物保护、种子、作物营养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并提供现代

农业服务，帮助各类农场和农户增产增收，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先正达集团成立于 2019 年，旗下分四大业务单元：先正达植保、先正达种子、先正达集

团中国以及安道麦。目前拥有 59,000 多名员工，遍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23

年全年营业收入达 322 亿美元。

中国中化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中化，英文简称 Sinochem Holdings）由中国中

化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重组而成，于 2021 年 5 月 8 日正式揭牌成

立，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员工 22 万人。

面向未来，中国中化将遵循“科学至上”理念，矢志打造世界一流综合性化工企业，不断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核心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坚定不移地向着“行业领先、受人

尊敬”的愿景迈进，不断为行业和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2023 年，中国中化位列《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第 38 位，化学品行业榜单第一位。

业务范围

生命科学

橡胶轮胎

材料科学

机械装备

石油化工

城市运营 产业金融

环境科学

59,000 名

员工人数

100 多个

遍布国家和地区

322 亿美元

2023 年全年营业收入达

先正达种子是世界上最大

的种子开发和生产商之一

安道麦是非专利作物保护

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

先正达植保是世界领先的

植物保护公司

先正达集团中国是中国领

先的农业科技全球化企业

先正达集团中国 运营总部
先正达植保 运营总部

先正达种子 运营总部

安道麦 运营总部

中国 - 北京 上海
瑞士 - 巴塞尔

北美

以色列 - 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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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使命

先正达集团中国
先正达集团中国是中国领先的农业科技全球化企业，是先正达

集团旗下四大业务单元之一。先正达集团中国的业务领域包括

种子、植保制剂、原药、作物营养和现代农业服务。

先正达集团中国立足中国、参与全球运营，致力于将全球领先

的科技、创新理念、人才资源与中国本土实力、市场洞察、优

秀团队有机结合，引领现代农业服务和数字化创新，推动中国

农业科技进步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通过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现

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MAP 针对不同作物类型选择核心优势产区，布局 MAP 技术服务中心、MAP 研究与示范农场，将中心作为触点，贴近中小

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解决农业技术服务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MAP 秉承“为中国农业谋转型，为中国农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不断探索，勇毅前行。截止 2023 年底 , 已在全国建设

运营超 700 座 MAP 技术服务中心，服务了 10 万户农民，线下服务面积超过 3300 万亩，为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产业

振兴探索出一条创新之路。

马铃薯、苜蓿、棉花、

青贮玉米、甜菜等

水稻、小麦、玉米、大豆、

高粱等

柑橘、苹果、草莓、葡萄、 

花椰菜、番茄、南瓜等

MAP 模式
2017 年 11 月 29 日，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中国中化创新推出 MAP 模式（Modern Agriculture 

Platform，现代农业综合服务平台）。

MAP 模式的核心理念是“种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通过在全国布局、建设 MAP 技术服务中心和 MAP 研究与示范农场，

打造基层农艺师队伍，研发、验证、展示、交付、推广以“良种 + 良法”为核心的全程种植解决方案，将好种子和好技术一并

送到田间地头，带领农户“种出好品质、卖出好价钱”，为农业产业链“集好大数据”，打造“农业数据链共创和共享平台”。

产

构

贯

通
线 下 产

业

链

建
线 上 数

据

链
作物
保护 农机

服务

品质
订单

智慧
农业

…土壤
检测

金融
服务

品种
规划

作物
营养

该服务由第三方机构提供

专业种植 消费升级

北方规模化
农牧结合区及
西北棉花区

南方经济作物
种植区

以特种作物为主

以经济作物为主

东北、黄淮海
及江汉平原
粮食种植区

以粮食作物为主

员工数量 植保业务行业排名

种业行业排名

19,000 中国第一

中国领先

化肥业务行业排名

中国领先

2023 年销售额

96 亿美元

10 11

最具创新力的

中国农业科技全球化公司

让现代农业

惠及更多农民和消费者

先正达集团中国
使命与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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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绿色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发展重点领域与实践

MAP 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2023 年 MAP 绿色高质量发展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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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重点领域 3
更繁荣的乡村

先正达集团可持续发展重点领域

农业可持续发展影响深远

22% 70% 80%
温室气体排放量 淡水使用量 全球森林砍伐量

农业 农业 粮食系统

厚圃土壤健康平台，聚焦解决土

壤问题，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土壤健康服务平台，帮助用户实

现可持续种植

耕际空间提供综合的根际微生态

的解决方案，营造作物根系与环

境互动和谐的关系

润田项目以土壤健康为核心，推

动再生农业实践在中国的落地

我们的方案

我们的样板

先正达昆山“零碳”工厂，

单位产值能耗和二氧化碳

排放强度降低 11.34%，产

值提升 17%

山东桓台生产的低碳小麦，

相同用肥用水的条件下，亩

产量提升了 7.5%，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了32%

零碳工厂

低碳小麦

我们的服务

创新的产品与技术

精准施用的技术及工具应用

我们的举措

MAP探索通过土地入股、

生产托管等多种形式，创

新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

MAP 推广订单农业，帮

助农民增收

集体托管

订单农业

先正达集团可持续发展重点领域 先正达集团中国实践

更高效的种植

更繁荣的乡村 更可持续的运营

Higher Yields, lower impact

Improve rural prosperity

更健康的土壤
Regenerate soil and nature

Sustainable operations

可持续重点领域 1
更高效的种植

可持续重点领域 2
更健康的土壤

可持续重点领域 4
更可持续的运营

当今农业面临重大挑战，在未来几十年，农业不仅要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还要应对气

候变化，并保护自然资源

预计到 2050 年，全球人口将达到 97 亿，与之对应的食物需求将比目前增加 50%

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特大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增加；与此同时，农业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22%

农业对环境影响较大，农业用水占人类活动消耗淡水总量的 70%，全球 40% 的土

壤为退化土壤

MAP 全程解决方案推广

355 个 166 + 1000 +

513 套 2000 场 +/ 年 10 万人次 +/ 年

优选核心品种 研究与示范农场 MAP 示范田

集成种植技术方案 观摩会与培训会 培训农户数

智能水肥
一体化

变量施肥
/ 植保

精量
播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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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MAP 始终致力于研发推广绿色低碳技术，以社会化服务推动各项可持续的农业操作落地实施，

培养农户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创造有利于长远发展的农业环境条件。

MAP 通过农业全产业链服务来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MAP 模式直接贡献目标

2（零饥饿），并显著支持目标 1（无贫穷）、目标 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目标 12（负责

任消费和生产）、目标 13（气候行动）及目标 15（陆地生物）。

MAP 对标国家“双碳”战略，结合《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

划》等文件，基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再生农业核心要义，统筹可持续发展与保障农产品供给关系，

按照重要性、系统性、独立性和操作性原则，构建了由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业提效、绿色

供给四类一级指标和 12 个二级指标组成的 MAP 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多方面量化评价农

户种植的绿色发展水平。按照 MAP 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标权重确定和指数指标得分计算方法，得

出绿色指数，满分为 100 分。

MAP 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标权重确定

MAP 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数及指标得分计算方法

MAP 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权重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依据“德尔菲法”的基本原理，参考

农业领域专家建议，采取独立填表选取权数，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计算出各指标

权重。

根据调研数据和指标定义得到各二级指标的量纲数值，采用熵权法对二级指标的量纲数值进行

无量纲处理，得到二级指标得分。将二级指标得分按照指标体系中所赋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

可得到一级指标得分，并进一步得到绿色指数得分。

绿色指数及一级指标得分
计算方法

二级指标得分 
计算方法

扫描二维码查看计算方法 扫描二维码查看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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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MAP 绿色高质量发展调研
2023 年，MAP 通过随机抽样方法进行线上问卷调研。调研目标作物包括水稻、玉米、小麦、大豆、

苹果、柑橘、葡萄、草莓、马铃薯、青贮玉米、棉花、牧草共 12 种作物，覆盖了我国主要种植

的三大主粮和常见经济作物。调研对象为作物种植区域当地“MAP 服务农户”与“非 MAP 服务农户”

（以下简称“MAP 农户”、“非 MAP 农户”）。

调研总体结果

调研结果情况分析

通过全国的实地调研与数据分析，综合四个一级指标的评分结果，MAP 服务农户 2023 年绿色

指数平均得分 45.84，较非 MAP 服务农户高出 19.18%。

23 个 3,860 份 176 万亩

覆盖全国省份 有效调研问卷

其 中，MAP 农 户 2,152 份，

非 MAP 农户 1,708 份

其中，MAP 服务面积 1,138,417 亩，

非 MAP 服务面积 620,643 亩

调研面积

2023 年绿色指数一级指标得分

24.07
19.94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54.44
42.57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47.54 45.03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57.31
46.32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MAP 农户 45.84

38.46非 MAP 农户

MAP 农户平均高出

20.72 %

MAP 农户平均高出

27.90 %

MAP 农户平均高出

5.57 %

MAP 农户平均高出

23.73 %

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

绿色供给产业提效



资源节约
资源高效集约利用，耕地、水等农业资源有效保护、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是发展生产力、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重要举措。

MAP 聚焦当前农业资源利用的主要问题和挑战，通过各项技术创新与

绿色行动，加强标准化生产管理，帮助农户提高土地、水、劳动力等

重要生产资源利用效率。

指标与权重

指标说明

土地生产效率

水资源利用效率

指在农作物单个生产周期内，单位土地面积生产的

农作物产量。土地生产效率是反映土地生产能力的

一项指标。

指在农作物整个生长季中，农作物产量与该农作物

利用的净灌溉总水量的比值。与生产区自然条件、

工程状况、用水管理水平、灌水技术等因素有关。

该水资源利用效率指灌溉用水的利用效率。

劳动生产率

指在农作物单个生产周期内，农作物产量与其相适

应的劳动成本的比值。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成本

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调研中劳动成本包含雇

工费用、农机租赁与农机手操作费用。

作物总产量 / 作物种植总
用水量（千克作物 / 吨水）

作 物 总 产 量 / 作
物种植面积（千
克作物 / 亩）

作 物 总 产 量 / 劳
动 成 本（ 千 克 作
物 / 元劳动成本）

水资源利用效率

土地生产效率

劳动生产率

重点指标解读

土地生产效率

MAP 通过为种植户提供全程技术服务方案 , 帮助种植户科

学高效使用土地资源 , 合理运用农艺技术 , 提高单位面积

产量 , 从而提高土地生产效率 , 保证粮食稳定高产供应，

助力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土地生产效率 （千克作物 / 亩）

水稻

大豆

葡萄

3725.79

3260.39

马铃薯

青贮玉米

MAP 农户

2003.83

1468.62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634.64

201.89

586.06

185.20

MAP 农户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MAP 平均高出 8.29%

MAP 平均高出 9.01%

MAP 平均高出 18.98%

MAP 平均高出 14.27%

MAP 平均高出 36.44%

非 MAP 农户

2596.00

2181.82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苹果 MAP 平均高出 16.42%

2272.15

1951.72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主要发现

土地生产效率 （千克作物 / 亩）

1553.87
1348.09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土地生产效率

MAP 农户平均高出

15.26 %

水资源利用效率 （千克作物 / 吨水）

15.01
11.92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水资源利用效率

MAP 农户平均高出

25.97 %

劳动生产率 （千克作物 / 元劳动成本）

13.22
10.75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劳动生产率

MAP 农户平均高出

22.95 %

资源节约指标得分

19.94
非 MAP 农户

24.07
MAP 农户

21

4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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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生产效率 水资源利用效率

劳动生产率

分区分类施策，提升盐碱地利用率 推广智能灌溉，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推广数字农具，助力种植户提质增效

中国有 15 亿亩盐碱地，其中 5 亿亩具有开

发利用潜力 1，提升盐碱地综合利用率对提升

区域粮食产能、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MAP 积极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研发与示

范 , 取得显著效果。

在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MAP 针对黄灌区

农作物出苗差、死苗率高、综合产量低等问

题，通过土壤障碍因子诊断，围绕耐盐碱作

物品种筛选、种子萌发、滴水出苗、根际微

域改良、农机农艺融合制定靶向改良方案，

大武口盐碱地种出高品质的酿酒高粱

农户杨世花在查看基于遥感图的长势诊断

智能管控灌溉系统项目规划图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农业高产高效发展的

突出问题 , 提升农业水资源利用率对保障粮

食安全至关重要。MAP 一直致力于推进节水

灌溉技术，发展高效节水农业。

2023 年，MAP 内蒙古地区探索通过 EPC+O

的建设运营模式，针对不同形态农田设计定

制化灌溉方案，参与到当地的高标准农田建

设中。通过细化管网和智能管理，采用小流

量滴灌及智能管控灌溉系统，提升灌溉均匀

为应对农业规模化生产提效等发展需求，提

升农业劳动生产效率迫在眉睫。MAP 一直致

力于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农业的劳动生

产率。

数字农业技术的开发、应用与推广一直是

MAP 模式的核心内容之一。MAP 自主开发

的智农 APP, 能够为农户提供气象查询、遥感

巡田、地力评价、物联控制等多项服务应用，

助力农户精准种植和精细管理。据测算，通

过使用 MAP 智农 APP，中小农户和农艺师

单人平均可管理 7,000 亩土地 , 有效提升农

业生产效率。

配合暗管排盐、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实现土

壤 pH 值降低 0.3-0.8 个单位，土壤养分含

量提升 3%-7%，将盐碱地低产田转化为中高

产田 , 种植的酿酒高粱、饲草高粱、大豆等

作物产量和质量均显著提升，实现了盐碱地

改良与高效利用。 

今后，MAP 将根据内蒙古、山东、吉林、河

北等不同区域盐碱地条件， 因地施策，“以

种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不断改善土

壤质量，提升盐碱地作物产量 , 为提升区域

粮食产能作出更多贡献。

度。与传统小型滴灌相比，节水率可达 30%-

50%，单套灌溉系统控制面积扩大到 1000

亩以上，大幅减少人工操作成本。同时，均

匀高效的灌溉也有利于提高单产，实现作物

增产约 15%。

此外 , MAP 还在河北、山东、陕西等多个区

域推广测墒滴灌、精准灌溉等节水技术 , 提

高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 , 助力可持续发展。

黑龙江兴凯湖农户杨世花连续 3 年使用 MAP

智农 APP 管理 12,000 亩大豆田。她通过 APP

记录各项农事作业信息 , 利用遥感巡田应用功

能观察农田作物长势、预知气象信息、识别病

虫草害，巡田效率提高了 70%。

2023 年调研结果显

示，MAP 服 务 农 户

的水资源利用效率

较普通农户平均高出

2023 年调研结果显

示， MAP 服务农户

的劳动生产率较普

通农户平均高出

25.97%

22.95%

2023 年调研结果显

示，MAP 服务农户

的土地生产效率较

普通农户平均高出

15.26%

1 陆璐 , 陈蕾 . 破 " 碱 " 重生 为 " 大国粮仓 " 添斗加升——我国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综述 [J]. 中国农资 , 2023(15):4-8.



环境友好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推动农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全过程转型，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相结合，构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发展新格局。

MAP 通过大力推广土壤养分管理、病虫草害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帮

助农户实现减肥、减药，优化产地环境，并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努力

减少农业温室气体排放。

指标与权重

指标说明

化肥利用效率

农药利用效率

单位化肥施用量所能生产的农作物产量。化肥利用

效率随作物种类、土壤条件、栽培管理及施肥技术

等因素不同而发生变化。

单位农药施用量所能生产的农作物产量。农药利用

效率与农药的施用时间、施用工具等因素有关。

碳排放强度

单位农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各项涉农活动所造成

的直接或间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调研中的碳排放源

包含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机和灌溉耗能等。

农田碳排放量 / 作物
总产量（千克二氧化
碳当量 / 吨作物）

作物总产量 / 农
田化肥总投入量
（千克作物 / 千
克肥料）

作物总产量 / 农田农药总投
入量（千克作物 / 毫升农药）

农药利用效率

碳排放强度化肥利用效率

重点指标解读

化肥利用效率

MAP 通过科技创新、因地施策，推进化肥减量增效。MAP

注重新型高效肥料产品方案研发，推广测土配方科学施肥技

术，通过添加微生物菌剂、磷增效、包膜控释等核心技术，

有效提高土壤养分吸收率，提高化肥利用效率 , 减少施用量。

MAP 农户化肥利用效率呈现逐年提升的趋势，2023 年 MAP

化肥利用效率较前两年平均高出 23.12%。

化肥利用效率 （千克作物 / 千克肥料）

整体作物

主要发现

化肥利用效率 （千克作物 / 千克肥料）

化肥利用效率 MAP

农户平均高出

29.41 %

23.54
18.19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农药利用效率 （千克作物 / 毫升农药）

农药利用效率 MAP

农户平均高出

29.91 %

4.71
3.62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碳排放强度 （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 吨作物）

碳排放强度 MAP

农户平均降低

19.38 %

433.55
537.75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环境友好指标得分

45.03
非 MAP 农户

47.54
MAP 农户

变
化

率
3.19%

变
化

率
28.48%

变
化

率
29.10%

16.83

16.31

21.41 16.66

23.54 18.19

27.2%
9.9%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2021-2023 年

化肥利用效率 （千克作物 / 千克肥料）

MAP 农户平均高出

2023 年

2.36%

14.91%

34.56%

35.43%

65.44%

22.14%

水稻

玉米

柑橘

苹果

马铃薯

青贮玉米

2021 2022 2023

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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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营养状况检测

核心母粒技术促生效果

化肥利用效率 农药利用效率

碳排放强度

推进减肥增效，助力绿色降碳发展 开发数字植保，人工智能赋能节药增效

强化产研联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在农业产业发展中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形势

下，MAP 秉持绿色发展理念 , 通过研发高效

氮肥、生物制剂等绿色产品，推广测土配方施

肥、水肥一体化等适用技术 , 实现化肥减量增

效，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核心母粒技术。为提升测土配方施肥落地转化

效率，MAP 开发核心母粒增效与养分高效利

用技术，并不断迭代升级。通过落地属地化配

肥，降低肥料投入，提高肥料利用率。2023

年该技术已推广应用到全国 625 万亩粮食作

物 , 相比农户传统施肥方法 , 纯氮减少 5.9%，

2023 年，MAP 将数字植保开发与应用作为核

心内容之一，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自主开发的“多

快准”病虫草害拍照识别技术和实时病虫风险

滚动预警技术，可实现三大主粮以及柑橘、

苹果和葡萄等经济作物总计 226 种病害、394

种虫害、419 种草害的精准识别，平均准确率

达到 80%。同时，采用先进的监测算法，实

现多种复合症状识别，给出对应的植保建议。

农艺师结合预测结果为种植户推荐植保方案服

务，可提高农药利用效率 15%，减少药害风

险 10%。MAP 开发的人工智能精准植保解决

方案， 将杂草 AI 识别技术与农机智能化控制

相结合，实现根据草量变量喷洒农药 , 用药方

案成本为行业的 1/10，不受作物种类与种植

要求限制，满足轻量化作业和绿色可持续发展

要求。2023 年，在内蒙古海拉尔甜菜农场，

针对黄淮海区域农田 N2O 减排问题，MAP 与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合作，共同开展小麦 - 玉米轮作体系的温室气

体减排技术模式示范，建立北方旱地温室气体

减排技术模式并推广应用。MAP 通过秸秆全

量还田、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复合菌剂、

肥料增效、蜜源花卉种植等多项技术措施，在

确保产量的基础上有效减少了作物生产过程中

的温室气体排放。

2023 年，山东桓台 MAP 农场监测数据显示，

与当地常规玉米种植方案相比，MAP 的温室

气体减排技术模式可减少农田氮输入 27.1%，

降低 N2O 排放 39.91%。 

纯磷减少 7.6%，总减肥量 15,542 吨（折纯），

减肥比例 4.07%。

植株精准诊断施肥技术。针对传统施肥无法精

准掌控作物养分需求、化肥投入过多及养分

失衡等问题，MAP 研发推广植株精准诊断施

肥技术。通过检测作物叶片营养状况 , 实时监

测和诊断作物体内养分 , 按需配置追肥方案，

合理调整不同养分比例 , 实现最佳生长需求。

以在内蒙古地区青贮玉米推广应用为例 ,MAP

服务农户相比普通农户减少纯氮投入 9%、纯

磷投入 14%。

此外，MAP 积极研发推广高效氮肥、生化结

合生防菌、生物制剂等绿色产品技术，帮助

农户实现低碳增效。

2023 年调研结果显

示，MAP 服务农户

的农药利用效率较

普通农户平均高出

2023 年调研结果显

示， MAP 服务农户

的碳排放强度较普

通农户平均降低

29.91%

19.38%

2023 年调研结果显

示，单位产量下，

MAP 服务农户较普

通农户可平均节约

化肥用量

22.72%

试验现场监测布置和操作

柑橘叶片病害拍照识别

该技术可减少农药 15 升 / 亩，2,000 亩农田

可节约成本 6 万元。

对照组 试验组



产业提效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稳

步提高的发展目标。

MAP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提质增效，通过引入农业新质生产力，不断创

新标准化服务能力，创新土、肥、水、种、药、机全程技术方案，有

效提升作物单产水平，降低产出投入成本，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拓

展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空间。

指标说明

指农户通过销售农作物产生的每亩总收益。该指标衡

量农民进行农作物种植获得的收益。

指在农作物单个生产周期内，农业生产过程种植总成

本与作物总产量的比值。其值越小，表明经济效果越

好。调研中种植投入包含地租、种子、肥料、农药、

人工、农机、灌水、农膜等费用。

亩收益

标准化生产指以农业全产业链为对象的标准化活动。

通过制定和实施产地环境、投入品、操作规程、产品

质量等各环节的企业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或国

家标准，实现农业全产业链各关键环节的统一规范和

合理统一。

标准化生产率

单位产出投入
成本

指标与权重

种植总成本 / 作物总产量
（元 / 千克作物）

总收益 / 种植面
积（元 / 亩）

农产品标准化面积
/ 总种植面积（%）

单位产出投入成本

亩收益

标准化生产率

重点指标解读

单位产出投入成本

农作物生产周期内单位产出投入成本降低，是实现农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产业提效的强有力手段。

MAP 通过“种肥药机”增效技术产品应用，“耕种管收”全程种植服务，

改善种植效率，降低投入成本，提升农产品品质和产量。

单位产出投入成本 （元 / 千克作物）

国家统计数据 2.87

国家统计数据 3.08

国家统计数据 11.50 国家统计数据 6.23

国家统计数据 2.44

国家统计数据 1.90

-33.10%

-41.23%

-56.26% -19.58%

-42.62%

-33.68%

水稻

柑橘

棉花 大豆

玉米

苹果

主要发现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亩收益 （元 / 亩）

亩收益 MAP

农户平均高出

16.26 %

MAP 农户平均减低

MAP 农户平均减低

MAP 农户平均减低 MAP 农户平均减低

MAP 农户平均减低

MAP 农户平均减低

39.05%

9.50%

2.14% 6.9%

0.71%

27.59%

9032.00
7769.12

3.15

2.00

5.14

5.38

1.41 

1.74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单位产出投入成本 （元 / 千克作物）

单位产出投入

成本 MAP 农

户平均降低

19.16 %
2.47

3.05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标准化生产率 （%）

标准化生产率

MAP 农户平均

高出

29.56 %

52.08

22.52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产业提效指标得分

42.57
非 MAP 农户

54.44
MAP 农户

1.92 

1.81 

5.03 

5.03 

1.40 

1.26

注 : 1、国家统计数据来源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2023》
        2、本报告调研生产成本中未包含家庭用工折价成本和自营地折租成本费用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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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五粮液专用粮生产基地

迈客与雪王

亩收益 单位产出投入成本

亩收益

打造 MAP 品质原粮基地，开辟助农增收新渠道 优化全程服务，助力种植节本增效

发展订单农业，“小柠檬”做成“大产业”

MAP 致力于通过链接生产加工两端、贯通产

业链上下游助力农户增产增收。MAP 四川省

区与五粮液集团公司合作，围绕优质酿酒原粮

生产痛点，打造定制化的“种、收、储、运、交”

服务体系，提供良种良法结合的全程解决方案

和专业服务。MAP 研发了 5 种专用营养配方

和 16 种植保技术，应用于五粮液专用粮基地，

显著提高了原粮品质，助力五粮液实现产品全

生命周期质量管控。

MAP 不断创新标准化全程服务内涵，通过定

制化综合技术方案，有效降低作物投入成本，

提升单产水平，促进农业产业增效。

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广利源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种植马铃薯面积达 3,800 亩，但由于缺乏

标准、科学的全程种植方案，作物营养配比不

准确、植保时机不精准等，问题时有发生，不

仅难以控制成本，还直接影响作物产量和经济

效益。MAP 正蓝旗技术服务中心通过现场勘

察、定点测土，结合当地气候条件，为广利源

MAP与蜜雪冰城联合打造 “MAP种、雪王收——

十万亩柠檬全产业链融合服务”模式，由双方

共同筛选柠檬供应基地已达 4.3 万亩，由蜜雪

冰城提供订单需求和保底收购价格，MAP 提

供全程种植解决方案和专业服务，助力将当地

的“小柠檬”做成“大产业”，直接带动了种

植户增收，实现了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融合，

助力当地乡村振兴。

2023 年 9 月 , 蜜雪冰城已经与首批采用 MAP

服务的种植户完成收购合同签订。根据果品

级别的不同 , 收购价格在 1.8-2.5 元 / 斤 , 远

高于当地市场收购价格。同时 , 通过 MAP 的

基地农户通过与 MAP 签订种植订单，使用

MAP 提供的专用小麦品种和全程技术服务，

小麦平均产量提高 10%-16%，价格高出市场

0.02-0.05 元 / 斤，每亩增收 120-150 元。

MAP技术服务不仅增加了种植户的种粮收入，

还提升了酒粮品质，得到地方政府、酿酒企

业和种植户认可。

定制了全程标准化综合解决方案，涵盖提供

种薯到农产回收全流程，将优质良种选育、

水肥一体化、科学植保等措施有机结合，实

现马铃薯亩平均增产 28%，肥料及植保药剂

亩投入减少 20%，亩收入增加 50% 以上。

广利源总经理赵新华表示：“MAP 农业技术服

务确实专业，提供的全程综合解决方案可以解

决我们在作物种植中的一切问题。未来我们还

要与 MAP 加深合作，让双方共赢更大化。”

全程技术服务 , 种植户平均亩产提高 1,500-

2,000 斤 , 增产幅度达 20%-40%, 每亩可增收

2,000 元。2023 年全年，MAP 圆满交付蜜雪

冰城 5,000 万斤低农残、高品质柠檬，满足

了蜜雪冰城对柠檬原料的稳定供给需求，使

柠檬更安全、农户更富裕、产业更兴旺。

2023 年调研结果显

示，MAP 服务农户

的单位产出投入成

本较普通农户平均

减少

19.16%

2023 年调研数据显

示，MAP 服 务 农 户

相较于普通农户的亩

收益平均提高了

16.26%

MAP 服务客户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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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土地集体托管服务推进会议

桓台数字农业农村智慧平台

标准化生产率 标准化生产率推进“集体托管”，探索农业标准化生产新路径 建设数字乡村，服务区域产业提效

MAP 在服务种植户过程中，发现大部分村集

体经济底子薄、收入来源窄、产业发展机会少。

针对这些问题，MAP 积极探索与村集体经济

组织合作，提供以综合解决方案为基础的“集

体托管”服务模式。

“集体托管”模式中 , 由村两委领办合作社或

村集体经济组织 , 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

提下，将不想或不能种地农户的耕地组织起

来。委托 MAP 等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包括

品种优选、作物营养、精准植保、农机服务、

金融助力（与具有金融服务资质的第三方金

融机构合作）、订单助销、数字农业等在内

的托管服务。这一模式通过规模经营提高土

MAP 依托“EPC+O、线上线下相结合、多渠

道数据汇集”三大优势，针对地方政府打造

了“315 数字乡村模式”，即通过政府、企业、

农户“3”方联动，打造涉农“1”体化数字平

台，构建生产、服务、管理、信用、营销“5”

类数据体系，实现农业生产管理一图、一库、

一表、一网、一平台区域全覆盖，推动区域

农业产业链经营与政府管理数智升级。该模

式既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又能助力政府提升管理和决策效率，有效助

力了区域农业产业提效和乡村全面振兴。

在山东省桓台县，MAP 紧密围绕当地政府的

数智化需求，建设了 3,000 亩数字农场和全

域数智农业农村平台，开展“生产赋能”“管

理赋能”“数据赋能”三重探索。依托数字农

地效益 , 帮助村集体拓展收入来源。同时通

过标准化服务 , 将中小农户衔接到现代农业

进程中，通过土地入股分红，分享发展收益。 

在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赵庄子村，MAP 提

供标准化的综合种植解决方案，包括改良盐

碱土壤、引入耐旱品种、推广种子包衣、试

验免耕技术，帮助村集体种好“一块田”。

2023 年，“集体托管”服务模式帮助村集体

增收 29 万元，农户每亩额外分红 368 元。 

2023 年，MAP“集体托管”已在 260 个县， 

1,060 个村开展服务，服务面积 58.2 万亩，

综合效果获得地方政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

农户的普遍认可。

场以 8 套标准化种植方案为示范做给农民看，

开发“新农具”桓农宝 APP 带着农民干，并

上线 30 家农业社会化服务机构提供全产业

链服务，实现小麦、玉米两季轮作平均节本

增收超过 7.6%。同时，面向政府打造数据决

策驾驶舱，打通当地农业机构的 23 类数据，

完成 8 个镇“人、财、地”基础数据采集，

为 27 万亩耕地建立数字权属档案、地力等

级档案，为全县 1,000 余位种植大户创建种

植档案，推进大数据基座搭建、分析应用于

政府管理决策和产业链服务升级。此外，还

建设了高标准农田、农机、IOT 管理系统等，

更好地加强政府管理效能。2023 年，该模式

荣获 “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

MAP“集体托管”已在 MAP 已完成桓台县

服务面积

助力平均节本增收

开展服务

260个县 3,000 亩
数字农场

58.2万亩

7.6%

1,060个村

8套

标准种植方案

1个

数智指挥平台

2023 年 2023 年

政府决策管理效能
大幅提升



绿色供给
农业农村部 2024 年一号文件提出，要“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深

入实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三品一标”行动，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

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加快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和名特优新等优

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等要求。

MAP 集成推广绿色生产技术模式，以“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为导向，

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应用再生农业技

术措施，提升农产品绿色化、优质化、品牌化和特色化水平。

指标说明

再生农业技术
措施覆盖率

农产品
优质化率

再生农业技术措施包括保护性耕作（免耕、少耕、

秸秆覆盖、绿色覆盖等）、测土配肥、绿色防控（物

理防治、生物防治）等。调研中采用任意一项或

多项以上技术的农田即视为使用再生农业技术措

施的面积。

优质农产品的产值与全部农产品总产值的比值。

优质农产品指通过标准化生产管理 , 达到质量合

格、品质特色突出的农产品 , 如绿色、有机、地

理标志及其他高品质农产品。

优质品种覆盖率

优质品种指在适宜的生态区所种植的通过国家级或

省级审定且尚未撤销审定的农作物品种。

指标与权重

使用再生农业技术
措施的总种植面积
/ 总播种面积（%）

优质农产品销售量 / 农
产品总销售量（%）

优 质 品 种 的 覆 盖 面
积 / 总种植面积（%）

再生农业技术
措施覆盖率

农产品优质化率

优质品种覆盖率

重点指标解读

农产品优质化率

MAP 多年来应用区块链与大数据技术构建起 MAP beSide 全程品控

溯源体系。消费者通过扫描 MAP beSide 二维码即可直观获取农产

品从田间到舌尖的全生命周期过程， MAP beSide 为优质农产品背

书，真正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不仅提高农户种植收益，也提升加

工、流通和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水平。截至目前，已有 200 余款经

MAP beSide 全程品控溯源的优质产品从田间走上市场。

主要发现

再生农业技术措施覆盖率（%） 农产品优质化率（%）

再生农业技术措施

覆盖率 MAP 农户平

均高出

8.78 %

平均高出
19.14 %

平均高出
8.73%

平均高出
14.13% 

平均高出
8.85% 

平均高出
19.20% 

平均高出
27.91% 

78.75
69.97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农产品优质化率（%）

农产品优质化率

MAP 农户平均高出

11.54 %

25.80

14.26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优质品种覆盖率（%）

优质品种覆盖率

MAP 农户平均高出

12.46 %

77.87
65.40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绿色供给指标得分

46.32
非 MAP 农户

57.31
MAP 农户

水稻

苹果

马铃薯

小麦

葡萄

青贮玉米

28.28 

35.89

45.22

18.34

23.05

30.11 

9.14

27.16 

31.09 

9.49

3.85 

2.20 

MAP 农户

MAP 农户

MAP 农户

MAP 农户

MAP 农户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非 MAP 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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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在湖北、山东、天津等地探索实施的农

田边缘地带有效利用——“授粉行动”项目，利

用边缘地带种植蜜源花卉，创造授粉昆虫栖息

地，是对再生农业技术措施的新探索，为推进

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了新的技术路径。

2023 年，MAP 天津中心在原有基地基础上

建设成从种植到收获再到销售全程标准化、

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水稻全产业链标

准化示范基地，荣获“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

链标准化示范基地”称号。

基地通过土地平整、绿色覆盖与蜜源花卉种

植等综合技术改善生物多样性，有效改善土

壤理化性状，防止土壤盐碱化，保护农田生

态环境，生产优质绿色农产品。农场所在地

的 pH 值从 8.5 以上降到 7.5 以内，使原本长

满芦苇的盐碱地，成为适宜水稻种植的肥沃

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

再生农业技术措施覆盖率 再生农业技术措施覆盖率探索边缘利用，保护农田生物多样性 MAP 天津中心荣获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

当前农业生产过程中 , 普遍面临着生物多样性

下降的严峻挑战。生物多样性的下降会影响农

业生态系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MAP 积极探

索农田边缘地带有效利用方式，如推广蜜源花

卉种植，增加农田生物多样性 , 提高农作物产

量和质量。

湖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油菜产区 , 但田间长期

面临授粉效率低下、农药使用量大等问题。

MAP 在湖北地区发起了“授粉行动”项目，选

择在当地适应性强、易于种植和维护的野生花

卉品种 , 如波斯菊、醉蝶花、琉璃苣等，种植

于油菜(水稻)田块周边的非功能地带,如田埂、

路旁 , 有效提高了农田周边生态环境多样性。

项目在保证农作物产量、质量及农民收入的同

时，大大丰富了授粉昆虫资源，促进生态平衡。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研究统计，通

过“授粉行动”，周边农田的蜜蜂数量提升了

654.55%，其他有益昆虫数量提升了 12%。

田。通过优选品种、定制方案、配套农机，

打造全程标准化、机械化、现代化的小站稻

全产业链基地。

通过推广 MAP beSide 全程品控溯源体系，

帮助农户增收 10% 以上，项目所在地小站

稻单产水平由最初的 800 斤 / 亩提升到最高

1,400 斤 / 亩，产出稻米达到国家优质大米一

级标准。基于以上良好成效，MAP 创新实践

在天津宝坻、津南、宁河等地区广泛传播，年

服务带动小站稻种植面积超过 17 万亩。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与对照组昆虫丰度差异 蜜蜂  蝶  蛾 蝇 

27.67 3.67

29.00

0.00

4.33

28.00

3.33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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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低吸附水稻品种安两优 2 号试验示范田专家指导

溯源即食猕猴桃

中化农业 MAP 与家家悦合作生产车间

农产品优质化率 优质品种覆盖率猕猴桃即食技术，助力农产品品质提升 引种配技结合，种出低镉优质水稻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国，产量达 280

万吨。然而，高端即食产品进口量却超过 12

万吨 / 年。由于鲜果储运及后熟过程难以精准

控制，国产猕猴桃质量参差不齐，销售价格远

低于进口即食产品。

MAP 历经 3 年时间，集成国内外先进技术，

从鲜果采摘、采后控熟等方面开展研究创新，

掌握了猕猴桃后熟过程淀粉转糖的生理变化特

性，开发了即食控熟技术和专用装备。该技术

为了降低大米镉超标风险，中化农业 MAP 与

行业顶尖科学家团队合作，引入镉低吸附水稻

品种安两优 2 号，并开发专属种植方案进行试

验示范。该品种通过生物育种技术及遗传改良，

植株对镉的吸附力弱，重金属富集度低，可以

保证水稻及大米产品的质量安全。

MAP 农场及多点示范结果显示，该品种生育期

较现有主推品种短 10 天，植株茎、叶、稻谷

中的镉含量分别较当地常规品种（荃优 1606）

能精准控制猕猴桃后熟过程，使产品糖度提

升 5%，食用窗口期延长至 15 天以上，实现

“硬果即食”，与进口品质相当。与此同时，

MAP 牵头制定的《即食美味猕猴桃》团体质

量标准，成为国内首个即食猕猴桃质量标准，

填补了该领域的标准空白。标准制定发布与

技术开发应用，直接带动 MAP 服务果农收入

显著增长 , 助力区域猕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降低 84.95%、91.49%、71.49%，所有测试点

位稻米中镉含量均未超标，每季可为农户增收

约 88 元 / 亩。

未来，通过良种 + 良法从根本上杜绝水稻重金

属镉超标问题，产出低镉优质稻，推动实现水

稻绿色供给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MAP 低镉优质水稻

种植方案，实现每

季为农户增收约

88元 /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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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
2023 年，MAP 继续深入探索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式。在推进土地水资源高效利用、减少化肥

农药使用、实施“三品一标”行动和应用绿色技术等多个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过主动实践，

我们实现了资源利用效率和种植效益的提升，土地生产效率较普通农户平均提升 15.26%，化肥

农药利用效率平均提升 29.66%，亩收益平均高出 16.26%，同时温室气体减排 19.38%。

从作物类型来看，马铃薯、牧草等特种作物在规模化程度和绿色水平上继续保持领先，柑橘、

苹果等经济作物整体较去年有较大提升，但整体作物绿色指数平均得分不到 50，仍有较大的发

展空间。

2022、2023 年作物绿色指数得分 非 MAP 农户MAP 农户

41

未来，MAP 将继续坚持以食物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为基础，开发应用再生农业技术，重

点推动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绿色水平提升。同时，也将探索实施 MAP 绿色低碳农业模式，实现农

场的低碳高效。在这一过程中 , 我们也将加大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工作力度，通过不断创新 ,

为推动中国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持续作出贡献。

2022 年

40.5440.32

38.2733.79

58.1359.73

52.1750.46

56.49 47.92 

50.1935.32

40.4734.75

36.51 27.85 

46.4336.80

35.8529.30

40.98

35.83

43.86

34.09
小麦

柑橘

马铃薯

玉米

苹果

牧草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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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报告中调研数据获得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9 月，调研数

据主体为 2022 年作物全生育期数据情况。其他所引数据，

如非另行注明，均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

小   麦：

玉   米：

水   稻：

大   豆：
柑   橘：

苹   果：
葡   萄：

草   莓：
马 铃 薯：
青贮玉米：
棉   花：
牧   草：

安徽省、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陕西省、山

西省

安徽省、甘肃省、河北省、河南省、黑龙江省、

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山东省、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山西省

安徽省、黑龙江省、湖北省、湖南省、吉林省、

江苏省、辽宁省、四川省、重庆市

安徽省、江苏省、黑龙江省

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江西省、

四川省、云南省、重庆市

甘肃省、山东省、陕西省

安徽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北省、江苏省、

四川省、云南省

安徽省、河南省、江苏省、山东省

内蒙古自治区

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

报告周期

调研区域

数据来源

作物 有效问卷 MAP 户 非 MAP 户

小麦 549 285 264

玉米 1256 667 589

水稻 729 426 303

大豆 126 79 47

柑橘 377 245 132

苹果 213 141 72

葡萄 104 60 44

草莓 80 43 37

马铃薯 97 47 50

青贮玉米 136 61 75

棉花 133 68 65

牧草 60 30 30

合计 3860 2152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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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认证声明

附件 : 机构资质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