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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农村信息化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数据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为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提

供新的技术手段。本研究梳理国内外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现状，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大数据背景下农业农村信

息化建设的趋势，提出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建议。

关键字：大数据；农业农村信息化；数据库；云平台

中图分类号：TP39；F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877（2022）04-0147-04

Research on Agricultural Rural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Big Data
LUO Zhiqing, GUAN Bo, CHEN Pingting, SHEN Xiangche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Hube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Wuhan 430064, China)
Abstract：Agricultural and rural informat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informatiz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agriculture has provided new technical means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informati⁃
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sorts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analyzes the trend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On this basis, the proposal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wa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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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国民经济和社

会信息化中，农业农村信息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

分，是实现国家信息化战略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是
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器 [1-2]。通过农业农村信息化

推动农业现代化，对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协

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

信息技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

等）也得到快速发展，同时数据无时无刻不在产

生，且速度越来越快，量也越来越多。大数据技

术应运而生，发展迅速，形成当前社会一大新兴

产业，受到各个领域广泛关注 [3-4]。农业是大数据

最能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农业大数据应用是实

现农业农村信息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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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农业信息化国家大数据中心，努力发展云计算、大

数据挖掘等技术，是解决中国农业信息化发展瓶颈

的重要手段[5]。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国外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现状

在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国外发达国家

起步较早，发展也较快。总体而言，这些国家许

多重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基础数据库、平台、服务体系等建设方面 [6]。

在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美国一直处于

领先地位。首先，农业信息基础完善。通过建设

国家农业信息数据库（AGRICOLA）、国家海洋与

大气管理局数据库（NOAA）、地质调查局数据库

（USGS）等，形成庞大数据资源 [2]。其次，信息发布

机制规范。以政府为主体，建立从信息采集、存

储、分析到发布的信息网络，覆盖到不同区域、不

同内容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 [7]。再次，

农业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成效显著。1995年，

信息资源共享联合体组建成功，覆盖农业多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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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该联合体内丰富的农业信息数据资源能免费

为全球用户提供服务 [8]。最后，信息技术应用体

系健全。由于其领先的现代信息技术优势，且许

多先进技术在农业领域被率先应用，经过不断探

索与实践，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信息技术示范、

应用、推广体系 [9]。德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程度也

处于较高水平。首先，拥有面向农业的资源数据

中心，其数据可以为德国农业生产提供服务。其

次，拥有健全的农业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再

次，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在农业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提高农机的利用效率。最后，物联网在农业，

尤其是养殖业领域大量研发应用，通过利用最新

技术实现现代化生产 [10]。荷兰构建比较完善的农

业信息服务体系，农民社团与服务组织较为发

达，为农业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打下良好基础。另

外，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其自动化生产、作物模

拟、农业市场服务等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1]。法国

也建设相对完备的农业信息数据库，农业信息管

理体系强大，可为多种类型的主体提供丰富的农

业信息资源。另外，在农业领域，其现代信息技

术的应用水平也很高 [9]。英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建

设也处于世界前列。首先，信息基础设施（互联

网、手机、电视等）在农村地区已基本普及。其

次，在智能系统、精准装备研发应用方面发展迅

速。最后，也是拥有海量的农业基础数据库，可

免费为涉农企业、农业社团、农民提供各类农业

信息服务 [12]。相比而言，日本农业农村信息化建

设起步较迟，但取得很好的成效。首先，通过成

立专门咨询委员会，加大信息基础设施（通信、广

播、电视等）建设力度，快速构建农业信息化体

系。其次，构建完善的服务系统。在 20世纪 90年
代初，通过各种专家系统、气象系统、生产管理系

统等的快速应用，全国联网，实现农业信息服务

全覆盖。最后，构建完备的农业科学技术支撑研

发体系 [13]。韩国在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起步

也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首先，在农业农村信息

化建设中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其次，在信息化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非常重视。再次，非常注重将现代信

息技术应用在农业领域。最后，利用多种手段，实现

服务的信息化，进而逐步构建农业信息服务体系[14]。

1.2 国内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现状

当前，中国农业已经进入从传统农业转变到

现代农业时期，相比国外而言，中国农业农村信

息化建设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非常迅猛。自 20
世纪 90年代，中国相继启动“金农工程”、农业科

学数据共享中心、国家农村信息综合服务平台构

建与应用、全国农技推广信息化等一系列重大农

业农村信息化项目，经多年发展，目前农业农村

信息服务的基本格局已初步形成 [15]。

在农业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从

2004年工信部开始实施“村村通”工程以来，中国

行政村（或自然村）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如电话、

广播、电视、宽带等）覆盖率得到大幅度提高。

2011年，为加快我国宽带建设，工信部再次提出

实施“宽带中国战略”，要求到 2020年，中国所有乡

村宽带网络覆盖率达到 100%，解决信息基础设施

“最后一公里”问题。同时，借助行业协会、村委会和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资源和力量，依托全国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等，建设

乡村信息服务站和培训信息服务员[16]。

在农业基础数据资源库建设方面，由各农业

研究机构和农林院校承担大量基础数据库的建设

与整合 [17-20]。2003年，为将各类数据库资源整合，

打通数据共享渠道，科技部启动科学数据共享工

程。目前，已建成九大科学数据共享中心，科学

数据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共享。其中，农业科学

数据共享中心于 2005年启动建设，现已建成 7个
数据分中心，对作物科学、动物科学、渔业与水产

科学等 12类农业科学数据进行资源有效整合，构

建 560个数据库（集）[21]。

在农业信息平台建设方面，政府部门和涉农

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建设

“中国农业信息网（http://www.agri.cn/）”，地方涉农

政府机关部门和科研院所相继通过“中国农业信

息网”在互联网上开设农业信息网站，目前，农业

信息化网络平台已基本形成覆盖省、市、县、乡的

格局 [16]。还有其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农村信

息服务平台，如农业农村部建设的“12316农业综

合信息服务平台（http://12316.agri.gov.cn）”，中国

农业科学院建设的“中国农业科技信息网（http://
www.cast.net.cn）”，中国科学院开发的“农业科技

信息智能化服务平台”、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投

资建设的“农信通”“信息田园”和“金农通”等农

业农村综合信息平台，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农

业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了农业信息资源

的共享 [16]。

2 存在的问题

在农业农村信息领域，农业大数据技术已开

始应用，对整个农业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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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为农业信息技术带来机遇和挑战。由于中

国农业数据基础薄弱，农业基础信息标准化和规

范化程度低，缺少统一规划和部署；同时，在数据

资源管理方面，也缺少相应的技术标准，相应体

系尚未构建完善。这些为中国农业农村信息共享

造成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农业农村信息标准化程度低。以工业信

息化进程为参照，涉农信息的标准化应该是中国

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一项基础性且极为重

要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在中国农业农村信息

化建设过程没有得到重视。具体表现为：农业信

息标准少；涉农信息的采集、存储、分析与共享等

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或标准。因此，在农业农村

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各个地方政府部门各自为

政，从自身利益出发，直接导致大量数据信息处

于无序、分散、割裂的状态，形成“信息孤岛”，给

今后数据共享带来困难。

（2）涉农信息化平台建设缺乏统筹规划。受

技术、管理等方面制约，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基

本上处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缺少顶层

设计，信息资源独占，信息平台独立，导致资源共享

困难重重。由于缺乏对农业大数据建设进行整体布

局，没有围绕服务农业全产业链制定农业大数据的

建设内容，也没有对农业大数据建设主体和参与主

体的责权进行明确界定，各部门、各类社会主体对到

底应该怎么建设和参与建设农业大数据，仍然处于

“茫然”状态。

（3）数据资源管理技术标准和体系尚未完善。

农业大数据建设涉及农业、发改委、科技、财政等

多个部门，各个部门也都根据自身需要开展大数

据建设，且拥有扎实的数据基础。但受部门职权

制约和出于安全性方面考虑，这些数据在部门之

间都未能实现全面共享，也没有建立统一的农业

大数据产生和应用标准体系。

另外，已建成的数据库也存在不同问题，较为

普遍的问题如数据量少、规模小、建设标准缺乏、

结构不合理、内容形式单一、信息不完整、内容重

复、更新不及时、科学性强普适性弱等，无法很好

地对海量、多样的涉农数据进行组织、存储和管

理，不能为农业大数据服务提供有效数据支持。

3 大数据背景下农业农村信息化发

展趋势分析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农业大数据技

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促进信息化

和农业现代化的融合发展。在美国，“大数据研

究和发展计划 (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
ment Initiative)”于 2012年 3月启动，由政府出资

建立网站 data.gov，提供公共数据共享服务。在此

基础上，美国农业部整理收录 300多个农业数据

集，建立自己的门户网站。在英国，2013年 7月发

布实施“英国农业技术战略 (A UK Strategy for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旨在借助大数据等现

代信息技术，让英国在农业信息化领域走在世界

前列 [22]。法国大力发展互联网应用，藉此构建“大

农业”数据体系 [23]。日本农业人口正在不断减少，

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实

现智能农业进行农业生产是当前日本农业发展的

趋势。在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大数据等信

息技术的研究也备受重视，尤其是大数据与农业

现代化的融合应用研究 [24-25]。

在中国，政府、科研机构及企业等也都开始农

业大数据相关研究。在政府层面，2014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设立新兴产业创业创

新平台，在大数据等方面赶超先进，引领未来产

业发展。2015年 12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业部

关于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全

面部署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工作。与此同时，农

业农村部为在全国范围内对农业系统信息资源进

行共建共享，搭建“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在

科研机构层面，2016年，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牵头，

集合国内科研院所、农业企业等部门，组建全球

农业大数据与信息服务联盟，以健全农业对外合

作公共信息服务体系。2013年，由山东农业大学

联合山东省内外 22家政府机关、科研院所、企业

成立国内首个农业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并通过该联盟搭建“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

大数据平台”。2014年，中国科学数据大会就农

业与农村信息化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的问题，专门

增设分论坛 [25]。湖北省农业科学院近几年也开始

开展农业信息知识库构建的研究，从涉农的政

策、知识（技术）、资讯、标准等方面，对信息进行

分类、组织，以期构建农业基础信息数据库，探索

农业大数据建设模式；在企业层面，国内的一些

企业也都开始高度关注云计算、大数据在农业领

域的应用研究。由量子数聚（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和山东农业大学合作，通过整合农业相关的数

据资源，利用数据挖掘、可视化技术等，搭建“农

业 大 数 据 应 用 云 平 台（http://www. dataagri.
com）”。 北京布瑞克农信科技集团建设“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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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数据平台（http://www.agdata.cn）”，汇聚中国农

产品数据的信息，能够为用户提供相关数据信息

的服务。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新的

技术不断产生，其在农业领域中的应用也将更迅

速更全面，产生的效果也将会更高效更便捷。农

业对信息技术的需要也将更加强烈，互联网，移

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也势必在农业

生产管理中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生产、经营、管

理和服务的过程是一个物质流、信息流共存的过

程，从计算机科学角度来看，就是一个数据产生、

采集、传输、存储、分析与应用的过程，必然产生

大量的数据，如何管理数据、应用数据成为亟待

解决的问题。云计算、云存储、云服务等技术应

运而生，将来势必渗透到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

服务的全过程中。另外，在政府农业宏观管理

中，大数据技术将更多为其提供决策依据。因

此，利用大数据思维来感知农业、分析农业、管理

农业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9]。

4 结 论

“十三五”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承前启后、国

民经济继续高速协调发展的时期。2019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加快推进宽

带网络向乡村延伸，发展智慧农业。因此，大力

发展农业农村大数据对于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

推动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助力现代农业建

设意义重大。

借鉴国外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成功经验，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针对当前农业农村信息化建

设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

是国家级农业大数据中心与机房建设。二是制定

涉农信息标准和披露规范。基于信息资源共享与

交换的需求，制定涉农信息标准和披露规范。三

是建设农业基础数据库。基于信息的完整性、系

统性、权威性、表现形式多样性等总原则，建设农

业基础数据库。四是搭建信息服务云平台。基于

云架构开发信息服务平台，为各类涉农主体提供

信息服务。五是加强基层能力建设思路及内容。

基于满足乡镇、乡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

户等主体的信息需求，加强基层能力建设，打通

信息通道，加强镇、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层服

务站点人员的操作运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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