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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在我国农业信息服务系统中的应用与策略

秦成华

（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长春 130021）
摘 要：农业信息服务在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农业信息资源处理能力迫切需要信息

技术的支撑。本文将云计算应用在农业信息服务系统中，利用网络云计算技术为创新农业信息服务提供有利

参考，开创了一种新的交互式、易操作、低成本的网络终端模式，满足了不同区域农业信息需求。展示了云计

算技术在农业信息服务系统中应用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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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Strategy of Cloud Computing in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of China

QIN Cheng-hua
（Jinlin Province Economic Management Cadre College，Changchun 130021，China）

Abstract：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
al information，and the processing capability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demands the support of informa⁃
tion and technology urgently. In this paper，cloud computing was applied in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sys⁃
tem，the internet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were used to provide a favorable reference for innovative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creat a new interactive，easy to operate，low-cost network terminal mode. It meets the informa⁃
tion needs of different areas of agriculture，which shows the advantages of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applied in ag⁃
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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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无论是信息产业，还是传统产业都面临

着严峻的数字化挑战。数字化模式的直接结果就

是产生了大量数据，这些数据的出现将各行各业

置于了大数据时代。为了让这些数据产生所需要

的效益，就必须借助云计算的手段和工具来帮助

实现。农业是国民经济之本，有效处理农业信息

资源的大数据更是重中之重，甚至对农业发展和

整个社会进步都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了解

决农业信息资源使用过程中的交互、统筹和共享

问题，将云计算应用模型引入农业信息服务系统

中，利用云计算技术建立和完善农业信息服务系

统，实现信息收集、处理与共享，应该从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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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构建、信息资源规划和数据库建设等多个环

节进行整体衡量并实施，全面促进农业信息化快

速地发展。

1 云计算技术的涵义和特点

云计算技术属于分布式计算技术的范畴，它

描述了一种网络环境下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

传递，通过互联网来提供动态、扩展性强并且是

虚拟化状态的资源。通常是基于网络将庞大的计

算处理程序自动分拆成无数个较小的子程序，再

交由多部服务器所组成的庞大系统经搜寻、计算

分析之后将处理结果回传给用户，进而减少用户

终端的处理负担，使其形成一种完整的应用和云

端服务模式。

云计算关键技术包括数据存储、数据管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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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数据安全、编程模式等。云计算系统后

台由大量服务器集群的方式，通过互联网组成庞

大 的 虚 拟 资 源 库 ，根 据 云 计 算 状 况 和 信 息 访 问

量，这些服务器可以自主管理实时加入，多台计

算机能够平衡计算负载，为大量用户需求并进行

提供服务。表现了存储数据的高扩展性；云计算

数据管理系统高效地处理海量的数据后，在规模

巨大的数据中找到特定的数据，读取后进行分析

传送给特定的用户，可见云计算技术具有高读取

性高传输性的特点；在云计算模式下，若某个节

点故障，即时终止并启动新的节点，用户可在任

意点恢复而不用备份数据。数据存储和程序运行

皆在云中，确保信息高可靠性和安全性。为了使

用户更轻松地享受云计算提供的服务，让用户按

照自己的需求利用编程模型编写简单的指令来达

到特定的目标，程序员在编程模型的设计上必须

要简单而方便，使后台程序执行和任务调度可视

化和人性化；云服务商需要一个整合的云计算平

台来统一部署，用户无需安装、升级软件和系统

维护便可轻松获取所需信息资源，为用户提供高

效和便捷的服务。

2 云计算在国内各领域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云计算技术及其应用得到了各国政

府、科研机构、业界厂商的高度重视，把它视为发

展信息产业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契机。在我国也有

了显著的发展，但是在各个领域发展还不平衡。

因此，为了满足人们对信息数据处理能力的要求

不断提高的趋势，需要各个领域抓住云计算方面

的机遇，掌握和发展云计算的核心技术，争取在

新一轮信息经济革命中抢占一个有利的位置。

（1）在 IT 领域，金山云网络公司拥有完备的

云服务存储平台，主要面对企业用户提供信息文

件共享和存储服务，解决了企业在办公网络化中

集中存储、安全管控、实时同步和协同办公四大

问题。金山云通过与小米手机厂商的合作，为小

米提供的独家云存储以及云分发服务已经证明了

云存储服务的健全性和稳定性，能够支持大规模

用户并发访问，确保用户数据安全。华为公司也

通过手机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云服务，已经成了

销 售 品 牌 之 一 。 另 外 ，电 信 商 也 不 断 推 出“ 大

云”、“e 云”和“互联云”等云计算平台，通过云平

台建设，整合了资源，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2）在电子商务领域，2009 年，阿里巴巴集团

旗下子公司阿里软件在南京建立国内首个“电子

商务云计算中心”。商务云的用户不用考虑后台

繁杂的基础设施部署，用户只要通过网络与云计

算系统连接，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获得云计算

服 务 资 源 ，并 且 云 计 算 中 心 可 以 帮 用 户 按 需 计

算，按量付费。

（3）在农业领域涉及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

我国农业信息资源建设起步较晚，信息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比较薄弱，用户获取信息成本高，经费

不足，许多信息资源存在重复建设和技术落后现

象，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数据的

存储、信息的提取量会越来越大，服务质量要求

会越来越高，逐步健全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形成

多元化、多层次的信息技术服务格局。由此，云

计算技术定会在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得到广泛的应

用，实现农业信息的及时、准确采集和分析处理，

为 农 业 规 划 、管 理 和 农 村 发 展 决 策 提 供 科 学 依

据。

3 云计算在农业信息服务系统中应

用可行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解决农业问题的措施主

要有三条：一是政策，二是科技，三是投入。政策

为农业发展指引方向，科技是关键，是实现农业

现代化持续不断的动力源泉，资金投入是支撑先

进科技不断注入农业的经济基础。云计算技术的

应用，使现有与农业有关的信息化中海量查询、

数据存储、多用户并发处理、巨量业务处理、咨询

业务、业务按需取用、应用服务可扩展性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迎刃而解。

3.1 国家政策扶持

目前，“三农”问题被日益重视，国务院各部委

先后制定了推进农业信息化的各项制度和扶持政

策，把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增产增

收，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推动农村经济

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作为根本目标。在农业政策与

资 金 投 入 方 面 加 大 对 农 业 的 扶 持 力 度 ，提 出 了

“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建立健全农村信息化服

务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政府积极组织协

调、资金调配、监督管理以及农民素质提高等，使

农业信息化服务系统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由此

可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充分保证了云计算技术

在农业信息系统中的应用与顺利发展。

3.2 科学技术支持

随着农业信息获取的自动化、处理的智能化、

传播的网络化以及农业服务机构和服务平台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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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持 格 局 的 形 成 ，农 业 信 息 服 务 有 了 全 新 的 思

路。近年来，云计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初

步探索与应用，辽宁省农业科研机构已搭建了农

业信息云服务基础架构，为构建云服务平台提供

了指导方案。还有农业信息专家、学者以及部分

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已经搭建了农业信息云平台，

将农产品信息、农业社会信息和农业数据资源集

成到门户网站上，通过服务系统平台进行综合性

的整合，可以将过去区域分片，彼此独立的基础

设施进行全面规划，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信

息访问入口，为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的逐步升级和

扩容奠定基础。这些研究都积极推进了云计算技

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3.3 经济基础支撑

根据我国农业基础与国情实际，有必要探寻

一条低成本、高收益的农业信息化之路。云计算

以服务为核心，运用先进的分布式计算及存储架

构为用户提供快捷、方便的信息服务，并大大降

低使用成本。目前，我国计算机网络建设已经初

具 规 模 ，物 质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 和 网 络 知 识 的 普

及，使人们用电脑、手机上网成为日常生活、工作

中经常性的活动，云计算的各种应用已被许多人

所认知。在农业信息整合、网络体系建设和共享

政策方面，国家对农村互联网和电信基础设施加

大 投 资 建 设 力 度 ，使 农 村 互 联 网 接 入 越 来 越 便

利，带宽不断增长，网络资费也逐年下调，对于农

村用户和涉农单位而言没有超出范围的经济支

出。在接受云服务平台的信息服务后，促成农业

信息服务系统的应用时时在线、按需供给成为可

能。

3.4 信息市场需求

为了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探索和构建可持

续发展、农业信息权威、多种信息服务形式共存

的服务体系，以提升农村社会效益信息服务。通

过多种信息资源的应用，帮助广大农民获取市场

经济利益，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这正是农业

信息化发展的动力和需求。未来在使用云计算技

术搭建的信息服务网络环境下，农民可以轻松自

主地在网站上获取所需的农业科技知识和农业信

息等服务内容。而且不受地域和部门诸多条件限

制，以更快捷和低成本的方式，成为推广农业信

息技术的平台。同时，云平台将互联网上农业信

息资源整合成分布式的网络资源，为农业用户和

科研机构提供准确性高、灵活性大、时效性强、信

息形式多样化的服务，有效推进云计算在农业信

息服务系统中的应用。

4 云计算在农业信息系统平台中的

应用策略

云计算是当前最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是互

联网技术和应用不断向共享化、整合化发展的必

然趋势。网络承载着农业信息化系统数据，通过

云计算平台将大量数据信息进行计算、存储和接

收。然后利用数据挖掘的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处理

这些数据，经过分类整理后将适合用户需求的信

息传送给使用者，同时为用户提供云计算基础设

施、软件和平台等信息服务。

因此，云计算创建的信息平台为加快农业信

息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4.1 提高农民利用网络信息的技能

农民的素质决定着一个国家农业信息化和农

业现代化的进程。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量的

增加，导致了农业信息的纷繁复杂，虽然有些涉

农网站对农业信息进行了整合管理，但是对于广

大农民受其自身素质的影响，想从这些海量信息

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也变成一种奢望。针对农

民渴求农业信息的心愿和应用信息的意识，鼓励

和帮助农民接受农业信息网络平台提供的信息服

务，指导农民掌握网络信息资源检索的方法和操

作技巧，有计划，有步骤的为农民开展信息技术

和网络技能的培训，提高农民获取有效信息的能

力。

4.2 搭建农业信息网络平台策略

搭建比较完善的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平台向用

户提供技术服务和农产品商务信息服务。云计算

平台是建立在网络基础上拥有巨大信息资源的平

台，具有强大的专业数据存储、计算和数据更新

处理能力，并且拥有云安全、云测试和网络优化

等信息基础服务支撑，保证了云计算的水平和质

量。农业信息服务系统主要由服务应用平台来完

成，这个平台包括信息推送平台、供求信息和专

家交互平台。为用户提供简洁、易操作的页面以

及科学、有价值的个性化信息。网络平台承载在

线的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各种农业科技图书、

视听资料等服务功能，并且可以获得专题、信息

订阅与传递等多种服务。使农民可以享受丰富的

网络参考资料、权威的农业科学数据、农研报告、

专题文献以及农业科技成果，以帮助用户了解农

业科学领域最新动态，为用户提供现实问题的战

略决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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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策略

农业智能化信息管理与服务需要依托农业信

息网络，建设大型农业信息资源数据库、农业决

策支持系统，农业专家系统等，并实现系统间数

据信息互通和时实信息更新与发布。目前，由于

信息规范制度不健全、采集标准程度不高、数据

资源来源渠道混乱，导致资源利用率不高、实用

性 不 强 ，实 现 跨 系 统 的 信 息 流 通 和 资 源 共 享 困

难；只能对特定的区域和对象服务，造成基础设

施重复建设，宏观控制和管理难度大；对于农业

类 信 息 资 源 和 服 务 缺 乏 针 对 性 、准 确 性 和 权 威

性，甚至有很多虚假链接，影响了农业数据信息

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只有加强信息资源整合与共

享，才能达到信息服务最有效、最满意的效果。

4.4 完善农业信息化标准与信息服务体系构建

完善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的目标是要具备一套

协调、高效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目前，我国针

对云计算技术暂无成型的信息化标准，但按照信

息化发展的趋来看，云计算技术将改变我国现有

的信息化模式，所以这个标准要符合农业生产规

律、要参考农村发展状况和特色，能够全面衡量

农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以这样的标

准去构建这个信息服务体系，从信息采集模块、

网络模块、云计算模块和信息服务展现模块来制

定，从而保证成功开发一个实用、安全、易扩展的

农业信息管理系统。农业信息服务体系为农业信

息服务的及时、高效、便捷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

保障。

5 总 结

为了加速农业信息化进程，必须加强农业信

息服务系统建设。云计算的应用将在农业信息资

源服务中发挥高效的潜能，改善农业经营环境。

在政府职能部门、科研人员、农民及农产品经营

者之间搭建起高效、灵活、安全的信息交互系统，

最终实现云终端、云存储、云计算、云网络、云服

务的业务支撑模式。同时大力提高农业信息化从

业人员技术，为提高农业科技提供支撑与服务，

为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效益、有效增加

农民收入提供强大的科技保垒作用，这必定对我

国农业经济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产生深远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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