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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性 

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彭雪峰      向蝶210031 

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

行动纲领，其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涉农信息资源，强化面向农村的广播电视电信

等信息服务”。 信息化建设对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从城乡的协调互动角度看，信息化是

促进以城带乡战略、以乡促城战略实现的需要。它是增强城市辐射力的有效手段，高速便捷的信息网络能突破地域限制，

使城市的各种技术，服务等资源快速，有效地从城市传向其他城镇和广大农村地区，有利于提高农民技能、降低市场风

险、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业结构调整。信息化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推动力量，通过信息化，农业将实现集约化经

营，从而分流出劳动力、资金和土地，用以发展非农产业，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 

首先，信息化是实现农村城市化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城市信息化发展快速，但是受益人群主要集中于城市居民。农村与

城市的信息严重不对称。据调查，有的城市居民一天接收的信息量，甚至超过了某些农民一年的信息获取量。就新农村建

设而言，修建道路、美化、绿化等都是必要的。但这些毕竟只能带来表面的变化，只有消除了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才能

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由此可见，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信息化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

持农村”战略的客观要求。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可以有效地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城乡文化交融和农民思想观念的

更新，提高农民素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城乡的知识差距、经济差距，促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从而为真

正实现农村城市化铺平道路。 

其次，信息化可有效地维护农民利益，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信息化向农民提供信息服务，可以使农民充分利用

得到的技术和信息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有效化解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帮助农民规避市场风险，减少自然风险带来的损

失，开展面向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宏观信息服务，有利于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改善农民生产，农

产品销售和转移就业环境。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健全信息服务网络，可以为农民提供及时有效的政策、科技、市场、就

业等方面的信息，帮助农民科学决策、提高生产经营水平，拓宽市场渠道，实现增产增收。 

第三，信息化是依靠科技进步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手段。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好“三农”工

作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以微电子、软件、计算机、通信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是迄今为止发展最快、渗透性最

强、应用最广泛的先进技术。加快推进农村信息化，有利于建设现代农业，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局面，提高现代科

学技术在农村的普及和推广应用水平，促进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信息化是加快农村小康建设的必然要求。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8亿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小

康。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加快农村信息化不仅有利于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

性调整，全面繁荣农村经济，而且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通过计算机辅助教学与多媒体教育、现代远程

教育和虚拟现实教育等手段，可以使先进的教学方法和实验条件等优质教育资源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现共享，极大地促进农

村教育事业的发展。通过互联网和建设农村疾病防控信息系统以及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等，能够极大地改善农村

医疗卫生条件，丰富农民文化生活，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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