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信息化管理与数

字化转型的重要性
数字化转型为农业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通过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农

业生产、供应链、经营决策和服务等方面都可以实现智能化管理,提高效率

和生产力,同时降低成本,提升产品质量。数字农业的发展将推动农业高质

量发展,增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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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化管理的概念与目标

概念

农业信息化管理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生产、

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进行数字化管理和智能化应

用,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的可视化、精准化、自动化

和优化管理的过程。

目标

提高农业管理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

增强农业竞争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同时,通过

信息化手段增强农业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和精确性,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



农业生产管理信息化

1 精准农业

通过物联网、遥感等技术实现精准测土配方施

肥、精准喷洒农药、精准灌溉等,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和产品品质。

2 智能农机

利用自动驾驶、机器视觉等技术研发智能农机

装备,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减

轻劳动强度。

3 生产过程管控

运用数字化手段实时采集种植、养殖等环节的

数据,对生产全过程进行可视化监控和优化调

整。

4 种养结合管理

通过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实现种植、养殖、

加工等环节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



农产品供应链信息化

农产品生产数字化

利用物联网、农业机器人等技术

提高农产品生产的智能化和自动

化水平,实现全程可视化管理。

农产品仓储物流智能化

通过智能仓储、无人配送等手段

提高农产品储运的效率和精准度,

降低损耗率。

农产品销售电子商务化

建立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实现农

产品线上交易和全程信息追溯,提

升销售效率。



农业经营决策信息化

数据驱动决策

利用大数据分析和商业智能工具,

从各类生产、销售、环境等海量

数据中挖掘洞见,支撑农业经营决

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智能预测分析

运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对

市场价格波动、天气变化、疫情

发生等进行智能预测,帮助农场主

更好规划生产和经营。

智慧决策支持

基于数据可视化和仿真模拟,为农

业经营者提供辅助决策系统,优化

生产计划、资源配置、风险管控

等关键决策。



农业服务信息化

农业咨询服务数字化

利用智能问答机器人和远程视频技术,为农民提供

线上专业咨询服务,解决生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农业培训教育数字化

打造在线农业知识学习平台,利用AR/VR等技术提

供沉浸式培训,提升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

农业金融服务数字化

通过互联网金融、区块链等技术,为农民提供更加

便捷高效的贷款、保险等金融服务。

农产品营销服务数字化

建立农产品电商平台,为农民提供网上销售、物流

配送、品牌推广等全方位的营销支持。



农业大数据的应用

数据驱动的精准农业

利用物联网、遥感等技术实时采集农场的环境、作

物、机械等数据,结合天气预报和市场信息,为农场

主提供精准的生产决策支持。

智能农业管理

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农业生产、加工、

营销全流程进行智能优化和自动化管理,提高运营效

率。



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

物联网技术为农业生产管理带来了革新性变革。利用传感器、RFID、卫星

定位等技术,可实时监测田间环境、作物生长状况、农机设备运行等数据,

为精准农业提供基础支撑。

同时,物联网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融合,能够实现从数据采集到智能决策

的全流程自动化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农业遥感技术应用

遥感技术为农业提供全新管理视角,通过卫星影像和航拍数据采集,监测植

被状况、土壤水分、病虫害等要素,帮助农场主进行精准决策。

遥感信息与大数据分析相结合,可以实现对农业生产的全过程跟踪和优化管

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农产品产量和质量。



智慧农业解决方案

数字孪生农场

基于物联网、大数据

和仿真技术,搭建数字

孪生农场系统,实时监

测农场各项指标,模拟

和优化决策方案,提高

农场管理的精准性和

智能化水平。

农业机器人

利用农业机器人技术,

实现田间作业的自动

化和智能化,如无人驾

驶拖拉机、自动喷洒

农药、智能采摘等,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

农业专家系统

基于人工智能和知识

库技术,开发面向农业

生产全流程的专家系

统,为农民提供种植、

养殖、加工等方面的

智能决策支持。

农产品溯源系统

利用物联网、区块链

等技术实现农产品全

链条信息化管理和可

视化溯源,提高农产品

质量安全和消费者信

任度。



数字农业平台建设

集成服务

搭建集生产管理、供应链协同、

营销服务等于一体的数字农业平

台,为农业参与者提供全方位的信

息服务。

协同创新

汇聚政府、科研、企业等各方力

量,通过平台实现农业信息资源的

共享和业务流程的协同优化。

移动应用

打造移动端APP和小程序,让农民

随时随地获取所需信息和服务,提

高农业经营的便捷性。



农业信息化管理的关键技术

物联网技术

利用传感器、RFID、GPS

等物联网设备,实时采集

农场环境、作物生长、

农机运行等数据,为精准

农业提供基础支撑。

大数据分析

通过对海量农业生产、

市场、天气等数据的深

度挖掘与分析,支撑农业

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和智

能化。

智能农机装备

结合机器人技术、自动

驾驶等手段,实现农业生

产作业的自动化与智能

化,提高效率和精准度。

遥感监测技术

利用卫星影像和航拍数

据,对农业生产全过程进

行远程监测与精准评估,

为精准农业提供重要支

持。



农业信息化管理的实施步骤

1

规划与设计

全面了解农业生产实际需求,制定信息化建设的整体规划和阶段性目标。

2

系统建设

根据规划进行信息系统的定制开发,建设包括农业生产、供应链、决策支持等在

内的综合性信息平台。

3

应用推广

组织开展培训教育,帮助农业从业者掌握信息化应用技能,并鼓励

广泛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中。

4

运维管理

建立健全的信息化管理制度,对系统进行持续优化

维护,确保信息资源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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