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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发展现状、问题、趋势与对策

刘　忠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094)

摘　要: 回顾了国内外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产生和发展历史, 阐述了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在国内外的发展应用现状, 并总结

了中国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 在总结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 预测了中国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发展的方向

和趋势, 以及应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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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信息和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和成熟, 其在农业领域

呈现出全方位立体应用的特点。从应用的行业来看, 信

息技术广泛应用于种植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农副产

品加工业以及农产品贸易等行业; 从应用的目的来看,

信息技术可用来进行农业资源调查、评价、规划和管理,

农业灾害的预报、监测与评估, 农作物长势监测与估产,

农业环境污染监测与评价, 农业生产管理与技术咨询服

务等[ 1 ]; 从应用的形式来看, 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以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计算机软件系统的形式存在,

如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农业决策支持系统、农业专家系

统、农业模拟模型系统等。

其中的农业管理信息系统, 是一种侧重于农业生

产、管理、科研信息的收集、整理、分类、检索和输出的信

息系统, 既可以作为独立的系统服务于农业生产、管理

和科研, 也可以作为农业决策支持系统、农业专家系统

和农业模拟模型系统的基础信息管理平台。农业管理信

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是农业信息化技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在农业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中

的较低层次应用, 同时也是农业信息化技术的基础工作

之一。本文拟对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进行一些讨

论。

1　管理信息系统的特点

管理信息系统 (M anagem en t Info rm at ion System ,

M IS)是一个由人、计算机等组成的能进行信息收集、传

递、存储、加工、维护和使用的系统, 在数据支持下可以

进行事务处理、信息服务和辅助管理决策。

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覆盖两大范畴: 系统责任与问

题域。系统责任实现管理信息系统的通用功能, 一般包

括数据采集、数据维护、数据输出和安全功能等。问题域

是管理信息系统面向特定领域的业务规则, 由其产生的

业务处理功能是管理信息系统的核心功能。

2　国内外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和应用现

状

2. 1　国外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概况

农业管理信息系统技术最早应用于农业是美国开

发的棉花生产管理信息系统, 作为棉田管理决策的工

具, 1987 年该系统在美国 6 个州的 1 250 hm 2 棉田应

用[ 2 ]。

到1985 年, 美国已有8% 的农场主使用计算机处理

农场事务, 一些大型农场已经实现计算机化。计算机的

应用, 给美国的农场管理、科研和生产带来了高质量、高

效率和高效益[ 3 ]。

2. 1. 1　国外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应用领域

发达国家的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广泛应用于作物品

种种质资源管理、国土资源管理、农业气象资源管理、作

物生产管理、畜禽生产管理、农机管理和有害生物防治

管理等方面。在作物品种种质资源管理方面, 美国、日

本、德国及国际水稻研究中心、小麦和玉米改良中心等

都已建成较大的品种资源数据库的管理与咨询服务系

统。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建立的

北欧基因库, 利用计算机对国际作物遗传资源进行现代

化管理。美国建有全国作物品种资源信息管理系统, 可

在全国范围内向育种家提供服务, 有 60 万个植物资源

样品信息, 可用计算机和电话存取[ 3, 4 ]。

在管理国土资源的应用方面, 加拿大土地管理信息

系统、澳大利亚土壤信息库、日本土地管理信息系统、美

国明尼苏达州土壤信息管理系统都是很好的例子。这些

系统大都把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计算机结合

起来, 建成完整的土地ö土壤信息库, 除为农业部门服务

外, 还提供建筑、矿业、交通等部门使用[ 4 ]。

在农业气象资源管理方面, 以法国农业部气象服务

局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较为完善和实用。这个系统可

以随时提供雨量直方图、温度的年变化曲线图、各种气

象要素当年值和多年平均值比较等资料[ 4 ]。

在作物生产管理方面, 美国的许多农场利用农场管

理信息系统对大麦、燕麦、紫花苜蓿、莴苣、谷物和大豆

等作物的生产和销售进行管理。目前, 计算机化的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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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管理系统, 已不断完善最终成为专家应用系统。

迄今, 美国已开发成功大豆病害诊断 (P2LAN T öds)、预

测玉米螟危害 (PLA SN T öcd)、苹果虫害与果园管理

(PONN E)、农业技术资源保护 (EXTRA )等系统[ 4- 6 ]。

在畜禽生产管理方面, 美国的许多畜牧农场利用管

理信息系统对奶牛、猪等饲养动物的生产和销售进行管

理。由于采用了管理信息系统, 提高了牛奶和蛋白质的

产量, 提高了经营效益[ 4, 5, 7, 8 ]。

在农机管理方面, 美国用计算机帮助选用适当的农

机型号和规格, 降低使用成本, 确定更新设备的时机[ 3 ]。

在有害生物防治管理方面, 德国联邦农业教育研究

所研究开发的小麦除草H EBY 系统和小麦蚜虫防治系

统 LAU RA ; B. H au 开发的害虫管理数据库系统;

J. L ip in sk i开发的农药残留数据库 IN T ER PR ET;

G. T eubner开发的植物保护剂数据库和E. M o ll 开发的

苹果害虫管理数据库等, 将病虫害的生物学特征、发生

与危害、防治方法以及农药等信息科学有序地管理起

来, 方便查询, 并可辅助农民进行防治决策[ 9 ]。

2. 1. 2　国外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的网络化服务

与计算机网络相结合, 进行信息咨询服务是国外农

业管理信息系统应用的显著特点。近十年来, 欧美国家

已能远程直接存取大型数据库中的信息和共享主机系

统的软件资源。美国刚布拉斯加大学 1975 年创办了

A GN ET 农业计算机网络, 内容包括农牧业生产技术咨

询、教育研究以及美国农业部关于农产品市场的信息

等, 遍及美国46 个州, 加拿大6 个省和其他7 个国家。用

户通过家中电话、电视或微型计算机, 附加一个专门装

置便可接通主机获得A GN ET 的数据和软件资源[ 4 ]。

法国农业部植物保护总局将全国划分为 20 个区,

形成计算机数据传输网络, 收集 44 个地点的生态和气

象数据, 经过数据处理和信息分析后, 提供病虫预测预

报、农药残毒预测预报、农药评价, 向用户提供实时咨询

服务[ 4 ]。

日本计算机普及率很高, 农民家中几乎都配有计算

机并可通过电话线上网。现代农户需要广泛快速地与外

界联络, 管理各种事务。而农协也需要与各农户交互信

息, 以便更好地从宏观上进行管理。通过CA PTA IN 网

络系统把家庭电话、电视与信息中心的计算机联网, 用

户可以随时获得所需信息[ 10, 4 ]。

德国的农业信息服务主要通过计算机网络来实施。

一是各州植保局开发和运营的电子数据管理系统

(EDV ) , 配备植保局开发的植保服务软件和病虫测报

数据库, 用户通过电话线与EDV 系统联机可随时获得

作物病虫发生情况、病虫预报警报、防治方法和技术、以

及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信息等。二是邮电系统开发的电视

屏幕文本显示服务系统 (BTX ) , 用户将BTX 主机与电

视、电话连接, 即可获得农业信息服务和农作物病虫测

报信息服务[ 4, 9 ]。

2. 2　中国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的现状

中国的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研究与开发始于 80 年代

中期。1990 年成功开发了棉花生产管理模拟系统, 有效

地将播种期、种植密度、施肥量、化学调控等生产环节结

合起来, 提供棉花高产优质栽培的优化方案[ 2 ]。近年来,

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在许多领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2. 2. 1　中国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的类型

中国农业信息系统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以处理生产单位业务为主的事务处理型的管

理信息系统; 第二种是以提供信息服务为主的信息资源

管理型的管理信息系统; 第三种是以管理辅助决策为主

的管理决策性的管理信息系统, 目前该种类型的系统已

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决策支持系统 (D ecision2M ak2
ing Suppo rt System ,D SS)。通常, 这三种类型并不是互

相排斥的, 大多数系统都是这三种类型系统的集成, 只

是各有侧重。

以事务处理为主的管理信息系统, 侧重于生产单位

日常事务的信息化, 即以信息化的手段来管理生产中需

要处理的各种信息资源, 以达到对信息的快捷、规范和

共享化管理, 提升管理效率。以事务处理为主的管理信

息系统广泛应用于涉农的各个行业中。

以信息资源管理为主的管理信息系统, 侧重于信息

资源咨询服务, 即以收集、整理和规范大量数据为前提,

以提供信息资源查询为目的的一种系统, 有些用于生产

实践, 为生产决策提供依据; 有的用于科学研究, 作为科

学研究的基础材料, 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手段和基础。

2. 2. 2　中国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建立的目的

其一, 为农业管理机构、生产单位或科研机构的日

常管理提供信息化手段。日常工作中产生的大量管理信

息、生产信息、科学研究信息通过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管

理, 有利于信息的快速收集、整理、加工、输出和共享, 提

高工作效率。

其二, 为信息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信息化手段。在

各种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中会产生大量的历史数据, 这

些历史数据以文字、数字、图像、图表和声音等形式存

在。它们是管理、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宝贵财富, 传统的数

据管理手段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于历史数据快速查询

的需求, 通过管理信息系统, 可以实现对海量历史数据

的合理组织、存储以及形式多样的查询和输出, 有利于

对历史数据的合理开发利用。

其三, 为管理、生产和科学研究提供辅助决策支持。

农业管理信息系统本身具有对数据的加工能力, 这些经

过加工的数据, 通过一定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 就成

为对人们决策有导向作用的有用信息。另外, 农业管理

信息系统也是农业决策支持系统和农业专家系统的基

础, 为农业信息化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数据管理基础。

2. 2. 3　中国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在不同领域的应用现状

1) 品种种质资源管理

南京农业大学建立了基于网络的杂草标本管理信

息系统[ 11 ]; 林春华等开发了蔬菜种质资源图文系统, 可

以管理 81 种蔬菜的 1500 多份种质信息, 进行多项性状

检索查询和分类统计[ 12 ]; 彭金莲等人开发了基于o racle

数据库的橡胶种质资源信息系统, 为查询橡胶种质的特

性, 拓宽优异资源和遗传基因的使用范围, 培育速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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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抗逆性强的新品种提供了新的手段[ 13 ]; 奚余银等人

在收集、整理了万余份玉米品种资源数据和育种专家经

验的基础上, 通过主要性状、遗传规律等数据的分析, 建

成 8667 份玉米品种数据库, 并开发出检索专家咨询系

统[ 14 ]。

2) 土壤ö土地资源管理

土壤信息系统 (S IS)是在计算机软硬件支持下将土

壤及相关数据按照统一的地理坐标, 以一定的编码和格

式采集、存贮、操纵、修改、分析和综合应用的技术系统。

建立土壤信息系统的主要目的是在计算机等现代手段

支持下, 快速、精确、综合地对土壤调查和土壤研究的数

据进行管理, 按不同的专业需要进行解释和评价, 使土

壤信息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由南京土壤研究所与华南

热带农业大学联合研制的海南省 so rter 数据库是中国

较早出现的土壤信息系统[ 15 ]。

黄魏等人开发了贺胜桥镇土壤肥料信息系统, 建立

了土壤属性数据库、行政编码数据库和配方施肥参数库

3 个数据库, 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 5 个应用模块[ 16 ]; 吴

顺辉等人集成广东省土壤普查资料、地形学等资料, 以

及相关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文献资料, 开发了广东省土

壤资源信息系统, 并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模块。可以为广

东省土壤资源与土地资源的类型统计、质量评价、适宜

性评价、潜力评价、利用规划、经营管理、土壤科学研究

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提供决策基础信息[ 17 ]; 吴谷丰

等人开发了区域红壤资源信息系统, 集成了各类专题图

件、统计报表、遥感影像、实地调查资料、文献资料等, 可

以进行数据的管理和维护, 并能在数据库的支持下进行

多种应用分析[ 18 ]; 史舟等开发了红壤资源信息系统, 将

不同比例尺的红壤资源信息系统集成在一起, 可逐层进

行空间查询检索和数据统一维护, 实现分级管理[ 19 ]。

3) 气象ö农情数据管理

张顺谦等人开发了气象信息农业应用业务服务系

统, 提供信息查询、统计分析、图表制作、产品分发等服

务, 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 20 ]。

4) 有害生物防治管理

唐乐尘等研制开发了园林植物病虫害信息管理系

统, 涵盖了生产上所需要的植物病虫害防治信息, 可以

直接应用于指导园林植物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21 ]; 陈乃

中等开发了计算机昆虫检索系统, 将昆虫检索表转化为

计算机昆虫检索表[ 22 ]; 王之岭等开发了植检害虫图文

信息及鉴定辅助系统, 提供了检索查询, 图像管理, 信息

维护功能, 可快速为检疫人员提供资料依据, 并为检疫

决策提供参考[ 23 ]。

5) 农资企业业务管理

在种植业行业里, 面向种子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

立足种子行业的经营规模和发展目标, 针对经营, 库存,

销售, 咨询等环节, 提供进货, 发货, 销售, 结算管理, 能

进行利润分析, 打印各种营业报表, 催款单, 出入库单以

及促销咨询等[ 24 ]。

6) 畜禽生产管理

农业部畜牧兽医总站开发了“全国种公牛站管理信

息系统”, 实现了全国各公牛站信息采集、数据传递、信

息汇总和查询计算机管理[ 25 ]; 陆昌华等人开发了蛋鸡

规模化养殖场生产管理系统, 可以对生产统计、生产计

划、饲料库存管理、优化饲料配方、免疫接种备忘等进行

管理[ 26 ]; 张秀虹等开发了网络化兽药饲料监督检验数

据库管理系统, 建立了兽药、饲料等的国家标准数据库、

样品数据库和检验结果等数据库, 并开发了相应的管理

模块[ 27 ]; 罗俊峰等人开发了肉羊生产日常管理系统, 可

以对肉羊的个体状况、繁殖信息、生产信息和经营情况

等进行集中管理, 为羊场管理决策和疾病诊断提供数据

支持[ 28 ]。

7) 渔业水产管理

张小栓等开发了观赏鱼市场信息系统, 可以通过互

联网查询到品种信息、生产资料信息、政策信息、供需信

息和价格信息, 有助于观赏鱼市场信息化程度的提

高[ 29 ]; 李道亮等开发了智能化水产养殖信息系统, 可以

提供水产养殖、网上专家、渔业环保、市场商情等信

息[ 30 ]。

8) 农业机械化管理

农业部农机化管理司建立了农业机械化管理信息

系统, 实现了农业部农机化管理司与各地农机管理部门

和有关单位的信息联络, 实现了数据的共享, 可以经济、

有效、及时地提供高质量的信息, 为各级政府调控市场

和农村经济宏观决策服务[ 31 ]。

9) 水利灌溉管理

云南农业大学等开发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灌区

用水管理系统, 并应用于云贵高原乌蒙山南端灌区的管

理决策[ 32 ]; 魏晓妹等以陕西省宝鸡峡灌区为基地, 开发

了灌区地下水动态数据库管理系统[ 33 ]。

2. 2. 4　中国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的技术现状

1) 系统分析技术

系统分析主要是要明确系统的目标, 分析所开发系

统的用户、功能及性能 (如并发行、可靠性、稳定性要求

的)。目前, 中国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地分析方法主要是采

用结构化系统开发中的分析手段。采用自顶向下, 逐步

精化的方法来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2) 系统设计技术

目前, 中国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方法主要是采

用结构化系统开发中的设计手段。采用自顶向下, 逐步

精化的方法来设计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以数据库为核心来设计系统, 用实体- 关系模型

(E- R 模型)来构建代表现实世界数据关系的模型。小

型的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多采用原型法进行设计和开发,

根据要求先简单开发出一个系统的雏形, 把它作为原

型, 然后在领域专家和开发人员的不断交互下, 对原型

进行不断的修改, 最后达到系统的要求。

3) 系统开发技术

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人机交互界面和事务流程以面

向对象的开发方法为主流开发手段, 大多数采用可视化

的快速开发工具。可以快速地进行人机交互界面的构

建, 比传统语言效率高出许多。目前较多采用的开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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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visua l basic、visua l c+ + 、delph i、pow er bu ilder 以

及 java 等工具和语言。每种方法各有千秋。

4) 系统布局类型

目前中国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的结构布局以单机和

客户机ö服务器体系 (CöS) 为主, 随着网络技术和 in ter2
net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CöS、B öS 结构及三层和多

层结构的网络化农业管理信息系统逐渐开始成为主流。

5) 系统开发中的数据库技术

数据库系统是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目前中国的农

业管理信息系统绝大多数采用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作为整个系统数据管理的工具。目前较多采用的有:

access、m s sql server、visua l foxp rop、m ysql 等。这些可

根据系统规模的不同进行适当的选择。在一般的桌面农

业管理信息系统中, 比较常用 access 和visua l foxp ro 作

为数据库管理系统。而在网络化的管理信息系统中, 比

较常用m s sql server、m ysql 等系统。如果系统比较庞

大, 则采用o racle、sybase 等传统的大型数据库管理系

统。

6) 系统开发中的地理信息系统 (G IS)技术

G IS 是综合处理和分析空间数据的计算机系统。它

基本上已经成为土地ö土壤信息系统的核心技术。目前

中国农业管理信息系统中常用的地理信息系统有:

A rcG IS、GENAM A P 和M ap Info 等。地理信息系统技

术大量应用于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的空间数据和属性数

据的收集、分类、存储、分析和信息输出[ 34, 35 ]。

3　中国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

3. 1　缺乏行之有效的标准, 导致系统重复开发, 利用率

不高

管理的标准, 数据的标准, 编码的标准, 名称的标

准, 分类的标准等是管理信息系统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的必要条件, 标准的缺乏导致交流的困难和兼容性的降

低, 滋生出大量的重复开发问题, 而且重复开发的系统

经常性的处于修修补补的完善过程中。

3. 2　片面追求大而全, 不切合实际的期望值

许多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片面追求系统的大而全, 在

实际开发过程或应用中, 缺乏必要的数据支持, 最后开

发出来的系统仅仅是一个空荡荡的缺乏内容的框架, 没

有太大的适用性。

还有就是对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功效期望值过高,

在基础数据建设跟不上的情况下, 期望通过农业管理信

息系统能发挥神奇功能, 帮助甚至代替决策者进行决

策。实际上当前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还应着眼于信

息资源管理过程本身的信息化, 着眼于信息流的有序、

畅通和快捷。只有在大量有用数据的支持下才能开展计

算机辅助管理决策。

3. 3　重硬件轻软件, 重开发轻维护, 重结果轻过程

在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研究和开发的过程中, 有时会

出现把硬件设备的先进性甚至是超前性当作是信息系

统建设的头等大事, 而忽视软件开发的重要性的情况。

导致先进设备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有的系统忽视后期的维护, 使系统不能及时更新和

发展, 导致最终弃置不用。

开发过程中缺乏规范。包括开发团队的规范、开发

文档的规范。过程的不规范对于以后的维护和升级产生

障碍。

3. 4　队伍建设滞后

中国目前缺乏的是既懂农业专业知识又懂信息和

计算技术的人员, 因此在开发的过程中, 开发人员和专

业技术人员脱节比较严重, 同时也为后续的发展和维护

埋下了隐患。

4　中国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发展方向和趋势

4. 1　系统架构将向网络化方向发展

随着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 网络在农业管理信息

系统的应用必将大大提升。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的规模和

适用范围必将不断扩大, 传统的桌面型农业管理信息系

统将向网络化的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发展, B öS、CöS、多

层结构等形式的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将成为主流。

4. 2　系统应用将向决策支持化方向发展

管理信息系统将与模型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更多

地结合。由传统的提供一般业务管理和信息服务向智能

化决策支持方向发展。

4. 3　开发方法向面向对象的分析、设计和开发方向发

展

面向对象的分析、设计和开发是近年来国内外新兴

的方法, 具有贴近人类的自然思维, 善于分析复杂系统,

利于软件复用等优点, 目前正逐渐成为管理信息系统开

发的主流方法。

4. 4　信息规模向海量数据处理方向发展

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计算机应用的不断深入,

管理信息系统所管理的数据量越来越大, 传统的数据库

技术已经不能适应海量数据的管理。因此, 数据库技术

与数据仓库技术相结合, 用于管理信息系统是今后农业

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方向。数据仓库技术除了海量数据

的管理之外, 还可以进行数据挖掘支持, 将会大大扩展

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

4. 5　技术体系向与更多的新技术集成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许多新的技术在农业管理信息系统中得到

越来越多的应用, 有些已经成为某些领域管理信息系统

的必要组成部分。

全球定位系统 (Global Po sit ion System )、地理信息

系统 (Geo logy Info rm at ion System ) 和遥感 (R em o te

Sen sing) 技术是近几年来广泛应用于农业管理信息系

统的技术。由于农业生产和科研本身与自然资源, 地理

空间和时间有着极强的联系, 因此这些技术正逐步成为

农业某些领域研究和利用的必要工具手段和方法。其中

的地理信息系统已经成为土地ö土壤管理信息系统的不

可或缺的部分。

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也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

新技术, 由于农业的复杂性, 人们还不可能对农业各个

领域的规律做出详尽的阐述。但农业的产前、产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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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资源、经济、生产等之间有着某些联系, 利用数据仓

库和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它们之间的

联系, 为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决策提供更加科学的依

据。

多媒体技术是将多种媒体手段集成来展现信息的

一种技术手段, 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将越来越多地借助于

多媒体技术的特性, 在信息资源管理、事务处理和决策

支持中尽可能多地做到信息的可视化, 从而提高信息的

表达能力。

5　中国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对策

5. 1　加强农业信息技术学科建设, 培养农业信息化高

级人才

当前, 有些农科院校开设了农业信息技术相关专

业, 农业管理信息系统作为其中的教学内容, 可培养既

懂农业又精通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专门人才。在学科建

设上, 应增加农业信息学科硕士点、博士点, 加大力度,

培养从学士、硕士到博士各个层次从事农业信息化研究

的专门人才。同时, 在传统农科专业中, 逐渐普及农业信

息技术课程, 使大多数学生能够掌握农业信息技术的基

本手段和方法。

5. 2　加强基础资源建设, 开展农业信息化服务

一是加大农业信息基础硬件设施的建设, 使得农业

管理信息系统能尽快以信息网络为载体, 开展农业信息

服务。

二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中国在农业数据库建设方

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 继续巩固、

完善和发展农业基础数据库, 为农业管理信息系统乃至

农业决策支持系统和农业专家系统的发展奠定基础。

5. 3　完善标准规范建设

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领域专家, 制定农业信息化标

准规范, 以便尽可能地实现信息的共享和交流, 减少重

复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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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estion s, trend and stra tegy of managem en t information
system for agr iculture in Ch ina

L iu Zhong

(Colleg e of R esou rces and E nv ironm en t, Ch ina A g ricu ltu ra l U n iversity , B eij ing 100094, Ch ina)

Abstract: A fter review of o rig in and developm en t of m anagem en t info rm at ion system (M IS) fo r agricu ltu re a t

hom e and ab road, the sta tu s of M IS fo r agricu ltu re w as illu st ra ted, and a lo t of quest ion s in M IS fo r agricu ltu re

w ere ana lyzed. F ina lly, based on the ana lyses of sta tu s and quest ion s, the develop ing trend and direct ion of M IS

fo r agricu ltu re w ere p red icted, and som e stra teg ies w ere pu t fo rw ard.

Key words: agricu lt rue in Ch ina; m anagem en t info rm at ion system (M IS) ; developm en t sta tu s; st ra 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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