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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分析 浙江省农业信息化现状 的基础上 ，指 出浙 江省农业信息化 目前所 面临的不足，论述 了确保农 业信息 

化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在 于逐 步实现信息产业化 ，并提 出了相应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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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省农业信息化现状 

浙江省农业信息网络的建设始于 1996 

年，通过采取“各级地方财政支持一点，农业 

项 目切 出一点．上级部门补助一点。本单位 

筹措一点”的方式筹集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资金 ，本着“一次规划，分步实 

施，边建边用 ，适当超前”的原则 ，以全省农 

业系统信息交换网的建设为核心，同时抓好 

对市县一级的信息网络平台、乡镇一级的农 

村信息服务站，到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业龙 

头企业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重点村和 

种养专业大户一级的农业信息点的建设。经 

过各级政府与广大农业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浙江省农业信息化工作进展快速．目前已步 

人 国内前列 。 

2 浙江省农业信息化存在的问题 

(1)信息服务手段落后。目前浙江省农 

民家庭拥有电脑的比例极其低下，农业信息 

网络就算是铺设到农民家门121．也无法实现 

农民从网上直接获取和发布信息。农民获取 

信息的途径仍旧局限于邻里之间的消息传 

递，收听收音机与观看电视机 ，对种养大户 

的效仿，甚至阅读墙壁上张贴的小广告。这 

样就 产生 了农 业工作 者称之 为 “最后 一公 

里”的农业信息化难题 ．即怎样能将农业信 

息网络中的信息最终及时准确地送到农民 

手中．这就更需要对信息服务手段不断探索 

与改进。 

(2)信息不全。由于目前浙江省的农业 

信息资源主要采取的是通过上层工作人员 

对农业信息的收集，然后在网上发布，各级 

网点接收的单项信息传递方式。这里暂且不 

考虑上层工作人员对信息收集 的完善程度 

如何，单就农民无法直接将其所拥有的信息 

和所要求的信息发布到网上这一个方面来 

看，信息就不全面。并且，这种“信息资源一 

加工一信息提供”的信息资源配置模式。完 

全与市场脱离，无法有效保证所提供信息的 

可用程度 。 

(3)农业信息服务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 

实际上，农业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农业 

信息化服务的对象不仅是政府和农民．还有 

每天离不开农产品的广大市 民，为农业产前 、 

产中、产后提供服务的涉农企业和部门。但 

是 ，目前农业 市场机 制还不健全 ．农 业市场 

风险巨大，使得这些信息利用的主体无法完 

全投入 到农业这个大市场 中 ．其 主要 问题就 

是农业信息化建设资金短缺。 

3 推进浙江省农业信息化的政策建 

议 

『3．1 农 业信息产 业化 是推动农 业信 息化 的 

关键 

造成以上浙江省农业信息化不足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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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因．在于浙江省农业信息还未实现产业 

化．进而难以形成有效的农业信息市场。政 

府自上而下单向信息传递的方式，一方面， 

致使信息的供给不可能基于需求，造成信息 

不全、有效利用低下；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传 

递纵向环节过多，使信息化的“触角”很难延 

伸至个体农民，造成所谓 “最后一公里”难 

题。另外，政府资金有限，目前单方面依靠政 

府投资推进农业信息化的模式 ，短期内难以 

大幅度改善信息服务手段，长期内则难以确 

保农业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当然 ．鉴于浙 

江省农业信息化目前还处在政府推动阶段 ． 

出现这些问题在所难免。但要使这些问题得 

到最终解决，则必须着手于农业信息产业化 

改造，政府逐渐从对农业信息化的直接投资 

与管理．转变为引导、扶持和培育农业信息 

产业 ，建立起有效的农业信息市场 ，依靠价 

格机制促成农业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 

3．2 商业性农业信 息是产业化对象 

在提出农业信息产业化改造的具体建 

议之前，有必要对农业信息做出公益性与商 

业性信息的划分，公益性信息是指具有很强 

的正外部效益的农业信息资源，这类信息往 

往与降低农业经济风险和部分 自然风险及 

改善农业整体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 ．它们直 

接关系到国家 、社会和广大农民利益 ．其价 

值很难在市场价格中得到完全体现 ：商业性 

信息是指与农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利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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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相关 ．在辅助 生产 经营者作 出相应 决策的 

过程中．直接影响决策者经济效益的农业信 

息资源，其价值可通过供需状况在市场上得 

到较充分体现。 

具体 来讲 ．如果把 涉农 活动 划分 为产 

前 、产 中和产后 三个 阶段 ，那 么公 益性农 业 

信息主要集中在产中阶段 ，包括诸如农业气 

象信息、病虫防治信息 、国内外先进技术与 

先进管理经验推广信息等 ．同时也包括产前 

阶段的信息。公益性农业信息除了具有很强 

的正外部效益外 ，一般还具有全局性和宏观 

性．因此政府充当公益性农业信息源不仅是 

适宜的，而且是必要的。商业性信息主要集 

中于产前与产后阶段 ．产前阶段包括农业生 

产经营者选择农产品种类及数量的辅助信 

息 ，产后阶段包括农产品供求信息，同时商 

业性信息也涉及到产中阶段诸如农机 、农 

药、化肥等辅助生产的资源供求信息。商业 

性信息一般具有个体性和微观性 ．市场对这 

类信息有较好的配置效果，因此依靠民营信 

息企业作为信息源，可以大大缩短信息传递 

链 ，促进信息源与信息使用者即时互动．保 

证需求导向型信息的及时有效传递。 

3．3 商业性信息产业化改造的具体建议 

鉴于公益性信息与商业性信息的不同． 

在推进农业信息化过程中，公益性信息应该 

仍 旧 由政府 以公 开及无偿 方式 提供 给社会 

公众 ，政府信息服务组织也主要由政府资金 

支持。对于商业性信息．则需要一系列政策 

措施，由浅人深，逐步推动其产业化改造。 

(1)加强宣传 ，培养与提高农户的信息 

意识，引导市场需求。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 

通过电视、广播 、报刊等公共媒体 ．或以农业 

信息推广流动站、服务队等形式 ，向广大农 

民宣传信息商品和服务，介绍其用途与特 

性，普及信息知识 ，树立依靠信息致富的模 

范典型，激发人们的信息需求欲望，引导人 

们的信息需求向健康方向发展。同时向农民 

宣传信息机构的功能、作用 ，增进广大农民 

对信息机构的了解和信赖。 

(2)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农业信息化基 

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完善是推行农业信 

息产业化的前提，农业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 

铺 建需要 大量 的资金投入 ，在继 续推行 “各 

级地 方财政支持 一点 ，农业 项 目切 出一点 ， 

上级部 门补助一 点 ，本单位筹 措一点 ”的资 

金筹集方式外．政府的进一步财政拨款或银 

行贷款。都是有助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早 日完 

善。 

(3)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种养殖专业大户在贷款、税收、用 

地 、用 电等方 面给予政 策上 的优 惠 ．扶持 与 

鼓励它们发展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农村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种养殖专业在农业信息化 

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信息媒介的作 

用。它们 自身具有一定的规模与经济实力． 

直接面向市场，对农业市场及技术信息极为 

关注。他们通过洞察市场与农技动向。及时 

将其传递给散户农民，通过与农民签订合约 

的方式，间接地将农民纳入农业信息化当 

中，使双方都在信息化中受益。在浙江省农 

业信息化推行还未能延伸到散户农民的现 

阶段 ，加强农业龙头企业、农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种养殖专业大户的建设是解决农业 

信息化 “最后一公里”难题 的有效途径 

(4)在农业信息 化推行 到一定 阶段后 ． 

考虑对信息有偿使用的政策实施操作方法． 

以确保今后对信息化推行与基础设施构建 

和维护的资金来源。单靠政府的不断无偿投 

入，农业信息化是不可能得到持续发展的。各 

种硬件、软件及网络基础设施需要不断地更 

新改造，对农业信息人员的培训也要不断投 

入 ．政府资金有限，不可能长期支撑这样的 

开支，实际上 ，等农业信息化推行达到一定 

阶段后 ．其效益必然会在农业经营者身上得 

到体现．按照获益付费的市场原则 ，逐步将 

对 信息 化的发展与 维护方 面所需 投入的 资 

金从政府投资转为获益者支付，这不仅是解 

决农业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而且 

也是促进农业信息产业化的有效途径。 

(5)深化农业信息机构体制改革，鼓励、 

引导和扶持集体与个人兴办农业信息企业。 

考虑采用政策上给予优惠 ，法规上给予保护 

的方式，鼓励与推进浙江省民营信息网站的 

建立。信息网站民营化不仅可以适当缓解农 

业信息化投入资金紧缺的局面．而且可以彻 

底解决目前各级政府农业信息传递渠道只 

能延伸到农村乡镇．而在乡镇与农民之间出 

现“断层”的“最后一公里”难题，直接纳农民 

于信息化当中．提高信息化服务质量效率。 

(6)大力培育与发展农业信息市场。农 

业信息市场的建立就是要改变 目前“信息资 

源一加工一信息提供”的被资源限制的情 

况，建立以信息市场为导向“市场调查一信 

息资源一加工一信息提供”的信息资源配置 

方式，以民营农业信息企业为中心．建立有 

形的信息市场，优化市场结构。依靠机制完 

善农业信息市场 ，最终实现农业信息产业化 

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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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Proposals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iz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izati0n in Zhejiang pr0vince
,
this 

paper points out insufficiencies faced by this province
．Further more，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kev t0 so1ve the 

problem and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ization
，is to realize industria1． 

ization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At last，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useful c0ncrete pmposals t0 achieve the 

above go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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