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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agriculture has achieved “Twelve consecutive increases”. The total amount has 
been effectively solved. However,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structure of agriculture and the in-
creasing demand of the people is still outstand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of agriculture. Internet plus agricultur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reform by efficiently and accurately serving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of agriculture and improving the scale, organiz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brand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in China’s 
“Internet +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problem of lack of standards for agriculture and infor-
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focus, put forward the “Internet +”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integration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new impetus to the new management mode, and strive to 
create “information support,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production efficiency, product safety,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friendly” upgrade ver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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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农业实现了“十二连增”，总量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但是农业的结构与人民群众的日益增

长的需求之间的不均衡的矛盾问题依旧突出，中央决策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互联网+”农业

通过高效精准服务农业全产业链，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组织化、标准化、品牌化程度，是现代农

业新模式与新业态，是提高农业供给侧改革效率的有效手段。文章分析我国“互联网+”农业发展中出

现的问题，聚焦农业和信息化领域标准缺失问题，提出以标准化手段推进“互联网+”农业，融合现代

技术新动力和管理新模式，努力打造“信息支撑、管理协同，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的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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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的战略部署。我国农业经过“十

二连增”，总量问题得到解决。但是，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人们的消费结构和水平和农产品供给之间

的矛盾也明显提高，如一般的农产品不缺，但是优质、绿色农产品不足，从国际上看，我国农业发展也

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竞争。中央提出要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农业政

策调整和完善的方向和重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适应市场需求，

改善农产品的供求关系。二是提高农业的质量和效益，增加农民的收入。三是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提高

竞争力。“互联网+”农业是充分利用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农业进

行深度的融合，推动农业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升以及组织的变革，不断地提升农业经济创新力和生产

力，形成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农业新形态[1]，是新常态下推进我国现代农业的重大战略，

是“信息支撑、管理协同，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主要特征的我国现代农业发

展升级版。 

2. “互联网+”现代农业面临的问题 

当前“互联网”+农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一是对“互联网+”农业的重要性的认识不足。目前，仅

将互联网作为发展农业的一种技术手段，对其发展农业农村的基础性、社会性的战略地位认识不充分，

作用认识不到位，难以带动整个社会就“互联网+”农业进行积极合作与参与，其典型的特征就是“信息

的不互联不互通”，各平台、部门间、各区域层次之间的数据兼容性欠佳，缺少统一的信息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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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互联网+”农业的整体推进、协调发展。二是农业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标准程度低，目前很难承接

“互联网+”农业的快速发展。就目前情况来看，农村网民规模增加到 1.95 亿，但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仅

32.3%，低于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 35.6 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配置标准低，互联网接入

能力还较低，农村家庭宽带接入能力仅达到 4 兆比特每秒(Mbps) [2]，农业信息技术标准和信息服务体系

不健全，重要信息系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三是“互联网+”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大多仍停留在试验试点阶

段，信息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任务艰巨。农业信息技术数据资源的标准缺失、碎片化和利用效率偏

低的情况比较普遍。如农业大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共享的性能不稳定，技术标准亟待提高和明确；

支撑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分等分级、包装仓储、冷链物流等标准缺失或制订时间较早要求偏低，农村基

础设施薄弱，技术和系统集成度低、整体效能差。加上农业的季节性和周期性使农业很难像工业生产那

样根据市场信息实时调节生产，农业与互联网的融合程度低，挑战重重。 

3. 以标准化手段推动“互联网+”现代农业弯道超车 

标准是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基础性技术依据，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科技进步、规范

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是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要素，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信

息作为数据资源，是隐形的资源，具有完整的商品属性，标准化是其发展的必然阶段。实践证明，充分

发挥标准对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对进一步增强农业信息化发展能力，

提升农业信息化应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是保障农产品安全的技术和管理的新引擎和新动力，是解决“互

联网+”农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的有效手段和工作模式。应明确推进“互联网+”农业标准化工作的主要

内容和工作措施，促进传统农业产业标准化、在线化、自动化，实现管理高效化和服务便捷化，生产智

能化和经营网络化迈上新台阶，推动“互联网+”农业高效发展。 
(一) 以标准化手段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提档升级。一是强化规划引领。要把“互联网+”农业

工作纳入当地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互联网+”发展和现代农业发展规划[3]。二是强化标准引领。研究

建立“互联网+”农业标准体系，加强产销环节信息化标准的统筹。加强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

环节信息化标准研制力度，加快农业物联网、农业农村大数据、农产品电子商务等标准化体系建设和标

准制修订工作，支撑智慧农业建设。以标准化支撑农业生产自动化、精准化，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大

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三是强化质量安全保障。以标准化产业链条保障农产品的安全，提供农产品质量

的一致性，实行农产品质量等追溯管理，实现生产和消费有效对接，形成以消费引导生产的市场机制。

四是强化政府服务功能。在政府管理服务环节，建立各数据元及接口的标准化，建立有效的农业大数据

采集与决策机制，集成综合性农业云服务平台，有效提高农业管理与服务效率。 
(二) 以标准化手段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腾笼换鸟”。“互联网+”不同于简单的“+互联网”，

是农业新型经营模式，是对农业生产、供应、流通农业链条的价值再造，核心是信息共享，信息流和农

产品流的融合。一是要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力度。要加强新型经营主体、特别是新型职业农

民的培育力度，使其尽快成为新农业的市场主体。强化主体责任的监管，促进农业经营标准化。二要协

调新型经营主体与市场对接，让农户分享“互联网+”的增值利润，逐步形成“优质优价”的品牌化发展

格局。打造农产品品牌，核心是农产品的标准化。商品的一致性、健全完善的农产(商)品分类分级标准，

关键是农业生产、存储、流通的标准化。三要抓好农产品交易制度的标准化建设。以打造区域性、专业

性和全国性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信息平台为突破口，为农产品提供标准化、公开、透明的信息数据，解

决供给侧与需求侧信息对称的问题;同时，加大对全球农业数据的调查分析能力，增强我国的话语权、定

价权和影响力。 
(三) 以标准化推动“互联网+”现代农业生态绿色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的核心在于推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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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标准化、在线化、数据化。要数据资源标准化为手段，以数据共享开放为核心，以大数据开发利

用为着力点，逐步形成覆盖全面、业务协同、上下互通、众筹共享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格局。我国地

形复杂，城乡发展不均衡造成的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我国农业数量大、类型多等诸多问题，使得

机械化、大规模农业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但在区域性大气、水、土壤分析、农业风险预警、病虫害

防治、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农产品交易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4]。通过大数据梳理出本地区农

产品的最佳数据，健全完善标准化生产规程，提高农业生产精准化、智能化水平，优化农业资源的分配

和利用，有助于协调经济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四) 以标准化手段提高为农服务水平，打破城乡壁垒。一要建设统一的为农信息服务平台。以互联

互通为目标，以全面提高信息进村入户标准，农业农村数据元标准化为基础，统筹建设为农信息服务平

台。要推动信息上传，服务下延。要重视涉农信息大数据开发利用，注重汇集农户、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各类农业服务信息，准确地把握农民需求，开发大数据，利用大数据，提供有针对性的精准服务，推动

平台终端向县乡村延伸，破解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二是要发挥农业专家作用。进一步充实专

家队伍，做到线上与线下服务相结合、应急与长期服务相结合、专项与综合、标准化和差异化服务相结

合，加强专家与农户互动，突出信息交流的有效性。三要进一步推动“放管服”，加速推动农业管理服

务事项标准化、程序化。推动为农服务事项进一步下放，做到能放即放，利用农村信息化服务平台，推

动为农服务的提档升级。 

4. 结论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保障，实践证明标准化支撑“互联网+
农业”是解决农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符合我国客观实际的确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应及时总结经

验，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标准体系。依托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发挥科研院所

力量，开展“互联网+”农业研究，加快推进“互联网+”农业试点应用，形成模块化、标准化技术集成

平台，打造现代农业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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