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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产业作为我国支柱型产业，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下也

面临转型发展的困境。主动向 O2O 模式转型，将引流、转化、消费、反馈、

存留五大经营阶段构建成一个完整的农业 020 经营模式，提升购买的便

捷体验，是拓宽农业产业线下发展渠道的重要举措。同时大数据分析也为

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加准确的数据分析，使农业向社区终端、众筹联盟、

健康产业等新兴方向转型，切实实现了“互联网 + 农业”的腾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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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电子商务产业的蓬勃发展，O2O（Online To Offline，即“线

上线下结合”）的产业模式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之一。党中央提

出的“互联网 +”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带动了很多行业发展，除电子

商务行业外，其余行业也受益匪浅。尤其作为我国支柱型产业的农业，在

传统线下销售的基础上，开拓线上销售市场，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大格局

观，也为农业等传统行业发展开辟了新渠道。

1  大数据时代下的农业O2O模式

农业是一个产销结合的行业。传统农业发展中，产量通常是按计划

种植或畜牧的，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而销售则以线下实体店为

主，常用渠道一般是零售与批发市场、大型专场商超、个体经营者等等；

除个别大品牌外，中小微品牌基本上不做广告宣传，这种经营理念还停留

在“等客上门”的传统时代，已明确不适宜互联网时代的经济模式。

因此，在党中央大力提倡“互联网 +”理念之后，农业也开始大规模

地向互联网行业转型，通过互联网这个线上平台，实现即时订单、在线支

付等功能，大大缩减了消费者的购买过程，节约了购买时间和精力，这便

是农业 O2O 模式。这种模式将线上与线下形成了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农

业种植商可以通过 O2O 模式实现农产品的定制种植，以便使产品更符合

消费者需求，并有效降低了农业种植商的资金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在大数

据时代，农业O2O模式实现了全新的农产品经营模式。首先，由线上平台，

如大众点评、微信、微博等渠道实现引流；其次，用消费者更喜欢的优惠、

团购、便利服务等特色吸引更多的中青年消费群体；再次，由线上平台即

时生成订单并完成在线支付，快捷的第三方金融服务，更符合快节奏生活

的人们，同时实现快递配送，使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享用新鲜的农产品；

第四，在线生成反馈意见，如淘宝、天猫、京东、大众点评、百度等在线

平台都开通了点评服务，邀请消费者对消费体验进行评价，有助于自然净

化农产品行业；第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利用大数据为存留下来的客

户建立完善的档案，以便为营销行为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

2  农业 O2O模式的三步式转型发展

在大数据时代，农业 O2O 模式要发展下去，也面临着新的转型需求。

解决消费者切实所需，将成为转型发展的新常态。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背

景下，三步式的转型发展模式较为稳妥，也更符合中青年消费群体的消费

习惯。

2.1  社区终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不仅农产品要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农业发展模式也将向这个方

向进一步转型，完成“从田间到餐桌”的转型，以提升农产品的核心竞争

力，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解决人民生活的刚性需求。首先完成理念的转

型，线上作为购买和营销的主渠道，以微信商城、APP 线上终端为载体，

开发农产品 O2O 垂直电商平台，线下在社区建立纯正的农产品销售配送

站，方便社区居民购买农产品，并提供线上预订、线下一小时配送的服

务。其次发展高粘性的农产品，以粮食蔬菜生产和社区终端配送为主，解

决社区居民的共性需求；而以水果、副食和快销品为副线，满足不同消费

者的个性化需求，从而也使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实现了线上线下结合的

O2O 农业模式。建立 O2O 垂直电商平台和社区终端的农产品销售与配送

点，真正解决了人民生活的实际需求，尤其对空巢老人、上班族来说，是

在解决基本生理需求的基础上，又满足了服务需求，同时及时配送使社区

终端的配送服务更人性化，充满了温馨的情感。对农产品生产商和经销商

来讲，直销配送是与消费者的直接接触，便于了解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从

而完善数据库，通过数据交叉分析可以为农产品定向生产与精准提供决策

依据。

2.2  众筹联盟——开拓跨界发展新格局

农业种植养殖是高风险行业之一，无论种植还是养殖对物理环境的要

求较高，天灾疫病都可能使前期投资毁于一旦。而种植养殖的成果也存在

产品个体差异问题，存在不合格率，对于种植养殖来讲，都属于成本风险，

而且是人为不可抗拒的成本风险，对于农业生产商来讲，存在巨大的投资

与生产风险。有效降低风格，保持农业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则需要进一

步扩大经营规模，通过规模化种植养殖，以降低局部风险带来的影响。

基于 O2O 垂直电商平台的建立，使农业种植养殖可发展上下游的直

供模式。作为上游的种植户和养殖户可联合形成种植或养殖公司，以产业

化规模化发展，降低个体生产风险。这种“集团生产”模式，也形成了众

筹联盟，既降低了种植户和养殖户的个人风险，也降低了公司进行整体投

资、一次性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与连锁餐饮、学校或社区食堂、大型

商超等下游企业制定长期合作的直供协议。上游生产方根据下游企业定制

的农产品进行生产、加工或制成相应的半成品，并配送至各下游企业，特

别是对于农副产品建立冷链物流，以实现去中间环节，使产、销形成一体

化服务，直接面向广大消费者。同时也实现了上、下游企业的大数据完善，

从精准营销向定向生产、精准生产转型，实现产业链条式发展，使农业产

业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

2.3  健康产业——向综合体生态群转型

当前，健康已成为人们追求的主流生活方式。健康产业的发展离不开

农产品，而农业产业也越来越多地向健康产业靠拢，实现合作发展。通常

是以建立综合体生态群的方式进行合作的。

首先，通过 APP 客户端、微信、微博等线上终端吸引线上消费者，

并通过消费行为画像进行大数据分析，对相就消费群体的购买习惯、包含

饮食习惯进行数据监测，以提供精准的数据分析；其次，与养生、医疗等

企业进行异业联盟，建立 O2O 垂直电商平台，在输出健康饮食、健康生

活等健康理念的同时，实现绿色农产品的引导式消费；再次，组建大数据

分析，建立养生医疗综合性平台，通过运动手环、健康手表等产品，对于

用户相关健康数据进行监测，对危险数据提供预警服务，并提供健康饮食

方案，引导消费者进行农产品的购买，以实现定向购买。围绕健康大主题，

将不同行业但存在内在关联性的企业联合起来，建立综合体生态群，既解

决了人民健康生活问题，也使农业产业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农业作为民

生产业，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农业的转型发展已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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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经济的发展在整

体经济发展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有较大的

作用。玉米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在对其进行栽培的过程中，

农民逐渐引入了新的技术，提高玉米产量。近年来，为了使玉米的种植产

量得以提升，科研人员研究出了超高产栽培技术对其进行种植。本文主要

通过分析影响玉米产量的因素，对玉米超高产栽培技术进行简要的探讨。

【关键词】玉米；超高产；栽培技术

在对玉米进行栽培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玉米的整体产量，还需

要对其质量进行分析，合理选择玉米种子，使超高产栽培技术有相关的基

础。在对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需要保证玉米种子的抗旱抗病及抗倒伏的

能力，这样才能够从实际上提升其总体产量。虽然我国在生产玉米的过程

中逐渐实现了超高产的目标，但是还没有对其进行突破。因此，需要引进

超高产栽培技术，对其进行研究，达到提高玉米产量的目的。

1  影响玉米产量的因素

1.1  土壤选择

山东地区的土地条件比较肥沃，可以为玉米超高产栽培技术的利用提

供基础的土壤要条件。但是在实际种植玉米的过程中，部分山东地区的土

地还是难以达到玉米超高产栽培技术的应用要求。这些土地不平整，通透

性较差，土壤不肥沃，导致其中的营养成分不高，难以为玉米的生长提供

营养条件。这些问题导致玉米抗病虫害能力降低，生产的玉米籽粒比较干

瘪，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残破，影响超高产栽培技术价值的发挥。

1.2  天气因素

对农作物的生产来说，天气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对玉米进行播种以

及施肥时，需要对天气进行一定程度的关注，保证玉米超高产栽培技术的

利用能够达到效用。但是在山东地区种植玉米的过程中，还是会受到较强

的天气因素的影响。一旦发生干旱或者洪涝天气，就会使田间的灌溉及排

水工作受到阻碍，而玉米的水量难以达到实际要求，就会使玉米的产量降

低，尽管能够利用超高产栽培技术，也会难以发挥其最大价值。

1.3  施肥水平

施肥水平的高低会使得农作物在生长期间受到根本的影响。在对玉米

进行施肥的过程中，需要保障土壤中有机物及营养元素符合要求，这样能

够满足玉米超高产栽培技术的应用标准。部分农村地区在对玉米进行播种

之前，没有对土壤施加农家肥，导致土壤条件较差。在实际栽培玉米的过

程中，在抽穗阶段也没有对其补施肥料，使玉米的灌溉难以满足要求。在

这种情况下，玉米的生长条件不适宜，叶片的功能期则就会延缓，导致其

在后期的生长过程中受到影响。施肥水平不高会使玉米种子的光合作用难

以开展，玉米籽粒质量就会随之降低。

2  玉米超高产栽培技术

2.1  提高播种质量

在利用玉米超高产栽培技术进行种植的过程中，需要提高播种质量，

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其进行培养，使玉米种子的种植能够达到相关的要求。

在进行播种的过程中，需要对种子进行筛选及处理，保证玉米种子的颗粒

比较饱满。因为种子不能够有损伤，其大小需要相同，在这之前相关的工

作人员要做好发芽试验工作，对玉米种子的发芽率进行测试。这样能够在

播种过程中选择发芽率比较好的种子，确保一播全苗，为玉米产量提供保

障。发芽率较好的玉米种子能够使得玉米种子胚乳中的营养被充分吸收，

对促进玉米种子的光合作用及生产进程有较大的作用。在播种过程中，还

需要对播种的密度及深度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使得超高产栽培技术发挥

效用。

2.2  做好田间管理工作

田间管理工作的开展能够使得玉米超高产栽培技术得到有效的应用。

在进行田间管理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对玉米的生长情况进行观察，分析影

响其产量的因素。工作人员需要在玉米苗的拔节时期对其进行培土，提高

玉米的抗病及抗倒伏能力，还要对玉米的灌溉过程进行简化，使玉米栽培

的表层土壤结构得到优化，吸收充分的营养。玉米在生长过程中会产生一

定程度的病虫害，工作人员就需要做好防治工作，对农药的用量进行控制，

以降低病虫害危害。工作人员需要在土壤湿润的时候对喷洒农药，以使药

效充分发挥，更好地提高玉米产量。

2.3  完成授粉工作

授粉工作的开展是玉米超高产栽培技术应用的重要内容。假使因天气

原因造成花期遇或雌雄不协调，则需对玉米进行人工授粉，以保证植株的

生长特性，使得玉米的授粉率得以提高，提升玉米产量，使超高产玉米的

产量达到标准。

3  结语

综上所述，合理利用玉米超高产栽培技术能够使玉米产量得以提升，

对玉米的种植效用进行有效的保障。这种方式能够强化我国的农业经济发

展，提高我国的农业收入，为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基础。在这个过程

中，工作人员需要提高播种质量，加强田间管理，必要时进行人工授粉，

来确保玉米产量。其还需要减少影响玉米产量的因素，强化农业生产效率，

从实际上提高玉米产量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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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睫。特别是大数据时代，人们更倾向于用数字来精准地描述出消费者的

需求，既包括产品、也包括服务，既让营销更加准确化，全方位地满足不

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尤其对于社区终端、众筹联盟和健康产业的发展，

以大数据为基础，使农业 O2O 模式更加精准，能够精准满足不同消费群

体的特殊需求。这种三步走的转型发展模式已成为新农业发展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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