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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大数据信息管理模式研究
马玉璞　侯军岐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管学院 / 中国信息化与乡村振兴研究院，北京 100192）

摘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数据呈爆炸性的输出趋势。当下环境中，哪个企业可以掌握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数据，

便可以在市场竞争中拔得头筹，故数据信息管理工作已成为企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然而，我国的一些中小企业因

规模、资金等原因无法高质量完成信息管理工作，这些企业包括我国部分种业企业。文章对种业大数据信息的结构及特点进

行了阐述，并对基于云计算的种业企业信息管理模式进行了分析，以期为种业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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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如今“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国内很多专

家、学者提出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企业的管理及生

产中。蒋越 [1] 提出在应用大数据技术时，工作人员

将大数据技术中的智能管理云应用到信息管理中，

产品销售信息进入智能管理云的控制系统中，由控

制系统对信息进行智能分析整合，从而了解到客户

的消费意识及对公司的“忠诚度”。马颖楠 [2]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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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作物类型，培植一批专业的、有特色的种子检验机

构，作为种子检验新技术研发、DNA 指纹数据库构

建的技术后盾。三是引导培育社会第三方检验机构

参与种子检验工作。

3.2.4　创新种子质量管理方式　一是加快实施种子

认证制度。尽快出台《种子认证管理办法》，制定种

子认证方案，培育认证机构，培训认证人员，强化示

范带动作用，引导和指导企业开展种子质量认证。

二是创新监管方式。要把例行监测、监督检查和飞

行检查结合起来，要改变传统的以处罚为主要手段、

重在治标的监管模式，逐步转变为综合利用信息化、

科技化、标准化技术手段，融监管于服务之中、标本

兼治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好行业协会、中介机构、联

盟、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等力量，可以结合企业信用

评价、举报奖励制度、维权联盟等有益探索，进一步

丰富监管手段，全面提高监管效能，倒逼种业质量提

升。三是强化检测与监管衔接。检测机构与监管机

构要主动对接，明确权责边界，探索完善相应衔接机

制，推动行政与事业、综合执法和行业管理、行政管

理与技术支撑等主体之间实现形成监管合力。

3.2.5　加强国际种业合作与交流　努力加入国际

种子检验协会（ISTA），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种子认证方案，在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方面

与国际接轨，为种子进出口贸易提供服务；积极参与

国际种业相关规则的制定，扩大我国在国际种子标

准制定上的话语权；促进我国种子行业对外交流与

合作，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的做法和经验。

参考文献

[1] 陶文昭．新发展理念揭示高质量发展之路．人民日报，2018-10-12

（07）

[2] 韩长赋．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现代农业发展．求是，2016（1）：27-

29

[3] 国家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中心．农作物种子检验员考核法规学习

读本．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4]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实施指南．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0

[5] 胡晋．种子检验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6] 刘建．活力检测在我国种子质量检测体系中的重要性．中国种业，

2018（2）：25-28

[7] 支巨振．农作物种子认证手册（2002 年）．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

社，2002

[8] 周泽宇，支巨振．种子认证 OECD 方案与实施（2018 年）．北京：中

国农业出版社，2018

[9] 王菁．加强我国水稻种子质量体系建设的探讨．中国种业，2018

（4）：1-4

（收稿日期：2019-01-23）



种业论坛6 2019年第４期

如今的企业应该建设企业信息管理平台，培养技术

人才，对企业的基础数据、基本业务等进行信息化处

理，从而便于管理记录。

种子产品的生产流程复杂，需经过种子研发、

种子生产到种子销售及售后服务 3 个环节，仅种子

生产工作便需要初清、干燥、精选等多个步骤且受天

气和空气的影响较大，种子的活力、水分等质量指标

需要公司质量控制部门进行质量监督检查，导致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信息量大，加大了信息管理工

作的难度，本文讨论如何管理种子生产销售所产生

的大量数据，提出利用云计算技术帮助种业企业进

行信息管理工作。

1　种业大数据信息的结构及特点
1.1　种业大数据信息结构　种业企业所产生的数

据大多来自种子产业链条，种子产业链条由种子研

发、种子生产加工和种子销售三大环节构成，这三大

环节每一环都会产生大量数据。

1.1.1　种子研发环节　从种业产业链条来看，种子

研发是首要环节，种子企业的研发能力直接决定企

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种子研发环节包括品种优化

和新品种的开发等等，我国种子企业如山东登海种

业开展转基因、分子标记、单倍体诱导等高科技育种

研究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其所产生的主要数据

是新品种的生长情况，对环境的适应情况，在不同

阳光、水分和氧气的环境下所表现出的生长情况等

数据，以此作为改良品种的参考资料，因种子在不同

环境表现出不同的生长情况，故数据量之庞大可想 
而知。

1.1.2　种子生产加工环节　种子的生产加工是种子

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决定着种子产品的质量。我国

种业企业经过多年对种业生产流程的不断优化，最

终形成了集脱粒、精选、分级、包衣、包装的成套种子

生产线，同时，企业也会设立质量控制部门进行质量

监督检查。本环节所产生数据主要包括种子的质量

指标，具体表现为种子的纯度、净度和含水量，这些

指标将决定种子的发芽率和庄稼收成，需质量部门

对这些数据进行严格监控。

1.1.3　种子销售及售后服务环节　种子的销售环

节在种子产业链中占重要地位，因为销售与收益直

接挂钩，我国大部分种业企业在销售过程中往往是

关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但是，种子产品受气候等

不可控因素影响，不同于其他产品，国际大型种业

企业孟山都会为客户提供农业咨询、市场信息、天

气预警和消费者所拥有生产地周边的天气状况，大

大提高了种子的生产效率，所以不仅是消费者的个

人信息，消费者生产地周边的天气、光照等自然状

况也是种子销售及售后环节需要收集、整理的重要 
数据。

1.2　种业大数据信息特点　大数据的概念是维克

托·迈尔 - 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提出

的，指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

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

合，大数据本身具有信息量大、数据种类多样和数据

更新速度快的特点。

1.2.1　信息量大　“大”是大数据最鲜明的特点，数

据的存储单位从过去的 G 到 T，随着信息时代的发

展数据呈指数型增长，而种业大数据涵盖了种业链

条的 3 大环节，不仅涉及种子生产过程还涉及到天

气、环境等自然因素对种子带来的影响情况，同样具

备数据量大的特点。

1.2.2　数据种类多样　大数据是各方数据汇集的结

果，多方数据来源的特点决定了大数据的多样性，种

业大数据是种业产业链条中不同环节产生的数据所

汇集的结果，所以种业大数据中所包含的数据也是

种类多样。

1.2.3　数据更新速度快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人们越来越依赖互联网，每天无意识地通过互联

网提供了大量数据，导致数据每天都不停地更新。

种子产品的价格随市场不断改变，品种也会因为科

技的进步而不断更新，如今市场变化快、科技进步

速度也不断加快，导致种业大数据信息也在不停地 
更新。

种业大数据除了有大数据本身的特点外，还有

其特殊性：一是周期性，种子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其

生长受环境影响，随季节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特征，种

子的产量也受上一期价格的影响形成一种规律性

的变化。二是数据难以采集、识别，我国种业产业

集中度较低，缺少龙头企业，种子产业链条各个环节

衔接松散，不同环节的数据来自不同种业企业，采

集到信息不是来自一家企业中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条，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种业数据信息的识别和 
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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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云计算的种业企业信息管理模式
种业企业产业链所产生的数据量庞大、数据种

类多样且更新速度快，这些数据需要专门的信息管

理人员进行管理，而对这些数据的整理和分类工作

相当繁琐，传统的人力作业难以高质量地完成信息

收集、管理和分析工作，而且传统的电子设施也没有

如此大的存储能力来存储这些信息数据。崔金栋 
等 [3] 提出利用云技术强大的计算和存储能力来简

化信息管理员的工作，按生产质量检测的要求抽取

出产业链条各环节的核心信息，对数据的规范性进

行统一建模，构建数据存储结构后存储到租用的云

数据库中。对于种业企业而言，信息管理人员可以

将各环节的主要信息数据形成二维码，将二维码中

的信息数据存储到租用的云数据库中，这样不管是

种子企业内部人员还是消费者都可以通过扫描二维

码对种子的信息进行查询。

2.1　种子研发部门　种子研发部门首先对该品种

进行编号，将该品种的主要信息如预期产量、种子培

育的最佳环境（包括温度、土壤和耕种时最适宜环

境等）上传至云端，将数据形成二维码，同时将二维

码传递给种业企业的生产部门。

2.2　种子生产部门　种子生产部门通过扫描二维

码获得该品种的信息，然后将田间生产环节中的每

个步骤进行记录，并按地块进行编号、插排、控制，

直至种子收获期，将种子运到工厂进行烘干、加工、

包装。质量检测部门将每一块种植田所生产的种

子的质量指标数据形成一个二维码，和研发部门

形成的二维码一同附到种子包装袋上。销售部门

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直接获取种子信息，这样即便

生产、销售这两个环节不是由同一家种子企业所完

成，两个不同企业的不同部门也可通过云端进行

数据的交流，加强了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之间的 
衔接。

2.3　种子销售部门　销售部门通过扫码获得销售

品种的质量信息，需将该批种子的销售价格和该种

子销售后的生长状况及该批种子种植地区的自然环

境情况上传云端，种子研发部门可以通过扫描二维

码获取该批种子的生长信息，得到信息回馈。销售

部门还有一个关键作用就是售后服务，其可以建立

微信公众号将消费者所需的信息如天气预警、种业

市场最新动态等发布到公众号上，这样消费者可以

通过浏览公众号而快速、简便地获取想要的信息，并

且消费者可以通过扫码方式，了解种业研发部门上

传至云端的种子信息，了解种子种植的最适宜环境

和预期产量，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种子的产量，也可以

降低种业企业售后服务的实施难度。最后由信息管

理人员将云模式管理下的种子从研发到销售的信息

数据进行精简、重组，确保信息的完整，便于企业人

员查询。

使用云技术管理模式有三大优点：一是利用

云技术强大的计算和存储能力减少了企业信息管

理人员的工作量和数据存储的压力，不需要将数据

存在硬盘里，企业内部人员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直

接从云端上获取种子产品在研发、生产和销售各环

节的关键信息，大大降低了数据存储工作的工作 
成本。

二是降低了种子数据信息的收集难度，我国种

业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行业集中度低，一袋种子产

品的生产和销售环节可能是不同的企业进行的，难

以收集到种子从研发到销售的完整数据，利用云数

据库，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查询到种子产品在产业

链条中各环节的详细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种业数据信息的识别和采集的难度。

三是加强种业企业不同环节的衔接，企业产业

链条的不同环节通过互联网和云技术与生产技术的

融合实现了生产链条上的信息共享，如种业企业研

发部门可以通过销售部门的信息回馈，得到种子预

期产量和种子现实产量的差距信息，然后结合种子

生产环境的数据信息，对品种进行改良研究，使新品

种适应最新的生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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