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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业信息化管理提升农业经济效益的途径

吴京林
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农业农村局 河北 唐山 063611

摘� 要：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农业信息化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和必然趋势。农业

信息化管理以其高效、精准和智能的特点，为农业经济效益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契机。论文将探讨基于农业信息化管理

提升农业经济效益的途径，以期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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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业信息化管理对于提升农业经济效益具有重要作

用，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比

如：信息不对称、信息更新不及时、技术应用不到位

等。只有通过加强信息流通和共享、及时更新信息、深

化技术推广和应用、完善管理体制等措施，才能更好地

发挥农业信息化管理的作用并逐步提升农业经济效益。

1 农业信息化管理的重要性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农业信息

化管理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信息化是

指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方面应用信息技术，

提高农业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的过程。

下面将从几个方面阐述农业信息化管理的重要性。

1.1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农业信息化管理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通过

应用信息技术，可以实现精准农业、智能农业和自动化

农业，从而减少人力物力的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1]。

例如，通过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等

技术，可以实现对农田的实时监测和精准管理，提高农

作物产量和质量。此外，农业信息化还可以优化农业生

产流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

1.2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信息化管理能够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通过信

息技术，可以实现对农业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利用，避免

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例如，通过智能灌溉系统，

可以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减少水资源的浪费；通过

精准施肥技术，可以实现化肥的合理施用，减少化肥对

环境的污染。此外，农业信息化还可以促进农业生态系

统的平衡和稳定，提高农业的抗灾能力，从而保障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

1.3  提高农产品质量
农业信息化管理能够提高农产品质量。通过信息技

术，可以实现农产品的全程监管和控制，从而保证农产

品的质量和安全。例如，通过追溯系统，可以实现对

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等环节的全程记录和监

管，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通过智能化检测设备，

可以实现农产品质量的快速检测和筛选，提高农产品的

质量水平。此外，农业信息化还可以促进农产品生产的

标准化和规范化，从而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

1.4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业信息化管理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通过信息

技术，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市场化，提高农村

经济的效益和竞争力 [2]。例如，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可

以将农产品销售到更广泛的市场，提高农产品的销售收

入；通过农村旅游信息平台，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农

村旅游观光，促进农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此外，农业信

息化还可以促进城乡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从而

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高农村经济的整体水平。

1.5  提升农业管理水平
农业信息化管理能够提升农业管理水平。通过信息

技术，可以实现农业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提高农业

管理的效率和水平。例如，通过信息化管理系统，可

以实现农业生产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分析处理，为农业生

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智能化监控系统可以实现农

田环境的实时监测和控制确保农作物生长的最佳环境条

件。此外还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从而减少损失保障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2 农业信息化管理下农业经济效益提升的问题

2.1  信息不对称
在农业信息化管理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是一个重要

的问题。由于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市场情况存在差

异，因此对于农业信息的获取和利用也存在差异。一些

地区的农民可能无法及时获取到相关的农业信息，导致

他们在农业生产中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准确判断市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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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价格走势，从而影响了农业经济效益的提升。

2.2  信息更新不及时
农业信息化管理中，信息的及时更新非常重要。然

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地区的信息更

新可能不及时或不准确。这会导致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做

出错误的决策，例如种植不适合当地市场的农作物或错

过最佳的销售时机。这些错误决策会直接影响到农业经

济效益的提升。

2.3  技术应用不到位
农业信息化管理需要技术的应用。然而，在一些地

区，由于技术应用不到位，导致农业信息化管理的效果

不佳。例如，一些地区可能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或设

备，无法有效地进行农业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处理。这

会导致信息的不准确和不完整，从而影响到农业经济效

益的提升。

2.4  管理体制不完善
农业信息化管理需要完善的管理体制。在一些地

区，由于管理体制不完善，导致农业信息化管理的效果

不佳[3]。例如，一些地区可能缺乏专业的农业管理机构或

人员，无法对农业信息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指导。这会导致

信息的混乱和不规范，从而影响到农业经济效益的提升。

2.5  市场风险较高
农业信息化管理可以帮助农民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

和价格走势，从而做出更准确的决策。然而，在一些地

区，由于市场风险较高，即使农民获取到了相关的农

业信息，也可能无法准确地把握市场机会并获得经济收

益。这可能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

的。此外，一些农民可能缺乏对市场风险的认知和管理

能力，也会影响到农业经济效益的提升。

3 农业信息化管理下农业经济效益提升措施

3.1  加强信息流通和共享
在农业信息化管理中，信息流通和共享是非常重要

的环节。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农户之间的信息存在差

异，因此需要建立完善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发布机制，

使得农民可以及时获取到相关的农业信息。具体来说，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加强信息流通和共享：1）构建
农业信息化平台。构建农业信息化平台是提升农业经济

效益的关键措施之一。通过平台的建设，可以整合各类

农业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实现资

源共享和优化配置。这不仅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还

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农业信

息化平台应提供农业生产管理、市场行情分析、政策法

规解读等功能，帮助农民更好地了解市场动态和政策走

向，优化农业生产决策。平台可以提供实时的市场数据

和分析，使农民能够更好地把握市场需求和价格走势，

提高农产品销售收益。同时，平台还可以提供政策法规

的解读和咨询服务，帮助农民了解政策要求和法规标

准，确保农业生产符合相关规定，保障农业生产的合法

性和经济效益。2）政府加大对农业信息化管理的投入。
政府可以加大对农业信息化管理的投入，提高农业信息

化管理的普及率和覆盖率。可以通过给予农民一定的补

贴或奖励来鼓励他们使用信息化手段进行农业生产和管

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益。3）建立完善的信息收集和整理
机制。为了使农民可以及时获取到相关的农业信息，需

要建立完善的信息收集和整理机制。可以通过派遣专业

的信息员进行市场调研和采集信息，然后对信息进行整

理和分析，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和建议，最后将结论和建

议反馈给农民，指导他们进行生产和销售。

3.2  及时更新信息
在农业信息化管理中，信息的及时更新也是非常重

要的。如果信息更新不及时，农民就无法及时了解市场

动态和农业生产情况，从而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为了

解决信息更新不及时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建
立完善的信息更新机制。为了使信息可以及时更新，需

要建立完善的信息更新机制。可以通过安排专业的信息

工作人员进行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并定期进行信息更新

和发布。同时，还可以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农

民对信息的反馈和建议，不断改进和优化信息发布的内

容和质量。2）加强对农业市场和气候等信息的监测和预
测。加强对农业市场和气候等信息的监测和预测，可以

帮助农民更好地了解市场动态和农业生产情况。可以通

过建立农业信息数据库和模型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实现

信息的动态更新和共享。同时，还可以通过加强对气候

等自然环境的监测和预测来帮助农民更好地安排农业生

产和管理。3）提高信息的针对性和有效性[4]。为了提高

信息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需要加强对农民的信息服务。

可以通过开展技术培训、组织专家讲座等方式来提高农

民的信息素养和技术水平，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农业信息化管理手段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3.3  深化技术推广和应用
1）普及智能农业设备。智能农业设备能够实现精准

播种、施肥、灌溉等作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

本。我们应加大对智能农业设备的宣传和推广力度，通

过示范项目、现场演示等方式，让农民了解其优势和应

用方法。同时，政府可给予一定的补贴，鼓励农民购买

和使用智能农业设备。2）推广农业信息化技术。农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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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技术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通过推广农业信

息化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帮助农民

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提高农业生产的管理

水平和生产效率。此外，我们还应加强对农民的培训，

提高他们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3.4  完善管理体制
1）强化政府引导和支持。政府应加大对农业信息化

管理的投入力度，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提供资金支持等

方式，鼓励企业和农民参与农业信息化建设。同时，政

府应加强对农业信息化建设的监管，确保项目的质量和

效益。2）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5]。建立完善的组织

管理体系，明确各级部门和人员的职责和任务，确保农

业信息化管理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实施。同时，应加强

部门间的沟通与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农业信息化

建设。3）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和
队伍建设，培养一支具备农业信息化知识和技能的专业

队伍，为农业信息化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同时，应加强

对农民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信息化意识和技能水

平，推动农业信息化的普及和应用。

3.5  加强市场风险管理
在农业信息化管理中，加强市场风险管理是提高农

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之一。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价

格波动、供求关系变化等因素导致的农产品销售收益的

不确定性。为了降低市场风险对农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政府和农民应采取一系列措施。1）建立完善的市场风
险监测体系。政府应加强对市场风险的监测和分析，及

时掌握市场动态和价格走势，为农民提供准确的市场信

息。同时，政府应建立完善的市场风险预警机制，提前

预测市场风险，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帮助农民规避风

险。2）推进农业保险和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农业
保险和农产品期货市场是降低市场风险的有效手段。政

府应加大对农业保险的宣传和推广力度，鼓励农民购买

农业保险，减轻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对农业经济效益的

影响。同时，政府应积极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为农民

提供更多的风险管理工具和渠道[6]。3）加强农民的风险
教育和风险管理培训。政府应加强对农民的风险教育，

提高他们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通过开展风险管

理培训和讲座，帮助农民了解市场风险的形成和应对方

法，提高他们的风险管理水平。4）推进农业产业化经
营和农民合作社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民合作社建

设是降低市场风险、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通

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业生产与加工、销售的

有机结合，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同时，

通过建设农民合作社，整合农民的力量，提高农产品的

议价能力和市场风险抵御能力。5）加强国际市场风险
管理。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国际市场风险对

农业经济效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政府应加强对国际市

场风险的监测和分析，及时掌握国际市场动态和价格走

势，为农民提供准确的市场信息。同时，政府应积极开

展国际农业合作，加强国际农产品贸易的风险管理和政

策协调，降低国际市场风险对农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结语

农业信息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发展方向，是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和提升农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我们应深化

技术推广和应用，完善管理体制，推动农业信息化建设迈

上新台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要

求，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农民的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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