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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政府投资对农业信息化建设的作用 ,采用比较分析法和图解法对政府投资作用进行研究 ,对我国

政府在农业信息化投资中取得的成效和存在问题以及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比较。认为 :在农业信息化投

资中 ,政府基于一个用户的基础上更需要起支撑和调节者的作用 ;政府在加大总体投入的同时要向落后地区倾斜

以促进国家农业信息化的整体发展 ;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和标准化建设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的优势 ;政府对信息化

队伍建设投资要以提高农业信息化从业人员素质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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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 tudy the func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alization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 we analyzed the

investment effect and problems from the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alization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of government and the

s uccessful exp erience of the develop ed countries by the method of comp arative analysis and diagram. The res ult indi2
cated that the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alization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s atisfied the rule of marginal digression , inves t2
ment increment in underdevelop ed area was the necess ary condition to improve the total level of the agricultural infor2
mationalization construction , and the investment amount had an optimum value . In short order , the government should

advance the whole diathesis of the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alization troop , and then arrive at the goal of high quality p er2
s onnel in the fu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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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中 ,政府起着组织、引

导、推动和投资的巨大作用。政府对带有较大公共

产品性质的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投资是一个值得研究

的问题。

国内外对农业信息化建设研究的文献较少 ,且

多为归纳性的策略研究[1 4 ] 。对于农业信息化建设

中政府的作用 ,仅有吴建寨等[5 ]分析了农业信息化

建设进程中政府所应承担的职责。政府对农业信息

化建设投资的研究未见报道。本研究利用经济学图

解法对新时期我国政府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作用

进行定性研究 ,旨在为政府进行农业信息化建设投

资提供政策建议 ,以达到投资效用的最大化。

1 　我国农业信息化投资建设现状

农业信息化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

为农业产供销及相关的管理和服务提供有效的信息

支持 ,并提高农业产业的综合生产力和经营管理效

率的总称。在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中 ,政府是最大

的投资主体。

近年来 ,各级政府的投资在推进农业和农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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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结构调整以及促进农业信息化建设 ,面向市场和

农民的信息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人、财、

物的投入上得到了一定加强。目前 ,全国省、地、县

三级农业部门在信息网络建设方面的投资已达

4112 亿元[6 ] 。

1)农业信息化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建立了大量信

息网络平台。我国 31 个省 (区、市)均建立了农业信

息网站 ,大部分建立了农业信息中心 ,县级农业信息

中心也正在逐步建立 ;涉农网站有4 000多家。到

2003 年底 ,近 72 %的县已建立农业信息服务平台[7 ] 。

2)农业信息队伍建设已经初步形成相对稳定的

信息采集点。全国 78 %的地 (市) 、43 %的县 (市、

区) 、18 %的乡镇建立了信息服务机构 ,全国已经建

立了 33 条农业信息采集渠道 ,8 000 多个信息采集

点。信息队伍建设加快 ,如山东省已经拥有 8 000

多人的农民信息员队伍[8 ] 。

3)精细农业、农业专家系统和计算机生产管理

系统应用取得成效 ,农业系统的数据库建设有了较

大进展。

4)投资让信息发布制度正在走向制度化和规范

化。农业部已初步建立信息发布制度 ,并利用中国

农业信息网等媒体为主体的信息发布系统。全国有

27 个省级农业部门制定了信息发布制度 ,21 个省级

农业部门与电视、广播、报杂等媒体合作建立了固

定、多样化的信息发布窗口。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对农业

信息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同时 ,农业信息化建设的

投资需要细致的研究。尽管政府这些年在农业信息

化建设中取得了较大发展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

在较大差距 :对真实的投资需求缺乏了解 ,对农业信

息化建设投资的绝对数目和相对数都较欠缺 ;农业

投入资金难以到位累及农业信息化建设 ;农业信息

化项目建设投资存在重复和盲目性 ,缺乏投资跟踪

管理和监督 ;投资“大锅饭”现象依然存在 ,缺乏对地

区差别有效需求的考察 ;对投资需求的先后轻重没

有把握好等。这些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农业

信息化建设投资存在的不足。

2 　政府对农业信息化建设投资的国际经验

　　发达国家农业信息化已形成了从农业信息的采

集、加工、处理到发布的完善的农业信息体系 ,从宏

观上整体规划 ,在微观上则做到了由点到线到面的

逐渐提升。

1)政府投资对农业信息化完整体系的建设。美

国有一个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 ,从联邦政府到各州、

县政府都注重在组织上加强对农业信息工作的协调

与管理 ,形成了以农业部及其所属国家农业统计局、

海外农业局等机构为主的信息收集、分析、发布体

系。日本则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农业情报

系统。

2)政府在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业数据

库方面加大投资力度。日本农林水产省制定了“21

世纪农林水产领域信息化战略”的计划 ,提出要大力

建设农村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以建立发达的通讯网络。

3)政府重视对农业市场信息服务系统建设的投

资。日本现已将 29 个国立农业科研机构、381 个地

方农业研究机构及 570 个地方农业改良普及中心全

部联网 ,271 种主要农作物的栽培要点按品种、按地

区特点均可在网上得到详细的查询。其中 ,570 个

地方农业改良普及中心与农协或农户之间可以进行

双向的网上咨询。并正在逐步完善农用物资及农产

品销售的网上交易系统。[9 ]

4)政府实行科研、教育和推广三结合 ,并重视对

信息人才队伍建设的投入。通过三者的紧密结合 ,

为农业发展提供 3 个最基本的保证。目前 ,多种农

业传媒、网络、通讯、视听等载体正成为农业信息化

队伍获取科学知识、传播推广实用技术、进行农业信

息咨询服务的重要手段 ,通过培养学生和面向社会

咨询两大方式实施信息服务。

5)政府重视对信息分析和发布的制度化和规范

化建设的投资。政府建立了较健全的农业信息化法

制法规 ,注重立法监督保证信息质量真实性、有效性

及知识产权等 ,维护农业信息化主体的权益并积极

促进信息的共享。

综上 ,我国政府在农业信息化建设投资中应加

大基础设施和数据库的投资以保证农业信息传递畅

通 ;在农业信息化完整体系建设上进行宏观和远期

规划 ;在对农业市场信息服务系统建设的投资上 ,加

强市场化程度 ;对信息化人才队伍的建设上投资力

度较大 ;加大法律法规的约束是顺利进行的保障。

3 　我国政府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投资选择

311 　我国政府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作用

政府不仅仅是信息产品市场的一个用户 ,一个

重要节点 ,更大程度上则以市场创建、支撑和调节者

的身份介入农业信息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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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而投资是其重要角色的体现。政府、涉农企

业、农户和其他涉农组织通过基于网络、数据库、涉

农组织、广播电视及报刊等的农业信息化平台相互

联系 (图 1) 。

图 1 　农业信息化场

Fig. 1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alization filed

政府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中可能的地位和作用主

要表现在 6 个方面 :1) 制定农业信息化建设总体规

划 ,避免资源浪费、重复建设 ,对农业信息资源进行

合理布局、优化配置 ,以加强信息化建设的宏观指导

和协调 ;2)制定政策法规 ,建立监督和管理机制 ,对

信息市场进行规范和引导 ;3)为乡镇、产业化龙头和

经营大户等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融资与筹资环境 ,吸

引外部投资 ;4)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确保各

级网络平台建设、网络延伸和渐次解决农民信息服

务“最后一公里”问题使整体得到良性发展 ;5) 重视

国内信息与技术引进和人才的培养 ,为农村社会和

各个市场主体提供及时、丰富、准确的信息与服务 ,

引导与组织农民上网 ,基层政府培训乡镇、村信息站

的信息员[10 ] ;6)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和推动各类农业

信息主体成为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真正主体。

312 　政府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投资选择

在市场经济中 ,农业信息化建设依然离不开政

府的扶持与宏观调控 ,政府的正确投资是国家农村

信息产业与信息技术发展的保障。

1)增加财政对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整体投资额

度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投资少常常是因为回报低。农业产业化进程慢

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农产品投入产出的周期长 ,在短

期内无法获利。农业信息带有较大的公共物品的性

质 ,完全以利润最大化的市场操作会陷入恶性循环 ,

所以 ,政府作为一个投资主体是必要的。

针对目前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发展现状和前

景需要而言 ,政府现有的投资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

对比例都远远不够 ,必须加大投资力度。

图 2 示出农业信息化建设投入与整个农业投入

的关系 ,其中 : I1 为农业信息化建设投入 ; I2 为农业

其他方面投入 ; I 为整个农业总投入 , I = I1 + I2 。

政府要加大投资 ,在图上表现为农业总投入约束线

L 1 向约束线 L 2 的推进。

图 2 　农业信息化建设投入与整个农业投入的关系
Fig. 2 　Optimum scale of the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in2

formationalization construction compared of the
whole agriculture devotion

在一确定时期 ,假定农业总投入为存量 I0 ,农

业信息化建设投入为变量 I′1 ,农业其他方面投入为

I′2 ( I′2 = I0 - I′1) ,农业投入的社会效应曲线为 U i =

U ( I1 , I2) , i = 1 ,2。根据 I′1 和 I′2 不同组合可得到

一系列不相交的社会效应曲线 U i ( i = 0 , 1 , 2 , ⋯,

U i) 。

2) 各级政府根据本地所处不同区域资源和经济

发展情况确定不同的投资额度。

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中 ,政府投资以农业信息

化建设为公共产品进行。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一

样 ,其投入存在最佳投资额度 ,即在确定的投资额度

下获得最大的投入社会效用 ,或者为达到投资的确

定社会效用而进行最小的投入。

我国政府可以参照经济发达国家对农业的投入

(美国目前对农业的投入占整个国民经济的 10 %左

右) 决定在农业信息化方面的投资 ;同时 ,也要对有

代表性地区进行抽样调研 ,综合分析所得数据 ,从而

得到最佳农业信息化建设投入量 I′1 。

图 2 中 ,总投入 ( I = I1 + I2) 是一定的 ,即总投

入约束线 L i ( i = 1 , 2) 是确定的 ,此时 ,农业信息化

建设投入为 I’1 ,农业其他投入为 I′2 ,社会效用曲线

U i 与总投入约束线 L i 的切点 ( U 0 = U ( I′1 , I′2) ) 即

为最佳投入点 P( I′1 , I′2) 。

3) 加大对落后地区投资促进国家农业信息化整

体发展。

我国农业信息发展程度沿海与内地、内地发达

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大中城市与偏远农村等存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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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差异。从经济学角度 ,农业信息化的投入同样满

足资本收益边际递减规律。图 3 示出农业信息化投

入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农业信息化的投入以确定速

度增加时 ,农业信息收益增加的加速度逐渐减小。

由图 3 可见 ,在农业信息化建设落后地区和发

达地区同时增加投入ΔI ,落后地区所得收益 (面积

S AB E) > 发达地区所得收益 (面积 S CD F) 。由农业信

息化投入的资本收益边际递减规律可推及 :任一地

方政府在本行政辖区应根据各个区域发展状况的不

同确定不等的投资额度 ,同时 ,为了获得该地区农业

信息化的整体发展 ,需要加大对落后区域的投资。

考虑到我国整体农业信息化水平 ,政府加大对

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信息化投入是必要的。

图 3 　农业信息化投入与收益的关系

Fig. 3 　Yield of agriculture information decreases gradually

4) 根据现状和发展趋势确定农业信息化建设中

的优先领域和优势项目。

农业信息化以网络农业为代表 ,应把农业信息

网络建设作为优先发展的领域之一 ;同时 ,应在优势

项目加大投入。例如 :山东、内蒙等地粮棉主产区的

粮棉生产属于我国的优势项目 ,随着加入 WTO ,在

国际大市场冲击下 ,这些项目正在逐渐失去原有的

优势。政府应该加大农业信息化的投入 ,整合和利

用各种优势资源确保产、供、销的畅通和优化循环 ,

这对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提高

我国农业的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

应该在国家生态脆弱的区域加大投入。这些地

区常属于干旱缺水多风沙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农业

生产水平低 ,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而使得

信息化程度差。政府在这些地区加大农业信息化建

设的投入有助于退耕还林还草等大力整治维护生态

平衡。

5) 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 ,制定有关优惠政策 ,发

挥政府的导向作用。

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是农业信息化建设最基本的

物质条件 ,对网络平台和数据库建设、资源开发、网

络延伸和终端建设 ,对农业信息的采集、发布、接收

有巨大作用。建立统一的宏观管理机构 ,制定有关

的优惠政策 ,创造更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以便吸引、

鼓励、引导、扶持集体与个人兴办农业信息企业。

6) 加大标准化建设和信息发布制度的投资 ,发

挥政府的协调作用。

农业部门和其他涉农组织的信息资源缺乏统一

协调的管理体制和信息标准化而使大量信息处于相

对封闭状态 ,共享度很低。在重视网络平台的同时 ,

还应充分发挥电视、报刊、广播等传统媒体的优势。

1994 年 12 月“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第三

次会议上提出的加速和推进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

的“金农工程”的实施将会加快信息交流和共享 ,统

一信息标准和规范推进资源整合 ,以及提高我国农

业化整体水平 ,使农业信息与国际接轨等问题得到

更好解决。同时 ,这还有利于推进国际农业信息科

学和技术的合作和交流 ,有利于学习农业信息化建

设的先进经验和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信息技术成

果 ,加快农业信息化进程。

7) 加大农业信息化队伍建设投资 ,发挥政府的

组织管理作用。

农业信息的开发和应用都离不开农业信息化队

伍的建设 ,农业信息化的建设是人的建设 ,加大技术

人才的培训以及农户培训力度是必要的。

加强政府对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宏观调控和政策

引导 ,成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

建立人才激励、合作竞争的有效机制 ,完善人才合理

流动的法律法规体系 ,鼓励农业信息化科技人员创

业创新 ,继续实施国家各类优秀人才计划 ,提高农业

信息化科技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优化科技队伍结构 ,

重点建设好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技术创新、科学研究、

科技企业家、科技管理科技中介服务等几支队伍。

在加强农业信息化队伍建设中 ,政府应利用高

校这个现有资源 ,使其担当起加快培养农业信息化

科技人才的重任。在高校设置农业信息化等专业 ,

同时 ,要吸引国外信息科技人才回国。另外 ,我国由

于人多地广在目前资源得不到全面满足 ,要注重”农

村信息员”的培养 ,面向基层为农民服务。

我国农业信息化水平和农业信息化从业人员对

农业信息的掌握程度与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

较大 (图 4) 。从农业从业人口的绝对数看 ,远大于

发达国家 ,但农业信息化程度较高部分的从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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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从业人口的比值 ,发达国家远大于我国。针对

这种情况 ,政府应在宏观上提高我国农业信息化的

整体水平 ,即通过加大对农业信息化队伍建设的投

资 ,先期提高农业信息化从业人口的整体素质 ,进而

减少农业信息化从业人口的绝对数。

Sc、Sf —我国、发达国家农业信息化从业总人数

图 4 　我国从业人员农业信息化掌握程度与

发达国家的比较
Fig. 4 　Difference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alization con2

struction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hina

S 1、S 2、S 3 —农业信息化水平处于初期、过度期、高水平时的农业

信息化从业人数

图 5 　我国从业人员农业信息化掌握程度的变化趋势
Fig. 5 　Trend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alization construc2

tion in China

由我国从业人员农业信息化掌握程度的变化趋

势 (图 5) 可见 ,在短期内 ,农业信息化从业人口不变

( S 1 = S 2) ,政府应选择提高农业信息化从业人口的

整体素质 ,加大对其投资 ,使得从业人员素质有一个

较大的提高 , 此时从业人员农业信息化掌握程度

φ2 >φ1 ,近似满足正态分布曲线 ,农业信息化从业

人数的峰值 n2 > n1 。

随着政府对农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视 ,投资力度

的持续增加 ,农业信息化的提高将加速农业现代化

的进程 ,进而 ,农业现代化又会促进农业信息化建

设 ,形成良性循环。两者相互促进的结果必定会出

现农业信息化建设队伍素质的普遍提高和农业信息

化从业人口绝对数目的减小 ,此时有 S 1 = S 2 > S 3 。

8) 加大对农业信息化法规建设的投资 ,发挥政

府的权威规制作用。

目前 ,我国关于农业信息的采集、传播、发布等

方面尚缺乏法律依据 ,应加大对法规建设的投资使

农业信息服务法制化。在信息发布、共享、保密、可

靠性以及信息市场规则和发展政策上做到有法可

依 ,同时要确保法制的严厉性做到有法必依 ,打击信

息犯罪 ,发挥政府的权威规制作用 ,以促进农业信息

市场的有序发展。

4 　结束语

本研究应用经济学图解法分析了政府在我国农

业信息化建设投资作用 ,提出政府对农业信息化建

设的有效投资概念。研究结果表明 :政府的投资具

有最佳额度 ,这需要对有代表性地区的抽样调研和

分析 ,从微观入手得到宏观层面的最优解 ;政府对信

息化队伍建设投资在短期内要以提高从业人员整体

素质为方向 ,从而让信息化队伍在市场的选择中优

化 ,达到信息化队伍的精简。笔者将考虑影响政府

对农业信息化建设投资的各因素建立量化模型 ,进

一步应用模型定性研究政府投资对农业信息化建设

的功效。

参 考 文 献

[1 ] 　郑红维 ,葛敏 ,史建新. 我国农业信息发布问题的理论

探讨[J ] . 中国农村经济 ,2003 (9) :43 49

[2 ] 　唐启国. 浅谈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信息化建设 [J ] . 农业

现代化研究 ,2004 (1) :56 58

[3 ] 　唐启国. 农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及其解决办法

[J ] .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9) :

33 39

[4 ] 　朱乃芬. 加强科技创新 推进现代农业信息体系建设

[J ] . 农业与技术 ,2004 (6) :4 5

[5 ] 　吴建寨 ,东野光亮 ,姜广辉. 农业信息化进程中的政府

角色剖析[J ] . 农村经济 ,2004 (4) :86 88

[6 ] 　王文强. 以信息化促进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 [J ] . 世界

农业 ,2003 (3) :49 50

[7 ] 　邓保国. 论我国农业信息网的发展瓶颈 [J ] . 科技情报

开发与经济 ,2005 (16) :79 80

[8 ] 　吕晓敏. 中国农业信息化的现状和机遇 [J ] . 天津科技 ,

2002 (6) :11 12

[9 ] 　赵元凤. 发达国家农业信息化的特点 [J ] . 中国农村经

济 ,2002 (7) :74 78

[10 ] 　梅方权. 从农业现代化走向农业信息化 [J ] . 山东社会

科学 ,1998 (1) :35 37

701
　
　第 2 期 刘琳等 : 政府在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投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