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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农业信息服务现状分析
□姜怡悦

摘 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各行各业都迎来了信息化的热潮。抓住信息化建设的契机，有效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将丰

富的农业资源转化为区域经济优势，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省处于西部欠

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作为中国的农业大省，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必然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本文针对陕西省

农业信息服务的现状进行分析，旨在解决农业信息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进陕西省农业信息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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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随着互联网在生活中的普及，生产和管

理的网络化、智能化已经深深的改变了各行各业的发

展，不管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信息化的运用都

使其原有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随处可见的团

购、预约看病等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我们深受其益。然
而，农村大量的苹果、西瓜的滞销也为数不少，每年浪

费的农产品数量较多。可见，农业服务的信息化并不

发达，并未有效利用信息化的手段解决农产品滞销问

题，制约了陕西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因此，研究农业

信息服务现状并针对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成为陕西省

从农村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必经之路，是发展农业

现代化、信息化的有效选择。
本文通过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在分析相关

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的基础上，分析研究陕西省农业信

息服务的现状，找出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

区域特点制定适合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靳青，杨英茹等（2016）运用表格介绍了农业发展

现状及趋势，探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遇到的困境，

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定规划、实现产销衔接、建立计算

机管理系统等农业转型升级的具体策略。孙一文

（2016）研究认为，农业正由传统模式向现代化模式转

变，通过对当下产业的深入分析，了解互联网背景下

现代农业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王振（2011）在借鉴美

国等发达国家的信息化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结合我国

的具体情况，从政府、技术、市场、产业等方面提出差

异化的服务模式，文章最后对农业信息化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 陕西省农业信息服务现状

2.1 农业信息需求广

农村地区农业信息需求较多，涉及面较广。其中

希望提供农产品销售服务的人数最多，达到 52 人，占

到受访人数的 35.62%，希望提供养殖技术的人数达

到 45 人，占到受访人数的 30.82%，希望提供病虫害

防 治 技 术 的 人 数 达 到 24 人 ， 占 到 受 访 人 数 的

16.44%，还有 17.12%的人希望提供其他发面的农业

信息。可见，农村地区应该尽可能多的提供产品的销

售和种植信息，满足广大农户的需求。

2.2 农业信息服务模式多

陕西省农业信息服务模式较多，农业信息网模式

占到 23.97%，龙头企业带动模式占到 21.92%，服务

站模式 20.55%，其他仅占到 33.56%。
2.3 耕地面积少

陕西省农村地区耕地面积较少，导致农业信息服

务未形成规模。耕地面积在 6.7hm2 及以下的占到

88.36%，6.7~26.7hm2 的占到 9.59%，26.7~60hm2 的占

到 0.68%，60hm2 以上的占到 1.37%。多数农户还是以

个体为主，规模较小。
2.4 信息不匹配

陕西省农业信息服务模式发展受到制约的主要

因素在于信息不匹配。服务主体借助网络、电视等多

媒体将有关农业信息推送给农户，由于农业信息服务

模式是一种灌输式的模式，农民接受信息的主动性不

高，加之受到农户自身的制约，对农业信息的理解分

析能力不佳，使得信息服务未起到应有的效果，不能

被合理利用。根据统计的调研结果，限制获取农业信

息的最主要的因素是缺乏适合自己的信息，占到受访

者人数的 34.93%，其次是不知道哪里找信息，占到

26.71%，还有 19.18%的认为害怕收到假信息。
2.5 信息技术培训少

调查显示，86.3%的都未进行农业信息技术培

训，只有 13.7%的接受过农业信息技术培训，可见，信

息技术培训使得农业信息服务模式没有实现快速发

展。农业信息服务人才缺乏是制约农业信息技术培训

的关键，农业信息网络的建设需要一批既懂技术，又

懂农业经营的复合型人才。从目前情况看，由于陕西

省对人才培养重视程度不够，投入资金较少，加上农村

信息技术培训少，难以满足进农业信息化的需求。据调

查，陕南地区农业信息化专业人员较少，有些偏远地区

基本没有，这对农业信息化发展造成很大的制约。
2.6 难以满足需求

在调查目前提供的信息服务能否满足需要时，

56.85%的受访者认为效果一般，33.56%的受访者认

为不能满足需求，只有 9.59%的认为可以满足需求。
可见，目前提供的信息难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制约了农

业信息服务模式的推广。尽管农业 （下转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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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但陕西省并没有进行

相关方面的信息反馈，使得传播信息得不到应有的效

果，跟踪考察机制并未形成。服务主体对于信息传递

效果不能进行有效的评价制约了农业生产。
2.7 电脑比较普及

电脑的普及对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的推广提供了

有利的发展条件。据调查显示，陕西省农村有 68.49%
的家庭已经购买电脑，只有 31.51%的家庭暂时还没

有电脑。电脑的普及为农业现代化和互联网的结合提

供了机遇。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创新农产

品流通方式，支持电商、物流、商贸、金融等企业参与

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再加上全国人大第十二届三次会议中提出的“互

联网 +”行动，使得农村地区对互联网的关注再次提

升，农业实现信息化是互联网发展的产物，直接关系

农民的生活水平，因此，互联网的发展对农业信息服

务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机遇。
2.8 农户意愿强

农户对农业信息服务站期望较大。63.7%的受访

者希望提供政策、技术、价格等信息，15.75%的受访

者希望提供生产技术培训，11.64%的受访者希望协

调产品销售，8.9%的受访者希望提供农资供应。
2.9 农业信息网推广少

目前来看，农业信息网推广情况不容乐观。据调

查 显 示 ，60.27%的 受 访 者 只 是 听 说 过 但 不 了 解 ，

21.23%的受访者从来没有听说过，15.75%的受访者

使用过，但用得不多，仅有 2.74%的受访者很熟悉，经

常使用。
结束语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通过信息化服务新模式的创建推动产业变革，实现结

构调整，增加农业的科技水平，是我国农村地区实现

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农业信息需求广、农业信息

服务模式多促进了陕西省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的创新，

而耕地面积少、信息不匹配、信息技术培训少、难以满

足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的创新。
电脑比较普及、农户意愿强为陕西省农业信息服务模

式的创新提供了机会，农业信息网推广少、讲座培训

欠缺威胁陕西省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的创新。
陕西省农业信息服务处于发展初期，底子薄弱、

基础较差，信息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需要

倍加支持。因此，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主导作用，

把事情办好，使农民受惠。只有合理开发利用信息资

源、创建高效的信息支撑体系，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

认可，信息化服务新模式才能落到实处。当然，农业信

息化服务新模式的创建还离不开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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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个地域品牌的建设，不是几个企业所力所能及的

事，必须借助政府的公信力，动用各种社会资源，来推

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建设[4]。在全国知名农产品地

域品牌中，如中宁枸杞、淮山药、赵县雪花梨等，无一

不是地方政府协调各方资源苦心经营多年的劳动果

实。目前保定市蠡县麻山药、博野清苑苗木、易县磨盘

柿子、满城东旺葡萄、阜平大枣、涞源麻核桃等这些优

质农产品产业带的出现，为保定市农产品地域品牌的

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但最终走向市场的是企业品牌，

因为只有企业才是市场真正的主人，当地域品牌成长

之后，政府应该引导市场主体加强企业品牌的的建

设，避免品牌“公地悲剧”的出现。
3.4 更新营销观念和策略，结合新型电商模式对优

质特色农产品进行网络营销

传统的电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现

在的电商早已不是开个淘宝、京东就是电子商务的时

代。传统的电商早已因为竞争激烈，使众多商家陷入

“入门容易赚钱难”的尴尬境地。而结合搜索引擎竞价、
微营销的社群电商、网红电商（新农人）等新型电商模

式，可以为农产品电商从业者提供有效的移动分销解

决方案，结合社群社交性和多样性两大主要特点，使之

更容易发挥移动互联网“链接”人和商品的优势。新型

电商超越了传统电商固有的模式，与粉丝经济、社群经

济相结合，这样能更好的促进特色农产品电商的发展。

3.5 加强电商人才培养，解决特色农产品电商发展

后顾之忧

决定农产品电商行业发展的核心因素是人才，随着

农产品电商的迅速崛起，人才成了制约行业发展的瓶

颈。一方面，针对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开展农产品电商培

训班，大力开展农民电子商务培训和其它知识培训，因

为电商还需要的财务、税务等多方面的知识。这些年轻

人对农产品电商既熟悉，又愿意去做，还能留的下，只要

用心去做，会取得不错的成绩；二是加强高校电商人才

培养，加强学生电商实践环节，在课程中穿插农产品相

关知识，培养适合特色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待这些掌握知识的年轻人学成归来，父子结合，孩子在

线上做前端营销，父亲在线下负责后端生产和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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