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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

中心团队以“立足农村、服务企业、面向社区、增收促效
”为宗旨的产学研模式，以“农业与社区为对象，将工业上
日益成熟的数字化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模型与新型农产品经营
模式相结合，为我国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信息化建设提供完整
的解决方案和科技支撑、示范样板。

1
基础技术

设施农业装备数字
化集成与工艺设计

2
核心技术

农业安全生产与科
技服务信息技术

3
应用技术

社区农场数字化融
合技术与模式创新

南农大农村信息化工程中心团队简介



自我介绍

在江苏（常州、徐州、淮安、宿迁）、上海、成都等地建
立农业科技服务信息化与新型农产品电商实验示范基地



一、农业工业化与农村科技服务



一、农业工业化与农村科技服务

 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粮食产量问题- 1990，谁来提供粮食养活中国人？

 农民越来越少- 21世纪，谁来种地养活中国人？

 安全生产问题- 当前，谁来保障和支付诚信生产？

 农村治理问题-农村环境污染严重，生态与社会危机频发

1. 农业工业化—农业产业链生产与经营管理的工业化



一、农业工业化与农村科技服务

 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农产品滞销- 如何创新企业农产品销售模式？电商？

 农场、企业管理困难- 土地确权、流转和农场管理创新？

 缺少综合人才- 现代企业缺少能规划、懂技术、会管理？



一、农业工业化与农村科技服务

1. 农业工业化—农业产业链生产与经营管理的工业化

 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农业工业化

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
打造现代科技高度密集的产业

农业物质装备的工业化
以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

农业生产要素集约化
要素投入增加、集中及重组，提高绩效

农业生产服务社会化
产业链条上的相关市场主体优势互补，

提高生产率，科技服务信息化。



一、农业工业化与农村科技服务

目标

传统农业 智能农业设施农业

◆现代农业相关比较（生产管理方面）



一、农业工业化与农村科技服务

 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农业工业化

 农业生产过程的工业化

 农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

 产业组织方式的市场化

 农业科技服务的专业化

以大资本、大规模、高科技、标准化

实现农业产业链的高级整合，农业发展和食品安全解决之道

 农业工业化的内涵

 农业工业化的内涵



农业工业化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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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工业化与农村科技服务



一、农业工业化与农村科技服务

 国外农业工业化发展

（1）美国：教育一科研一推广三位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服务模式

 家庭农场是美国农业的主体
 高度机械化、区域化、专业化的农业

• 每个农场生产的产品十分明确，专门生产某一种产品或品牌
 高度的农业市场化

• 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生产资料和农业生产活动商业化
 完整的社会服务体系

– 私人公司通过与农场主签订合同，以直接的业务往来向农场主提供服
务的一种经营形式

– 合作社：农场主合作社、合作农业信贷体系和农村电力、电话合作社
 完善的农业扶持政策

– 价格补贴政策、休耕补偿政策、灾害补贴政策、生产者储存补贴等



一、农业工业化与农村科技服务

 国外农业工业化发展
（2）日本：网络覆盖全国农村一体化组织（日本农协）的科技服务模式

 科技创新推进农业工业化
– 以生物技术为农业技术创新的重点缓解土地资源不足，提高单产，增

加农产品供给
– 日本通过科技创新、自行设计和制造出适合小农经济使用的中小型成

套自动化农机具
– 多层次的农业职业教育，培养大量实用型农业科技人才和营农劳动者

 农业专业化生产和分工
– 区域生产专业化 家庭生产专业化 生产环节专业化

 一体化农业服务体系：日本农协
– 成立于1947年，已形成了一个组织网络覆盖全国农村，对农业提供产

前、产中、产后系列服务的体系：促进发展农民的合作组织，提高农
业生产力和农民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同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工业化与农村科技服务

 国外农业工业化发展

（3）欧盟：以工业化生产为主要特征

把工业生产的规律用到农业，把土壤、水资源、环境、动物和植物都当作不

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工业投入品，组织完全以人的意志来设计控制的大规模生产。

最典型的，是大型集约化动物养殖，以及大规模单一作物种植。

植物工厂 -动物工厂- 家庭农场



一、农业工业化与农村科技服务

 国内农业工业化发展

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新经济条件下，传统农业生产还占有很大比重，

生产效率低，资源配置经济效益差，还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加快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转型，把我国农业与新型工业化结合起来，充分运用新经济时代人类文

明的先进成果，从根本上改造传统农业，培育新农民，发展新产业，建设新农村

 集约化-规模化

 信息化-工业化

 绿色化-市场化



一、农业工业化与农村科技服务

2. 科技服务创新模式：长三角地区农业工业化发展保障

 人才需求巨大- 农业规划师、农场主、职业农业经理、现代

农业工人（现代农业）—就业与创业

 政策需求迫切-现代农业发展战略、农业结构与空间布局策略、

农村社会管理（WTO后时代）—政策与决策

 服务需要创新-现代农业工业生产和专业化分工的新型科技服

务模式、技术体系和市场模式(互联网+)—技术与服务



一、农业工业化与农村科技服务

 政府导向型体系

• 提高大宗作物产量、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提升农业科技的作用和潜力

• 自上而下的农村科技服务模式，难以满足农民多样化的要求

 企业导向型体系

• 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服务模式，满足企业自身技术需要

• 科技资源非常有限，不可能实现农村科技服务的有效供给

 科研院校导向模式

• 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

• 专家以及相关资源的相关限制，所产生的效果并不理想

 农业工业化发展需要完善发达农村科技服务体系

 国内当前的科技服务模式



二、互联网+与农村科技服务



二、互联网+与农村科技服务

1.“互联网+”的背景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趋势

计算机互联 物物互联



二、互联网+与农村科技服务

1.“互联网+”的背景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趋势

大数据 云计算



二、互联网+与农村科技服务

1.“互联网+”的背景

网站数量：中国网站335万个，年增长4.6% 。

移动互联：市值到2134.8亿，同比增长115.5%

网络用户：中国已6.3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5亿
微博、微信用户

互联网应用的发展趋势

如何基于互联网的应用都能取
得快速的发展和成功！

完善的基础设施

超大规模的用户群



二、互联网+与农村科技服务

2012年于扬（易观国际集团创始人 ）在第五届移动互
联网博览会提出”互联网+”：商机在那些”互联网还没
有涉及的领域“

“互联网+”是对创新2.0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
社会发展相互作用共同演化推进的新形（常）态

“互联网+”是什么？

创新2.0：面向知识社会的下一代创新

科学2.0、技术2.0、管理2.0三者融合



二、互联网+与农村科技服务

马化腾 ：“互联网+”生态战希望上升成为国家战略

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制
定“互联网+”行动计划

“互联网+”是什么？

各行各业都在探索如何
在“风口+”上顺势而为？



“互联网+”发展态势

二、互联网+与农村科技服务

“互联网+”其他行业已经取得进展

“互联网+”农业将是互联网产业的下一个风口



2.互联网+农业的核心内容

二、互联网+与农村科技服务



互联网+农业：深度融合的产业链模式

不仅用互联网技术去改造生产环节，提高生产水平，而且运用互联网

技术管控整个生产经营过程确保产品品质，还运用互联网技术对产品营销

进行了创新设计，最终将传统隔离的农业一、二、三产业环节打通，形成

完备的产业链。

※农业实现产业链整合：大企业、大投入、大整合

产品整合—产品丰度

物流整合—产品配送

客户整合—市场发展

二、互联网+与农村科技服务



2.互联网+农业的核心内容

互联网+ 市场 新型农产品电商（O2O,微电商）

诚信 公共溯源体系

物流 智能保鲜橱柜体系、网络化

在线支付

生产 标准化、数字农场

服务 科技服务信息化：远程指导

二、互联网+与农村科技服务



二、互联网+与农村科技服务

互联网+：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与信息化技术深度融合

 中国农业大学远程诊断与呼叫技术 （863课题）

 兰州农业远程视频诊断系统（农委系统）

 大唐电信的“农业专家远程诊断系统”（企业）

 西北农林大学“高校+基地”的远程诊断系统

 南京农大“专家+基地+农户”的远程服务模式

 江苏科技超市信息化服务平台 （2012年）

 初步形成中国农村科技服务信息化雏形



二、互联网+与农村科技服务

互联网+：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与信息化技术深度融合

 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信息化问题

科技服务信息化技术化“最后一公里”问题
• 农民的计算机技术水平较低

• 农产品需求压力加大，农产品供给安全供给

• 农业生态环境改善

长三角地区迫切需要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信息化模式
村人口及其劳动力快速减少，以及农村土地流转的加快，正演变成为

生产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和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的农业

生产格局； 形成了社会分工不断专业的农业生产过程服务模式



三、O2O模式与农村科技服务



三、O2O模式与农村科技服务

1.关于O2O模式及其优势

线下商务与互联网之间的电商模式：电商的下一座金矿

消费者用线上来筛选服务，成交在线结算，规模发展快。

最重要的特点是：推广效果可查，每笔交易可跟踪

最典型案例：快的打车服务模式

O2O：Online�To�Offline，线下服务，线上揽客



三、O2O模式与农村科技服务

O2O营销模式的核心是在线预付。

O2O模式并非简单的互联网模式，此模式的实施对

企业的线下能力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O2O更侧重服务性消费

O2O： 线上to线下（线上展示线下体验）



三、O2O模式与农村科技服务

2.�农村科技服务O2O模式

产业链整合 供求资源

 大数据：专家、成果、基地，用户，问题、市场等

管理体系 实现农业工业化要求（如专业化分工）；

网络平台 实现整合产业链资源功能；

运行机制 实现市场化为导向（如支付科技服务卷）；

面向企业、农场、合作社、大户

线上整合资源，线下提供服务-有效解决科技服务难题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1.�农村科技服务”南农O2O”模式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在全国范围内，把稻麦、果树、养殖、园艺四大个产业领域研发的关

键技术，针对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本形成线下建联盟、线上做服

务的“双线共推”的农村科技服务新O2O模式。



”南农O2O”模式内涵：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线下建设及推广服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盟建设江苏经济发达，土地流转进程较快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迅速。

 通过国家项目的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同地方主管农业部门合作

，共建农业园区联盟、家庭农场联盟、专业合作社协会、涉农

企业俱乐部等

 结合南京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基地建设，形成诸多不同

的服务对象组织；组织两个产业领域关键技术的转让、推广、

服务、咨询、培训以及科研人员和大学生创业等。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线上搭建农技推广云平台
 线上建设及推广服务结合本项目围绕的稻麦、果蔬两个产业，

按照根据江苏本地农业发展情况，结合当地农民对三个产业的

技术服务需求，搭建农技推广云平台，

 进行对外网络交流，建设内容包括农技推广数据库、教育培训

系统、农技推广综合业务系统、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等。

 组织高校专家、教授开展有关新技术和新模式推送，科研新进

展介绍、国家和省部级新政策解读等活动，并根据全程生产的

不同阶段建立不同讨论区，进行互动。

”南农O2O”模式内涵：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线下农产品全程质量安全监测
 推广依托农业部农产品贮藏保鲜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南

京），通过添置仪器设备，进一步完善检测平台的服务功能，

建立农产品全程质量安全监测中心

 开展粮食、水果和蔬菜中重金属含量、农药残留等指标检测

和评价，并对其营养和食用品质进行检测分析和评价

 同时，建设投入品、生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中心，开展检测服。

 依托南京农业大学品牌，开展农产品电商服务

”南农O2O”模式内涵：



2.�”南农O2O”模式及其关键技术

依托新农村实验示范基地，基于“互联网+” 构建面向“高校+基地
+企业（农户）”的农业全程科技服务“南农O2O模式”， 开发“南农
在线”相关物联网关键技术和装备，开展培训和应用推广。

农村科技服务“南农O2O”运行机制

线上：南农在线 V1.0
汇聚生产销售大据数

线下：专家+基地+农户
对接科技服务大难题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南农O2O”构架：M(专家)+1（平台）+N（基地）

基于地方特色农业产业链生产流通全程

 M个专家：专家指导总站
以学校为指导中心，整合校地专家资源

 1个平台：线上服务平台
1个网络平台，汇聚用户需求大数据

 N个基地：新农村科技服务示范基地（特色产业、分布式工作站）
指导N个示范基地，解决一类问题，辐射周边企业和农户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南京农业大学专家指导总站



“南农O2O”构架：M(专家)+1（平台）+N（基地）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科技服务示范基地（特色产业）



 “南农O2O”的关键技术：南农在线 V1.0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网址：http://kjfw.njau.edu.cn



基地物联网感知技术（教学科研） 基地可视化技术（技术示范）

 “南农O2O”的关键技术：南农在线 V1.0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利用物联网、远程视频和技术，实现生产过程“可视”
•根据基地不同业务需要，对基地生产过程信息实时监测和接入



基地物联网感知技术（教学科研） 基地可视化技术（技术示范）

 “南农O2O”的关键技术：南农在线 V1.0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南农在线：淮安基地信息化建设



 “南农O2O”的关键技术：南农在线 V1.0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基地远程管控技术 （设施e控等） 基地远程指导技术（科技e超市等）

南农在线：淮安商丘等基地信息化建设



基地远程管控技术 （设施e控等） 基地远程指导技术（科技e超市等）

 “南农O2O”的关键技术：南农在线 V1.0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通过多种网络接入、视频的远
程指导系统，实现学校专家与示
范基地、企业、专业合作社、农
户等的无缝对接与信息互动。

•利用手持终端和各种网络的无
缝整合，实现远程生产基地生产
管理信息的实时感知，完成农业
生产的远程诊断、在线指导。



农产品电商（可视化选购）与溯源技术（南农1号等）

 “南农O2O”的关键技术：南农在线 V1.0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南农1号：徐州 CSA+O2O 农产品电商平台



利用南京农业大学教学和专家资源，为企业、基地人员、农户提供线网
络培训功能；同时用户还可以从中获取各领域的教学视频。

基地远程培训系统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南农O2O”的关键技术：南农在线 V1.0



商丘黑大壮科技服务电子商务O2O模式

实现农民测土订购→
肥料企业配方→物流体系
给 农 民 → 指 导 施 肥 的
O2O运行模式 ：
线上：测土配方（订单）
线下：施肥指导（物流）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南农O2O”的关键技术：南农在线 V1.0



商丘黑大壮科技服务电子商务O2O模式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南农O2O”的关键技术：南农在线 V1.0



“南农O2O” 的集成应用成效

“南农在线”进年来在南京、常州、淮安、盐城、徐州、上海、成都、
商丘等地推广，有50多专家、6个基地、33个企业（农场、合作社）、
3.2万农户、近4万消费者运行，开展2.1万次培训，解答8.63万条问题。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南农在线”在企业和农户的应用效果显著，获项目资助21项，软件权
10项，专著1部、申请专利3件，部分成为大学生创业项目获省级以上奖
5项，并得到农民日报、央视等媒体关注。

“南农O2O” 的集成应用成效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南农在线：淮安基地信息化建设



“南农O2O” 的集成应用成效

四、案例分析：南农O2O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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