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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信息化建设是我国现阶段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现我国农村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因素。探讨

低成本信息化的内涵，深入研究信息化建设的成本构成，以及低成本信息化对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分析我国推

行低成本农村信息化遇到的问题，指出我国在农村信息化建设的一些误区，并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结合实际情况，从不同的

角度出发，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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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正

面临着农村信息化带动农村现代化的“叠加时期”

的历史发展机遇。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农业信息化

和农业现代化的“叠加效应”和“倍增效果”，加快

推进农村信息化，带动农村现代化。

农村信息化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知识

高度密集的、大规模综合集成的系统工程。主要涉

及微观农村单位的生活、生产、经营管理、农产品

销售、农业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因此，只有科学

合理地分配资源，才能保证农村信息化建设顺利

进行。

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曾提出农村信

息化建设要“因地制宜，推进低成本的农村信息化

模式”。在推进农村信息化的过程中，要根据各地

实际情况，采取适合当地农民需求的农业信息服

务模式，将现代信息网络体系与传统信息体系有

机结合，实现优势互补。要适应农民文化素质水平

较低的特点，创造、生产和推广易于农民掌握和操

作的信息硬件设备，实现信息技术的“平民化”、

“傻瓜化”，促进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广大农村地

区的普及⋯。

因此，研究低成本信息化的问题以及在我国

农村推进低成本信息化是十分必要的。

2 低成本信息化的内涵

目前，对低成本信息化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

低成本信息化主要是面向中低层收入的人群，应

着重考虑成本因素，尽量选择成本比较低廉的软

硬件设备，满足那些信息化需求程度比较低的应

用；一是认为无论是信息化程度高还是低的行业，

都要在满足现有需求的基础上，尽量降低信息化

建设的综合成本，优化投入，充分发挥投入的效

益，从而提高信息化建设的性价比，降低信息化建

设成本。

低成本信息化不等于搞低档次、低水平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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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建设。低成本信息化不只限于投入成本的绝

对量，更着眼于投入与产出的相对比较。低成本

既包括少花钱、多办事、办大事，也包括多花钱、

办更大的事、办效益更好的事。因此，提倡低成

本，并不是说信息化投人多了，要降低今后的投

入，甚至不投入，而是要优化投入，充分发挥投入

的效益。低成本也不等于低水平、低标准，反而是

高水平、高标准。而且，更关注于整体优化，包括

规划的科学性、实用性；实施的适时性，针对性，

要做到少投人，多产出；适时投入，及时产出；产

品选型的合理性，不是一味地追求国外大公司的

名牌产品；成本构成的全面性，不只是建设成本，

而是总体拥有成本，包括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硬件和软件，数据库和信息，建设和运行维护、升

级及更新，以及人工成本和其他管理成本等。

3 信息化建设成本研究

(1)采购成本

采购成本包括购买信息系统所需软硬件的获

取成本以及在采购过程中发生的间接采购成本。

其中硬件成本一般包括购买硬件设备如服务器、

网络设备、网络综合布线、专用的信息设备、自动

控制系统等成本；而软件成本包括购买系统软件

和应用软件的成本。

采购成本是信息化建设中最容易为人接受的

“显性成本”，也是引申其他各种成本的根源。与一

般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同，信息系统的软硬件更新

换代频率高，从而决定了其总投资数额巨大。

(2)研发成本

研发成本是指信息系统的初次开发，以及为

了满足特定需求或升级而进行的二次开发的成

本。除开发成本外，还有试运行、调试、上线过程中

产生的成本。研发费用是除软件的直接购买成本

外，与软件有关的最大的费用。

(3)推广应用成本

推广应用成本包括对员工培训成本、用户学

习成本、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行以及预防性维护的

成本和出现故障后的维修成本。

(4)知识产权成本

我国很多信息产业、信息技术方面的标准掌

控在国外企业手中，要给国外支付惊人的知识产

权费用。知识产权保护涉及企业竞争地位和经济

利益，影响着产业、行业乃至国家自主创新能力。

谁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谁的技术就可能成为标

准，谁就将拥有市场和产业的主动权和控制权[21，

知识产权成本也是信息化建设成本之一。

(5)变更和可持续发展成本

信息技术为克服传统危机、解决环境问题提

供了有力手段，但技术的二重性决定了信息化不

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如信息污染、信息犯

罪、信息异化等，处理不当将给社会发展带来灾

难，因此，采取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化战略，未雨绸

缪，趋利避害，进行有效预防和综合治理，可以避

免信息危机发生。

上述成本要素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的。在评价信息化成本时，不能单从某一个或某几

个方面考虑，而要综合考虑各要素。另外，需要指

出的是，低成本信息化不只是指投入成本的绝对

数量，更着眼于投入与产出之比f3l。因此，实施低成

本，并不是降低信息化的投入，而是优化投入，充

分发挥投入的效益。不能以低水平、低标准为代

价。同时要考虑信息化投入的时期和投入的多少，

充分考虑产品需求和性能的匹配，做到有针对性

地适时投入，做到合理布局，充分发挥信息化的作

用。

4 农村推进低成本信息化

面临的问题

(1)对农村信息化成本缺乏全面的认识

很多组织在农村信息化投入时，考虑的只是

采购成本等显性成本，往往认识不到采购过程中

的隐性成本以及可持续发展成本等的重要性。从

而很少组织能够从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总体拥有成

本以及信息化生命周期的角度考虑农村信息化的

成本构成。

(2)盲目追求新技术和高端设备

信息化产品市场不断涌现新的技术和概念，

很多机构在实施农村信息化的过程中，盲目追求

新技术和高端产品，认为采用新技术的、价格昂贵

的产品就一定是好的【41，而不是从实际应用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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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考虑选择合适的、主流的技术和产品。同时，

当前信息化产品厂商为了维护其垄断地位，不断

提供高成本软硬件，迫使用户不断改造和升级。

(3)对国产软硬件缺乏信任

目前，国内信息领域对国产软硬件的性能普

遍持怀疑态度。调查表明，在成熟的I，I'市场中，海

外产品占据60％的市场份额，国产化产品及技术

只占有40％。国产软硬件普遍不被认可与其推广

不到位也有很大关系。

(4)一些供应商没有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

低成本信息化是客户和供应商的共同原则和

追求，在此原则基础上，实现客户和供应商的双

赢。但是，也有部分IT厂商单纯从商业利益出发，

忽略了对客户的正确指导和引导，夸大并炒作一

些不成熟的概念，不切实际地扩大信息技术应用

范围。一些企业还将产品造型只限于本公司的产

品，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信息化建设的风险和成

本，导致方案大、配置高、价格贵、性价比低，系统

升级扩充空间小。

(5)缺乏成熟的低成本农村信息技术体系

低成本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技术体系是实现低

成本的核心f5】，主要包括针对农村实际情况的规划

与实施、技术路线与设备选型。规划工作应是统筹

考虑，长远安排，切忌贪大求全、贪大求洋、贪大求

新。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规划的实施也要统筹

安排，分步实施。做到少投入，多产出。适时投入，

及时产出，实现滚动发展。切忌战线过大，周期过

长。可以搞知识储备、技术储备、人才储备，不能搞

系统储备。

另外，只有在技术研发、技术路线、技术选型

和整体解决方案上遵循信息技术应用的一般通用

准则，如标准化、开放性、扩展性、可靠性、易维护

性、易集成性、易升级性等，才能确保低成本而不

是低水平、低标准。

(6)涉农信息资源整合力度不够，信息服务水

平有待提高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呈爆炸式快速

增长，使得各类信息超过了人们的处理能力和有

效应用的需要，而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被大量无用

信息淹没，为了获取信息，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与此同时，真正对用户有效而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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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乏。

目前，涉农信息资源整合过度重视信息整合

的数量，忽略了信息的质量。更为重要的是涉农信

息资源的整合缺乏统一指导和统筹规划。因此，涉

农信息资源重复建设现象严重。涉农信息资源的

整合应该是面向主题的、以实际需求为导向的，而

目前的涉农信息资源整合目标不明确，或者目标

过于宽泛，使得整合的信息深度不够，不能真正地

满足用户需求。

(7)低成本农村信息技术的推广缺乏产业化

环境

我国推广低成本农村信息化面临的最大问

题是如何产业化。我国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创新能

力跟国外企业相比，普遍有很大的差距，大概有

60％一70％的国内企业没有自己的研发能力。而

且很多I，I'企业习惯于直接购买技术，照搬过来直

接生产，致使我国技术转换为成果相当困难。而

推广产业化难的主要原因还在于研发能力落

后。

(8)缺乏相应的政策、资金扶持和推广低成本

信息化的人才

为了促进低成本农村信息化的发展，需要国

家进行统一规划和部署，完善现有的标准以及法

律、法规和政策，大力支持创新及低成本技术的研

究工作。

低成本信息化的技术研发需要一定的资金

投入。在低成本信息化技术发展的初期，政府的

支持尤为重要。目前，低成本信息化技术体系建

设及产品研发在国内还没有形成气候，更没有形

成相应的产业链。因此，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

作用，鼓励科研机构、企业参与低成本信息化技

术、装备的研发和推广，带动低成本信息化产业

的发展。

实施低成本农村信息化需要大量的技术型

人才和管理型人才。低成本信息化技术的研发需

要大量高层次的人才，实施和应用需要大量的技

术人员，而最重要的是需要精通信息化建设的规

划、成本核算和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只有建立长

效的人才机制和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才能保证

低成本信息化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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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施低成本农村

信息化的建议

(1)实行分层次的统一规划部署，建立低成本

农村信息化技术体系及相关标准

从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实际经验来看，统筹规

划、有序发展是信息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低成

本农村信息化的建设也不例外。从国家、地方的角

度对低成本信息化的建设进行高层次的规划和部

署，明确低成本信息化建设的内容，设计低成本信

息化的整体框架，指导各级政府、企业和组织有针

对性、有计划地进行低成本信息化的建设。国家可

以制定农村信息化建设指导意见，对农村信息化

设计、实施过程予以规范。根据农村信息化实施的

不同目标，以满足其功能需求为准则，制定不同的

指导性技术框架、功能框架、安全框架等基本框

架，让基层单位在农村信息化实施过程中根据这

些框架有针对性地进行设备选型、技术研发和引

进，引导农村信息化按照适量投入、兼顾其可靠

性、可用性和可扩展性的前提下尽量降低投入成

本。

(2)提高社会对低成本农村信息化的认知程

度

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大力倡导低成本部署农村

信息化的理念，把低成本农村信息化提升到落实

科学发展观、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战略高度来认识。积极发现先进典型，总结低成本

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经验，在行业内部和全社会普

及推广。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农村低成本信息化的

内涵和意义，让低成本农村信息化的理念深入人

心，使低成本农村信息化建设成为农村信息化建

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因素；让IT厂商认

识到只有低成本、适用的IT产品才能占领农村信

息化市场，有效引导IT厂商进行低成本信息化技

术的研发和生产，从源头控制农村信息化的投入

成本。

(3)建立科学的农村信息化成本评价体系

对农村信息化建设效益的评价是个难点。普

遍认为，用一般的技术经济指标评价方法很难评

价信息化建设的效益。农村信息化建设既有工程

性质，又有社会公益性质。其效益既有经济效益，

又有社会效益；既有当前效益，又有长远效益；既

有显性效益，又有隐性效益；既有直接效益，又有

间接效益；既有固定效益，又有派生效益。但是，我

们并不因为其效益表现形式的多样化或复杂性，

而忽略对直接经济效益的追求。因此，可以通过引

入科学的成本效益评价机制，对农村信息化建设

的总成本进行规划、考核及评价。为保证农村信息

化建设投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政府相关部门可

以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定期组

织对农村信息化建设进行评估，以便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并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先进单位及个人

予以表彰，推广经验，并对效果显著的案例作为典

型模式进行总结和推广。

(4)加速低成本信息化产业链的形成，带动低

成本农村信息化产业快速发展

降低信息化成本，让更多农民和农村基层组

织承担得起信息化建设的费用，从而扩大应用市

场。电子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应大力促进低成本农

村信息化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提高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从而带动低成本电子信息产业的发

展。行业主管部门积极倡导和扶持国内IT企业开

发适用低成本农村信息化的软硬件产品，从政策、

资金、市场上提供帮助和扶持，鼓励企业和研究机

构进行低成本农村信息化的研究。

另外，政府机构应率先支持和鼓励低成本信

息设备在农村信息领域的应用与推广。建议政府

相关职能部门统一拟定农村信息化设备的需求标

准，避免目前采购中标盲目求新求高的现象，给国

内的低成本信息技术产品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

(5)从国家层面推广农业农村信息资源共享

为避免重复建设，减少因此而引起的重复投

入，国家可以充分考察现有农业农村信息资源管理

机构、科研机构及信息资源提供商和相关组织，甄

选一批具有代表性、资源丰富、能够满足农村信息

资源需求的信息提供者；或由国家统一组织相应的

研究机构进行信息资源的组织、开发和服务，并建

议各地尽量使用上述信息资源，避免重复建设。

(6)加强低成本农村信息化人才培养和教育

实施低成本农村信息化需要大量人才的参与，

因此，应在常规教育和专业教育领域增加相关的技

一45—
万方数据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第41卷第5期 2009年9月

术人才、管理人才、复合型人才的训练内容，逐步培

养具有低成本农村信息化规划及顶层设计能力的

高级人才，并建立长效的人才机制和合理的人才流

动机制，保证低成本农村信息化的顺利实施。

6 结 语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兴起，农村

信息化建设也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样

一个幅员辽阔、乡村面积广大的国家实施农村信

息化，城市信息化及企业信息化的许多经验是不

能适用的。如何更好地在我国农村实施信息化建

设，使信息化在农村地区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是摆

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论证了在农村地区低成本实施信息化的

观点，提出低成本信息化不等于低档次、低水平的

信息化，而是要在科学投入的基础上，实现投入效

益更高的观点。强调充分发挥信息化投入的效益，

关注整体优化，实现规划的科学性、实用性；实施

的适时性和针对性，做到少投人，多产出；适时投

入，及时产出；提出应深入理解信息化成本构成的

全面性，将农村信息化的总体拥有成本降至最低，

从而提高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投入产出比，使我国

农村信息化建设投入达到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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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Low Cost Informatization and Rural Informatization

Cui Yunpeng，Liu Shihong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 0008 1)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informatiz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of the socialist new—·

village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and it’s also a key factor of implementing the leaping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 in China．The paper discussed the meaning of low cost informatization，studied the structure of the in—

formatization co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ow cost informatization in rural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Also，

the paper analyzed the problems that may meet during the promotion of low cost rural informatization，pointed out

some typical mistakes in rural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al results，and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the relative solution was put forward as sugg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and

relative departments．

Keywords：low cost，informatization，rural informatization，cost of informatization，investment of informati-

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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