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科学 
第 3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9 

 Agricultural Science 

简析信息化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郭宝英 

津河镇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DOI:10.12238/as.v3i4.1886 

 

[摘  要]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人类温饱的源泉和生存的基础。加强对农业经济管理的管理

是重要的经济活动,而社会的不断发展,也对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其中,信息化的建设和应用已

经成为新时期的重要研究项目。本文论述了农业信息化的重要涵义以及在推广应用中发现的缺失和漏

洞,并提出了相对应的解决策略和方案。 

[关键词] 信息化；农业经济；管理；应用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农业是我国的重要行业,有着悠久

的历史,改革开放使得各行各业都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也包括了农业,特

别是科技的进步,使得农产品的数量和

质量都有所提高。农业的发展始终关系

到社会发展的利益,21世纪后,全世界的

信息技术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农业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此。农业信息

化是国家和人民经济信息化发展的重要

前提,在未来的农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

在农业经济管理中普及信息化技术的应

用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1 信息化对于农业经济管理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体现在对农业

技术培训的信息化、农业市场的信息化

和农业生产各要素的信息化等,因此其

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建设新农村

的社会背景下,信息化技术必将广泛应

用在农业经济管理中去。 

1.1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类技

术更新速度飞快,信息技术与其他技术

和产业的交叉和融合逐渐变得丰富和多

元化,信息化也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实现

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是我国国民经

济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能将信息

化技术很好地融入到农业经济管理之中,

将会更好地促进传统农业的发展,给予

它新的发展机遇。首先,从前封闭的信息

传递,让农民无法了解市场需求和动态

发展,由于信息闭塞而导致优质农产品

的滞销现象层出不穷,而信息化农业管

理将能够解决这一个问题。农民能通过

信息化掌握更多的市场信息,将产品信

息传递出去,找到了更多的销售渠道,才

能更好地做到增产、增收。收入的增加,

将增强农民开展农业的信心,降低了大

规模进城务工的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

同时缩小了贫富差距,更有利于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1.2有利于改变农业经济的模式 

在市场化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

们的农业发展还存在很多的薄弱环节,

因而导致了我国农业发展也还十分的缓

慢。信息技术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推广

运用,将带来更多的信息和知识,使得农

业朝着知识型持续发展,形成知识型农

业经济。在这个大背景下,高新科技以及

科学研究的成果将越来越广泛地进入到

传统农业领域中,给传统农业带来冲击

的同时也激发了它的活力。所以,信息技

术的注入,使得农业经济的模式将不再

局限在传统的农业之中,而开始向知识

型农业转型。 

1.3有利于提高农业产业的竞争

实力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掌握了信息

就是掌握了竞争力,因此产业的强力竞

争也随之而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农业要实现经济模式化、产业化经营,

才能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中占有一席之地,

获得新的生机和发展。而这其中的关键,

就是将信息化技术应用在农业经济管理

之中。 

2 信息化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

具体应用 

2.1明确政府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

职责 

在实施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管理时,

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总体规划、

统筹全局的作用,因此,强化和完善政府

的职责十分重要。首先,要强化政府的总

体规划职责,建立规范统一的信息交流

与共享平台,同时进一步完善信息传播

与传播相关系统。充分调动各地区、部

门和行业中优秀人才参与农业信息化建

设的积极性,使他们各司其责,发挥主观

能动性,做好提前规划、分工合作、统筹

布局的工作。其次,要加强政府的引导作

用,政府对于掌握的农业经济信息要进

行充分的分析、准确地定位,把各区域中

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信息整合

和梳理,真正发挥农业生产的引导作用。

最后,要加强政府的监督职责,这是农业

经济信息化管理过程中对相关基础工程

建设和实施进行监督的重要工作。现在

国家在财政投入方面也开始向农业信息

化基础设施建设倾斜,而国家则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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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基础建设的监督,避免出现该建

设的地方没有建设工作没做到,而有点

地方则出现“锦上添花”浪费资金的现

象,与此同时,要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2.2做好农民信息化意识提升的教

育培训工作 

由于农村信息闭塞,农民的文化水

平较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信息化管理

的意识无法根治于农民的心中。大量进

城务工的农民把青壮年劳动力带离农村,

而农村只剩下了受传统思想影响较为浓

厚的老年人,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对于社

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和信息的快速更新无

法适应,也较难接受新的技术。因此,这

许多的原因导致了农业信息化的意识很

难推广,更不要说实际应用了,这就大大

限制了农村信息平台的构建,信息化难

以作用在农业经济管理上,也就谈不上

发挥信息化的作用了。综上所述,提高农

民的信息化意识是推广信息化在农业经

济管理的关键之所在,要做好这个工作,

要做到如下几点： 

(1)要根据农民的实际情况,有目

的、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制定

增强农民信息化意识的培训活动,同时,

也要做好农村信息化基础建设的工作。

(2)打造农业信息化技能培训的平台,实

现在线培训,拓宽农民信息化学习的渠

道。(3)组建专家团队,开展送教上门活

动。这只团队不仅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

更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在培训指导

过程中,将信息技术和农业生产较好地

结合起来,让农民充分体验到信息技术

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2.3做好农业经济信息服务工作 

(1)互联网为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

发展提供丰富的信息,信息技术使农村

地区的信息交流更加容易和迅速。农民

作为农业经济信息的主要接收者,他们

更愿意通过传统媒体,诸如报纸、电视等

来获取信息,因此要让农民逐渐接受互

联网信息的优势和所带来的便利,需要

一定的时间,也需要一定的技巧。(2)要

树立农业信息网站在农民心中的权威性,

特别是乡镇农业信息网站所发布的信息,

一定是准确有效的,完整的,跟农民日常

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才能吸引农民的

浏览,从而建立对信息网站的信任。(3)

要积极融入传统媒体和社会媒体,科学

地整合农业信息,扩大信息的来源渠道

和传播渠道。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更

快、更好地把农业信息传递出去,避免重

复信息,把网络运营的成本降低,把网络

运营的成本降低,切实提高网站的服务

水平。 

3 加大信息技术的研究力度 

从目前我国农业信息化的发展水平

来看,加快信息技术的研究显得尤为迫

切。信息技术的研发能够提升农业生产

的数量和质量,在保存已有的高收益的

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背景之下,创新技

术,更好地推动农业经济健康发展。 

4 结语 

综上所述,农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

基础,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我国乃至全世

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飞速发展的

现代社会,将农业发展提到了一个新高

度,同时也對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业

信息化建设是新时代农业发展的一项重

要工作,也是必然的趋势,它能有效提高

农业经济管理的效率。当前,我国由于各

种原因的阻碍,还不能十分顺利地推广

农业经济信息化管理工作,但随着农业

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必然能够最终

做好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各项工作,

为我国的农业经济快速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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