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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研究》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研究”，学位答辩委
员会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论文针对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严重滞后的现状，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农业
信息化组织体系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文综述了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相关理论和国内外有关研究动态，分析了农业信息化组织的现
状、存在问题及制约因素，对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研究，构建了由农业信息化组织
的信息结构、层次结构和组织结构形成的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提出了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运行模
式、运行机制及运行组织保障措施，建立了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综合评价模型，并结合陕西省电子农
务组织体系的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论文关于农村基层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层次结构的论述具有创新性；论文提出的农业信息化组
织体系优化及运行模式，具有实践参考价值。
　　《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研究》适用于各级政府农业管理部门的领导和有关人员、农业信息网络技
术工作的人员、农业院校大中专学生、农业信息服务的各级信息员和管理人员等阅读，同时也适用于
想了解或需要了解农业信息化的一般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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