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报人：董瑞芳

北京易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数字农业的“增寿”
与“增收”



CONTENTS

目
录

01 品质兴农的经济学逻辑

02 供需背离的市场失灵

03 数字农业的使命与探索



01 品质兴农的经济学逻辑



品质兴农的经济学逻辑：产量提升，供给曲线右移

数量

价格
供给侧：劳动效率
提升，产量提高；
或进口量提高。

消费侧：购买量略微增加，
但产品不易存储，或存储
成本过高，价格大幅下降。



品质兴农的经济学逻辑：质量提升，需求曲线右移

数量

价格

供给侧：产品不光多卖了一些，价格
还提高了很多！

消费侧：质量提升。同等价格愿意多买，
或者出价更高，也就是消费升级。



02 供需背离的市场失灵



0.2元在市场端：

● 以某大中型生鲜门店单店为例，日生鲜销售

1.5万元，年均营业额约500万元。年农残

抽检不合格平均5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可判罚10万-

20万元，全年可判罚50万-100万元。罚款

成本约占销售额10%以上。以蔬菜中位价格

2元/斤计，罚款成本高于0.2元/斤。

● 2022年全国人均收入3.69万元，人均消费

性支出2.45万元，人均日消费支出67.12元。

2022年人均蔬菜消费1100g（2.2斤），如

果蔬菜价格上涨0.2元/斤，日消费支出上

涨0.44元。几乎微不足道。

供需背离的市场失灵：2毛钱的消费升级

0.2元在生产端：

● 以甘蓝亩产5000斤为例，每斤上涨0.2元，每

亩折合1000元。以无人机打药8元/亩，可使

用125架次。以杜邦康宽+安邦吡蚜酮约单次

50元成本计算，可用药20次。以黄板0.8元每

张计算，可采购1250张。以苦参碱、除虫菊

素等农药约单次80元成本计算，可用药12次

以上。

● 以张家口地区家庭农场种植甘蓝100亩计算，

每斤上涨0.2元，每茬折合增收10万元，两茬

6个月可增收20万元，每月3.3333万元，可单

独雇工8人。

现实中
无法传导



● 农残合格率：98%

● 对于消费者，远远不

够，甚至还会恐慌。

供需背离的市场失灵：98%合格率背后的品牌化无奈

● 保险公司按照10倍赔偿标准，2%

出险率意味着每批次保费要求不

低于货值20%。考虑到道德风险

与逆向选择，保费会超过50%。

无法投保。

● 明星代言，几乎不可能。

● 企业宣传。考虑到逆向选择，几

乎不可能大量投入。

● 同类对比。食品行业没有2%事故

率还能存活的先例。

信任突围、
品牌化战略
基本无解



03 数字农业的使命与探索



● 农业企业管理八字宪法：

● 信（基于GIS的园区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 技（基于作物模型的作物规程系统）

● 残（农残管理与预警系统）

● 销（成熟预测与订单管理系统）

● 人（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轨迹管理系统）

● 财（地块成本核算系统，技术员绩效考核

系统）

● 物（农资出入库系统）

● 机（基于北斗的农机作业轨迹管理系统）

数字农业的历史使命：让规模化经营的企业活下去

● 农业物联网设备四化：

● 环控本土化（对中国传统日光温室做持续

科技赋能：自动棉被控制、自动压风口、

基于大数据的云端托管、设备工业设计）

● 配肥施肥轮灌一体化（基于单质肥的自动

配肥、分地块变量施肥、EC微肥管理、田

间电动阀智能编组）

● 传感器数据的标准化（土壤墒情、有效积

温）

● 高光谱应用简单化（从NDVI到变量施肥，

从叶绿素荧光到需肥预测）



● 科技担当

● 便宜实用的日光温室智能控制设备

● 简易水肥一体机

● 服务担当

● 智能语音信息采集

● 云农场产销对接

● 责任担当

● 第三方植保

● 第三方全程监管

● 第三方农残赔偿责任

数字农业的历史使命：让广大农户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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