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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信息化依托信息、通信技术，将信息、知识

作为农业生产要素，采集、分析、存储、传输、应用农

业生产、经营管理、农民生活中自然、经济、社会信

息，支持农业生产、农资流通、农产品销售、农村建

设、农业政策制定等［1~2］，可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

解决农业产销信息不对称、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及农

民信息素养、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开展农业电子商

务、加速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等［3］。目前

国内农村信息化研究尚未形成完整体系、知识基础

较薄弱、应用参考范例缺乏，需系统分析相关研究

成果以形成主题明确、结构合理的知识基础体系，

指导国内农村信息化建设。

本文用内容分析法系统分析国内农村信息化

研究高被引、综述文献，构建农村信息化研究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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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并揭示其进展，可供相关研究及应用参考。

2 数据来源、研究方法

综述、高被引文献是领域研究焦点及新文献的

理论或方法来源，可反映领域知识基础和研究体

系，系统分析其内容可初步得出领域研究知识基础

及整体状况。为此，笔者以 CNKI的学术期刊库为

数据源，以“农村信息化”为检索词，用题名方式收

集国内相关文献（检索时间为 2016年 11月 6日，共

得 1502篇文献），根据 h-b指数［4］定义（在研究领域

的文献集 N 中，h 篇文献每篇至少被引 h 次，剩余

N-h 篇文献的被引频次均不大于 h，h 即为该领域

的 h-b 指数）统计国内农村信息化高被引文献，共

计 31篇（见表 1），然后分别以“农村信息化”与“进

展”、“综述”、“述评”、“计量”为关键词组合，在题名

中检索，共得 8 篇综述型文献，其中高质量文献参

见文献［13，14，26，27，30］，最后分析归纳这些文献

内容，初步形成国内农村信息化知识基础并揭示其

研究进展。

表1 1998~2016国内农村信息化高被引文献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篇名

中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现状及发展方向研究

中国农村信息化测评方法研究

试论发展农村信息化

国外农村信息化投资发展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农村信息化的基本内涵及解决对策

农村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现状分析

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报告（2008）
国际农村信息化现状与特点研究

中国农村信息化测度指标体系研究

关于农业信息化与农村信息化关系的探讨

农村信息化现状及趋势研究

印度农村信息化的实践及借鉴

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现状及对策建议

美、日、韩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我国新农村信息化建设现状、内涵与技术对策

农村信息化服务模式现状及特征比较

我国农村信息化及实现途径的探索

论农村信息化建设与我国农村可持续发展

论我国农村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任务

关于中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思考

我国农村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中印农村信息化现状及印度模式的启示

北京市农村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中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思考

中国农村信息化服务模式选择与应用

我国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研究

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和思考

湖南农业农村信息化现状与发展

对加快我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整体思考

国内外农村信息化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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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识基础分析

3.1 基本内涵与发展历程

3.1.1 基本内涵

农村信息化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2］，加强农村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信息服务

（采集、加工、存储、传输、发布等［5］）普及应用的过

程［6］。胡大平［7］认为包含农业技术、农村环境、农业

要素、农村医疗卫生、农村人口管理、农村政务、农

村教育七方面信息化。

3.1.2 发展历程

臧春荣［3］、赵维夷［8］、杨晓蓉［9］认为分三阶段：

起步阶段，始于 20世纪 70年代末［9］80年代初，以农

业计算机技术应用（单机辅助管理［3］）为标志；体

系［3］规划阶段，80年代末［9］90年代初开始，制订《九

五时期农村经济信息体系建设规划》并设立相应建

设项目［8］，1996年首次全国农村经济信息工作会议

明确了农村信息化建设方向［9］；建设阶段，进入 21
世纪，伴随网络技术应用［3］，农村信息化日益受到

重视，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竞争力提升重要手段和

农业战略转变枢纽，农业信息化技术研究被列入

863、973、星火计划等重大项目。

3.2 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包括网络平台（主要是三

网［10］）、涉农网站、信息设备、服务平台、信息安全设

施、信息交换体系［6］等。

3.2.1 基本现状

国内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整体薄弱但逐渐加

强［2~3，8~10］，建设重点转向信息设备［6］：网络平台建设

处起步阶段［3］但逐步加强，传统媒体、涉农网站发

展迅速［2~3，7~8，10~14］，如中国农村科技信息网、九亿网、

中国农业信息网等，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站迅速增

长，如中国农产品促销平台、新农村商务网、农博网

等［1，13］，农民开始网购农资［2］、生产设备［7］；李道

亮［6］、黄志文［15］指出现有信息终端以电视、电话为

主，电脑普及率很低；张博［16］指出基于三网的综合

信息服务平台初步建成，赵维夷［8］指出部分地区已

建立省市县乡农村综合经济信息中心、机构、平台，

陈良玉［10］指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开始发挥作用，包

括数据质量控制规范、数据信息分类与编码、数据

采集与更新规范等［9~11］。

3.2.2 问题及对策

主要是区域发展不平衡［1，3，8］、缺乏宏观调控，

信息设备、资金投入不足（农民不愿投入［10~11］），基

础网络滞后［3］、与传统媒体缺乏整合，信息服务平

台未形成整体优势、信息流动不畅，网络管理薄

弱［3］、信息安全设施落后［17］等［7~10，16，18］问题。政府需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李道

亮［6］提出信息服务、平台上移、服务下延、扁平化发

展策略），加大资金投入、吸纳通信运营商投资（李

道亮［6］、黄志文［15］提出用 IPTV 推进互联网进村入

户［15］，陈良玉［10］、刘世洪［12］提出建立省市县村四级

网络平台和信息网站［3，10，13］）；完善配套网络和计算

机设备［10~11］（陈威［13］提出用政府补贴、引导通信企

业降低资费等方法促进信息设备进村入户）；整合

涉农信息服务平台、场所、传播渠道［3，6，7，16］并基于平

台提供服务［6］；胡大平［7］提出完善农村信息化的信

息安全、电子签名、电子商务、公共信息管理等法律

法规［1，7，17］。

3.3 信息资源建设

农村信息资源建设主要建设涉农信息［5~6，10，16，19］、

农村环境资源（气候、资源、灾害预防等［5，7］）［2，14，20］等

方面数据库［3］。

3.3.1 现状

陈良玉［10］、陈威［13］指出国内涉农、行业性［13］数

据库初具规模，覆盖作物、动物、水产、热作、草地与

草业等 12 大类，涉及 CNKI、万方、维普［9］，CABI、
AGRIS、AGRICOLA、FSTA 等数据库［9~11］；行业性数

据库有中国农林文献库、中国农业文摘库、农牧渔

业科技成果库、农副产品深加工题录库等［13］。此

外，臧春荣［3］指出国家信息采集体系基本建立［3，9］，

涉及农业、气象、林业等10个数据中心［9］。

3.3.2 问题与对策

针对高质量、多样性、高时效［3］农业信息资源

缺乏（采集点少、标准化程度低、指标体系不健全等

导致）［1，3，7，9，18］，胡大平［7］、黄浩［1］、臧春荣［3］提出增

加、细分数据库资源，加强市场供求［3］、品种资源、

农产品价格、科技信息技术、农村政策法规、农业

成果［3］等急需实用数据库建设，建立农业专家系

统［1~3，6，8，11~13，17，21］、农业智能应用系统［3］；赵维夷［8］提

出开发解决信息交流与农产品流通问题的信息技

术，规范市场信息建设，提高信息时效和质量。

针对农业信息资源开放性共享度低、渠道不

畅［6］，胡大平［7］提出研发农村信息中心、共享服务

网，形成跨部门、地区、学科、多层次分布式农村信

息服务平台及共享体系［6，10~11，22］；陈良玉、陈爱锋［10］

提出加快农村信息采集标准、技术服务、市场信息

服务、信息发布等体系建设，提供标准数据库接口，

一体化采集、处理、整合、发布信息。

3.4 信息服务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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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息服务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利用涉农

信息，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包括数据采集、存储、

检索、咨询等［5］；内容涉及国家及生产者决策，法规

政策、市场、技术、气象、灾害［19］等（高正龙［18］分为资

源与环境、科技、生产经营、市场、管理服务、教育及

政策法规六方面；郭勇田［5］分为基础网络信息、联

机数据库、Internet数据库、搜索引擎、数字图书馆、

网络咨询等）。

3.4.1 现状

臧春荣［3］、赵维夷［8］、陈良玉［10］、杨成洲［17］指出

国内农村信息服务体系与基础设施建设同步发

展［8］，基本形成且逐步深入但仍需完善［3，6，8~11，13~14，16］，

现有研究集中于服务模式。

陈良玉［10~11］按传播渠道提出基于卫星通道、用

广播电视通过无线接收器接入互联网，基于卫星或

互联网通道、通过网站发布获取信息，基于卫星通

道构建农业寻呼网进行个性化服务，整合农技

110、用电话连接农业WAP网站浏览发布信息四种

模式；李道亮［6］按区域发展提出大城市郊区、东部

沿海地区、中部粮食主产区、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

四种模式；王丹［23］按服务提供者提出政府主导推

动、行业协会或合作经济组织自我服务、批发市场

辐射扩散、龙头企业一体化带动、专业信息公司或

网络有偿服务、科技大户和经纪人示范传递、国际

合作扶贫七种模式；梁敬东［2］提出基于知识库、数

据库、模型库的农业智能信息服务模式；黄浩［1］提

出农业电子商务信息服务模式；李道亮［6］、高正龙［18］

提出“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社会参与、资源整合”服

务模式，实现服务主体［6，13~14］、信息来源社会化；陈

良玉［10~11］、张博［16］提出基于农民信息需求、利用特

点的个性化主动［11］信息服务模式，坚持点面结合，

整合［10~11］、构建并利用信息服务新模式，多渠道传

递信息［12］。此外，高万林［19］提出一才三务信息服务

推进模式。

3.4.2 问题与对策

针对服务体系不完善，陈良玉［21］构建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农村信息服务体系；杨成洲［17］构建农

业产销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促进农业企业信息

化，提高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化水

平及服务能力，鼓励农业电子商务；黄浩［1］提出完

善农村信息化服务体系（建立专家数据库、实施农

业电子商务信息服务、基于多种媒体开展农业信息

服务）；杨成洲［17］提出建立国际农产品市场信息服

务系统、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质量安监信息系

统，开展新型农村市场信息服务。

3.5 信息技术创新

农村信息化技术结合信息技术与农业科技改

进农产品生产方式和过程［21］，相关技术包括互联网

多媒体数据库、计算机软硬件、微电子、三网［21］技术

及设备［5］、通讯技术（卫星）与设施［5］、人工智能、神

经网络、专家系统、虚拟现实、自动控制、3S（GPS、
GIS、RS）［2，5~6，17，21］、系统模拟［21］、电子标签、传感

器［6］、射频识别［17］等。

3.5.1 现状

陈良玉［10］、赵维夷［8］、陈威［13］、郑亚琴［24］指出国

内农业信息化技术及产品研发与应用取得一定成

果［3，10~11］，如农业专家系统、农业模拟系统、病虫害

防治系统［13］、多媒体小麦管理系统、温室自控技

术［8］等；杨晓蓉［9］、张喜才［25］指出农村信息技术、软

件应用水平不高，尤其是数字农业、资源管理技

术［25］，智能性实用性较弱［17］；此外，吕君［26］将农村信

息技术系统分为基础设施运行、生产管理、资源环

境检测、市场流通管理、科技教育文化、农村生活消

费网络化等子系统；陈良玉、陈爱锋［10］设计了中国

农村信息化建设总体方案［21］。

3.5.2 问题与对策

针对国内农村信息技术未广泛开发［5］、应用［3，10］，

陈良玉［10］提出集成多学科技术促进农业信息技术

应用；郭勇田［5］提出创新信息技术，研发适合农村

市场和农民需求［10］的智能信息技术产品；杨成洲［17］

提出加快建设农业生产经营中信息技术应用、农业

应急信息系统、农业智能系统；刘世洪［12］提出开发

农村工作管理信息、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市场与

科技信息服务、农业专家、农村信息资源数据库、农

村远程教育六类应用系统；吕君［26］提出加强网络安

全技术研发。

3.6 试点示范应用

农村信息化应用是用现代信息技术、信息资

源、信息服务改造传统农业、农村社会管理、农民思

想观念及生活方式、农业与农村行政管理，表现为

技术应用水平、资源开发利用度、基础设施及社会

服务信息化水平等［5］。

陈威［13］指出部分地区已试点示范 3G、物联网、

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政务管

理、产品流通、综合信息服务等领域应用，建立数字

农业示范区（数字农业模型及系统，数字农业公共

信息管理平台，基于 3S的农业结构布局、农作物长

势和农产品品种监测预报，农村数字信息服务系

统，数字农业关键技术与设备）；臧春荣［3］指出已研

发出物生育全程调控、农事管理、鱼病防治等专家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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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李道亮［6］提出加速农业信息技术应用：农资

行政管理信息公开及产品、市场信息发布，农产品

市场监控预警，农产品商务和品牌网站建设，农村

社保信息化；梁敬东［2］指出基于多渠道传播农业生

产、科技及市场和管理信息，开发应用农业专家系

统、智能信息系统等。

3.7 人才队伍建设与农民培训

信息化人才队伍为农民生产、生活、经营提供

信息服务［25］，农民培训提升农民信息技能、培养信

息需求，直接影响农村信息化效果。陈良玉［10］指出

农村信息服务机构、队伍不断壮大，农民信息意识

薄弱［1，3，7，10，16，18］；臧春荣［3］指出农村信息化人才素质

参差不齐且缺乏。

臧春荣［3］提出建立省市县农业信息服务机构

培训农村信息服务人才、农民信息技能，利用社会

中介利用充实信息服务人才队伍［3，10］，同时改善信

息传播机制［3］，如发展农村信息员；胡大平［7］提出通

过正规院校、在职培训、远程教育等方式培养信息

化人才［3，6~8，13，16~18，22，27］；赵维夷［8］指出中央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通过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办学体系

培训农民科技教育、劳动技能，提供信息服务。

3.8 信息化测评

刘世洪［28］通过构建农村信息化测度指标体系

并进行地区性农村信息化测评，得出按重要性降序

排列的农村信息化影响因素：信息基础设施、信息

技术、信息资源、信息产业、信息人才、外部环境；杨

成［29］基于农村信息化内涵、政策法规和标准，提出

国内农村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王芳［30］用信息计量

法分析政策主题分布、发布单位与时间变化趋势

等，构建农村信息化政策主题类目框架体系，揭示

政策历史变迁、关注重点、发布主体合作状况，分析

农村信息化政策特点并提出政策制定建议。此外，

黄志文［15］、马秀霞［27］进行了相关研究。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用内容分析法、基于领域高被

引、综述文献，从知识基础角度揭示了国内农村信

息化研究进展，初步构建了该领域知识体系：主要

分为基本内涵与发展历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

网络平台、涉农网站、信息设备、服务平台）、信息资

源建设（主要是数据库建设、信息资源质量提升及

开放共享）、信息服务强化（主要是服务模式整合和

体系完善）、信息技术创新（研发实用智能技术）、试

点示范应用、人才队伍建设与农民培训、信息化测

评。

接下来，笔者将运用知识图谱技术研究国内农

村信息化研究主题演化过程，揭示该领域知识脉

络，进而确定该领域研究主题、研究热点及前沿趋

势，为后期构建农村信息化完整知识体系奠定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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