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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化及其指标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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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信息化是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农业信息化建

设与国外相比发展较落后，本文意在从农业信息化的内涵出发深入分析了农业信息化的意义和作

用，进而对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的构建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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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看，我国的很多部门已逐渐进入到信息

化时代，且模式和评价体系已逐渐成熟，农业经济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信息化水平

是相当落后的，甚至可以说正处于摸索、起步阶段，

无论从实践和理论领域与国外农业信息化的进程相

比落后10到20年，有些地区甚至相差更多。那么

如何把我国农业又好又快的引导到信息化轨道上

来，已成为我国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广大专家、学

者不得不深入思考的课题。

农业信息化的提出及其内涵

我国农业信息化是在1993年农业与农村研讨会

上关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时提出来的，其含义可以从

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去理解：就广义而言是指信息

技术和信息系统及各种信息传播手段运用到农业生

产、流通、消费各个领域的过程；狭义是指以计算

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为基础通过网络把农

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进行相互有效交流和传

递，达到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力和经营管理效率，

改变农村落后的社会生活的过程。

往往出现农业产品供需矛盾非常突出，有的农产品

远远大于需求的状况时有发生，生产浪费十分惊人。

(二)信息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益

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有很大的因素来源于农艺

管理，而实现农艺管理就要充分掌握农业生产信息

而做出决策，达到提高农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益。为此要针对不同地区

不同领域的农业建立起农业专家系统、农业环境智

能控制系统、农业市场监控系统等等，便于指导生

产者的生产，从而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达到

增产增收的目的。

(三)信息化技术有效提升农民素质

信息最大的作用提升劳动能力和思想开化，信

息最终要被劳动者吸收运用才能发生变化吗，以往

的农业劳动者由于信息闭塞所受教育往往来源于周

围的小环境，无论从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以及思想

素质都相对落后，信息化技术在农业上的运用将大

力提升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水平，促成向新型

农村劳动者的转变。

二、农业信息化的意义和作用
三、农业信息化的现状分析

农业信息化是将现代的计算机技术、网络、通

信技术充分应用于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

环节，达到快速有效地促使传统农业的转型，推动

农业现代化进程。

(一)信息技术的先导作用

农业生产相对于其他行业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因此在种养之前必须要掌握收获时节的供需情况，

显然其对于信息的需求高于其他行业，而农村在此

方面远远落后于城市，数字鸿沟和信息不对称等因

素较大，再加上我国农村小农经济的特点，导致农
业生产处于被动局面，生产盲目性较大，最终结果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逐步开展了农业信息系统

工程、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专家系统、地理信

息系统等技术应用于农业资源、环境和灾害方面的

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很多已得到了应用。

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在农业部门，已

有了显著地成效。纵观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张新
民在《中国农业信息发展的现状与前景展望中》把

我国农业信息化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

信息化起步阶段。在此阶段中我国将RS、GIS技术

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农业信息技术主要体现在对农

作物种植面积调查、监测、作物生产等方面，以及

农业气象、灾害预报、土地应用情况调查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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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应用。第二阶段是起飞阶段。其标志是1994年

国家农业部提出的“金农工程”成为信息技术在农

业领域的应用阶段，在这一阶段各种有实用价值的

数据库和农业信息库开始建立。第三阶段是以农业

部主持制定的《农业信息化“十五”发展规划》为

标示，表明我国逐渐向农业信息化发展随着网络技

术的成熟与发展，农业电子商务得到了初步应用。

我国现有农业信息化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

效，在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

农业市场流通率上都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作为农

业大国影响农产值的因素很多。统计表明，因受信

息资源、信息技术、人员素质及信息基础设施等因

素影响，我国农业信息化水平还不能令人满意，问

题集中于①政府对农业信息化认识不到位，投入不

足。②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农村基层站数量不太多。

③农业信息技术入户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难以解

决。④农民素质不高，信息意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
不强。

四、农业信息化及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的关系

农业信息化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村经济效益和

改善农村人民生活，是一个逐步改变的过程。在这

一过程中必须对农村信息化有一个从全面和具体的

把握，以便指导农村信息化实践，明了农业信息化

进程。为此必须迫切需要建立起科学的、有效地农

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达到准确衡量出我国农业

信息化发展的水平和速度，显现出我国农业信息化

发展阶段和位置，找出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的差

距，为科学高效地提高我国农业信息化提供决策和

依据。

五、制定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的依据

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的建立在国外开展的较
早，已经基本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指标体系，有数据

表明美国和日本已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然而农业信
息化指标体系本身是来源于本国的实践，有明显的

地域特色，不能直接把他国的科研成果运用到国内。

目前，我国现有的农业信息化评价指标，大都

是建立在“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基础之上的，

由于许多学者不能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生活以及学

术上认识的不同，导致各个指标体系不能让人足够

信服。

那么构建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真正地依据是什

么呢?我们认为应以农业信息化内涵和现有农业信

息化状况为依据来构建。因此所选取的指标、数据

以及转换数据的方法等显得至关重要，要建立强大

地农业信息化水平监测网，他们的数据、信息直接

反映着农业信息化状况。同时还要尽可能的选用国

家统计局和学术界认同的常用指标，参考各种统计

年鉴和统计资料，以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

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六、制定农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

(一)遵从科学性原则

指标计划要充分反应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的状

况和发展规律，对于指标要有明确的含义，数据的

选取一定要真实可靠，计算过程以信息化公认的科

学理论为依据，确保科学性。

(二)坚持系统性原则

农业信息化是一个系统化工程，其包含的因素

方方面面面，涉及面广，内容庞杂。统计农业信息

化指标体系时一定要从总处着眼，一定的标准形成

分类体系，逐渐细化，清晰明了。总系统与子系统

建立起开放的指标系统为以后维护和完善该农业信

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打下基础。例如当某些因素出现

或不适应系统时以便取舍。

(三)全局性和具体性原则

从目前我国农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定和

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带有宏观指导领域的指

标体系，例如“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和国家

在农业信息化指标上的一些指导性指标等属于此

类。二是各地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的指导当

地农业信息化指导性指标体系，例如一些省市对本

地区开展的农业信息化研究而制定的指标体系。

(四)可操作性和可比性原则

制定指标体系的因素选取不要过于求全求细，

以免造成因指标群过于庞大而操作性差的状况，并

且由于指标群庞大可能造成操作过程中容易出错的

发生，更不利于对全局的把握和分析。因此，农业

信息化测评指标的选取核心指标，指标含义要清楚

明确，以利于收集和运用计算机处理。同时农业信

息化测评体系要尽量做到国家与地区的统计口径一

致，使得国家与地区、地区与地区之间有可比性，

有利于找出差距，促进农业信息化体系发展。

七、农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

农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直接研究对象的确

定是我们形成指标体系的直接依据和现实基础，那

么农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对象其实就是农

业的生产、经营、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的信息总

集以及为此而建立的网络平台等。通过研究我们发

现农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应包含以下四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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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农业信息化基础建设、农业信息化政策支持情况、

农业信息化人才培养、农村图书室文化站开放率。

(一)农业信息化基础建设

农业信息化基础建设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农业信息资源建设和农村信息网络建设。农业信息

资源建设是农业信息化的基础和保证。现代社会的

经济发展是由三大支柱性资源构成，能源、物质、

信息资源。从目前看，能源物质资源是消耗性资源，

有些是不可再生的，约束力很明显。而信息资源是

可复制的，能更有效地使能源和物质发挥作用。农

业信息资源是农业信息内容本身所构成信息的有序

化集合，包含：市场信息、农业生产信息、政策法

规信息等集合体。在现实指标中应指农业数据库数

量、涉农网站数量和涉农网站信息量等。

农业信息网络建设是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平

台，也是农业信息交流传输的通道，应包括有线电

视、互联网、有线、无线电话等构建的信息交流传

输平台，在指标体系中主要指标有：互联网入户率、

有线电视入村率、信息服务站点覆盖率、有线无线

电话覆盖率等组成。

(二)农业信息政策支持情况

农业信息化建设脱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

例如信息产业部于2006年展开了全国农村信息化示

范站点活动，商业部于2006年开始实施了新农村商

务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工程，科技部开展了农村信息

化科技促进行动，农业部于2007年开展了全国农村

信息化示范工程等。这些活动是政府部门支持农业

信息化有关政策的具体体现，在制定评价指标体系

中应充分体现出来其实施的绩效可作为政府推动信

息化工作成效的评价指标进行记录。

(三)人才的培养

农村信息化的最终掌握者是从事农业生产、服

务的劳动者，他们相对于城市的居民来说所受教育

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应加强农村劳动力的信息掌控

能力和信息意识，特别是要建立起一批农业信息服

务人员，包括县和乡镇级的农业信息的收集、整理、

加工、传递、发布的人员。所以在制定评价指标体

系时应体现出农村信息服务人员人数，农村劳动者

操作电脑率，以及农业信息化培训次数范围等，从

中可以看出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中农民信息能力整

体水平。

(四)图书室文化站开放情况

图书是开展信息交流的另一渠道，是农业劳动

者增长农业生产，农业技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有
效途径，因此也可以作为我国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

的参考辅助指标，包括农村图书室文化站数量、藏

书总量、每日开放时间、图书借阅率、藏书更新率

等指标。

农业信息化建设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内容

也在不断丰富，其评价指标体系也有一定的时段性

和地域性，因此我们只有不断地加深其内涵和内容

的理解，各地相互借鉴弥补指标体系的不足，以指

导农业信息化实践才能更好更快的促进我国农业

信息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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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commentary on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ization and on the

standard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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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ricultural informationization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m agri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However,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ization in our

country is lagging behind compared to those in other countries．In this article，we will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and

role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ization based on its connotation．And we will further propose some advi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x system of the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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