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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生产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

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结合农业生产与社会生活实践逐

步发展形成的一种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工具，它充分利用了现

代科学技术，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不但推动

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我国西北部地区，荒漠与戈壁面

积较大，农业基础薄弱自治区内部经济发展较为不均衡，且

整体与内地之间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就农业信息化建设而

言，新疆起步较晚，无论是在硬件方面的机械化程度以及软

件方面的人才储备等，都与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存在不小

的差距。但是确有其独特的绿洲经济形式，如何利用既有的

农业生产基础，抓住西部大开发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伟

大历史机遇，进一步提升新疆农业信息化建设水平，为新疆

农业生产及整个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是一个值得探讨的

课题。

1  新疆农业信息化的现状

近年来，自治区农业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农

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大幅度提高，信息服务与技术支持

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广播电视和网络覆盖已

经基本实现村村通。全疆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建设也已基本实

现全方位覆盖，这些农业信息化平台帮助农民通过网络便捷

地获取各类实用性信息，充分调动了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积

极性，也切实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可以看到，近年来新疆农业信息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但是，由于新疆农业基础薄弱，信息化起步较晚，所以

总体上与内地及发达地区还是存在较大差距。

2  新疆农业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新疆农业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包括：规模

小、地域分布不平衡、信息资源内容不丰富等方面，具体来

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在农业信息化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农村信息化建设投入明显存在不足，

农村信息化网络体系并不健全，且不同地区之间信息化发展

程度不均衡，反映出了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相对

低下。

二是农业信息化专业人才相对匮乏。农业信息化建设离

不开人才保障。目前，新疆农业信息化建设的人才队伍存在

一定的短板，主要表现在专业人才少、现有人才水平较低、后

备人才储备不足等方面，而且对于相关人员的培训重视程度

不够，致使全疆整体上农民的农业信息化意识较为淡薄，没

有真正发挥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应有作用。

三是农业信息化资源利用率不高。农业信息化资源利用

率不高是由于目前农业信息的提供方较为分散，相关信息的

共享程度不高，不同地区的信息化建设融合力度不够。虽然

有些农业信息化网站具备明显的特色，内容也较为丰富，但

是由于信息资源不能共享，造成资源的变相浪费。如何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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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围绕农业信息化建设展开讨论，通过分析新疆农业信息化建设的现实状况，发现其中在基础设施、人才队伍、

信息资源和营商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协作发展及合作交流等方面提出了新疆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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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信息资源的纵向、横向的共享是今后面临的重要着力点。

四是农业信息化运营商参与热情较低。由于农村居民收

入水平普遍不高，农业信息化平台的用户受限于收入水平较

低的现实状况，导致其在设备购买、维护终端设备及享受信

息服务等方面的投入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信息运营

商在农村地区拓展相关业务及增加经营项目投入的热情。

3  新疆农业信息化建设的路径建议

3.1 提升职能部门的信息化建设领导作用

农业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建设，需要相关职能部门

的有力组织与领导。由于信息化建设涉及多个领域，是一项

基础性、长期性、复杂性的工程，需要涉农行政部门强化认

识，提高站位，切实发挥应有作用，通过有效手段整合资源，

协调相关利益方，真正发挥其在农业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引领

与指导作用。

3.2 强化对农业信息化建设的资金支持

加大农业信息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

地区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农村地区信息化建设实现

区域内均等化，进一步实现优质资源的共享；二要加大对农

户使用农业信息平台的支持力度，提高相关服务费用的补贴

水平，减轻农民负担。

3.3 加强农业信息化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

加强农业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一是强化培训，由主管部门负责安排农业技术人员与农

村信息员参与定期培训；二是教育与培训相结合，开展多种

形式的有效培训，充分利用现代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提高

培训效果；三是有针对需求进行人才培养，通过调查与分析

农民的个性化需求，提供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四

是保证农业专业人才的相关待遇，让人才留得住，充分发挥

其在信息化建设中的作用。

3.4 借鉴外界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先进经验

借鉴外部的农业信息化建设先进经验，坚持“走出去”与

“请进来”相结合的思路。本人就建议我区定期派出考察、交

流、学习团队赴内地，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学习其农业信

息化建设的先进经验，吸收其宝贵成果，在人才培养、技术

开发等方面为我区信息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此外，深度开

展与内地科研院所、龙头涉农企业的交流合作，邀请他们来

疆进行经验的传授，开展信息化建设的合作，在互惠互赢中

实现我区农业信息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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