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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至 25 日，“创新农业经营机制，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全国农业工作现场会在四川成都举行。

作为中国农业互联网综合服务标杆企业，云农
场成为参会代表们格外关注的焦点。同时，云农场
联合佳沃向代表团做了主题为“新农业 新力量”的
专题汇报，深入细致的展示了双方在全方位布局农
业产业，努力实现农业事业梦想的宏伟战略计划、
创新模式思路及具体运作实践的措施。

云农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为何能受到
政府和资本市场的双重瞩目？

在 2014 年底，中国领先的大型投资集团——联
想控股千万美元战略投资云农场，此举也被业界人
士视为农业电商的风口来临。

今年 6 月初，云农场成功完成 A+轮逾亿元融
资，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得到了强有力的资本支
撑。其他资本也在积极布局，陆续跟进……

速度与激情

“云农场源起于一个梦想”，它是中国首家集农
资电商、农产品定制与交易、农村物流、农技服务
及农村金融等领域为一体的农业互联网高科技综合
服务商。

中国自古以来有以农治国之传统，农业是我国
国民经济的基础。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成
为“农业强国”一直是国家也是 6 亿多农民的梦
想。中央“1 号”文件连续 12 年来聚焦农业，推动
农业现代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农业发
生巨大变化，以智能化、精准化、定制化为主要
标志的农业 3.0 时代到来。随着年初两会上“互联
网＋”被纳入顶层设计，创新驱动成为各行业发
展引擎。

互联网与农业历史性地相遇，加之多重东风利
好的催化，以云农场为代表的“农业电商”应运而
生，强势崛起。云农场自定位“领跑者”角色，以

“自驱动、自燃烧”的奋斗者精神为引领，公司员工
几乎无休息日，在 1 年多的时间走完了同类公司 3 年
的路程。

云农场取得的成果可谓“一日千里”。自 2014 年
2月上线以来，云农场旗下已拥有14家子公司。截至
6 月底，云农场已有 400 余家企业的 3000 多个农资产
品在线销售，建立了 300 多个县级服务中心和 25000
多个村级服务站点，业务已覆盖山东、河南、江
苏、河北、辽宁、内蒙等十余个省区，服务土地面
积近3亿亩。

公司规模的扩大离不开农民的认可、参与。以
蒙城工作总站为例，4 月 8 日成立后短短两个月，注
册入会的蒙城县农民已多达 500多名。现在，云农场
消费用户近百万，农资在线成交量占全国在线交易
量的80%以上。

云农场的迅速发展要归功于其着眼整条农业产
业链，从根本上推动互联网和农业实现了深度融合
——不只是营销层面的电商模式，而是凭借互联网
及其他高科技对现有农业经营机制进行创新，真正
颠覆和改变传统农业思路。

整合与共赢

传统农业四大痛点是：信息不对称，农民丰产
难丰收；市场资源分配失衡，农资采购农产品销售
农民被动选择；中间渠道繁多，买农资贵卖农产品
贱，农民盈利空间狭小；行业分散，没有产业链依
托，很难实现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为摒

除这些顽疾，云农场提供了一个“互联网＋农业＋
高科技”的平台，让农民买得便宜，卖得好，轻松
种地。

成立之初，云农场首先致力于建立中国首家
农资电商垂直交易平台，农民可足不出户以低于
传 统 渠 道 15-45% 的 价 格 买 到 正 规 厂 家 的 正 品 农
资 。 接 着 ， 云 农 场 整 合 农 业 上 下 游 资 源 ， 利 用

“互联网+”串起农业现代化的链条，将信息、农
技、金融、物流等先进生产要素渗透到农业各环
节，实现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产业链
的闭环。

云农场的全产业生态圈布局模式——一体 （一
体化商城）、两翼 （村站和配肥站）、多羽 （丰收

汇、乡间货的、农技通、云农宝） ——真正打通了
农业互联网高科技服务的上下游，实现了多方共
赢。

人才与服务

云农场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农业专业人才加互联
网人才，他们分布于全国，深入田间地头，不仅对
农业的理解把握到位，而且真正接地气。这构成了
云农场服务上的团队优势。

“专家”一度让农民觉得高不可攀，遥不可及，
但是通过云农场建立的移动互联农技服务平台——
农技通，农民可与种植业全
领域的农技师专业服务团队
即时在线交流互动，通过发
送语音、上传图片和文字的
方式，获取所需的指导信息
和问题解决方案。

除了“农技通”，云农场
的县级服务中心与村级服务
站是线下的服务实体，完善
着云农场的农技咨询体系。

“为天下农民服务”是云农
场一直践行的宗旨。

在“测土配肥”上，云
农场首创“测土到田、配肥
到 站 、 配 送 到 点 、 按 需 推
广”的流水线新模式，从网
络到田间进行保姆式服务。
指导农户科学种田，大大提
高了农业的投产比。

在 农 业 3.0 时 代 ，“ 互
联 网 ” 与 农 业 现 代 化 紧 密
连 接 ， 将 信 息 化 渗 透 到 农
业 生 产 、 农 产 品 销 售 、 农
村综合信息服务等各环节。

高产出如何带来高收益？云农场为农户提供了
市场营销的定制化服务。云农场在全国各地设立
测土配肥站，以肥料的个性化定制为入口，继而
实现农资的个性化定制，开启中国农业生产资料
定制之先河，并为安全农产品定制积累大数据。
通过“丰收汇”这个平台，实现需求方和供应方
的直接对接。

以蒙城县为例，农户多以种植玉米为主。通过
“丰收汇”平台，他们可以在网上发布农产品价格
信息，直接销售农产品。同时，商家也可以在“丰
收汇”平台上发布采购信息，实现供需关系对等，
解决农产品市场信息流通不畅问题，让农产品卖出
合理价格，增进农民富裕。

在我们的文化印象里，农民
是“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的 穷 苦 和 弱 势 ， 是 “ 足 蒸 暑 土
气 ， 背 灼 炎 天 光 ” 的 勤 劳 与 辛
酸。时移世易，对于农民，现在
是最好的时代。

从政策上看，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
条例》 废止，中国的农业税就此
退出历史舞台。在此之前，为了
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护和提
高粮食生产能力，国家对种粮农
民已经开始实行直接补贴。这些
措施在后来不断得到巩固、完善
和强化。在此基础上，为保农民
增收，国家还提高部分粮食作物

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业农村投
入，强化农村社会化服务……为
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
值 ， 在 继 “ 工 业 反 哺 农 业 ” 之
后，政府又提出了“推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农业、农民
得到了国家、整个社会以及其他
行业持续的关注与支持。

在 农 业 3.0 时 代 ，“ 互 联 网 ”
与“农业”的碰撞，提供给农民
更好的服务。中国最大的农业互
联 网 高 科 技 综 合 服 务 商 “ 云 农
场 ” 提 出 了 “ 轻 松 种 地 ” 的 概
念。以云农场为例，得益于互联
网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和全产业生
态 圈 的 布 局 ， 这 种 服 务 是 全 方

位、保姆式、立体化的。
“农资汇”提供了一个“农资

厂家到农户”的交易渠道。简化
了 中 间 的 流 通 环 节 ， 农 户 不 仅

“买得便宜”，而且“用得放心”，
还节省了路途奔波、搬运卸货的
时间、人力。

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滞后性
经常让农民“丰产也难丰收”。难
以获知市场的需求信息，农民在
被动中经常遭受经济损失。云农
场提供的“丰收汇”使农场主直
接对接采购商，使农产品实现从
零散的无序生产到有计划的个性
化定制，从失控失信的供应到可
期可信的农产品预定，农户大可

不必再为销路发愁。
从 农 技 上 看 ， 借 助 “ 农 技

通”，种植业全领域的 80 万农技师
专业服务团队即时答疑支招，为
农民提供解决方案。此外，还可
以得到实体站点的保姆式服务，
专业人士为农户“测土到田、配
肥到站、配送到户、指导到地”，
实现肥料定制化，还能不断提高
土壤质量。

农业 3.0 时代的农民不应该再
留给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
辛记忆。云农场提出，要让种植轻
松化，让农民更体面。幸而科技的
进步让这种诉求得以实现，这个时
代的农民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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