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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持续关注农村信息化建设，为农村信息

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２００８年中央１号文件指示：按

照求实效、重服务、广覆盖、多模式的要求，整合资源，共建平台，健

全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同时推进“金农”、“三电合一”、农村信息化示

范和农村商务信息服务等工程建设，积极探索信息服务进村入户的

途径和办法。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

会第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推进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三网融

合’，积极发挥信息化为农服务作用”。２００９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指出：必须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强调农村信

息化建设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

民持续增收的巨大作用，为达到“扩内需、保增长、促就业、重民生、

上水平”的目标，必须加快新型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加大农业科

技投入，做好“家电下乡”、“三网融合”和农村民生工程建设。２００８

年国务院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其中《电

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明确提出：提高信息技术服务“三农”

水平，加速推进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发展壮大涉农电子产品和信息

服务产业。

目前，以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以及物联网技



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渗透到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的强大动力。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在科技部、农业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商务部等国家部委及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我国农村信

息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农

村信息服务体系不断建立，信息技术在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

的应用不断深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农民受益”的运行

机制正在形成。农村信息化建设呈现全方位、多层次推进的态势。

但应当看到，我国的农村信息化建设整体水平不高，特别是以

江西为代表的中部山区，农村信息化水平落后，严重制约了区域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外部环境的落后和闭塞主要表现在农村信息资

源、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信息技术的应用、农业信息产

业、农村信息人才及信息化的“进不来、统不起、出不去”；农业生产

缺乏相关信息和技术支撑，回乡创业人员、新农村建设缺乏有效指

导等。究其原因：投入不足，信息服务总体力量薄弱；资源分散，未

形成合力；信息采集、处理方法落后，标准不一；信息发布、传输滞

后；农村本地信息资源的发掘利用不足，丰富的山区资源未得到有

效利用。因此，必须紧紧围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开展

中部山区新农村信息化建设关键技术研究并进行技术集成，开发具

有地区特色的简单实用信息系统，并进行以服务基层农民为目的的

应用示范，推动信息进村入户，解决“最后一公里”及城乡数字鸿沟

问题。提高农村信息服务和应用水平，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

效方式之一。

本书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信息技术的需求和我国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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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新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特点，围绕农村信息资源、农业生产决策、

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村信息服务等领域，从农村信息化基本概念、

内涵和技术基础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农村信息资源建设与整合技

术、农业生产专家决策系统、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技术、农村信息服

务技术、农村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等农村信

息化建设领域中主要关键技术的发展现状、基本概念、相关理论、建

设内容和构建技术，并对农村信息化技术发展进行了展望。

本书是“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部山区新农村信息化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２００９ＢＡＤＣ４Ｂ００）成果之一，其编写得到

了项目各课题承担单位的大力支持，由项目相关课题组成员编写，

编写工作分工如下：

魏国汶、刘波平提出总体框架，编写大纲。

杨国强、付康审稿、统稿、组织出版。

余刚、杨国强、罗敏编写绪论、第七章。

陈火军、周金付、刘彬、吴林秀、邓文、刘一威编写第一章。

李绍稳、辜丽川、李淼、周静、郭书普、李祖章编写第二章。

郑立平、张巴克、苏小波、严志雁、唐先辉编写第三章。

邓昌智李沐华、周志鹏编写第四章。

付康、裘锋编写第五章。

肖云、吴智俊编写第六章。

罗敏、杨宇仙、张俊民、刘顺潮、龚琪琳、张万斌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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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

务。信息产业部也出台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意见》，

对推进信息产业服务“三农”做出了具体部署。当前，信息技术在农业领

域的应用已成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传统农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转

变农业增长方式和经营模式的新动力。在农村普及和应用信息技术，建

立和完善以农村信息化技术为基础的服务体系，已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

重要途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和历史选择。可以说农

村信息化及其服务体系的建设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的生

产生活，也是推动农村社会进步的引擎。

１８世纪７０年代，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从那时起到

今天的２００多年的时间里，人类共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与此相对应的

三个历史时代被称为蒸气时代、电气时代和电子时代。今天，我们正进入

一个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为基础、以计算机和通信融

合为特点的信息时代，也就是说人类正面临第四次产业革命。

在信息时代里，信息作为一种新颖的资源在社会生产的经济发展中

起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人们将逐渐减少同以物质资源为代表的自然打

1



交道，而更多地与信息资源打交道。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成为这个

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农村信息化和服务体系的实质是充分

利用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全面实现农业生产、管理、农产品加工、营销以

及农业科技信息和知识的获取、处理、传播和合理利用，加速传统农业的

改造，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管理和经营决策水平，促进农业持续、

稳定、高效发展进程。所以说深入了解相关农村信息化主要技术和服务

体系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发展农村信息化。

一、农村信息化的概念

要发展农村信息化，首先就要明确农村信息化的概念，如果定义都搞

不清楚的话，就很难做深入或者细致的研究。农村信息化概念的定义在

国内外大约有十多种，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加以阐述，一方面是广

义概念，另外一方面是狭义概念。从广义概念来说，它是现代信息技术，

包括计算机、通信、电子、传感器技术、自动控制等技术，甚至包括现代的

一些传媒及多媒体等技术，在农业生产、农村管理和农民生活这３个方面

的应用程度和过程。它又包括农村信息化最简单的４个字：程度，就是普

及的程度；过程，农村信息化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它是若干年的发

展过程，所以说它是一个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农民生活中普遍应用的

程度和过程。从狭义概念来说，农村信息化包括５个方面内容：第一个方

面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包括现在人们都知道的三网，计算机网、

电视网和电话网，甚至最新发展起来的物联网等，这些网的基础设施是第

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各种信息资源的建设，就是大家看到的所有数

据库和多媒体，所有的网上能存在的信息。第三个就是农村信息化必须

2



有一个群体在运作、实施这件事，所以第三个方面就是农村信息化服务体

系。第四个方面就是现在的各种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农民中的应用。

第五个方面，因为农村信息化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环境条件包括哪些

呢？包括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农民的文化素质水平等，还包括政府出台

的相关政策环境。无论从狭义还是广义角度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农村

信息化就是一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或改善农村主、客环境的农业

革命。

二、国内外发展现状和启发

（一）国外发展现状

国外推进农村信息化的做法各具特色，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美

国、日本等国政府有健全的体系、充足的资金投入，并有完善的立法，农村

信息化发展先进；德国、日本等国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注重信

息系统服务建设；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形成了多层次农业信息服务格局，

服务主体多元化；印度、韩国等政府对巩固和稳定农业及农村投资力度较

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农村电信服务、加强信息化技术人才的

培训，并与国际合作制定农村信息服务优惠政策。以下就国外几个国家

的农村信息化发展模式进行介绍。

１．发达国家的农村信息化

１）美国模式：

（１）在政策层面上，美国政府颁布法律、制定政策，全方位地规范和引

导农业健康发展。通过建立健全法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指导农业和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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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发展的法律体系，从而保护农民正当利益，维护农业市场秩序，保证公

平交易。在信息资源建设方面，政府稳定、足额的投入有效支持了公益性

农村信息资源的长期积累、高效管理与广泛应用，每年有１０亿美元的农

业信息经费投入，占农业行政事业费的１／１０。在信息共享方面，由政府

生产、拥有和政府资助生产的农村科技信息实行“完全与开放”的共享政

策，对于公益性、基础性农村科技信息的共享，采用国家调控下的事业性

运行模式，兼有商业化运行模式；非官方投资产生的数据，一般是在保障

私人财产权收益和商业秘密的前提下，通过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实现信

息共享。

（２）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上，美国采取了政府投入与资本市场运营相结

合的投资模式。政府围绕市场建立起了强大的政府支撑体系，为农业信

息化创造发展环境，通过政府辅助、税收优惠和政府担保等提供一系列优

惠政策，刺激资本市场的运作，推动农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政府对农业

的补贴和财政转移支付，大量的不是直接用于补贴农产品生产，而是通过

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办法让农业和农民受益。以政府为主体构建了庞

大、完善、规范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如美国国家农业数据库（ＡＧＲＩＣＯ－

ＬＡ）、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数据库（ＮＯＡＡ）、地质调查局数据库

（ＵＳＧＳ）等规模化、影响大的涉农信息数据中心（库），对农业发展产生了

很好的推动作用。政府拥有和政府资助建设的数据库，实行“完全与开

放”的共享政策。政府每年还拨出１０亿美元的农业信息经费保证农业信

息系统的正常运行。在农业信息资源的管理上，形成了一套从信息资源

采集到发布的完整的立法管理体系，并注重监督，依法保证信息的真实

性、有效性及知识产权等，维护信息主体的权益并积极促进农业信息资源

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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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服务体系建设上，美国作为世界电子信息产业的第一大国，农

业信息化是在信息技术和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与整个社会的信

息化同步发展的。发展农业信息化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市场的需求。

由于美国农业商品率高和出口比重大，极易受到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因此

离开了信息，农业将无所适从。而且，农民、农产品经销商和广大消费者

也需要从宏观角度掌握世界农产品市场的变化情况，从微观角度了解农

产品市场的价格和供求信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美国政府以其雄厚的

经济实力，从农业信息技术应用、农业信息网络建设和农业信息资源开发

利用等方面全方位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构建了以政府为主体，以国家农

业统计局、经济研究局、世界农业展望委员会、农业市场服务局和外国农

业局等五大信息机构为主线的国家、地区、州三级农业信息网，形成了完

整、健全、规范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正是由于有了政府的组织、管理和

投入，美国的农业信息化才达到了如此高的发展水平。虽然美国的农民

仅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８％，但农业信息化的强度却高于工业８１．６％。

（４）在相关现代技术应用上，发源于美国的精确农业，利用全球定位

系统（ＧＰＳ）、农田遥感监测系统（ＲＳ）、农田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农业专

家系统、智能化农机具系统、环境监测系统、系统集成、网络化管理系统和

培训系统等，对农作物进行精细化的自适应喷水、施肥和撒药，有力地促

进了农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２）日本模式：

日本是以资源节约和资本技术密集型模式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的全

面干预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长期以来，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农业投

资方向及政策的制定，以及科研与技术的推广工作。一是根据实际制定

一系列制度性规则和运行性规则及发展政策，促进日本农村信息化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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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运行；二是建立较完善的农业市场信息三级服务体系；三是各种地域农

业信息服务系统由政府投资，尤其对于建设投资大、技术难度高的大容量

通讯网络以及地方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采取由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拨预算，专业公司招标承建的方式，有效地推进了农业信息基础设施

的建设和信息系统的推广与应用；四是通过农业科技信息网无偿向农民

提供各种技术信息；五是为了能让农民通过网络享受到技术服务，提高农

村计算机的普及与应用，日本政府将农户购买计算机纳入了补助金范围

之内；六是为了保证双向信息的真实、可靠、及时，政府还制定了一套严密

的法律法规。在具体实施中，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１）日本建立了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全国联机网络，即电信电话公司的

实时管理系统（ＤＲＥＳＳ），借助公众电话网、专用通讯网和无线寻呼网，把

大容量处理计算机和大型数据库系统、互联网网络系统、气象预报系统、

温室无人管理系统、高效农业生产管理系统以及个人电脑用户等联结起

来，提供农业技术、文献摘要、市场信息、病虫害情况与预报、天气状况与

预报等信息。各县也都设立了ＤＲＥＳＳ分中心，可以随时交换信息。国

立农业科研机构、地方农业研究机构和地方农业改良普及中心等全部实

现了联网，农户可以按作物品种或按地区特点在网上查询有关农作物栽

培等方面的技术资料。日本利用农田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管理的耕地面

积已超过２０％。

（２）日本作为因地制宜发展应用型农业信息化的典型代表，从发展地

域农业信息系统入手，由政府拨款，建立起了发达的有地域特色的地域农

业信息系统。以有线电视利用为中心的地域农业信息系统，适用于技术

和经济较发达的区域。主要通过有线电视播放、自由播放、村内电话、调

频广播等方式传播农业信息，并以计算机和多功能传真等作为补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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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和农协之间的发货和销售信息。以计算机通信利用为中心的地域农

业信息系统，适用于农协合并地域，方便农协各分店之间以及农户与农协

之间的信息传递，主要提供发货情况、市场信息、当地气象预报、病虫害预

测预报、栽培信息、生产资料的订货情况、示范服务、生活信息等。以多功

能传真利用为中心的地域农业信息系统，主要适用于人口密度小且不需

要大量数据处理的地区。政府还注重发展符合国情的日本型精确农业，

日本产、官、学合作进行作物生长模型基础研究和精确农业机械研究。

（３）农产品电子商务由企业运作，形式多种多样，有利用大型综合网

上交易市场和综合性网上超市的规模、品牌优势销售农产品的，也有专门

从事农产品销售的农产品电子交易所和农产品网上商店。

２．中等发达国家的农村信息化

１）法国模式：

法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农业食品出口国和

第一大食品制成品出口国，农业信息化问题备受政府关注。法国农业信

息化的发展特点是多元信息服务主体共存，法国的农村信息服务主体很

多，但服务内容、服务对象、服务规模有所不同，彼此之间具有很好的互

补性。

在法国农业部的《农业网站指导》中收录的具有代表性的涉农网站就

有７００多个。在服务内容上，有各自的侧重点，在服务对象上，有各自的

群体，形成了具有良好的互补性，成为推动本国农业信息化的主要动力。

法国官方提供的农业信息服务，不收费。国家农业部、大区农业部门和省

农业部门，负责向社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政策信息、统计数据、市场动

态等。法国农业合作联盟、全国青年农业工作者中心、小麦及其他粮食生

产者总会、全国葡萄酒联合会、全国养牛联合会、全国奶制品经济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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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水果及蔬菜行业技术中心、全国农产品加工工业协会等行业组织和专

业技术协会，负责收集对本组织有用的技术、市场法规、政策信息，为组织

本身及其成员使用，一般只收取成本费。粮食生产合作社、葡萄生产合作

社等营利性机构提供的农业信息服务，通常是在生产者价格和社会平均

利润的范围内收费。信息网络和产品制造商也在推动农业信息化进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制造商以优惠的价格和周到的服务鼓励农民购买信息

产品及网络设备，还以投资的形式来改善农村的信息基础设施条件。软

件开发商瞄准农村市场，适时开发了一系列的应用软件，并将这些系统集

成于袖珍计算机上，生产出各种便携式产品，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同时在农业生产中，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程度很高。主要是利用

通信卫星技术对灾害性天气进行预报，对病虫害灾情进行测报；利用专家

系统进行自动化施肥、灌溉、打药等田间管理；利用信息技术对土壤环境

进行精确的数据分析，根据种植品种的具体需求，调节和改善种植环境。

在农产品的生产、收获、储藏和加工等各个环节实现了计算机全程实时

监控。

２）澳大利亚模式：

澳大利亚的自然条件并不优越，土地荒漠化严重、水资源短缺，但政

府以信息化带动农业发展，通过大力发展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信息资

源开发和共享、利用多媒体技术和远程教育等方式提高农场主信息素质

以及通过市场化引导和发展电子商务等措施，使澳大利亚迅速发展成了

一个集生态农业、加工农业、出口农业和服务农业为一体的新型农业发达

国家。

电脑和互联网应用已成为澳大利亚农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２００８

年，在经营产值超过６０００澳元的农场中，有６７％的农场利用互联网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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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电子商务，有５８％的农场使用互联网获取种养信息和技术，发布产品

销售信息，从网上接受农协及政府农业部门的技术指导。每个农场都有

自己的网址，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农民协会和市场联系。全社会的广泛参

与也是澳大利亚农业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原因之一，政府和各类涉农组织

都注重农业信息资源的挖掘和加工整理，形成了丰富的农业信息资源。

澳大利亚ＣＩＳＣ农业信息网络提供国内外所有的市场动态信息、农业科

技信息、自然与气象信息、农业政策法规信息和相关行业信息等。著名网

络门户“Ａｇｒｉｇａｔｅ”，链接了数百个世界权威网站，并提供无偿服务。

３．新兴发展国家的农村信息化

１）韩国模式：

韩国作为农业信息化起步较晚的国家，采取了农业信息化的“追赶

型”模式，注重信息技术应用的实效。１９９４年，政府推出了《农渔业振兴

计划和农业政策改革计划》，旨在加强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对农业的支

持。在振兴农业的过程中，农业信息技术开始发挥作用，农作物的单产得

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乡村还实现了网上看病。

韩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业信息系统。新型农业技术信息数据库为

农民和公众提供新的农业技术信息。农业土壤环境信息系统为农民提供

详细的原始土壤图的制备、土壤详图数据库、稻田和旱地土样分析等信

息。农场信息技术系统主要向农场主、农户发布作物生长条件、农场全方

位技术、害虫预测信息、农业标准设备的设计规划、特殊地点农户实用技

术和农村生活等信息。农场生产环境信息系统提供实时天气预报信息。

牲畜出口产品管理系统提供畜产品价格动态分析信息。农民信息管理系

统主要开发和提供农业管理项目。此外，韩国农业电子商务也极为发达。

韩国农业信息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利用多媒体远程咨询系统培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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