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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信息化水平与发展探讨
———基于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的分析

杨 诚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0103）

摘 要：文章主要依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对我国农村信息化水平和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就我国农村信息化的均衡、协调

发展问题，提出了三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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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信息

化建设”。之后，在2006、2007和2008连续三年的中央一

号文件中，更加明确规定了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的任

务、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如此高度重视农村信息化，足见

其对于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等，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因此，客观分析

我国农村信息化水平，认真研究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的

现状与未来发展，是十分必要且相当迫切的。
本文主要依据国务院第二次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和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

主要数据公报》中的相关数据，［ 1 ］对2006年底时我国农

村信息化水平做一简要分析。

1 我国农村信息化水平分析

1.1 农村信息化水平分析指标的选取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中欧农业信息技术中

心主任李道亮教授认为，农村信息化包括农村环境信

息化、农村社会经济信息化、农业生产信息化、农村科

技信息化、农村教育信息化、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信息

化、农产品市场信息化、农村管理信息化等八大内容和

信息技术应用、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网络构筑、信息产

业发展、信息化人才培育、信息化外部环境等六大要

素。［ 2 ］农业部2007年11月21日发布的《全国农业和农村

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2007～2015）》提出，农村信息化

的基本框架主要由作用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等领域的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资源、人才队伍、服务与

应用系统，以及与之发展相适应的规则体系、运行机制

等构成。［ 3 ］由此可见，农村信息化水平可以从两个层面

来进行分析，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的“内容”层面，用以反

映农村各个领域的信息化程度；另一个层面就是所谓

的“要素”层面，用以反映信息化构成要素在农村的实

现程度。从数据资料来源看，后一个层面的分析可以利

用国家和行业统计数据来进行，前一个层面需要更多

地通过专门的调查和统计来获取数据。因此，为资料获

取的方便，农村信息化水平分析通常从“要素”方面来

进行。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与农村信

息化有关的指标（指标和数据见表1）。电是信息化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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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乡镇职业技术学校承担着农村信息技术人才的培

养和农民信息素养培育的重要任务，农业技术人员中

包含农村信息技术人员，这几个指标都与农村信息化

相关。但是，比较而言，它们的关联性都不如其他指标

那么直接和显著，而“村”和“自然村”不过是统计口径

上有些差异罢了。所以，我们只把表1中的1、2、3、5、7、

9、10、11、12、13等十个指标作为农村信息化水平分析

的要素指标。

当然，这十个指标主要反映的是农村信息基础条

件状况，用来说明农村信息化公共设施和农民及其家

庭信息设备情况，尚不能全面反映农村信息化水平。但

是，公共信息设施建设正是农村信息化的首要任务，而

农民信息设备直接影响农村信息网络架构、信息资源

建设、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等，对农村信息化整体水平有

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是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体系构成

的重要方面。

1.2 农村信息化水平综合分析

农村信息化水平总指数是综合反映农村信息化水

平的指标，对农村信息化水平分析的要素指标进行加

权平均，就可以得出我国和各地区农村信息化水平的

总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H（ E）=
n

i=1
∑WiPi

式中，H（ E）为农村信息化水平总指数得分，n为信息

化水平构成的要素指标个数，Wi为第 i个构成要素指标

的权重，Pi为第i个构成要素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由于十个构成要素指标的量纲不完全相同，不能直

接把不同量纲的指标值进行加权平均，需要对各指标

值进行同一化即无量纲化处理。而要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必须明确一个实现的目标，即信息化的实现目标值。
目标值的确定会直接影响到无量纲化的结构，对农村信

息化水平分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所以一般采用专家打

分或者参考发达国家的相关指标数据来确定。［ 4 ］我们

认为，从我国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除“有图书室文化站

的村”和“每百户拥有电脑数”外，其余八个指标的实现

目标都应该为100%。而“有图书室文化站的村”最高比

例已经达到18.1%，“每百户拥有电脑数”最高比例已经

达到4.8台，鉴于我们是分析2006年底的水平状况，所以

姑且把这两个指标的实现目标分别确定为20%和5%。
据此，经过无量纲化处理（=指标的实际值/指标的实现

目标值）后，全国和各地区农村信息化水平分析指标的

数据。
各指标的权重可以采用德尔菲法即专家测评法来

确定。我们认为，邮政是农村获取报刊书信信息的传统

渠道，但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等的发展，邮

政在整个信息化体系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 极 大 的冲

表1 中国农村信息化相关指标数据

序号 指标及单位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1 有邮电所的乡镇（%） 81.1 86.2 89.2 71.6 90.7

2 有广播电视站的乡镇（%） 71.3 72.6 75.6 67.4 74.7

3 通电话的村（%） 97.6 99.6 98.6 93.8 99.6

4 通电话的自然村（%） 93.7 97 95.2 89.6 98.9

5 能接收电视节目的村（%） 97.6 99.2 98 94.9 99.7

6 能接收电视节目的自然村（%） 95.3 97.2 96 92.9 99.3

7 安装了有线电视的村（%） 57.4 73.6 48.2 43.4 74.5

8 安装了有线电视的自然村（%） 44.3 70.6 34.3 35.5 57.3

9 有图书室文化站的村（%） 13.4 18.1 9.7 10.9 16.4

10 每百户拥有彩电数（台） 87.3 97.5 85.1 74.5 97.1

11 每百户拥有固定电话数（部） 51.9 68.2 45.9 35.1 64.4

12 每百户拥有手机数（部） 69.8 86.1 68.7 52.3 63.7

13 每百户拥有电脑数（台） 2.2 4.8 0.9 0.6 1

14 通电的村（%） 98.7 99.8 99.8 96.0 99.9

15 有职业技术学校的乡镇（%） 10.8 14.3 12.3 7.8 11.7

16 农业技术人员（万人） 207 70 39 77 21

杨 诚： 我国农村信息化水平与发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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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对于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来说，图书室并非他

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面对移动通信业的迅猛发展，

固定电话因其有线通话、费用过高等弊端，其安装率和

使用率正日趋下降。因此，这几个指标的权重相对较

低。而电视、手机、电脑是未来农村信息化的主要媒介，

尤其是电视和手机，所以，与之相关的几个指标的权重

相对就要高些。为此，我们从信息化发展的整体趋势着

眼，确定农村信息化水平分析各指 标 的 权 重 分 别 为

5%、10%、10%、10%、5%、5%、20%、5%、20%、10%。

那么，据公式计算可得农村信息化水平总指数全

国为75.4，东部地区为89.4，中部地区为71.4，西部地区

为62.5，东北地区为77.1。东部地区最高，其次为东北地

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中、西部地区落后于全

国平均水平。

在上述分析中，实现目标值和权重都是人为确定

的，有可能影响到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我们再

用变异系数法来做一次分析，看看结果有无变化，有多

大的变化。由于变异系数法对各指标权重的确定是由

各指标的变异系数计算得出的（指标权重=该指标的变

异系数/所有指标的变异系数之和），而变异系数=该指

标的标准差/该指标的均值，所以，运用变异系数法计

算得出的结果，可以反映各评价对象之间的差异程度

（农村信息化水平各分析指标的平均值、标准差、变异系

数和权重见表2）。
表2 农村信息化水平分析指标

平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权重

指 标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权重

有邮电所的乡镇（%） 83.8 6.91 0.082458 0.041379

有广播电视站的乡镇（%） 72.3 2.89 0.039972 0.020936

通电话的村（%） 97.8 2.15 0.021984 0.011514

能接收电视节目的村（%） 97.9 1.66 0.016956 0.008881

安装了有线电视的村（%） 59.4 12.77 0.214983 0.112599

有图书室文化站的村（%） 13.7 3.18 0.232117 0.121573

每百户拥有彩电数（台） 88.3 8.53 0.096602 0.050596

每百户拥有电脑数（台） 1.9 1.55 0.815789 0.427277

每百户拥有固定电话数（部） 53.1 12.11 0.228063 0.11945

每百户拥有手机数（部） 68.1 10.92 0.160352 0.083986

进一步计算得知，农村信息化水平总指数全国为

32.82，东部地区为39.96，中部地区为30.92，西部地区为

25.12，东北地区为36.10。依然是东部地区最高，东北

地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中、西部地区均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发展很

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

1.3 农村信息化水平要素比较

从表2可知，在农村信息化水平10个分析指标中，

平均值最高的是“能接收电视节目的村”和“通电话的

村”两个指标，分别为97.9%和97.8%，这说明政府近年

来狠抓电视和电话“村村通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其

次是“每百户拥有彩电数”达88.3台，“有邮电所的乡

镇”占83.8%，“有广播电视站的乡镇”占72.3%，这主要

是因为彩电是农民满足其文化娱乐需要的主要载体，

因而成为了农村家庭非常重要的耐用消费品。而农村

邮电和广播电视事业，已历经了多年的发展和积淀。

手机虽然是新兴通讯工具，但由于其便携性、及时性、

多功能性等特点，随着其身价的降低，早已成为了农村

通讯的宠儿，每百户拥有数超过固定电话15部，在拥有

率上把固定电话远远地摔在了身后。“有图书室文化

站的村”和“每百户拥有电脑数”，均值分别为13.7%和

1.9台，显然比例过低，严重制约了农村信息化水平的

整体提高。
从地区比较来看，“有邮电所的乡镇”最高的是东

北地区，为98.7%；最低的是西部地区，为71.6%，两地区

相差27.1%。“有广播电视站的乡镇”最高的是中部地

区，为75.6%；最低的是东部地区，为72.6%，两地区相差

不大，只有3%。“通电话的村”最高的是东部和东北地

区，均为99.6%；最低的是西部地区，为93.8%，与东部和

东北地区相比，差5.8%，差距也不算很大。“能接收电

视节目的村”最高的是东北地区，为99.7%；最低的是西

部地区，为94.9%，两地区相差4.8%。“安装了有线电视

的村”最高的是东北地区，为74.5%；最低的是西部地

区，为43.4%，两地区相差31.1%，差异颇大。“有图书室

文化站的村”最高的是东部地区，为18.1%；最低的是中

部地区，为9.7%，两地区相差8.4%。“每百户拥有彩电

数”最高的是东部地区，为87.3台，最低的是西部地区，

为74.5台，两地区相差12.8台，差距不小。“每百户拥有

固定电话数”最高的是东部地区，为68.2部；最低的是

西部地区，为35.1部，两地区相差33.1部，差距很大。

“每百户拥有手机数”最高的是东部地区，为86.1部；最

低的是西部地区，为52.3部，两地区相差33.8部。“每百

户拥有电脑数”最高的是东部地区，为4.8台；最低的是

西部地区，为0.9台，两地区相差4.2台，差距不可小看。

综合来看，东部地区共获得6个“最高”，1个“最低”；中

部地区获得1个“最高”，1个“最低”；西部地区获得0个

“最高”，8个“最低”；东北地区获得4个“最高”，0个“最

低”。可见，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在农村信息化建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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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各领风骚，而东、西部的差距却令人惊讶。

表3 农村信息化水平分析指标高低比较

序号 指标及单位
最高

地区

最低

地区

最高与最低

的差距

1 有邮电所的乡镇（%） 东北 西部 27.1

2 有广播电视站的乡镇（%） 中部 东部 3

3 通电话的村（%）
东部、
东北

西部 5.8

4 能接收电视节目的村（%） 东北 西部 4.8

5 安装了有线电视的村（%） 东北 西部 31.1

6 有图书室文化站的村（%） 东部 中部 8.4

7 每百户拥有彩电数（台） 东部 西部 12.8

8 每百户拥有固定电话数（部） 东部 西部 33.1

9 每百户拥有手机数（部） 东部 西部 33.8

10 每百户拥有电脑数（台） 东部 西部 4.2

2 我国农村信息化发展对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见，由于农村信息化建设需要大量

投入，也需要信息需求的驱动，而这都跟经济发展有着

密切的关系。信息化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可

以带动信息化，所以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和经济较发

达的东北地区，其农村信息化水平大大高于经济欠发

达的中、西部地区。这造成了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地

区不平衡问题。再者，由于农村信息化要素原有基础不

同，加之各地在农村信息化建设中采用了不同的抓手，

着力点不同，以至于农村信息化各要素之间也存在不

平衡问题。因此，如何保障各地区农村信息化的均衡发

展，如何保证农村信息化各要素之间的协调，从而促进

我国农村信息化的健康发展，整体提高农村信息化水

平，也就成为了当前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必须予以解

决的问题。

2.1 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扶持力度

中共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困难地

区的扶持，鼓励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

尽快使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得 到 改

善，逐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而农村是我国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没有农

村信息化也就没有农业现代化，农村信息化是推动农

村改革发展的重要法宝之一，所以中央财政应加大对

中西部地区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扶持力度，东部地区应

采取对口支援等方式，积极帮助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

部地区的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从表3可见，东部

和东北地区与西部农村信息化条件差异最大的，主要

是农村家庭固定电话和手机拥有量、村有线电视安装

率和乡镇邮电所覆盖率，其次还有农村家庭彩电拥有

量。为此，中央可以重点加大对西部地区农村有线电视

和邮政服务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尽快改善西部地

区有线电视和邮政服务设施条件落后的局面。进一步加

强对西部地区农民购买彩电、手机等家庭耐用消费品的

财政补贴工作，减免或者降低农村固定电话安装和使用

费，尽快提高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彩电、电话的拥有量，为

提高农村信息化应用水平打下良好基础。

2.2 加快资源和力量整合，全面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

自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要加快农业和农村信息

化建设以来，信息产业部、农业部、商务部、科技部、财

政部、文化部等国家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予以高度重

视，纷纷出台政策，制定措施，积极投入到农村信息化

建设大潮之中。如信息产业部的“村村通电话工程”和

“农村信息化综合信息服务试点工作”，农业部的“全国

农村信息化示范工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场）信息服务站建设”、商务部的“新农村商务信息服

务体系建设工程”等，从不同角度入手，大力推进了我

国农村信息化建设。但与此同时，正如李道亮教授所指

出的那样，这造成了信息系统以行政、地域、行业等条

块分割的“烟囱”林立现象，信息资源浪费严重。［ 5 ］所

以，我国应当尽快建立农村信息化建设协调机制，明确

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牵头部门，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统

筹规划，分头行动，积极推进广电网、电信网和互联网

的“三网融合”。2006年底，我国农村已经有97.6%的村

可以通电话，97.6%的村能接收电视节目，近九成的家

庭有彩电，一半以上的家庭有电话，广电网络和电信网

络成为了农村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但是，有广播电视

站的乡镇和安装了有线电视的村的比例还不是很高，

这会影响广电网信息传播的覆盖面，更会制约广电网

与互联网的融合。在近一段时间，我国应当进一步重视

农村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同时加强农村图书室文化

站建设，加强村级公共服务网吧建设，为农村和农民提

供多方面的信息服务，从而全面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
2.3 切实加强农村教育，努力提高农民信息素养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信息化的首要任务，在

这方面我国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农村信息化条

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应用才是农村信息化的关键，

如果农村信息设施利用率很低，农民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很差，那么农村信息化的效益就难以实现。而据《人

民邮电报》的一次调查表明，农民的信息需求排在首位

的是农业市场信息，其次是农业科技信息、农业政策信

息、专家咨询信息和劳务用工信息，而 （下转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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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仅为40%和20%。［ 6 ］可见，目前我国农民的信息需求

还主要限于与收入密切相关的信息，范围比较狭窄，这

主要与现阶段农民收入偏低有关。获取信息的渠道，主

要是电话和手机，其次是电视和口头传播。曾经在农村

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广播和报刊，地位已经被现代信息

媒体所取代，屈居第四、五位，电脑上网已经跟报刊平

起平坐了。［ 7 ］另据四川的一次调查表明，农民对科技、
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信息，一般不感兴趣。电视也主要是

收看电视剧和离奇的案件，对地方台播放的录像情有独

钟。很少接触报刊和网络。［8］究其原因，这跟农民的文化

水平和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有着很大的关系。2006年

末，全国34874万农业从业人员中，20岁以下占5.3%，

21～30岁占14.9%，31～40岁占24.2%，41～50岁占23.1%，

51岁以上占32.5%；文化程度：文盲占9.5%，小学占

41.1%，初中占45.1%，高中占4.1%，大专及以上占

0.2%。一半多的农业从业人员年龄在40岁以上，而文化

程度在初中（不含初中）以下。如此的年龄和文化结构，

势必影响农民的信息素养和信息需求。所以，农村信息

化建设非得重视加强农村教育不可。通过教育，不断提

升农民重视信息的意识和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通过

强化应用，不断刺激农民的信息需求欲望，激发他们不

仅重视农村经济和农业科技信息，而且也十分关注政

治、文化、教育、卫生等多方面的信息，以便整体提高农

村信息化建设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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