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信息化论文开题报告(大全5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
的报告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
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农业信息化论文开题报告篇一

在研究生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学位论文质量的高低是衡量研
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而论文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论文开题报告做的细致程度。

一、论文开题报告的意义

硕士论文开题报告是研究生在完成文献调研后写成的关于学
位论文选题与如何实施的论述性报告。论文开题报告既是文
献调研的聚焦点，又是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展开的散射点，对
研究工作起到定位作用。

写论文开题报告的目的，是要请老师及专家们帮忙判断一下
所研究的选题有没有价值，研究方法是否奏效，论证逻辑有
没有明显缺陷。因此论文开题报告就要围绕研究的主要内容，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或阐述的主要观点)，研究步骤、方法及
措施为主要内容。

二、如何写论文开题报告

(一)论文开题报告的前提--选择适当课题

硕士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是选题不合适。
有的提出的问题太过“平庸”,有的选题范围太大，研究内容
太多、太宽泛，提出的'问题不切合硕士生的实际，实践操作
起来难度较大。因此应重新确定研究内容，注重项目的可操



作性。

需要在日常学习、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分析以往的研究者大
体是从哪些视角来分析和研究问题，运用了哪些理论工具和
方法，从而选择具有学术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问题。

(二)做好文献综述，为论文开题报告打好基础

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的普遍问题是对文献的研读不够，对研
究背景的了解不够深入，对研究方向上国内外的具体进展情
况了解不够全面、详细，资料引用的针对性、可比性不强。
有很多学生没有完全搞清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的区别，
他们的论文开题报告有很多仅仅是对前人工作的叙述，而对
自己的工作介绍甚少。

文献综述的基本内容包括：国内外现状;研究方向;进展情况;
存在问题;参考依据。这是对以往相关研究的整理。同时，文
献综述还是评论性的，因此要带着作者本人批判的眼光来归
纳和评论文献，而不仅仅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堆砌”.

要想写好论文开题报告，必须认真研读文献，对所研究的课
题有个初步的了解，知道别人都做了哪些工作，哪些方面可
以作为自己研究的切入点，因此，文献调研的深入和全面程
度，会相当程度地影响论文开题报告的质量，是学生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的客观基础。

(三)论文开题报告的格式及写作技巧

1.论文开题报告格式

一个清晰的选题，往往已经隐含着论文的基本结论。对现有
文献的缺点的评论，也基本暗含着改进的方向。论文开题报
告就是要把这些暗含的结论、论证结论的逻辑推理，清楚地
展现出来。论文开题报告的写作步骤：课题选择-课题综述-



论题选择-论文开题报告。论文开题报告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
选题的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阐述的主要
观点);研究(工作)步骤、方法及措施;毕业论文(设计)提纲;
主要参考文献。论文开题报告的一般内容包括：

(1)课题来源、开题依据和背景情况，课题研究目的以及理论
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2)文献综述。在阅读规定文献量(不少于50篇，其中外文文
献占40%以上)的基础上，着重阐述该研究课题国内外的研究
现状及发展动态，同时介绍查阅文献的范围以及查阅方式、
手段。

(3)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学术构思、研究方法、关键技术、技
术路线、实施方案、可行性分析、研究中可能遇到的难点、
解决的方法和措施以及预期目标。

(4)拟采用的实验手段，所需科研和实验条件，估计课题工作
量和所需经费，研究工作进度计划。

2.论文开题报告的写作技巧

(1)提出问题注意“层次”

在选题时要坚持先进性、科学性、实用性及可行性的原则。
在提出问题时，要以“内行”看得懂的术语和明确的逻辑来
表述。选题来源包括：1、与自己实际工作或科研工作相关的、
较为熟悉的问题;2、自己从事的专业某问题发展迅速，需要
综合评价;3、从掌握的大量文献中选择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
新技术或新动向的题目。

所选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从某一个侧面
入手，容易深入。



(2)瞄准主流文献，随时整理

文献资料是撰写好学术论文的基础，文献越多，就越好写，
选择文献时应选择本学科的核心期刊、经典着作等，要注意
所选文献的代表性、可靠性及科学性;选择文献应先看近期
的(近3~5年)，后看远期的，广泛阅读资料，有必要时还应找
到有关文献所引用的原文阅读，在阅读时，注意做好读书卡
片或读书笔记。

整理资料时，要注意按照问题来组织文献资料，写文献综述
时不是将看过的资料都罗列和陈述出来，而是要按照一定的
思路将其提炼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好的文献综述，也
才能写出好的论文开题报告，进而为写出好的论文打下基础。

农业信息化论文开题报告篇二

(一)论文开题报告的前提--选择适当课题

硕士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是选题不合适。
有的提出的问题太过“平庸”,有的选题范围太大，研究内容
太多、太宽泛，提出的问题不切合硕士生的实际，实践操作
起来难度较大。因此应重新确定研究内容，注重项目的可操
作性。

需要在日常学习、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分析以往的研究者大
体是从哪些视角来分析和研究问题，运用了哪些理论工具和
方法，从而选择具有学术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问题。

(二)做好文献综述，为论文开题报告打好基础

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的普遍问题是对文献的研读不够，对研
究背景的了解不够深入，对研究方向上国内外的具体进展情
况了解不够全面、详细，资料引用的针对性、可比性不强。
有很多学生没有完全搞清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的区别，



他们的论文开题报告有很多仅仅是对前人工作的叙述，而对
自己的工作介绍甚少。

文献综述的基本内容包括：国内外现状;研究方向;进展情况;
存在问题;参考依据。这是对以往相关研究的整理。同时，文
献综述还是评论性的，因此要带着作者本人批判的眼光来归
纳和评论文献，而不仅仅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堆砌”.

要想写好论文开题报告，必须认真研读文献，对所研究的课
题有个初步的了解，知道别人都做了哪些工作，哪些方面可
以作为自己研究的`切入点，因此，文献调研的深入和全面程
度，会相当程度地影响论文开题报告的质量，是学生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的客观基础。

(三)论文开题报告的格式及写作技巧

1.论文开题报告格式

一个清晰的选题，往往已经隐含着论文的基本结论。对现有
文献的缺点的评论，也基本暗含着改进的方向。论文开题报
告就是要把这些暗含的结论、论证结论的逻辑推理，清楚地
展现出来。论文开题报告的写作步骤：课题选择-课题综述-
论题选择-论文开题报告。论文开题报告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
选题的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阐述的主要
观点);研究(工作)步骤、方法及措施;毕业论文(设计)提纲;
主要参考文献。论文开题报告的一般内容包括：

(1)课题来源、开题依据和背景情况，课题研究目的以及理论
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2)文献综述。在阅读规定文献量(不少于50篇，其中外文文
献占40%以上)的基础上，着重阐述该研究课题国内外的研究
现状及发展动态，同时介绍查阅文献的范围以及查阅方式、
手段。



(3)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学术构思、研究方法、关键技术、技
术路线、实施方案、可行性分析、研究中可能遇到的难点、
解决的方法和措施以及预期目标。

(4)拟采用的实验手段，所需科研和实验条件，估计课题工作
量和所需经费，研究工作进度计划。

2.论文开题报告的写作技巧

(1)提出问题注意“层次”

在选题时要坚持先进性、科学性、实用性及可行性的原则。
在提出问题时，要以“内行”看得懂的术语和明确的逻辑来
表述。选题来源包括：1、与自己实际工作或科研工作相关的、
较为熟悉的问题;2、自己从事的专业某问题发展迅速，需要
综合评价;3、从掌握的大量文献中选择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
新技术或新动向的题目。

所选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从某一个侧面
入手，容易深入。

(2)瞄准主流文献，随时整理

文献资料是撰写好学术论文的基础，文献越多，就越好写，
选择文献时应选择本学科的核心期刊、经典着作等，要注意
所选文献的代表性、可靠性及科学性;选择文献应先看近期
的(近3~5年)，后看远期的，广泛阅读资料，有必要时还应找
到有关文献所引用的原文阅读，在阅读时，注意做好读书卡
片或读书笔记。

整理资料时，要注意按照问题来组织文献资料，写文献综述
时不是将看过的资料都罗列和陈述出来，而是要按照一定的
思路将其提炼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好的文献综述，也
才能写出好的论文开题报告，进而为写出好的论文打下基础。



农业信息化论文开题报告篇三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三、阅读的主要参考文献及资料名称

四、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与研究的主攻方向

五、主要研究内容、需重点研究的关键问题及解决思路

六、完成毕业设计所必须具备的工作条件(如工具书、计算机
辅助设计、某类

市场调研、实验设备和实验环境条件等)及解决的办法

七、工作的主要阶段、进度与时间安排

八、指导教师审查意见

注1：格式要求：

(1)题目名称：要求与毕业设计题目名称一致，小二号，黑体
加粗，居中，段前后各空一行。

(2)学生、指导教师和教学单位署名：学生、指导教师及所在
单位(院系或工作单位)在题目下隔一行，居中，格式：学生：
×××，×××学院(系)，另起一行居中，格式：指导教师：
×××，工作单位，署名采用小四号仿宋体。

(3)开题报告正文，撰写格式按毕业论文(设计)正文的排版格
式规范要求。(见附件)

附件：

毕业论文(设计)的排版格式规范



1.原则上毕业论文(设计)均按以下要求排版、打印。

2.版面尺寸：a4(21.0×29.7厘米);版芯位置(正文位置)：上边
界3.5厘米、下边界3.0厘米、左边界3.0厘米、右边界2.5厘
米、装订线位置定义为0厘米。

3.页眉与页码：页眉从第1页开始设置，距边界2.8厘米，采
用五号宋体居中，奇数页页眉为论文的一级标题文字，偶数
页页眉为论文的题目;页码采用页脚方式设定，采用五号宋体、
用“第×页(共×页)”的格式，处于页面下方、居中、距下
边界2.2厘米的位置。

4.目录：“目录”用小二号黑体，居中;一级标题顶格，小四
号黑体;二级标题缩进2个汉字符，小四号宋体;标题文字与页
码之间用点线，页码居右对齐。在目录中先依次列出毕业论文
(设计)任务书、文献综述或开题报告、指导教师审查意见、
评阅教师评语、答辩会议记录、中文摘要、外文摘要(页码
用i、ii、iii、??标注);然后列出正文(包含一级、二级标题)、参
考文献、致谢、附录等(页码用阿拉伯数字标注)。

5.中外文摘要：论文题目用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学生、指
导教师及所在单位(院系或工作单位)在题目下隔一行，居中，
格式：学生：×××，×××学院(系)，另起一行居中，格
式：指导教师：×××，工作单位，署名采用小四号仿宋体;
摘要内容空两个汉字符由“[摘要]”引出，用小四号宋体、
两端对齐方式排列;关键词另起一行空两个汉字符由“[关键
词]”引出。外文摘要另起一页，论文标题用小二号，其它部
分用小四号，字体用timesnewroman体、左面对齐方式排列。

三、??)标引、小二号黑体加粗、距左边正文边框两个汉字排
列;二级标题采用两边加圆括号的中文序
数(如(一)(二)(三)??)标引、三号黑体加粗距左边正文边框
两个汉字符;三级标题采用阿拉伯数字(如1.2.3.??)标引、小
四号黑体加粗距左边正文边框两个汉字符。各级标题中的英



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采用半角timesnewroman字体。各级标
题与正文前后段间距0.5行或6磅。

7.正文文本：宋体小四号、标准字间距、行间距为固定值22
磅、所有标点符号采用宋体全角、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采
用半角timesnewroman体的要求排版，每段首行缩进两个汉
字。

8.文中图、表、公式：所涉及到的全部图、表，不论计算机
绘制还是手工绘制，都应规范化，符号、代号符合国家标准。
图以文中出现先后按“图1(空两格)图名、图2(空两格)图
名……”(楷体五号加粗)随文排。表格以出现先后
按“表1(空两格)表名、表2(空两格)表名……”(黑体五号加
粗)随文排。图表中文字用宋体五号、不加粗，英文字母和阿
拉伯数字采用半角timesnewroman体。公式序号以出现先后按
“(1)、(2)、……”编排在公式行顶右。

9.参考文献：位于正文结尾后下隔2行，“参考文献”4字居
中，采用四号黑体;具体

参考文献目录按五号宋体、两端对齐的方式排列，行间距为
固定值18磅。正文中应按顺序在引用参考文献处的文字右上
角用[]标明，[]中序号应与“参考文献”中序号一致。

参考文献的著录，按著录/文献题名/出版事项顺序排列，格
式如下：

学位论文——[序号]作者.题名[d].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
份

报告——[序号]作者.题名[r].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

专利——[序号]专利申请者.专利名[p].国别，专利文献种类，
专利号，公布日期



10.致谢：另起一页，用小三号、黑体、居中，致谢内容按正
文文本要求排版。

11.附录：附录另起一页，必须按正文中出现的顺序编号排列，
并用3号黑体靠左对齐方式注明“附录×”字样，附录内容按
毕业论文(设计)正文文本要求排版。

12.外文翻译：按照毕业论文(设计)正文文本要求排版。

注：用外语撰写的论文可按对应语种的学术论文的格式、由
所属院(系)提出相应的要求，但版面尺寸和基本格式应与上
述要求一致。

农业信息化论文开题报告篇四

课题选择—课题综述—论题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开题报告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

规定论文开题报告的一般内容包括:

(1)论文开题报告——课题来源、开题依据和背景情况,课题
研究目的以及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2)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在阅读规定文献量(不少
于50篇,其中外文文献占40%以上)的基础上,着重阐述该研究
课题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同时介绍查阅文献的范围
以及查阅方式、手段。

(3)论文开题报告——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学术构思、研究方
法、关键技术、技术路线、实施方案、可行性分析、研究中
可能遇到的难点、解决的方法和措施以及预期目标。

(4)论文开题报告——拟采用的实验手段,所需科研和实验条



件,估计课题工作量和所需经费,研究工作进度计划。

农业信息化论文开题报告篇五

1、选题依据与意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近几年来第三方物流在
我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但是，由于我国的第三方物流
起步较晚，而且加上内外部环境一些影响因素的存在，导致
第三方物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
在，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发展。特别是自中国加入wto以后，越
来越多的国外物流企业进入，使得我国物流业的国际化竞争
更加激烈。因此，做为无论是对于经济管理部门还是企业而
言，为改变现状，赢得发展，必须科学合理地分析现状，并
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改革与创新，以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
本文根据相关理论结合实际，分析了我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2、设计实施的方法与主要内容

(1)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观察法、访谈法、实地考察法等方法，同时查
阅有关书籍、文献资料收集第三方物流的发展现状并给出建
议的的相关资料。

(2)研究内容

引言：本文研究的意义

一、第三方物流的综述

(一)第三方物流的概念



二、我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现状

(一)总体规模小，发展潜力巨大。

(二)需求的不平衡性较强。

(三)行业集中度较低。

三、我国第三方物流业存在的问题

(一)基础设施不完善

(二)企业规模较小，服务水平低

(三)缺乏现代化物流知识和专业物流管理人才

(四) 国家在物流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四、我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对策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二)对于企业规模较小，服务水平低这一瓶颈，可以发展战
略同盟关系，合理利用社会存量资源。

(三) 重视人才的培养，实施人才战略

(四)有关部门应健全法律法规

五、结束语：

我国第三方物流业的兴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我国
第三方物流发展的存在着诸多的困难，既有物流供需双方经
营观念、经营模式的问题，又有物流发展环境和法律制度方
面的障碍问题。但是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需要政府、企业和相



关中介组织的有机协同，政府政策真正满足企业需求，企业
的外部环境得到优化，中介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改进和完
善企业的内部管理，形成相关组织的合力作用，只要这样不
断的自我改进第三方物流企业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占据一席
之地。

3、预期结果和完成进度

(1)201x年1月中旬 确定论文题目

(2)201x年3月 初—201x年3月15日 准备完成开题报告

(3)201x年3月16日—201x年3月23日 完成毕业论文的开题报
告

(4)201x年3月 24日—201x年4月3日 完成毕业论文的初稿

(5)201x年4月3日—201x年4月25日 修改毕业论文初稿，并最
终定稿

(6)201x年5月9 日—201x年5月10日 进行毕业论文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