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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是我国农村信息化快速推进的一年。
这一年，我国农村信息化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夯实，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能力不断
增强，信息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尤其是在物联网浪潮下，信息技术不断向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农村社
会管理及服务方面渗透。
李道亮主编的《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报告(2010)》将根据2009-2010年度学术界和各地农村信息化的探
索实践，从农村信息化发展理论、发展现状、发展瓶颈以及发展对策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村信息化
的2010年度发展状况进行总体概括，以期对各位同行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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