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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the information level of various industries has been 
promoted. The agriculture,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information 
leve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plays a vital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ciency of the agricultural work.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will brie�y analyze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work in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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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管理中加强信息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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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及科技水平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各行业工作的信息化水平的不断上升，而农业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提高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对于整个农业工作质量及效率的提升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帮助作用。
基于此，文章将简要分析一下目前中国农业经济管理工作中信息化建设工作。　
　

关键词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建议　

 
1 引言

社会经济及科技水平的发展带动了各行业信息化技术水

平的不断提升，对于农业的建设发展来说也不例外。新时期，

提高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对于加快中国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建设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目前中国的农业信

息化建设工作仍然存在较多问题，不利于信息化建设的开展。

因此，文章针对目前中国农业经济管理工作中信息化建设工

作存在不足进行简要分析，并就如何提升农业经济管理信息

化水平的措施方案提出相关建议。

2 当前农业经济管理中信息化建设工作存在的

不足之处 

具体结合当前中国各地区的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情

况来看，在进行信息化建设工作中仍然存在着农民的信息化

意识较为薄弱，相应的信息需求不足而且资源开发利用率较

低，相关的信息服务体系不完善，网站布局不够合理，以及

农业服务工作人员专业素质较低，专业化的高水平的信息化

人才较为匮乏三方面问题。[1]

2.1 农民信息化意识薄弱，农业信息需求不足，且资

源开发利用率较低

首先，影响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建设的因素就是

农民的信息意识较为淡薄，相关的农业信息需求也存在不足，

这直接导致各类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一方面，由

于中国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处于一个较低的状态，那么大多

数的农民在进行农业经济管理工作中，对于信息化的技术的

利用的意识就较为淡薄，没有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那么其

利用信息的能力以及自觉性不高，就导致经济管理工作中，

各类信息的利用率较低。另一方面，虽然一部分的农户看到

了农产品进行网上销售时期的利润较高的商机，但是由于购

置计算机成本较高，这就导致农业的信息需求不足，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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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工作的质量水平。除此之外，当前多数地区的农业

信息，由于网站对农业信息的采集传输标准都处于较低的状

态，这就导致一些垄断信息等不利行为经常发生，缺乏统一

的规划，给数据的共享带来较大的困难。与此同时，以计算

机网络为主体的农民的信息服务主要是依靠本地的宣传，为

领导服务的信息较多，而真正赋予农民生产，提高农业经济

管理质量与水平的信息少之又少，这就导致有效的信息资源

不能够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中，信息化的建设投资不能够产

生预期的效益，信息资源的价值得不到有效的利用。

2.2 相关的信息服务体系不完善

虽然中国信息化的技术水平处于较高的发展层次，农业

的信息化网络发展也较快，但是，农业信息化建设工作当中，

由于缺乏统一的指导与引导，导致相应的信息服务体系并不

健全完善，大多数地区只是建立了区级以及部分的地市的农

业信息网站，还有部分的县区并没有相应的网站，这就导致

一些重要的信息在传输过程当中，不能够有效传达到各个地

区，造成信息传输网络不通畅。而且由于许多的县乡信息平

台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导致乡镇中的一些小企业与互联网的

联系较低，缺乏现代化的有效沟通手段，信息传输在县级的

用户之间形成了阻塞现象。一方面，目前大多数地区的农业

网站主要是由政府来进行主办，导致农业基层站点的数量较

少；另一方面，中国发展农产品的电子商务仍然处于一个研

究起步阶段，所以说其相应的市场机制并未形成，这就导致

各类农产品的电子商务不能够有效发挥其作用来推动农业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

2.3 农业服务工作人员专业素质较低，专业的信息化

人才较为匮乏

最后，在进行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中，由于中

国农业信息技术的人才较为匮乏，所以导致大部分的科技人才

都集中于大城市的科研院校及高等院校中，那么县级或者乡级

别的农业信息技术的专门人才少之又少，这就导致乡村的农业

信息化专业人才极度匮乏。而且乡村地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其

网络知识掌握力度较低，不能充分应用网络信息的各类有效资

源，信息的反应灵敏度较低，那么发布有利于农业信息管理工

作的信息数量较少，而且时效性也较差，不能及时为农民的生

产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2]。缺乏专业的信息化工作人才也不能

够针对农民在信息化建设工作中所存在问题，及时采取相应的

解决措施将其解决，推动农民信息化工作的有效开展。由于农

业服务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及技能水平对于农业经营管理工作

的信息化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各地区必须得相应

的信息化人才的引进及培养引起足够的重视。

3 针对上述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措施方案 

通过文章上面的论述分析可以看到，目前影响农业经济

管理信息化水平的因素较多，阻碍了该工作质量与水平的提

升，也不利于信息化工作的有效开展。那么，文章将主要从

强化农民信息化意识，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其利用农业信息

的能力，加大资金技术投入力度，加强对各类信息服务设施

的建立健全工作，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及技能水平，培

养专业的信息化人才队伍三方面，来全面阐述新时期提升农

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方法措施。[3]

3.1 强化信息化意识，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其利用农

业信息的能力

由于当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利用互联网信息来进行农业经营管理工作的技术水平就较低，

所以说在今后工作中就需要加强对农村基础教育及农民技术的

培训工作，来有效的提高农民的素质以及利用农业信息资源的

能力。与此同时，也需要对基层的各类技术推广机构、相关管

理部门，甚至是农民进行互联网知识的宣传与培训，通过这些

机构与用户将网络信息传播分散到农业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手

中，来有效的提高他们对农业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并且，也要

加大对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以及利用效率来有效提高农业信息

的服务质量，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此方面的工作仍然

没有自身的竞争优势，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目前中国的农户

在进行各类信息获取主要是通过电视、广播等传统的方式，不

但信息量小，而且传播速度较为缓慢，具有极大的滞后性，所

以说中国就需要对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度引起足够的重

视，充分利用信息化的成果来促进农业经济结构的进一步的优

化，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建设发展。[4]

3.2 加大资金技术投入力度，加强对各类信息服务设

施的建立健全工作

由于农村的信息化建设是一个较为复杂而且系统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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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该工作仍处于一个发展起步阶段，所以在日后的工

作中要想进一步提升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就要加强对

此方面的资金及技术投入来有效的推动该信息化工作的发展。

那么此方面工作就需要政府发挥其作用，不断为农村的建设

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加强对各类公共通讯设施的建立健全。

首先，政府必须给予此方面足够的资金支持，只有拥有足够

的资金，才能有效的引进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学习其他国

家的工作经验，不断推动中国该技术即信息化质量水平的有

效提升。并且只有拥有足够的资金保障也才能用进一步引进

优秀的管理工作人才，来提升中国这方面信息化工作人才队

伍的专业素质及技能水平。其次，由于当前的相关服务体系

不够完善，那么在这个工作当中就需要对各类基础设施设备

的健全，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可以有效的在各地区传输共享，

服务于农业经济管理工作。

3.3 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及技能水平，培养专业

的信息化人才队伍

由于目前此方面的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及技能水平较低，

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对于农业经济管理工作质量水平的提

升来说也极为不利，那么，在当前时期下，就需要不断提升

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及技能水平，培养专业的信息人才队伍。

首先，相关地区就需要对工作人员的理论培训引起足够的重

视，可以通过聘请此方面的专家采用定期的形式来不断丰富

工作人员的理论知识，使其进一步了解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

各方面理论知识以及地区的实际开展情况。在此基础上，也

要加大工作人员的实践培训力度，以此有效的将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推动各地区信息化工作的顺利开展。[5] 其次，也要

注重与科研院校高等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高等院校

之间的交流，可以为信息化人才队伍的扩建注入新鲜血液，

提供人才保障。最后，政府也可以通过建立奖惩制的形式来

不断激发工作人员完善自身素质，提高技能水平的积极性。

对于表现良好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给予一定的物质或精神

奖励的形式，来激发其他工作人员向此工作人员学习的积极

性，以及不断完善提高自身技能水平的兴趣。[6] 拥有专业性

强技术水平高的人才队伍，对农业经济管理工作信息化水平

的提升发挥了事半功倍的作用，所以说，各级政府必须对农

业信息化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引进引起足够的重视。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农业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当前时代，只有不断提高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才能有效的推动农业经济工作的质量及效率，为中国社会主

义经济的建设发展进一步贡献力量。那么，在日后的农业经

济管理工作中，就要强化农民的信息化意识，提高素质，增

强其利用农业信息的能力，并且要加大资金技术投入力度，

建立健全相关服务体系，培养专业的信息化人才队伍，来进

一步提高农业信息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希望文章上述有

关于农业经济管理中加强信息化建设工作的论述分析，能够

对日后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改革有所参考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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