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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信息化建设是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也是助推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

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也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就实现乡村振兴而言，仍然存在信息基

础设施不完善、信息化应用程度不高、产业运营模式不优、专业人才极其匮乏等诸多现实问题。因此，

本文从切实提升农村居民信息化素养，充分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传统农业产业转型，构建新的农

业产业运营体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对加快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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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informat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also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rural modernization con-
structio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ina’s rura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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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also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However, as far as rural revitaliza-
tion is concerned, there are still many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information infra-
structure, low informatization application, poor industrial operation mode, and extreme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on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informati-
zation literacy of rural residents, fully utilizing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mot-
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and constructing a new agricultural 
industry operation system. It also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accelerating the im-
plementation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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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要发展战略，是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

报告也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

村信息化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支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结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我国农村

地区生产、生活进行有效的信息化改造，将能有力带动和提升农村现代化发展，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强大动能[1] [2] [3] [4]。 

2. 信息化在助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信息化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要条件[5]。信息化在缩

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农村现代化发展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力量。 
1、有效缩小城乡信息鸿沟。建国以来，阻碍农村地区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农村信息闭塞、农村居民

意识落后[5] [6]。信息化使得农村居民能利用移动互联网设备终端，通过互联网及时获取农业资讯，还能

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展农业新技术新应用学习提能，提升了农村居民接受信息、利用信息指导农业生产和

生活的能力[7] [8]。信息化手段构建了农村与城市的双向信息流通渠道，有效拉近了城乡间的沟通距离，

缩小了城乡信息鸿沟，有力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 
2、加速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随着信息化技术在农村地区的不断推广，尤其是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逐步应用推广。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当中应用的

频率越来越多，覆盖面越来越广，不断深度影响着农业育种、种植过程、农作物管护、农产品质量控制、

农产品销售等多个环节[9]，能有效提升农业生产各环节的生产效率，更好确保生产质量，增加现代农业

信息化内涵[10]，还能优化促进农业现代园区建设[11]，实现智慧化管理管护，提高农村资源利用率，有

效推动农业现代化加速演变。 
3、信息生产要素重塑农业生产。信息化在现代农业发展中作用明显、意义重大，信息化手段为农业

生产提供着科学有效支撑。传感技术和物联网技术为获取温度、光照、水分、营养成分等诸多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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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信息提供有效手段；大数据能有效归集整理气象数据、土壤数据、水文地质数据等为农业生产进行

科学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能有效依托专家库数据，结合农业生产土壤、气候等基础数据，生产管理过程

中的温度、光照、水分、营养物质等过程数据，提出科学合理的管护决策建议，帮助提升农产品质量；

智慧物流、农村电商平台等为农产品销售提供便捷途径，有效帮助农产品打破农村地域限制。信息化技

术已经成为一种农业生产要素，信息与知识成为新型农业资源[12]，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自动化与智能化

[13]，正推动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重塑着农业生产生活。 

3. 乡村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成效 

乡村信息化就是以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为代表的信息化技术在乡村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中实

现应用和推广的过程，可大致分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应用推广两个方面。 
1、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近年来，我国在农村地区实施了“宽带乡村”工程、电信普遍服务、

信息通信建设扶贫等系列计划，持续推动完善农村地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提升农村地区行政村光

纤宽带网络和 4G 手机信号覆盖。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三五”

末，全国行政村光纤和通 4G 比例均超过 98%，5G 加速向农村地区覆盖，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地区平均下

载速率超过 70 M，基本实现农村城市“同网同速”，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 261.2 部，农村

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 55.9%。农村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创造了一定条

件。 
2、信息化应用推广方面。目前，乡村信息化应用种类较多，尤其是在农村电子商务、智慧农业、基

层治理等方面应用发展较快，取得了较大成效。农村电子商务方面，利用淘宝、益农信息社等电子商务

交易平台，建成覆盖新农村综合信息服务站，实现农产品网上销售，有效帮助农村居民创业增收。2020
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5758.8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2.8 倍。在智慧农业方面，利用传感器技术，通

过智慧农业信息化平台智库实现农业种植自动化、智能化，不仅能节能减排，还能精准提高农产品质量。

在基层治理方面，农村电子政务、远程医疗等应用，有效解决群众办事难问题，显著提升群众获得感和

幸福感。除此之外，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三网”融合、基层农技服务、手机看家等应用都在乡

村逐步推广，农村公共信息服务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4. 乡村信息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居民信息化素养不高。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居民学历水平不高，乡村居民近一半低于初中文

化程度[14]，对信息化的认识程度不深，信息化素养相对较弱。现有的农技培训相对零散，系统性不强，

无法满足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15]，也不能较好改善农村居民的思维方式，农村居民种植还基本依靠传统

经验，利用信息化手段获取农业技术并积极用于农业种植实践的较少。乡村居民有限的受教育程度直接

影响农村居民信息化思维，导致农村居民信息化素养偏低。农村居民薄弱的信息化思维能力，严重阻碍

了农业信息化的发展，成为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2、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不够。近年来，虽然我国在推进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中取得长足发展，但

仍然存在一些明显不足。一方面，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偏远农

村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仍然薄弱，通信信号覆盖面不高、网络信号质量不稳、信息化应用推广有限，互

联网有效使用率不高，信息化基础设施带动作用不明显。另一方面，农业数据平台支撑不够，大多数农

村居民仅利用信息化途径获取气象信息、农业新闻等简单信息，不能掌握农田土壤、农作物行情、病虫

害防治、市场需求等信息，数据平台不能为农村居民提供经济效益评估，不能科学指导农村居民生产，

没有较好提升农村资源利用率，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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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业运营模式有待优化。当前，农村地区除特色农业产业运营相对较好外，其余产业运营模式基

本不变，农资信息获取滞后、农村居民科学选种作物意识不强，不能较好跟随全国农产品市场需求。特

色农业产业运营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农村居民多数依托电商平台完成农特产品销售，电商平台同质化

明显，且农特产品销售的利润更多留给了平台商，留给农村居民的利润空间十分有限，带动致富效果不

明显。加之，农业生产活动中种子选购、农药施肥、生产管理、采摘收获等生产环节投入成本上涨，直

接导致农村居民投入产出比上升，尤其是远离城镇辐射的边远农村地区，农村居民增收效应更不明显。 
4、专业技术人才极为匮乏。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青壮年外流严重，大部分留守人员学

习能力弱、动手能力差，对新知识的领悟和对新技能的学习都相对较慢；专业对口的人才多数又不愿意

扎根农村，导致农村信息化人才缺口越来越大。尤其是面对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持续影响农业发展，农村现有人员难以适应科技变革速度，不能满足农村现代化发展需要，更为专业的

新型职业农村居民和现代农业从业者将成为推动乡村信息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5. 加强信息化推动乡村振兴的建议 

1、提升农村居民信息化素养。乡村信息化发展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居民对信息化的认识程度，农村居

民信息化意识是推动农村信息化发展的动力源泉。积极开展普适性信息化宣传教育，结合实际针对性开

展农业专业技术培训，帮助农村居民及时便捷获取最新的农业资讯、惠农政策、农产品需求，有效掌握

农业生产新技术，打破农村居民固有观念，摆脱传统生产意识，充分认识信息化促进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切实提高农村居民信息化素养，加速城乡信息有效流通，才能夯实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2、完善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硬件建设，构建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提

升农村地区网络覆盖质量和服务水平，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助推乡村振兴提供基础条件。积极构建全国农

业信息化综合平台，实现选种决策建议、种植效益分析、基础数据采集、生产过程监测、产后销售渠道

匹配等全流程服务，同时，也能实现全国农业产品产量的动态掌握，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效支撑。首

先，平台通过前端专业传感器采集数据，抓取土壤营养成分、气象数据、水分光照、易发病虫害等基础

数据，生成农田数据模型；其次，农村居民通过移动互联网设备及时了解农作物市场需求、价格趋势，

平台针对性提供建议适种农作物，结合农田数据模型给出适种作物投入评估、产量预估、收益评估以及

建议选种的优先级供农民决策选种；生产过程中，平台系统跟踪监测温度、湿度、营养成分、病虫害等

数据，结合专家数据库进行农作物生长状态评估，结合投入成本优化，及时给出科学管护措施建议。同

时，平台也将根据农作物实际管护过程情况，不断优化迭代专家数据库，并结合管护过程进行比对分析，

给出优化改善的过程建议，由此来实现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信息感知、科学决策、智能控制、精准投入、

效益最优。 
3、探索优化信息化运营模式。农特产品现有较为成功运营模式，主要是依靠各大电商平台进行推广

销售，但电商平台同质化竞争突出，农业资源利用不充分，不利于农业产业健康发展，且大部分利润被

平台获取，不利于新时代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可以依靠全国农业信息化综合平台，构筑由政

府主导的全新农业产业信息化运营模式，农村居民仅按需支付服务费，留足更多利润空间。根据市场潜

在需求信息，结合各地特色农业产业，智能分配建议布局农作物生产规模，避免农产品市场供需异常波

动，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采收前及时捕捉市场需求，通过专业设备上传数据，评估产品质量等级、销

售价格，科学合理派发供货单，及时跟进物流服务，完成农特产品销售。创新探索开展线上休闲农业、

云种植、云采收等农业种植新业态，构建农特产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建立农产品质量双向沟通及奖惩

机制，调动农产品高质量生产的积极性，保障农产品生产质量的稳定性。 
4、积极构筑信息化人才支撑。社会主义新征程的农业信息化建设，更加迫切需要兼备信息技术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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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经营技能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作为支撑。一方面，各地应引导鼓励本土乡贤、大专院校学生投身本

地农村信息化建设，他们有浓浓的故土情结，是农村信息化建设的人才主体，也是推动本地区农业现代

化的主力军，要不断强化专业培训教育，着力提升本土人才信息技术和农业生产经营技术的提升，打造

一批农村信息化人才的“常驻班子”。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定优厚待遇和激励机制政策，结合实际情况，

创新探索“人才飞地”、“云人才”等人才供需新模式，引进农业信息化专业团队，阶段性到农村进行

技术支撑，常态化开展云服务，构建农村信息化人才的“云上智库”，夯实筑牢农业信息化发展的高端

人才支撑，探索开辟适合本地区的农业信息化发展之路。 

6. 结语 

综上，信息化是推动农村地区突破发展的重要路径，能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综合素养，优化农业种植

培育、管理管护、质量保证、产品营销等过程，整合优化农村现有资源，提高农村资源有效利用率，推

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强化农村特色产业支撑，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是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

是助推实现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加大农村地区信息化建设力度，科学合理有序推动农村地

区信息化建设，势必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化建设也必将为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

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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