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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农业信息网络建设模式的思考

秦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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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信息网络建设是农业信息化建设的重点，是解决欠发达地区农业信息获取的关键之一。首先对目前欠

发达地区农业信息网络建设现状进行分析，认为缺乏建设农业信息化的内源动力，资金、人才和网络设施等都制约了欠

发达地区农业信息网络的建设，不利于农业信息化效果的提高和发展瓶颈的解决。最后提出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农村信息

合作组织模式可以积极推动欠发达地区农业信息建设和农业科技数据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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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Mode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Network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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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network construction is the focu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
tural informatization which is the key to obtain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but in less devel-
oped region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s lack of finance, human resourc-
es and network facilities that restricted the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olution of the bottleneck effect. The government’s macro regulation and control of information under the 
rur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al model can actively promote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database construction in less-developed areas.

Keywords: underdeveloped area, agricultural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rural information co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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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农业信息化是提升农业发展水平，使农业

迈向现代化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是

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和主要内容，是实现现代农

业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1]。而农业信息网络建

设又正是农业信息化的重点之一。各级政府对农

业信息化工作非常重视，都提出并部署加强农业

信息化建设。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市、县信息中

心，条件好的乡镇建立了网站，农业基础设施逐

步完善，涉农数据库建设初具规模，农业信息化

建设发展迅速。随着信息技术和电子信息装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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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的普遍应用，包括自然资源、人才资源和知

识、信息资源等各种农业资源得到更加有效、合

理的开发利用，提高了农业产业的现代化水平，

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 [2]。但

是，我国农业人口数量多，农村发展水平差异较

大，尽管相关部门一直在积极建设，但是建设进

展或惠农效果并不十分显著。我国农村基础设施

薄弱、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制约着农业信息化

发展。尽管国家斥巨资自上而下建立了一个庞大

的农业信息化网络，但是乡镇农业科技信息终端

网络建设的不足，致使庞大的网络不能有效地向

广大农户进行信息传递和反馈。在农民缺信息、

缺科技、缺资金的“三缺”矛盾中，最重要的是

缺信息 [3]。

欠发达地区的这些问题更为突出。在欠发达

地区，由于政府财政资金紧张、通信基础设施投

入匮乏、农户能力不足等各种原因，乡镇农业科

技信息网络的建设更是差强人意，极大制约了农

业信息化进程。一方面，现阶段以政府为主导的

乡镇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建设模式实施起来有较大

困难，农业科技信息建设所需的基础设施投入，

使原本就紧张的政府财政更加捉襟见肘，同时在

人员配备、信息收集处理和甄别传输等方面，都

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农户受个人经济能力

和素质等影响，也不可能承担乡镇农业科技信息

网络建设和获取信息的成本。所有这些都制约着

欠发达地区农业信息化建设，从而制约了农业产

业化和现代化 [4]。农业科技信息网络的建设任重

道远。

2  欠发达地区农业信息化建设现状

2.1  受制于“最后一公里”问题

目前，全国 97% 的地市和 85% 的县级农业

部门都设有涉及信息化的管理和服务机构，可以

直接向农民传递信息的农村信息员已发展到 25

万人，建成并运行涉农网站近 2 万个 [5]。2006 年

农业部申请设立了农业系统公益性服务专用号码

12316，各级农业部门建设了“三电合一”平台，

并形成了以中国农业信息网为主，包括科技教育

信息网、种植业信息网等构成的农业服务网络，

80% 的乡镇信息服务站通互联网 [6]。但是乡镇的

农业信息网络基础设施较弱，真正代表信息化水

平的计算机网络建设在部分地区还刚刚起步 , 农

业信息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 , 同时还存在着地

区差异较大、设备落后、宽带不足、网速较慢等

问题 , 特别是中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农村信息化

还处于低层次水平。农业网站能够基本畅通和正

常运行的网站还不到 1/2, 不少网站是死站、虚

站，处于“荒芜”状态 [7]，城乡之间形成了一道

“数字鸿沟”。 在广大农村地区，农业信息化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分配严重不足，硬件设施远未满足

实际需求，专业农业信息服务人才匮乏，农村信

息网络建设薄弱，农民收入水平较低，限制了获

取信息的能力，目前成本较低的资讯技术普及率

高但信息“含金量”较低。这些都使“最后一公

里”问题成为农业信息传播与服务的关键，即农

业信息不能送到最终的需求者农户手中，农业信

息化建设的投资也就不能产生预期的效益。“最后

一公里”问题的解决，农村地区的农业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是关键。同时，同样的基础设施和信息

资源在农村，因为距离农业生产者近，可以及时

发布、了解农民急需的信息，要比在城市产生更

大的效用。因此，目前的乡镇农业信息化建设现

状，不利于城乡的信息化水平差距的缩小，不利

于农业信息化效果的提高。

2.2  财政支持远未达到信息化建设的需要

在政府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

乡镇农业信息化建设，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乡镇

农业信息化建设相对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然

而，乡镇农业信息化建设必须以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为前提，而数据库、信息网络（电信网、广电

网、计算机网）、农业网站等信息基础设施都需

要大量资金，同时基础设施建成后的维护、人员

培训等也需要更多的投入与支持。现有数据库、

信息网络、农业网站等设施主要集中在大中城

市，县城、乡镇农业信息网络建设较薄弱。互联

网资源稀缺，农村地区电话、有线电视、手机的

覆盖率较低，农业信息化水平较低，在欠发达地

区农业信息网络建设中是常见的障碍。因此，欠

发达地区乡镇农业信息化建设首先要面对的就是

资金瓶颈问题。但是，由于欠发达地区财政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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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困难，再加上农村税费改革更使基层财政雪上

加霜，所以基层财政很难负担这笔费用。另一方

面，在有限财力支持下，农业信息网络建设中又

存在着一定的重复建设问题。

2.3  信息供求脱节

农业信息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信息供给与使用

者需求的脱节上 [8]，尤其在农户分散经营模式下，

信息供求更难对接。由于农户经营规模与信息的可

能获利空间呈正相关，农户经营规模越小，信息对

农户的效用就越小，农户愿意支付的成本就越小，

对信息的需求意愿也就越小。同时，一些农业信息

技术的应用也需要农户生产经营达到一定的规模，

这些信息技术的应用只有在一定的规模上才能获得

利益补偿，比如，精准农业就要求在 250 公顷以上

才能发挥效用。欠发达地区农业的现状大多以小农

户家庭经营为基础，人均耕地仅 0.1078 公顷 , 户均不

足半公顷，生产规模较小，种植结构和技术又比较

落后，农业主要以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耕

作技术较落后，靠天吃饭的比例不小，在这种情况

下，农户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的回报较少，低于打工

收入。因此，尽管农户很渴望获得信息，但是这种

潜在需求在农户小规模、低回报的现状下，很难转

变为实在的需求，农户不会花费成本去获取信息，

当然更不会去购买相关设备和信息服务。所以，现

阶段乡镇信息建设模式与农户分散经营的信息需求

无法对接。

2.4  农业信息产品没有充分考虑农业信息

“俱乐部产品”特点

农业信息产品完全由政府提供，会出现资金

紧张、激励不足等问题，若完全由农户负责，则

又无力承担成本或不能避免“搭便车”行为。布

坎南认为，公共物品的公共性是有差异的，某些

公共物品的分享团体多于一个人或一家人，但小

于一个无限的数目，他把这种介于纯私人物品和

公共物品之间的物品和服务称为“俱乐部产品”。

政府主导的农业信息化建设模式，首先是没有足

够的财政资金顾及到每一个环节，资金瓶颈限制

了农业信息化建设；其次，政府建设的农业信息

化体系，其经营者和使用者是分离的，经营者不

能直接从农业信息中获得利益，缺乏利益激励，

同时国家财政资金的使用也会缺乏成本意识，使

用效率不高。另一方面，从信息发布上来看，目

前我国绝大多数信息是政府发布的免费信息，还

有一些专业信息企业提供的有偿信息，从网络运

营费用看，乡镇信息网络建设和网络数据传输都

会产生费用，总之，农业信息的获取是会产生一

定的成本，即使成本绝对数量较低，但是相对于

我国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仍足以影响农民的决策

行为。在欠发达地区，由于财力和观念制约，单

个农户无力承担农业信息建设和获取信息的成

本。从长远来看，有偿信息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农业信息使用的非排他性不可避免“搭便车行

为”，没有承担信息成本的农户也可以通过模仿和

学习获取农业信息，比如花费成本获取信息的农

户种植某种作物，是可以被其他农户观察到并学

习模仿的，农户花费成本去获取信息的动力就会

减弱，不利于农户共同分摊信息成本以降低人均

成本。再加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一定的

农业信息获取对于新增消费者的边际成本接近于

零，较少农户消费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消费

或承担成本农户数量越多，人均成本越低，社会

福利越趋近于最优。由此可以看出，农业信息具

有典型的“俱乐部产品”性质，现阶段乡镇农业

信息化建设模式不符合农业信息“俱乐部产品”

的性质，不利于农业信息化建设。

3  农村信息合作组织模式

3.1  模式的结构

农村信息合作组织模式的结构是“行业协会

+ 农户”，以互联网为主对农村已有网络进行整合

与互补，其中行业协会以专业大户为主体，专业

大户是农村信息合作组织的“企业家”群体，具

有创新精神，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市场经验，社会

信誉度较好，农户对他们的信任感要强于外地客

商。而农户是农村信息合作组织的主要构成者，

他们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要通过行业协会的组

织、帮扶才能更快地致富。农村信息合作组织以

农业合同作为纽带联结，即行业协会与农户签订

合同，以明晰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明确规定

农产品的最低支持价格，农户要分摊的信息费

用，同时约定农户必须要按照农村信息合作组织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 42 卷第 2 期  2010 年 3 月

─ 60 ─

的安排组织生产，如种植结构、生产流程、产品

质量等都要按合同标准进行。农村信息合作组织

建设信息网络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参与成员

平摊资金的方式，具体先由专业大户预支垫付，

到年底再从农产品销售额中根据种植面积和收益

进行适当的抵扣。农村信息合作组织以领导小

组、技术小组、专家小组为主要构成，领导小组

主要由领导、专业大户和种植能手组成，负责信

息的筛选和决策，以他们的经营能力和经验，

带领广大农户致富；技术小组由专业技术人员

构成，主要负责信息的收集、处理，平时以口

头传达、印刷品散发、宣传板报等多种形式向

农户传输各种生产信息、技术信息；专家小组

主要负责对农户信息的宣传和技术支持，解决

农户生产中的技术和病虫害疑难。这样，从信

息终端的建设上来看，网络、设备、数据传输

和信息获取所有的成本都由农村信息合作组织

承担，再依据大多数成员同意的一定方式分摊

给成员，降低了成本，同时由专业大户和技术

人员搜集、筛选和处理信息，使农业信息利用

能力达到较高水平，产生单个农户所产生不了

的效益。可以发现，农村信息合作组织产生了

1+1>2 的效果，通过集体的合力，降低了人均信

息成本，提高了信息利用能力和效用。农村信息

合作组织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发

布信息，安排生产，所有农户严格按照发布的种

植信息安排生产，以规模效应取得效益，农户与

行业协会签订协议，规定农产品最低售价，保证

农户的积极性和信心。

3.2  功能定位

“最后一公里”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技术可行

性，而在于农业信息化的模式和路径选择，是否

可以实现较低成本下的收益最大化，农户的选择

基于成本收益比较。信息合作组织以联网计算

机、手机、固定电话、传真机为主要信息渠道构

建信息网络获取信息，以政府的涉农网站为依托

建立自己的网页，及时发布市场信息，定位于解

决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农村

信息合作组织以互联网作为主要信息网络渠道，

互联网相对于其他信息传播渠道，传输信息及

时、迅速，使用成本低，信息量大，反馈畅通，

发布市场信息成本低、影响全球范围，这是报

纸、电话等无法比拟的。农村信息合作组织使农

业网络“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农业信息可以

直接到农户，从农户的种植品种选择、生产技术

支持、生产管理标准以及收获销售等整个农业生

产活动链条，都可以随时随地得到相应的信息支

持。而以上这些功能的实现，在目前互联网暂时

不能通到每个农户家庭的条件下，可以把有限的

网络数据传输服务集中使用，设立“农民网吧”，

还可以通过对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进行培训，提

高农民素质，农户可以把自己所需的信息通过农

民网吧向技术小组反馈和咨询。或者在重新购置

网络设备难以实现的条件下，可以借鉴金字塔模

式，充分利用目前乡镇学校的基础设施，在学校

正常教学之余实现设施的最大化效用。农村信息

合作组织通过信息网络，从各种信息渠道获取相

关市场信息、技术信息，产前及时调整种植结

构，把握市场需求，同时集中农户形成规模效

益；产中及时获取农技信息和质量标准，制定规

范化的生产流程和标准，使产品更符合环保标准

和当今绿色食品的要求；产后通过网络渠道发布

市场信息，通过互联网签订协议，争取能通过规

模效益和搞好产品标准做到订单农业。

3.3  政府作用的定位

欠发达地区农业信息化建设中政府主导模

式的不足，就在于政府没有能力顾及农业信息化

建设每一个环节，政府财力、人力毕竟有限，要

抓的工作又多，结果造成信息供给较少，农户需

要的实用信息较少，同时政府也背上了沉重的负

担。加上没有合适的优惠政策和法规刺激，有意

愿和能力的企业又被排除在外，造成社会资源的

浪费。农业信息化组织的建设，首先需要政府转

变工作重点，在欠发达地区农业信息化建设中，

政府只需抓好主体框架建设，发挥好宏观调控和

引导激励作用，具体的建设工作可以由农村信息

合作组织具体实施。政府可以只为农村信息合作

组织提供主要的信息网络渠道和平台，以及农业

数据库等框架。因为这些设施投资规模巨大，且

投资具有不可分割性，企业和组织没有能力提

供，如光纤铺设、通信卫星的发射等。而对于小

规模的投资，如乡镇农业信息网络建设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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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定的鼓励或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其次，为农村信息合作组织建设提供制度性保

障，完善相关的法规制度，保证农村信息合作组

织建设有规则可循，同时通过法律确定农村信息

合作组织的基础地位，为农村信息合作组织的健

康运行制定“游戏规则”。最后，为农村信息合作

组织的建设提供相关的优惠政策，如信贷、税收

等。总之，在发展农业信息化过程中，政府要扶

持，要给予优惠、加强引导，最终要按市场规律

以企业运作方式来完成。只有真正按市场方式运

作，才能真正发展农业信息化 [9]。

4  欠发达地区的信息化建设

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 , 规模大 , 投资也较大 [10]。在欠发达地区 , 要集

中有限的资金 , 统一安排 , 避免重复投入 , 集中资

源谋划省、地、县、乡、村农业信息服务体系整

体布局，农村信息合作组织为农业信息服务体系

建设提供了一种选择模式。 

4.1  提供的农业信息产品符合 “俱乐部产

品”的性质

由于农村农业信息合作组织提供的产品为

一个集体的所有成员服务，所以，其提供的产品

不是私人产品。但又由于信息合作组织是一个营

利性组织，所以，其提供的产品不属于纯公共产

品。由此可见，农村信息合作组织提供的产品是

介于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俱乐部产品”。

由于农村信息合作组织的组织者和信息的使用者

目标利益一致，从而使提供的信息产品更能有效

满足农户的需求。与此同时，由于农村信息合作组

织成员分摊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获取信息的成

本，使农户使用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因而能够有

效避免农户在消费农业信息时的“搭便车”行为。

4.2  有利于专业信息市场的建设

农村信息合作组织因为聚集了一定数量的

农户，可以分摊信息成本，有能力购买专业信息

公司提供的市场信息，而且有利于明晰信息产

权，进而使信息的交易以及信息市场的建立成为

现实。通过市场交易，一方面，可以降低信息的

使用成本，扩大信息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优化

信息资源，提高信息市场的专业化程度。与此同

时，由于农村信息合作组织的规模比较大，利用

信息的回报较高，信息合作组织与单个农户比有

较强的信息需求。农村信息合作组织“大家分摊

成本，聚集扩大规模”这一特征会促使信息市场

迅速发展并成熟，最终会形成一个“信息致富→

信息需求→信息致富…”的良性循环。

4.3  降低交易成本

由于农业信息具有外部性，加上农业生产

的开放性，使农业信息的保密不容易实现，致使

农户之间交易信息的谈判费用、交易费用非常

高，致使农户没有获取信息的激励和动力。成立

农村信息合作组织后，一方面，由于合作组织内

部成员实现信息共享，消除内部交易费用；另一

方面，合作组织成员通过分摊信息系统的建设费

用，有效降低组织的信息搜集成本。此外，农村

信息合作组织具有规模优势，在市场销售谈判、

信息取得、信息甄别等方面都具有单个农户所不

具有的优势，这也会极大降低交易成本。

4.4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金的瓶颈制约

以专业大户为主的行业协会经济实力较为

雄厚，可以负担得起联网计算机、传真机、手机

和专业信息服务等成本。农村信息合作组织在产

前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垫付成本，在生产后对信息

成本按所有成员进行人均分摊，这就可以解决农

户建设信息网络的资金不足问题。由于信息化建

设可以为所有成员带来实际利益，因此，它建设

信息化系统的内在利益激励会比政府主导建设要

强，具有筹措资金的内源动力。具体来讲，由于

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数量的多少基本上与信息

设备的数量无关，再加之信息具有非排他性，消

费信息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信息使用者越多，

人均分摊成本就越小，从而使农村信息合作组织

在筹措资金方面有强大的内源动力，进而解决乡

镇农业信息化建设的资金瓶颈问题。 

4.5  加速农民成为农业信息消费主体的进程

农村信息合作组织模式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

农业信息化使农户致富，有能力自己购买相关设

备和信息服务，最终实现农业信息化以农户为主

导。农户成为农业信息消费的主体，必须具备一

定的前提条件：资金充裕到一定程度，使乡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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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供应充足，专业的农业信

息市场比较完善、健全，农户经济实力和素质都

有明显提高等。建设资金的充裕，信息网络建设

的健全，专业的农业信息市场的完善，农民经济

能力和素质的提高，这些前提条件都不可能在短

期内就可以解决。而农村信息合作组织正是通过

对这些前提条件的创造，加快了农民成为农业信

息化中信息消费主体的进程。

5  结束语

“农村信息合作组织”是在深入基层地区调研

基础上的一种理性思考，以期为欠发达地区农业

信息化建设提供一种选择。“行业协会 + 农户”

的模式，是在政府积极引导下的市场化行为，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欠发达地区农业信息网络的

“最后一公里”问题，集中投入和使用农村稀缺的

网络、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本资源，使信息真正

服务于农业生产、管理和销售等各个环节，并且

使广大农户真正受益。目前农业信息网络“最后

一公里”问题解决的关键就在于农村信息网络渠

道的畅通，通过农村信息合作组织发挥集体的优

势，集中使用欠发达农村稀缺的资源，才能形成

合力，降低人均的信息成本，最大化农业信息化

的收益，为更高层次的专家决策系统、精确农业

等打好基础。但是，对于农村信息合作组织的具

体运作模式、制度设计和参与积极性，以及合约

的信用问题等细节尚需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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