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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economic informatization is the highest stag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at human beings realize at present.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ic 

informatization is still in the primary stage, which requires our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o pay great attention to,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ic informatiz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to find a new development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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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经济信息化是人类目前认识到的、农业发展的最高阶段。我国农

业经济信息化还处在初级阶段，这就更需要我们各级政府予以高度重视，以期

为实现我国农业经济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寻找出一条新

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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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农业经济信息化发展的必要性

本文的农业信息化是指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促进农业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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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过程。它通过信息和知识及时、准确、有效传递的特点，把农业信息及

时准确地发送到农民手中，实现农业生产、管理、农产品营销信息化，大幅度

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经营管理和经营决策。目前，我国实现农业经济信息化的

现实必要有以下几点：

农业信息化是推动发达国家提升农业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发达国家的信

息产业已成为推动农业的主导力量。以美国为例，一方面政府把对农业的管理

决策建立在信息支持的基础上，同时把进行信息引导和提供信息服务作为政府

的重要职能；另一方面，农民把信息作为一项生产要素来投入，以信息作为农

业生产经营的依据。美国的传统农业实现了高度的信息化，信息产业的就业人

数和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都已超过了一半。农业信息化是目前认识到的农

业发展的最高阶段。当今，我国农村经济结构中非农产业的比重还不高，处在

国家和人民用增加资金投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的现代化刚刚起步。

只有实施农业的信息化，才有可能针对农业所涉及的因素，复杂性、区域性和

时空差异性大以及生产稳定性和可控程度低的特点，科学的优化配置现代化的

农业生产体系。可以说，信息技术可以渗透到农业的各个环节和农村生活的各

个方面。农业信息化是实现我国农业跨越式发展的最佳平台。所谓跨越式发展，

是指我国农村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不能再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地走“原

始农业→古代农业→现代农业→信息农业”的常规发展道路，而应该摆脱传统

思维模式，实施以农村的信息化互补共进，同步发展的道路，实现跳跃式的发展，

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以成立的。为此要注意两点：一是要立足于中国农村

的实际，特别要注意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和土地经营高度分散的基本现实，处理

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二是要借鉴发达国家农业信息化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有

效的信息化运行体制和科学的管理方法，通过农村的农业管理制度创新，极大

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其农业结构的调整，使农业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善资源配置状况，以便达到大幅度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

目的。农业信息化能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一是信息知识能成

为农村经济增长的战略性资源。随着农业信息化的不断深入，信息知识的价值

将会得到确认和重视，在农业生产流通中，科技知识在利用上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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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二是农业信息化可促进现代农业科技成果

的迅速推广和普及。由于农业信息网络的广泛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大范围培训，

使农业信息流和科学技术迅速地推广到千家万户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三是农业信息化会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提升进步。新兴的低耗、高效的农业生

产结构方式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在农

业上的广泛应用，将会使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得到改造、生产成本大幅度的下降，

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的提高，从而成为农村经济长的重要技术基础。

2  我国农业经济信息化发展的可能性

我国发展农业经济信息化应该说已具备了一定的发展条件：其一，信息产

业已为农业信息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其二，国家已为农业信息化发

展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证。党的十六大已将农业放在所有产业发展的重要位置，

并提出了城乡统筹全面发展的新思路，各个行业包括信息产业，都将农业市场

放在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位置，准备开发农业信息化资源。其三，农村经济的

发展已使农民有了强烈的信息需求意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大

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或进城打工，或进城经营第三服务产业。这些年青的农民会

经过新环境的感染，不但提高了自己的商品经营意识，而且还会感悟到信息化

的强大作用，使自己逐渐意识到自己家乡的落后，不仅仅是物质的贫穷，而且

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的贫乏和观念意识的落后。他们会回乡进行思想互动带动广

大农民树立信息化意识，抛弃旧的传统观念和农业经营方式，为农业经济信息

化扫清思想意识的障碍。

3  农业经济信息化发展的可操作性

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开发、利用效果并不理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当

落后。结合我国农业信息化的现状，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建立三级网络

构架模式，创造发展的硬件环境。以“中国三农振兴网”为龙头，通过“村、乡、

县”三级网络构架，互联网络配套完整、高效、直接、互动的网络体系；通过

基层信息站各类农资、农业信息的层层收集、汇总、上传和主站、区域总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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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整理、归纳、反馈等技术手段，有效地解决有效“黄金”信息的“上传下达”

问题。建立“信息化示范县”工程，创造发展的组织环境。合理利用、有效调

动和高效整合各行业相关资源，为农业信息化的顺利实施创造有利条件，营造

良好的市场氛围，以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试办农村信息化教育基地创造发展

的软件环境。通过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培养一大批知识和实践能力俱佳的掌握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人才、农业技术人才、农业管理人才、外语人才和法律人

才等各方面高端人才。农民是农业信息的主要利用者，农民素质的提高是增强

农民信息意识和使用信息能力的关键。应该充分重视农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技

术培训，从文化程度和农业生产经营技能上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提高农民的

信息意识和利用农业信息网络的能力。组建农业信息化投资公司创造发展的融

资环境。国家应该出台有关文件和政策，允许鼓励各种大型公司，特别是开发

公司投资农业信息化发展。创造一切有利条件，特别是制度保障条件，包括免

税政策等一切优惠政策，并使投者有利可图，放心投资从事农业经济信息的建

设。另外，国家可成立“农业经济信息化股份投资公司”，由政府出资一定比例，

私人筹资一定比例，为农业信息化发展创造更好的融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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