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综合评价与发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综合评价与发展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1601445

10位ISBN编号：7511601448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郑红维，李J　著

页数：37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综合评价与发展>>

前言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突出问题。
与城镇居民相比，近年我国农民收入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呈拉大的趋势。
综合分析，制约农民收入提高的主要因素，是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农业比较效益低、城乡发展机制存
在某些问题，其中农民获取信息资源有限、对市场缺乏了解也是重要因素。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滞后，信息服务远未到位，是当前制约我国农业
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ldquo;瓶颈&rdquo;。
对于弱质、分散、闭塞落后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把农村信息服务网络真正延伸下去，把信息服务真
正搞上去，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大大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支持和帮助农民打开市场大门，方能
真正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
　　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
2007年中共中央&ldquo;一号文件&rdquo;提出，发展现代农业要提高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
这里把提高信息化水平明确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条件和重要任务。
2007年和2008年连续两年的中共中央&ldquo;一号文件&rdquo;把&ldquo;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rdquo;
和&ldquo;积极推进农村信息化&rdquo;分别单独作为一条内容进行工作部署。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
要&ldquo;推进农业信息技术发展，重点开发信息采集、精准农业和管理信息、农村远程数字化和可视
化、气象预测预报和灾害预警等技术&rdquo;。
　　多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发展。
在1996年启动的国民经济信息化工程中就有&ldquo;金农工程&rdquo;。
科技部在1998年11月召开的农业信息化科技工作会议，对农业信息化科技工作做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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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客观分析了国内外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的现状和趋势。
国外体系建设相对成熟，研究重点集中在数据库与网络、精确农业、专家系统和虚拟农业等具体技术
方面；国内对此问题的讨论集中在内涵和外延理解、发展历史阶段划分及一般意义的发展战略研究上
，对体系的综合评价方法及农村网络延伸、信息发布、信息标准化和农村信息市场发育等深层次问题
研究不够。
本文深刻剖析了体系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指出政府的农村信息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缺位、公共财政
资源支持力度不够、农业管理体制缺陷及农业信息标准化程度低等因素制约着我国农村信息服务体系
发展。
本书还从公共政策理论出发，分析了现行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制度安排，导致农村公共
产品特别是信息产品供给上的严重短缺；从经济学意义上，分析了体系建设因时间外部性导致政府投
资短视，因空间外部性导致经济落后地区政府投资抑制行为。
本研究运用系统论的基本原理，从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的构成要素入手，经过充分调研和专家咨询，选
择并构建了一套能综合反映农村信息服务体系软、硬件建设和效益情况的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
法（AHP法）确定了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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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镇领导和干部敢创新，含增镇率先开展农村信息化探索。
2000年，网络成了中国最热门和最普及的话题。
网络同样没有远离含增镇这样一个处在西部边远山区的乡镇，相反由于长期受到&ldquo;信息不
灵&rdquo;问题的困扰，当网络这样一个能够完美较好解决&ldquo;信息不灵&rdquo;问题的新科技出现
时，含增镇敏锐地抓住了它。
　　2000年初的一天，在时任含增镇镇长李丁的办公室内，镇机关干部尚朝阳向李镇长汇报自己把网
络引入到农业上的设想和思路，在李镇长的频频点头和不断的热烈讨论中，含增镇建设农村信息化的
序幕被渐渐地拉开了。
当时李镇长提出，这项工作由尚朝阳负责，要大胆进行探索和创新，先在小范围内进行试验，争取尽
早找到一种可行的建设模式。
要厚积薄发，暂时不进行广泛宣传，在时机成熟时在含增镇全面展开农村信息化建设。
说干就干，镇政府拨出专门资金，安装了专用上网电话，利用镇财政所的电脑开通了专门用于含增农
村信息化的国际互联网。
就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网易、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上和热衷于建设各种&ldquo;e城市&rdquo;
、&ldquo;信息港&rdquo;时，处在西部偏远农村的含增镇已经悄悄在农村开始了网络应用的探索。
　　通过在网络和各种报刊资料上的搜寻，发现农村信息化在全国都还是一个新鲜的东西，介绍这方
面的文章资料不少，但大多是一些分析和预测性的文章，没有发现一篇文章能提有具体的模式和内容
。
也就是说，在农村开展信息化建设在全国来说都还是空白，没有现成的经验和路子可循。
这更加坚定了含增人进行农村信息化探索的决心，也使他们在进行农村信息化探索时，将注意力更多
地放在找出一种可在农村推广和广泛运用的、能较好解决农村信息化建设&ldquo;最后一公里&rdquo;
问题的模式上，而没有片面追求信息化建设要马上体现出个别的经济效益来。
　　干部认识到位、观念转变，就是最大的成就。
2000～2001年，镇党委、政府召集全镇领导和部分干部召开专题研讨会3次，在年初召开的全镇所有村
组干部参加的农村经济工作会上，列出专题对农村信息化进行讲解，分发了相关文章和资料。
自2000年起，每星期三晚上是机关干部学习信息化知识的时间。
在每月底召开的全镇机关干部会上，专门留出时间对本月的农村信息化进行总结，并对下月工作作出
安排。
正是这种&ldquo;填鸭式&rdquo;的办法，使这些基本没有接触过电脑和网络的镇机关干部心中有了农
村信息化的概念。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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