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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述了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手机短信在农业信息化中的应用情况 , 提出了为农民在互联网上搭建基于手机
短信的C2B 电子商务平台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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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20 多年来 , 我国农业信息化事业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据调查, 到2001 年 , 全国地( 市) 级农业部门中就有

105 个建立了局域网,134 个建立了互联网站, 分别占总数的

32 % 和40 % ; 全国县级农业部门中有315 个建立了局域网 ,

460 个建立了互联网站, 分别占总数的11 % 和16 % 。全国有

260 个地( 市) 设立了农业信息服务机构, 占总数的78 % ;1 210

个县( 市、区) 设立了农业信息服务机构, 占总数的43 % 。近

几年来, 全国省、地、县3 级农业部门在信息网络建设方面的

投资已达4 .12 亿元。但从总体上看 , 我国农业信息化水平

不高, 农业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还只是刚刚起步, 农业电

子商务活动几乎为空白, 农村人口在信息革命与网络革命中

被边缘化, 从而形成了新世纪新型的知识贫困和信息贫困人

口。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马太效应”, 信息时代人们之间的

数字鸿沟有日益加深的趋势。

2  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 .1 农民综合素质较低  我国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2002 年, 我国 农村 总人口 中小 学与初 中文 化程 度的 占

75 .04 % , 高中文化程度的占5 .46 % ,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

为0 .66 % , 农村文盲率达到11 .5 % 。目前, 还有大批文盲不

断产生, 这对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整体提高十分不利。农

民综合素质较低主要体现在文化水平低和科技素质低 , 这直

接影响农民的信息素质: ①直接限制了农民对信息技术和网

络知识的学习能力; ②限制了农民理解和利用信息的能力 ,

导致信息运用水平低下。

2 .2  农民信息意识淡薄  信息意识是指人们对信息做出的

能动反映, 具体表现为对信息敏感, 遇到问题时知道并善于

依靠信息进行判断、分析和决策。信息意识是人们搜集、分

析、处理、利用信息的前提和基础。由于农村经济、文化、信

息化程度落后的社会环境对农民信息意识的影响, 致使除沿

海地区和农产品出口较多地区农民外, 大多数地区农民的信

息意识淡薄。农民的信息意识呈现出一定封闭性, 主要表现

为情报嗅觉迟钝, 对网络信息新生事物持怀疑和不信任态

度, 认识不到信息的作用, 缺乏应用信息的积极性。

2 .3  农业信息平台缺乏  信息供需实现必须依赖以现代信

息技术和信息系统为依托的信息平台的建设和发展, 而我国

农业信息平台的建设存在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2 个方面 :

①只有少数农民拥有上网设备, 绝大多数仍未进入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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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渠道; ②信息资源状况较差, 信息实用性不高。虽然建

设了大量网站, 但有知名度的权威性网站不多 , 且网站内容

或是重复或是久不更新, 真正及时、有特色、实用性强的不

多, 经营管理方式僵化, 专业性差, 提供的内容空泛, 在信息

采集和处理技术方面缺乏深度。广大农民迫切需要准确的

政策、市场、科技、农资、气象和产品等方面的信息。网络信

息资源中除政府部门的农业信息网站较规范外, 其他网站由

于各种原因 , 信息发布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降低了信息资源

的质量和精确度。这既增加了农民获取信息资源的难度, 也

使农民对网络信息的可靠性、权威性和利用价值产生质疑。

2 .4  农业信息服务较差  农业信息网络的建设需要一批精

通网络技术、熟悉农业经济运行规律的专业人才, 能为农产

品经销商提供及时、准确的农产品信息 , 对网络信息进行收

集和整理、分析市场形势、回复网络客户的电子邮件、解答疑

问等。而当前农业信息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技术人才不

足, 培训工作滞后, 影响了信息服务质量。农业信息服务网

络不健全, 向基层网络延伸才刚刚起步 , 传统媒体与信息网

络之间缺乏有效合作, 使得信息服务难以形成整体优势, 极

大地制约了农业信息服务质量的提高。

3  搭建手机短信平台 , 推进农业信息化

农民综合素质较低、信息意识淡薄、农业信息平台缺乏

和农业信息服务较差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信息化进程。近

几年国家加大了政策扶持力度, 但效果不明显。为了解决农

村信息化建设的关键问题, 必须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 ,

利用市场机制运作信息资源, 探索信息市场化的路子, 使广

大农民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进行有价值的信息互动 , 投资商获

得相应的回报, 实现农村信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 .1  解决农民获取信息难问题  随着我国农村市场化的发

展, 农民急需政策、市场、科技、农资、气象和产品等方面信

息, 而这些信息一般是从电视、纸媒、互联网等常规渠道获

取。这些渠道获取信息的优点是信息量大, 但同时因信息太

分散, 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去选择。目前我

国农村有4 000 多万手机用户, 并且每年以30 % 以上的速度

增长。手机短信作为廉价、快捷的沟通方式 , 已经成为人们

进行信息交流的一种实时、有效的工具。聘请农业专家分门

别类地精心选择、分析、加工信息资料, 编制成不同的短信 ,

通过短信平台发送到农民的手机上 , 满足农民的个性化需

求。在短信平台上设立专家热线, 受理农民的科技信息咨

询, 这样农民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信息, 享受到快捷、准确、省

钱的信息服务。中国移动在广东、浙江、四川、重庆、陕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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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世代材料选择中 , 沉淀值可作为品质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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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等省市进行了手机短信平台农讯通和农信通等系统的相

关试点。以开通的农讯通项目为例, 在广东江门一个市的

体验用户就达到23 万 , 定制用户达10 万, 信息发送总量超

过30 万条。中国移动在这个试点项目上的成功 , 充分显示

了手机短信在我国农业信息化中应用的巨大价值和潜力。

3 .2  消除“买难”和“卖难”现象  在我国农业生产建设中,

虽然已经出现了许多集约经营的大型农场或农业企业, 但

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

营仍然占有主体地位 , 并将长期存在下去。随着农村商品

经济的发展, 产品的销售市场不断扩大, 市场对产品的要求

越来越高。家庭经营无论在生产资料获取还是产品推销都

遇到许多困难 ,“买难”和“卖难”现象普遍存在 , 信息的不对

称给农民的收入带来较大的影响。涉农电子商务平台主要

为贸易商搭建 , 不适合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农业生产经营。

在互联网上搭建基于手机短信的C2B( 个人对商家) 电子商

务平台———买卖快线, 农民买卖产品时发送固定格式的短

信到买卖快线 , 买卖快线帮农民把买卖信息发布到网上 , 并

给一部分潜在的商家转发短信。商家得到信息后可以跟农

民联系并进行上门服务 , 农民坐在家里就能轻松“买卖”。

为了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 买卖快线每天晚上12 :00 删除所

有信息, 如果农民没有找到合适的商家, 第二天可继续发短

信。买卖快线扮演经济人的角色, 促进农民和商家之间的

交流。投资商按月收取服务费或从短信费获取提成。农村

市场潜力很大, 多数农民第一次通过买卖快线接触到互联

网, 投资商将可获得不菲的潜在收益。

4  结语

手机短信平台的搭建将推进我国农业信息化进程, 为

农民收入的增长、农业竞争力的提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建设开辟一条崭新道路 , 帮助农民跨越数字鸿沟, 加速农业

现代化实现, 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实现“数字中国”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农业信息化的发展必将迎来更加美好

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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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缩略语

采用国际上惯用的缩略语。如名词术语DNA( 脱氧核糖核酸) 、RNA( 核糖核酸) 、ATP( 三磷酸腺苷) 、ABA( 脱落酸) 、ADP

( 二磷酸腺苷) 、CK( 对照) 、CV( 变异系数) 、CMS( 细胞质雄性不育性) 、IAA( 吲哚乙酸) 、LD( 致死剂量) 、NAR( 净同化率) 、PMC

( 花粉母细胞) 、LAI( 叶面积指数) 、LSD( 最小显著差) 、RGR( 相对生长率) , 单位名缩略语IRRI( 国际水稻研究所) 、FAO( 联合国

粮农组织) 等。对于文中有些需要临时写成缩写的词( 如表及图中由于篇幅关系以及文中经常出现的词而写起来又很长

时) , 则可取各主要词首字母写成缩写, 但需在第一次出现处写出全称, 表及图中则用注解形式在下方注明, 以便读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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