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名称：基于农事大数据的助贷平台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 

 

二、提名单位、奖项种类 

提名单位：湖北省教育厅 

奖项种类：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项目简介： 

1.科学技术领域 

本项目始于解决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融资难，缺口大的问题，涉及的科学技术

领域涵盖计算机工程，金融工程，大数据挖掘分析，及空间遥感监测。 

2.项目主要内容 

本项目致力于使用计算机，遥感，金融等前沿技术，解决农村信贷中存在的

信贷双方信息不对以及贷后风控体系缺失两大问题。本项目的主要技术与实施内

容分为以下几个关键环节：1）运用智能化遥感技术实现对农事活动数据的采集；

2）运用智能无线网络路由频谱技术实现对农事活动数据的优化传输、入库；3）

在项目相关“助贷平台”建立可视化的图数据库和金融工程风控模型体系；4）

通过已有市场基础，对助贷方案成果进行省内省外的产业化工作，形成服务于政

府、金融信贷机构，农事经营主体以及第三方研究机构的多方商业模式。 

3.项目特点 

本项目的主要特点有：1）具有国内最完备的农事活动数据采集规则和智能

遥感监测方法论；2）农事活动数据的处理支持离线、半实时、实时三种流数据

分析模式，首次打通了从农事数据到助贷方案的机器学习通道；3）贷后风控体

系与国际上同行的巴塞尔协议 III 接轨，做到指标可量与叠加。 

4.应用推广情况 

本项目已将省内黄陂市作为试点地开展平台落地工作，目前已经采集并规整

黄陂 40%农区的土壤、植被、长势、病虫害、气候等农事关键信息，并通过其他

前期相关项目与 5万余农事经营主体建立了服务关系，获取了宝贵的农业贷款对

象资信信息。另外，本项目的助贷方案已经由湖北农信社的黄陂法人行代理推广，

完成了 1436 笔农业贷款的发放。 



 

四、客观评价： 

本项目响应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伟大时代号召，针对目前农业贷款市

场产品供给不足，贷款余额出现 3万亿以上缺口的事实，集合产学研多方技术力

量，投入 2000 万元余研发资金，打造出一款能够自动采集、传输、分析数据，

迭代优化助贷方案的多元服务、跨领域智能平台。 

本项目首次采用了智能遥感监测技术做到了对地市农区的 360 度监控，在节

省大量传统人工识别、管理成本的基础上，通过将遥感方法论与农事活动数据规

则一一对应，做到了短时间内对上百公顷农田状况的精准识别与海量事件的快速

存储，其精准度高于目前同业最高标准的 90%，同时每日最大新增数据存储容量

上限为 20G。 

传统农事贷款的分析活动需要大量的尽职调查工作，且方案的设计往往具有

事后性和非量化性，从而导致贷款的目标服务对象只能集中于少量固定资产状况

优良的大型农事经营主体。而本项目在金融工程模型跑批中设立的离线、半实时、

实时三种模式能够最大化利用智能遥感监测技术采集到的流数据，且智能无线网

络路由频谱技术也让流数据的传输供应在速度和质量上达到最优，于是经过金融

共模型的批量跑批，使用者可以在短时间内对大量农事经营主体完成资信上的考

察，并自动生成具有针对性的助贷方案。相关助贷方案内容包括：市场化的贷款

利率，与农事周期匹配的贷款期限，与主体总折现资产相符合的贷款金额，关键

风险点建议和指标测算，以及一些能够反映主体个性化特征的实物期权行权条款。 

通过将项目平台在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实施落地，签约引入第三方金融信贷机

构，促成对农事经营主体的贷款发放工作，这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产业经营模式，

让政府对管辖区域内的资金规模、动向做到及时知悉、管控，让金融信贷机构从

传统的信用调查和产品设计工作中脱身将精力集中在营销和风控等关键业务环

节上，还让更多农事经营主体享受到融资服务以提升生产、生活水平。 

本项目是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建设历史征程中一次初探，以解决农业贷款问

题为切入点，试图实现一系列先进的跨领域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为“美丽乡村”

建设添砖加瓦。 

 



五、应用情况： 

基于农事大数据的助贷平台是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经济

学院联合开展的产学研项目之一，该项目由双方研发团队共同完成需求调研，标

准定制，模型建立，系统搭建，实施落地与测试完善。自项目 2016 年项目执行

起，该项目的相关功能模块和解决方案由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运

用在农业大数据平台和商业银行的产业实践当中，相关产业应用情况如下： 

1）2016 年，项目团队通过遥感监测技术已收集整理黄陂地区 3403 个物种

信息，按每个物种建立了 7350 条病害信息、6400 条虫害信息以及 5773 品种信

息，编辑制定了 8740 个农产品/农资产品的通用名称，并为初始农产品制定了信

息披露规范和标准。 

2）2016 年，黄陂农业局目前已使用项目平台获得农区农事信息进行一些基

础性的粮食生产管控工作，并根据农区物种分布和环境变化相关数据制定了一系

列农事资源优化配置方案和灾害防控措施。 

3）2017 年，项目团队目前已经和湖北省农信社，邮政储蓄银行，农发行等

涉农信贷主体签约，通过将平台农事经营主体信息与银行存量客户信息相互融合，

形成了 3 套金融工程模型测试、跑批方案，并定制化了 5 款贷款类营销、风控

APP 工具。 

4）2018 年上半年，“助贷平台”借助项目团队已有的市场资源，以及政府

和金融机构额外力量，已经导入黄陂市农区 5 万余农事经营主体基本生产信息，

并通过初步的增信服务，助推了 1436 比涉农贷款的发放，目前来看，一半贷款

已经按期回收本金利息，坏账率控制在 0.2%以下。 

经过三年的项目实践证明，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经济学院

共同开发的基于农事大数据的助贷平台，能够在地市政府部门和多家商业银行当

地机构进行落地，其数据采集和数据规整功能运转正常，能够为农业治理提供多

元化的数据支撑，同时相关系统具备应用定制能力，通过与金融代理机构深化合

作，能结合相关信息化成果运用和完善助贷方案。 

 

六、主要知识产权： 

1. 专利名称：终端接入认证授权方法及终端接入认证授权系统； 



授权号（标准编号）：ZL201410755407.5； 

授权（标准实施）日期：2017.12.26； 

证书编号（标准批准发布部门）：2751792 

权利人（标准起草单位）：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明人（标准起草人）：姜益民 

发明专利（标准）有效状态：已授权 

2. 专利名称： 一种全自动伸缩夹控制方法 

授权号（标准编号）：ZL201810380521.2 

授权（标准实施）日期： 2020.1.24 

证书编号（标准批准发布部门）：3674432  

权利人（标准起草单位）：湖北经济学院 

发明人（标准起草人）：鲁晓成 

发明专利（标准）有效状态：已授权 

3. 专利名称： 一多视角影像融合的空间目标跟踪系统及方法 

授权号（标准编号）：ZL202010977186.1 

授权（标准实施）日期： 2020.12.15 

证书编号（标准批准发布部门）：4152098 

权利人（标准起草单位）： 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明人（标准起草人）：姜益民 

发明专利（标准）有效状态：已授权 

4. 专利名称：一种金融数据查询设备  

授权号（标准编号）：CN110727315A 

授权（标准实施）日期：2020.1.24  

证书编号（标准批准发布部门）： 

权利人（标准起草单位）：湖北经济学院  

发明人（标准起草人）：高刃 

发明专利（标准）有效状态：已授权 

5. 专利名称： 一种让电交易曲线的换元拟合方法及 3D 可视化展示平台 

授权号（标准编号）：ZL202010850965.5 



授权（标准实施）日期： 2020.08.21 

证书编号（标准批准发布部门）：4112027 

权利人（标准起草单位）： 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明人（标准起草人）：郭晓麟 

发明专利（标准）有效状态：已授权 

6. 专利名称：一种基于互联网金融的数据管理方法  

授权号（标准编号）：2017109176417 

授权（标准实施）日期：2021.05.25  

证书编号（标准批准发布部门）： 

权利人（标准起草单位）：湖北经济学院 

发明人（标准起草人）：李红艳 

发明专利（标准）有效状态：已授权 

7. 专利名称： 一种基于灰度可变阈值的水位线识别与估计方法及装置 

授权号（标准编号）：ZL202011326527.5 

授权（标准实施）日期： 2021.2.12 

证书编号（标准批准发布部门）：4252992 

权利人（标准起草单位）：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明人（标准起草人）：董朝阳 

发明专利（标准）有效状态：已授权 

8. 专利名称：非量测相机交叉耦合误差补偿与影像匹配纠正方法及系统  

授权号（标准编号）：ZL202011388268.9 

授权（标准实施）日期：2021.2.26  

证书编号（标准批准发布部门）：4271628 

权利人（标准起草单位）：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明人（标准起草人）：董朝阳 

发明专利（标准）有效状态：已授权 

9. 专利名称：一种基于图数据库的用户画像构建方法系统及存储介质  

授权号（标准编号）：ZL201910054337.3 

授权（标准实施）日期：2021.4.30  



证书编号（标准批准发布部门）：4395187 

权利人（标准起草单位）：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明人（标准起草人）：谢邵虎 

发明专利（标准）有效状态：已授权 

 

七、主要完成人情况： 

1、鲁晓成，男，博士，教授，1963 年 10 月生 

是本项目的第一完成人，也是项目总负责人。主要负责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

贡献：助贷平台产业化实施总指导，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90%。 

旁证材料：代表性专利著作 2，为第一作者。湖北省科技成果登记第一完成

人。 

 

2、姜益民，男，博士，董事长，1965 年 6 月生 

是本项目的第二完成人，主要负责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助贷平台产业

化落地模式设计与实施总指导，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80%。 

旁证材料：代表性专利著作 1，3，为第一作者，湖北省科技成果登记第二

完成人。 

 

3、高刃，男，博士，教授，1979 年 9 月生 

是本项目的第三完成人，主要负责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打通实施助贷

平台所需的政府，院校，市场等资源关系，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80%。 

旁证材料：代表性专利著作 4，为第一作者，湖北省科技成果登记第三完成

人。 

 

4、董朝阳，男，大专，总裁，1971 年 12 月生 

是本项目的第四完成人，主要负责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打通实施助贷

平台所需的政府，院校，市场等资源关系，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60%。 

旁证材料：代表性专利著作 7，8，为第一作者，湖北省科技成果登记第四

完成人。 



 

5、平萍，女，博士，讲师，1986 年 6 月生 

是本项目的第五完成人，主要负责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助贷产品方案

设计，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40%。 

 

6、郭晓麟，男，博士，总监，1982 年 8 月生 

是本项目的第六完成人，主要负责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助贷产品方案

设计，贷后管理 VaR 模型体系构建与实施，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50%。 

旁证材料：代表性专利著作 5，为第一作者，湖北省科技成果登记第六完成

人。 

 

7、唐建宇，男，博士，讲师，1980 年 3 月生 

是本项目的第七完成人，主要负责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设计研发基于

Android 的农机作业监管系统，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40%。 

旁证材料：湖北省科技成果登记第十六完成人。 

 

8、邸忆，男，博士，讲师，1987 年 10 月生 

是本项目的第八完成人，主要负责助贷产品方案设计，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

工作量的 40%。 

. 

9、赵家伟，男，学士，副总裁，1988 年 4 月生 

是本项目的第九完成人，主要负责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建立助贷平台

运维所需的采数方法和通道，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40%。 

旁证材料：湖北省科技成果登记第八完成人。 

 

10、谢邵虎，男，大专，大数据应用中心总监，1986 年 2 月生 

是本项目的第十完成人，主要负责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助贷平台的系

统架构设计与实施，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40%。 

旁证材料：代表性专利著作 9，为第一作者，湖北省科技成果登记第十完成



人。 

 

八、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01．湖北经济学院 

主要贡献： 

（1）项目的组织和实施。湖北经济学院与相关兄弟院校和企业长期开展校

企合作，项目持续进行，以湖北经济学院为主申请了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为推

进本项目的研究和应用推广奠定了基础。项目实施过程中，为该项目提供人员、

设备和资金的支持，加快了项目的进度； 

（2）设计研发了一种基于 Android 的农机作业监管系统； 

（3）针对 W 银行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从业人员反映的农产品供应链金融风险

问题，找到了农产品供应链金融的风险点，提出了金融风险防控策略； 

（4）用农事实时流数据库建立了农事 VaR 风控体系。 

02．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对高校与企业的合作非常重视，对项目积极给予支持。主要贡献： 

（1）利用 3S 技术及无线传输技术对农场的农事作业进行规划及预算，对

农事作业实施过程监控； 

（2）收集市场信息，反馈企业需求，促进功能及技术指标的改进； 

（3）设计了农事信息采集系统手持操作终端软硬件系统； 

（4）参与完成研究成果总结凝练和推广应用。 

 

七、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本项目基于农事大数据的助贷平台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由湖北经济学院

和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产学研合作方式开发完成。 

鲁晓成，工作于湖北经济学院，作为项目总负责人，负责助贷平台产业化实

施总指导。姜益民，工作于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总指导，

负责助贷平台产业化落地模式设计与实施总指导。高刃，工作于湖北经济学院，

作为鲁晓成同事，负责打通实施助贷平台所需的政府，院校，市场等资源关系。

董朝阳，工作于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姜益民同事，负责打通实



施助贷平台所需的政府，院校，市场等资源关系。平萍，工作于湖北经济学院，

负责助贷产品方案设计。郭晓麟，工作于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高

刃和平萍进行产学研沟通协调，负责助贷产品方案设计，贷后管理 VaR 模型体系

构建与实施。唐建宇，工作于湖北经济学院，负责设计研发基于 Android 的农机

作业监管系统。赵家伟，工作于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高刃和唐建

宇进行产学研沟通协同，负责建立助贷平台运维所需的采数方法和通道。邸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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