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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安徽省 

农村信息化建设制约因素及优化措施 

----基于安徽蚌埠市周边农村调研 

费豪 

（安徽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 近年来，国家通过不断出台各项农业政策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而新农村建设工作中的核心是农村

信息化的建设，对此以新农村的信息化建设为突破口，必然会加快新农村建设进程。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当地农村信

息化建设现状，从农村信息化基础建设、农民信息需求程度等方面分析目前农村信息化建设中的主要制约因素，提

出优化安徽省农村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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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1 月，中共中央1 号文件发布，文件焦点依旧放在“三农”问题上。汇总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农业政策，不难发现

新农村建设一直是党和国家关注与建设的重点，其中农村信息化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必备条件，更应该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突破

口，通过合理有效地推进新农村的信息化建设，能够快速实现新农村的经济发展。农村信息化不仅是传统农村不断向社会主义

新农村演变、发展、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本文采用田野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信息

基础设施、农民信息需求程度等多个方面对当地农村信息化现状进行调查，实地走访蚌埠市周边3 县4 镇的农村完成调查。 

1 安徽省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制约因素 

2006 ～ 2016 年间，党中央的“一号文件”分别对新农村建设和农业信息化建设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安徽省积极相应国家

政策，将信息化建设纳入各地的工作规划中，经过多年的努力，安徽省农村信息化建设初期任务基本完成。除了农技信息服务

站、农村图书阅览室等基础的农村信息化设施，农业信息网站等新颖的信息服务方式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为农民提供了更大

更专业的平台去获取农业科技方面信息，提高了农民的信息获取、收集能力，间接提高了农民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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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依照新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需求来看，目前的建设力度还远远不够，与建设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其中信息化基础设施

供给缺失情况最为严重。从表1 可以看出，蚌埠周边县镇的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还是较为缺失的，覆盖率较低。同时通过调查

发现，大多数的基础信息建设离村庄较远，不利于村民获取农业信息。 

1.1 缺失农村信息化供给主体 

“信息”一词在21 世纪的大背景下显得格外重要，“信息建设”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而在实际

走访中发现，大多数的农村缺乏新的信息供给主体，或者说信息主体还是传统模式的农民自身。传统模式中，农民需要依靠外

出寻找合适自己生产所需信息，不仅加大了农民的生产成本，而且这种传统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需要。各级

政府部门目前无法扮演农村信息供给的主体角色，导致了农村信息供给主体的缺失。 

1.2 缺乏信息沟通渠道和网络服务平台 

与城市信息化程度相比，农村信息化程度还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其中信息沟通渠道和网络服务平台的欠缺最严重。国家

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2014 年底，安徽省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到563.8万人次，其中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仅有143.7万人

次，占宽带接入总数的25.49%。农业网站是目前最有效的农村信息服务平台，但是农业网站数量较为有限，网站服务质量普遍

不高，无法为农民提供全面的农业网络信息服务。大多数的农业网站后台服务人员欠缺，网络数据更新缓慢，无法及时响应市

场信息变化而做出针对性举措。 

1.3 农村信息化人才稀缺 

由于农村地区的教育较为落后，村民素质普遍偏低，并且在当前社会择业观的大环境影响下，农村仅有的一些知识人才选

择去大城市发展，导致现阶段的农村普遍缺乏专业的信息化人才，即使各级农业信息化部门大力支持农村信息化人才的培养，

但因为任务量大，而从事农村信息化的专业化人才较少，导致实际工作效率缓慢，工作业绩不明显，工作积极性下降。本文实

际调查中发现，村庄里仅有的几名高学历人才都选择去城市工作，加上政府部门提供到各村的人才有限，使得农村信息化人才

匮乏成为信息化建设之路的巨大阻碍。 

1.4 缺乏科学的统筹规划 

在最近十年的农村信息化建设中，地方政府逐渐完善了相关规章制度，建立了不少农业网站使各地农民更加快捷地了解当

下最新的农业发展动态以及最及时的农业相关政策。但是，以蚌埠市的怀远、五河、固镇为例，因为各县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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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各地农村信息化建设进程存在差距，迫使蚌埠市相关部门无法统一规划整体的农村信息化建设。除蚌埠市外，各县、各镇、

各乡、各村庄对新农村信息化建设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重视度也有较大差异，导致信息化建设的盲目性。本文调研中发现，

新农村信息化建设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缺乏科学的统筹规划，以至于这种模式很难让农村信息化建设持续性发展。 

2 优化安徽省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措施 

2.1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与扶持作用 

各级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加大农村信息化建设的专项资金投入，合理地策划、组织、开展信息化工程

建设；应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分阶段分层次地普及和推广信息化建设，通过引导、教育，让更多的农民了解、掌握和利用网络

信息，逐步扫除“信息”文盲。 

2.2 提升农民获取信息能力 

信息能力是指人们搜索、查找、提取、记录、处理、分析、评价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当前，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思

想意识较为落后，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农民获取信息的能力，也导致了信息传递的失败。对此，各级政府要采取“信息教育”

的方式，唤醒农民信息意识，提升农民信息能力。 

2.3 完善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 

各级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新农村信息化服务体系，并在后续工作中，针对情况变化实时更新补全新的服务体系；继续加强

农村信息化工作的组织协调力度，统筹规划，根据各阶段建设需求，针对性地成立新农村信息化工作部门；应组织农业方面的

专家组成新农村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小组， 科学有效地制定工作计划，为新农村信息化的建设夯实基础。 

2.4 加大农村基本信息化建设力度 

一是统一在乡镇、村委会、社区建设农业文化信息服务站，让信息服务更加贴近农民。二是在农业文化信息服务站的信息

资源配置中，力求以农业信息为主，要做到信息资源年年更新。三是继续加大互联网的宣传，提高其在农村的普及率与使用率。

四是当地政府部门通过广告合作等形式，招募私人、公司或者其他社会机构投资当地信息化设施，达到完善信息化建设的效果。 

2.5 加强新农村信息人才队伍建设 

信息人才是农村信息环境的重要建设者，培养信息人才是解决农村信息贫困的重要举措。新农村信息化建设， 人是信息接

收承载的主体， 是整个建设过程中第一决定因素。为高效发挥信息化的作用，首要任务是培养一批“有知识、懂技术、会传授”

的农业信息人才，使他们具备传播、教育的能力。当前，一方面培训已经从事农业信息化的工作人员，提高其专业素养。另一

方面与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合作，定向培养专业人才，为新农村信息人才的持续输入打好基础。 

3 结束语 

农村信息化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动力，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各级政府部门必须深入农村生活、贴近民众需求，

合理规划新农村信息化建设。农民是农村信息化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要鼓励更多农民响应政府号召参与到新农村信息化建

设中，全面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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