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模式研究

阎晓军 ( 北京市农业局信息中心, 北京100029)

摘要  总结各种模式的特点及其所体现的都市农业功能 , 结合我国不同类型城市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现状 , 提出了我国都市农业信息
化发展模式的选择, 将为我国不同地区发展都市农业信息化提供有益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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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衡量一个国家

或地区农业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国内外实践表明, 农业信

息化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 , 农业信息化加快了都市农

业的发展步伐。都市农业信息化是农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是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在国民经济建设

中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

纵观国内外都市农业信息化的发展, 在50 余年的建设

历程中 ,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因地制宜走出了各

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探索出了各种发展模式, 例如精准农业

型、经济功能型、生态观光型和综合示范型。与美国、德国、

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都市农业和农业信息化起

步较晚, 因此, 在发展过程中, 需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都市农

业信息化发展的成功经验, 为我国都市农业信息发展服务。

由于地域性和城市发展阶段的不同, 都市农业信息化具有不

同的发展模式, 笔者结合我国不同类型城市都市农业信息的

发展现状, 分析了我国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模式的选择, 为

我国不同地区发展都市农业信息化提供参考。

1  国外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概况

从国外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来看 , 美国是农业信息技术

的领头羊 , 日本、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紧随其后。这些国家

在都市农业信息化进程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其中美国、

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都市农业信息化各具

特色。

1 .1 国外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现状

1 .1 .1 欧美地区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美国和德国是欧美

地区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的代表 , 信息技术与农业的结合主

要体现在食品安全信息化、农业生产管理信息化和农业监控

信息化3 个方面。在美国, 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主

要体现在利用计算机和电子、通讯技术来实现农业自动采

收、操作、处理以及农业经营管理、决策、农产品的市场化经

营等。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时代使美国农业在世界上产出

最大, 且信息技术对农业的影响远比机械化和化学技术时代

深远。在美国, 信息技术应用已经渗透到农业生产管理的各

方面。

在德国, 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使用始于1990 年, 并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加速。作物管理、书籍管理、奶牛管理

和养猪管理等农业软件的使用是德国农业信息化的重要表

现。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为农业生产和管理提供了捷径 , 绝大

多数的农场用户通过互联网获得农业相关信息, 通过互联网

获得的信息比传统媒介更为迅捷。

1 .1 .2  日本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日本在世界上最先提出

都市农业 , 并在亚洲地区率先开展都市农业信息化建设。信

息技术在日本农村和农业应用更多的体现在知识( 信息) 的

转移和农业的决策支持, 例如发展低投入的竞争性农业。在

财务风险管理、财会管理、新型的市场营销、小型农业经营体

间的虚拟合作、高产技术转让等方面, 信息技术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在日本广泛深入应用, 促进了精准农

业、最优有害生物管理、生长预测和最优施肥控制、经验知识

的转移等方面的迅速发展。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开发利用, 有

效的解决了农业监控数据的自动获取, 可用于农田监测、温

室监测和显微图像监测, 从而实现了农业监控的信息化。此

外, 农业风险管理以及良好农业实践也得到足够重视和迅速

发展。

1 .1 .3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是大洋洲地区都市农业信息化建设的代表。澳大

利亚农业信息化开展的较早,90 年代就开始了计算机农场管

理软件的应用, 首先应用于主要农产品管理和相关农场的管

理。澳大利亚支持农业自由贸易, 对农业的扶持很少, 因此

农业在澳大利亚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 农业信息化主要是

由商业化公司主导的 , 但这并没有限制都市农业信息化的发

展。澳大利亚农业信息化发展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信息化

和农业生产管理信息化。在农业生产管理信息技术应用方

面, 农业经营决策在澳大利亚农场经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决策过程的信息化和自动化是使澳大利亚在高技术含

量日益增加的全球农产品市场中保持竞争力的唯一途径[ 1] 。

农业生产管理和决策软件的开发与使用是农业信息化的根

本表现, 例如畜产管理中 CattlePlus 管理软件的使用、土地管

理中 Google Earth 软件的使用等。

信息技术应用在新西兰开始的很早, 企业直接参与农业

信息技术产品的研发和销售, 开发了很多基于 PC 的农业应

用软件。新西兰农业信息化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管理信息

化和农场管理自动化。在农业生产管理中, 基于PC 开发的

信息管理软件得到了广泛应用, 例如,Landmark Far m 管理软

件, 使用该软件可以完成农场管理的各方面, 从而有效的实

现农场业务管理。该软件包含了现金账簿、地图管理、牧场

日记、财务预算管理、发货单管理、工资管理和库存管理。在

农场管理自动化方面 , 实现了畜牧业食草量测量自动化和牛

奶品质和总量测量自动化。

1 .2  国外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策略  从经济发达国家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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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信息化实践来看, 现阶段其都市农业信息化关注的内

容侧重于农产品生产管理、农业监控、农产品销售以及食品

安全回溯等 , 这些都是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高阶段、深层

次应用。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农业规模较小的代表之一 , 现阶

段其都市农业信息化关注的内容侧重于食品安全回溯和精

准农业技术, 服务对象主要是都市居民以及都市周边农户。

2  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模式

2 .1 精准农业型发展模式 精准农业( precision agriculture)

也叫精确农业, 是由信息技术支持的, 根据空间变异定位、定

时、定量地实施一整套现代化农事操作管理[ 2] 。该发展模式

重点强调了在发挥都市农业教育功能和辐射功能的过程中

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在本地区的提

升。精准农业型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模式的鲜明特点是充

分利用本地区技术资源及人才优势, 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应

用现代信息技术, 充分发挥都市农业的教育功能和辐射功

能, 全面服务于本地区以及周边地区的农户。在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的地区或城市, 有条件吸引尖端人才和高端技术向本

区域集中, 在发展都市农业的过程中, 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

这些信息技术, 进而加快或提高本地区现代农业水平。

精准农业型是都市农业信息化的重要发展模式之一。

精准农业在美国、日本、樱国等发达国家已成为一种高新技

术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产业。它可以根据作物生长的土壤

性状, 调节对作物的投入, 即一方面查清田块内部的土壤性

状与生产力空间变异, 另一方面确定农作物的生产目标, 进

行定位的“系统诊断、优化配方、技术组装、科学管理”, 以最

少的或最节省的投入达到同等收入或更高的收入, 并改善

环境[ 3] 。

2 .2  经济功能型发展模式 经济功能型是都市农业信息化

的基本发展模式之一。其特点是充分利用本地区土地资源

及市场优势, 在农产品生产过程及国际贸易过程中综合应用

农产品生产管理的信息化、农业监控信息化等 , 充分发挥都

市农业的生产功能和创汇功能, 全面服务于本地区以及周边

地区的农户。

经济发达的美国、德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等国家的部分中小型城市属于该种发展模式, 利用信息技术

支持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取得比较优势, 进而促进农产品

出口。例如美国的农业灌溉信息系统、病虫害远程诊断系统

和农业监控信息化、新西兰的农业决策支持系统等, 这些措

施都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经济功能型发展模式由于

注重生产功能和创汇功能, 因此更适合一些中小型城市, 这

是因为一方面中小型城市的土地资源相对比较丰富, 适宜进

行规模化农业生产, 同时也适宜农业生产技术的大规模推

广; 另一方面, 中小型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较低 , 发展出口创汇

型农业更符合城市的发展要求。

2 .3  生态观光型发展模式 生态观光型发展模式重点强调

了在发挥都市农业生态功能和休闲功能的过程中应用现代

信息技术 , 促进农业现代化在本地区的实现。其特点是充分

利用本地区生态资源和旅游资源 , 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农

产品生产过程及观光旅游过程, 充分发挥都市农业的生态功

能和休闲功能, 全面服务于本地区以及周边地区的市民及当

地农户。

利用现代农业技术在城市的不同地带发展都市农业, 不

仅能实现农业的生产功能, 更重要的是生态农业的发展有助

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降低城市由于发展工业带来的污染。

同时在城市及周边地区发展生态农业, 还可以解决城市周边

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市农业带的形成将成为城市发展进

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一些中型城市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进

程中, 发挥都市农业的生态功能和旅游功能, 达到经济发展

和城市文明的和谐进步, 经济转型城市可以考虑采取这种模

式发展都市农业。

2 .4  综合示范型发展模式 综合示范型是特大城市及城市

群都市农业信息化的重要发展模式。该发展模式强调在发

挥都市农业6 大功能( 生产功能、生态功能、旅游功能、创汇

功能、教育功能和辐射功能) 的过程中综合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 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在本地区的进一步提高。综合示范

型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模式的特点是充分利用本地区的各

类资源优势, 在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及销售的各个环节大

力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 充分发挥都市农业的教育功能和辐射

功能, 全面服务于本地区以及周边地区的市民和农户。该模

式对城市发展水平的要求较高, 一些特大型或大型城市在城

市发展进程中, 可能有资本、技术等方面的实力进行各种投

入和开发, 以此达到城市的综合发展。

3  我国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模式选择

根据我国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阶段, 将我国城市分为

3 种类型 : 一是特大型城市及城市群( 如北京、上海、广州、重

庆等) ; 二是大型城市( 包括各省区的省会城市以及一些东部

沿海城市等, 如杭州、武汉、大连等) ; 三是中小型城市( 如山

东烟台、甘肃平凉、福建武夷山以及河南三门峡等) 。不同类

型的城市由于其地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定位等方面

的差异 , 都市农业信息化的发展模式选择中也有所不同。

3 .1  特大城市和城市群  其都市农业信息化的发展策略主

要表现为依托本地区的人才、技术和经济优势 , 着力于农业

技术以及农产品市场网络的研发和建设, 注重本地区都市农

业旅游功能、创汇功能、教育功能和辐射功能的充分发挥。

特大城市和城市群都市农业信息化的发展相对比较完善, 对

大中型城市都市农业信息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带动和示范作

用, 因此特大城市及城市群更适合采用精准农业型模式进行

都市农业信息化建设。

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属于都市农业信息化起步较早

的地区, 其基础设施建设已趋于完善, 并向农产品食品安全

回溯、农业生产管理等信息技术应用的高端方面发展, 不仅

促进了本地区农业的发展, 而且带动了周边地区都市农业现

代化的进程。例如北京深入应用计算机技术, 开发丰富软件

资源, 并大力开展农业信息知识教育和宣传, 增强政府管理

部门及生产经营者的信息意识和信息综合利用能力, 这些措

施的实施都为本地区都市农业信息化推进和周边地区都市

农业信息化发展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

3 .2  大型城市 其都市农业信息化的发展策略集中表现为

借鉴特大城市及城市群的建设经验, 着力于农产品生产管理

和市场网络的信息化建设 , 注重本地区都市农业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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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影响小、时空差异不大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设施农业生

产中应用, 在大规模的农场和农业高新技术综合开发试验区

实践, 然后才向有条件的农村和农户渗透。这样, 既可使我

国的精准农业与国际接轨, 又符合我国的国情 , 逐步形成自

身特点。当前我国发展精准农业的重点应该是精确种子工

程、精准播种、精准施肥、精准农药防治、精准灌溉、精准生育

动态调控、精准收获及精准农产品加工等[ 15 - 18] 。

5  结语

精准农业作为“数字地球”发展战略的切入点之一 , 在很

多国家已经形成一种高新技术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产业, 被

认为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虽然我国信息化建设

的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 , 但从未来农业发展趋势看, 中国也

需要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 , 促进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

信息化。因此, 依据目前我国农业的现状, 在充分了解国际

精准农业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原则上,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

况, 研究发展适合我国情况的精准农业技术体系, 将是今后

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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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功能、创汇功能和辐射功能的发挥, 并进一步带动周边

中小城市都市农业信息化的发展。因此生态观光型模式对

大型城市的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更为有利。

大连把发展都市农业作为促进城市发展水平、实现传

统城郊经济向现代农业转化、推动城乡经济融合、统筹城市

经济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大连市农业由传统

单一种植业逐步发展为集设施农业、旅游观光农业、休闲农

业、绿色无公害农业和花卉产业以及出口创汇型农业的新

农村发展格局。经济功能型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模式符合

大连市对都市农业的定位和建设思路。

3 .2  中小型城市  对中小城市来说, 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城

市发展的首要环节 , 农业生产功能对城市的发展最为关键。

其都市农业信息化的发展策略表现在借鉴周边大城市的建

设经验, 着力于农产品生产管理、农产品市场网络以及农业

休闲旅游等信息化建设 , 注重发挥本地区都市农业的生产

功能和创汇功能。因此经济功能型模式更适合中小城市都

市农业信息化的发展。

福建省武夷山市充分利用其风景秀丽、历史悠久、人文

荟萃等资源 , 以信息技术为手段 , 以“数字武夷”为平台, 全

面展现武夷山社会新农村建设成果。通过资源整合、高位

嫁接、模式创新, 以电子商务和科技服务等系统为交流平

台, 带动武夷山的建设 , 建立城市支持农村、服务农村 , 旅游

反哺农业的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长效机制[ 4] 。寿光市作为中

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之一, 以大棚种植蔬菜为特色 , 在充

分发挥规模和市场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和扩大出口的同时,

积极推进信息技术的应用, 例如 , 在互联网上寻找种植管理

信息、发布供求信息、进行蔬菜网上交易等成为该地菜农生

活的一部分。

4  小结

都市农业已成为城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而

都市农业信息化有助于都市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实现。在我

国都市农业信息化的发展中 , 首先应根据各城市的发展水

平和城市定位, 选择和借鉴适合的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模

式; 其次以国家政策扶持和城乡统筹为基础 , 以现代农业信

息技术应用为核心, 以特大城市、城市群、大城市以及中小

城市的链条式带头为途径, 汇集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强建设,

实现农业管理、生产和经营等各环节的高水平信息化。

参考文献

[ 1] RESINGJOANN.Farmmanagement software for farmbusinesses :Case - studies
of the Australianfarmsoftware industry[ EB/ OL] .[2008-08-01] .http :/ / www.
rirdc .gov .au/ reports/ RPLS/ 07 - 163sum.html .[2] 汪懋华.“精确农业”发
展与工程技术创新[J] .农业工程学报,1999 ,15(1) :1- 8 .

[3] 赵春江,薛绪掌,王秀,等. 精准农业技术体系的研究进展与展望[J] .
农业工程学报,2003,19(4) :7- 12.

[4] 刘德水.新农村信息化建设方法论———武夷山市“数字武夷”新农村信
息化工程案例分析[J] .中国信息界,2007(7) :39 - 43 .

82111              安徽农业科学                        2008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