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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村信息化水平的定量与定性分析 

叶华，高咏先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利用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文章从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信息化人力资源建设和信息技术普

及与应用等方面构建了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体系，对浙江省各地区的农村信息化水平进行了评价和比较研究。通过

主成分分析、对比分析和聚类分析，发现浙江省各地区农村信息化水平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最后，从加大财政投入、

实现网络普及以及加强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对浙江省的农村信息化建设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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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息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素和重要特征，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浙江作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具

活力的沿海省区之一，一直非常重视农村信息化建设。近年来，浙江省通过一大批涉农信息工程的建设，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

得到了很大改善，农村信息化建设成绩斐然。从外部看，2006 年浙江省农村信息化水平总指数为 51．7，居全国第 3 位，各省

区第 1位。
［1］

但是有研究表明，浙江省各地区农村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并不平衡，存在着诸多问题。农村信息化对农村经济建设的

成败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对浙江省各地区农村信息化水平进行定量比较和定性分析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指标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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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信息化的基本要素和构建原则，并参考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和他人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农村信息化指标体系主要应

该包括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信息化人力资源建设和农业信息技术普及与应用等方面的内容。
［2］

本研究鉴于数据的可获

得性和可操作性，主要选取每百户拥有彩电数、每百户拥有固定电话数、每百户拥有手机数、每百户拥有电脑数作为农村信息

化基础设施建设指标，选取有职业技术学校的乡镇、有图书室文化站的村作为农村信息化人力资源建设指标，选取有邮电所的

乡镇、通电话的村、有广播电视的乡镇、能接收电视节目的村、安装了有线电视的村、用本户电脑上网的户数比重(能用 ADSL、

LAN 等宽带方式上网的村)、开通农民信箱的村 7 项指标作为农业信息技术普及与应用指标。文章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全国、江

苏省、上海市、浙江省以及浙江省各地级市的《第二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以及相关年份和相关地区的统计年鉴、统计公

报等。 

二、浙江省农村信息化水平的定量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 

根据浙江省农村信息化基础数据，运用 spss 的因子分析功能，提取特征值大于 0．8 的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浙江省

及其 11个地级市农村信息化水平的综合得分(见表 1)。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浙江省农村信息化水平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1.农村信息化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级市多于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级市。综合得分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级市有 7

个，分别为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和台州，其中最高的嘉兴其综合得分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3．2，而低于全省平

均水平的地级市只有温州和金华、衢州、丽水 4个地级市。 

2.浙东北内部的农村信息化水平并不平衡。除了嘉兴、湖州、杭州和宁波的农村信息化水平较高之外，绍兴和舟山的农村

信息化水平相对较低，其综合得分甚至分别低于浙西南的台州 0．15、0．22。如果对得分最高的嘉兴和得分最低的舟山进行比

较，前者的综合得分高于后者 2．73，差距就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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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浙西南内部农村信息化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台州的农村信息化水平在浙西南独树一帜，也是唯一一个综合得分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的地级市。其余 4个地级市的综合得分均远远小于台州，其中最低的丽水其综合得分小于台州 4．30，差距较大。 

4.浙东北和浙西南农村信息化水平的差距惊人。浙东北的 6 个地级市农村信息化水平均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浙西南

除了台州之外，温州以及金华、衢州、丽水的综合得分均明显小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最低的丽水其综合得分小于全省平均水

平 3．71，差距非常明显。此外，如果对得分最高的嘉兴和得分最低的丽水进行比较，差距更加惊人，两者竟然相差 6．81。 

(二)各项指标比较 

为了更准确地测定 12项指标对浙江省农村信息化的影响以及地区间农村信息化的差距，运用平均数和极差对各项指标进行

分析(见表 2)。 

 

从表 2可以看到: 

1.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平均数最高的为每百户拥有彩电数达 114．4台，其次是每百户拥有手机数达 113．3部，

远远超过固定电话的拥有率，这说明彩电已经成为农村居民日常生活中文化娱乐的主要载体，而手机以其便携、价廉等特点已

经成为农村通讯的主要载体。平均数最低的为每百户拥有电脑数仅 9．0台，这一方面说明农民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利用电脑获

取信息的意识还不强，另一方面说明由于价格和技术等方面的限制，电脑要在农村得到普及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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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现状方面，6项指标的平均比重相差不大且均大于 80%，其中平均比重最高的是通电话的村为 99．5%，

最低的为能用 ADSL、LAN 等宽带方式上网的村为 80．1%。这一方面说明政府近年来狠抓电视和电话“村村通工程”取得了显著

成效，
［3］

对推动全省农村信息化建设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说明网络这种新兴的信息技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农民接受，

将成为今后农村信息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不过网络由于其技术难度大，对农民的素质要求高等特点，大范围的推广和应用还是

有相当难度的。 

3.农村信息化人力资源建设方面，在所有指标中平均比重最低，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是浙江省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薄弱环

节，两项指标的平均比重均小于 30%，有职业技术学校的乡镇平均比重甚至不足 20%，由于两者皆肩负着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

和信息素养的重任，所以今后政府应该着力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建设，积极提高农业技术人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信息素质和专

业技能，以保证农村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 

4.从地区比较来看，浙江省农村信息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基本上集中于浙东北，其中嘉兴以 7 个最高独占鳌头，杭州和湖州

分别以 2 个最高退居其次，浙西南只有温州在每百户拥有电脑数方面有所优势。而全省农村信息化水平最低的地区全部位于浙

西南，其中最让人惊讶的是丽水，以 7 个最低处于浙江省的倒数第一位，其次是衢州以 3 个最低紧随其后，温州和台州虽然也

分别出现了 1 个最低，但是由于两地区的其他指标相对并不算低，使其在全省的地位有所提升。如果从大区域比较，浙东北获

得了 11个最高，没有最低;而浙西南只有 1个最高却出现了 12个最低，差距非常明显。 

5.从各项指标的极差来看，一级指标(a)中极差最大的是每百户拥有手机数达 73．4 部，最小的是每百户拥有电脑数仅 15

台，由于电脑这种新兴的耐用消费品在农村出现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差距暂时还没有完全显现。一级指标(b)中，有邮电所的乡

镇和能用 ADSL、LAN等宽带方式上网的村两项指标的极差最大，均超过了 50%，对农村信息化水平的影响也很大，随着未来宽带

上网对农村信息化水平的影响越来越大，缩小差距迫在眉睫。而通电话的村和能接收电视节目的村两指标的极差很小，均低于

5%，影响很小。一级指标(c)虽然平均比重很低，但是差距非常明显，尤其是有图书室文化站的村，极差高达 78．8%，所以要提

高浙江省的农村信息化水平，不但要努力提高各项指标的比重，缩小各项指标在不同地区范围内的差距也至关重要。 

三、浙江省农村信息化水平的定性分析 

运用 spss中的聚类分析方法，对浙江省农村信息化水平进行定性分类评价(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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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可以看出，浙江省农村信息化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地域不均衡，浙东北在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各方面都明显优于浙西南(除

绍兴外)，也高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具体特征体现如下: 

1.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良莠不齐。只有杭州、嘉兴、湖州达到全省的一类水平，其他 9 个地区包括全省平均均处于二

三类，充分说明浙江省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参差不齐，差距最大的是每百户拥有电脑数，最高的温州达到了 17．1台，

而最低的衢州才 2．1台，两者相差 8倍多，这对上网人数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利用程度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其次是每百户拥有

手机数，最高的嘉兴是最低的衢州的 2．05 倍，只有每百户拥有彩电数这个指标的差距较小。同时在衡量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

建设的四个指标中，嘉兴三个第一、一个第二，而衢州则三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二，差距相当明显。 

2.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状况良好。有 6 个地区处于全省一类水平，只有衢州和丽水处于三类水平，说明浙江省农业信息技术

应用情况较好，但是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浙东北的 6 个地级市全部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浙西南除了温州、台州之外，

其他地区均处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下，尤其是衢州和丽水，其各项指标(除了通电话的村、安装了有线电视的村外)均低于全省平

均水平，差距最大的是能用 ADSL、LAN等宽带方式上网的村，最低的丽水还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 

3.农村信息化人力资源建设差距最大。处于全省一类水平的只有嘉兴、湖州和宁波 3 个地区，而处于三类水平的地区却达

到了 5 个，甚至浙东北的绍兴也处在三类地区之列。同时，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基本上集中于浙东北，浙西南只有台州的

两项指标均处于全省平均水平之上。另外，农村信息化水平最低的衢州和丽水，其两项指标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其中

丽水有图书室文化站的乡镇甚至还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 1/3。总的来看，杭州、嘉兴、湖州和宁波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各方面都处

于全省的前列，而金华、衢州和丽水的农村信息化建设却一直处于全省的最末。 

四、结论与建议 

从定量与定性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浙江省不同地区农村信息化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发展很不均衡，这与地区经济发展的

差异性基本相符。与此同时，不同类型指标体系的发展现状也存在差异，反映出在浙江农村信息化建设中，信息网络技术的普

及以及人力资源建设等方面均存在不足。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财政投入，加快落后地区农村信息化建设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知，得分最高的嘉兴和得分最低的丽水进行比较，两者相差达 6．81，这充分说明浙江省不同地区农村信

息化水平的巨大差距。信息化的差距既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同时也与地理环境有关，嘉兴作为浙东北的平原城市，农村

的信息化水平最高，综合得分排第一;而杭州虽然是省会，经济实力强，但是由于下面很多县市处于浙西山区，影响了其信息化

水平的整体实力，综合得分排第三。为了实现浙江省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均衡发展，进一步提高浙江省农村信息化的整体水平，

政府必须加大投入，统筹发展，特别是要对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信息化建设进行重点投入。在加大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同

时，还要对落后山区农村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各种政策优惠，譬如对这些地区的电脑下乡进行重点补贴等。 

(二)加大网络通讯技术的普及，推进农村管理和农业产业信息化 

在各指标体系中，信息基础设施的水平比较高，特别是彩电、固定电话和手机的普及率比较高，这表明浙江信息化发展的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但其中每百户农民家用计算机的拥有量却处于最低水平。计算机网络的运用是未来农村信息

化发展的方向，只有不断提高农村互联网络的普及程度，农村管理和社会服务信息化才有实施的基础，才能更好地实现农村产

业信息化。今后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和社会资金，建成结构合理、高速宽带、面向未来的农村及农业信息网络，以提升

整个农村信息化的层次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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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加强农村信息化人才的培养 

从上面的分析可看出，浙江农村信息化人力资源建设还存在很大不足，有职业技术学校的乡镇的平均比重不足 20%，这成为

制约农村信息化发展的最大因素。2006年末，浙江 509万农业从业人员中，文盲比例为 15．2%，小学文化程度为 55．8%，初中

文化程度为 26．0%，高中文化程度为 2．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只占 0．1%。
［4］

农业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极大制约了农业的

信息素养和信息需求，所以，农村信息化建设必须重视教育，要通过正规院校、在职培训和远程教育等多种途径，提高农民信

息素养，培养农村信息化建设专业人才。同时政府也要为农村信息人才的引进、调动、奖励等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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