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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农业信息化的含义为出发点,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阐述了四川蒲江县的农业信息化情况,

并且以此为基础对农业信息化和农民收入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出了“农业信息化进程越快,农民收入水平

越高”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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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阶段,我国在对农业信息化进行发展的过程中仍旧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导致信息资源和技术的利用率远远无法满足国内诸

多农业种植区域的实际需求,因此,当务之急是从生产管理､农民素质､市场风险等诸多方面出发,对农业信息化进行推广,以此来

保证以四川蒲江县为代表的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1 农业信息化的含义

农业信息化指的是通过对信息资源和技术的科学应用,实现农业质量提高､产量增加效果的过程,而想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

从相关因素的开发和应用对其加以完善,首先,将能够在农业中加以应用的信息技术进行开发和创新,现阶段针对信息技术而开

展的咨询服务已经成为构成四川蒲江县农业结构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基础的产业内容,然后便是对信息资源和技术进行科学应用,

这样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农业的智能化程度,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竞争力｡另外,农业信息也可以看作将相关资源和技术进行

推广的过程,此时农业信息化的作用在于提将传统的粗放式经营管理向集约进行转变,我国在“十三五”期间,也针对农业信息化

的有关因素,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规划(见表 1)｡

1 基金项目:江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16308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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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川蒲江县农业信息化的发展现状

2.1 信息技术

农业信息化在我国尚且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对系统､资源和技术进行应用的方面始终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虽然针对农

业所构件的病虫害防治系统等均具有对四川蒲江县农业的发展加以促进和保护作用,但大部分技术没有大范围的进行宣传推广,

因此,现阶段四川蒲江县具有代表性的猕猴桃产业仍旧存在管理粗放､技术落后､品牌效益较低等不足,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对

四川蒲江县农业的发展产生了阻碍｡

2.2 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利用率低是现阶段四川蒲江县农业产业信息化面临的又一主要问题,其具体表现为:信息综合性较差､信息内容不

具有时效性､有效信息数量少等｡另外,在对信息资源进行开发的过程中也存在许多不足,无论是数据库内容的缺失,还是信息传递

由于机构职能划分不清而出现中断,亦或是农民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因此无法理解信息资源的重要性,均是导致四川蒲江县至今无

法实现农业信息化的原因｡

3 农业信息化对农民收入产生的影响

农业信息化是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农业的主要发展方向,随着农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开始有大量的新兴生产

力被培养并且应用到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并且逐渐覆盖了农业生产､产品管理和溯源､粮库储存等多个方面,在加快农业发展速度

的基础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3.1 保证管理工作的高效开展

导致四川蒲江县农民收入水平始终无法大幅度提升的主要原因在于该区域范围内的农民仍旧存在按照政府计划对自身的种

植工作进行开展的观念,信息的滞后性直接导致了农产品销售难问题的出现,农业信息化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

解决,农民可以通过互联网对自己所需的信息进行搜索和了解,并且准确掌握当前的市场行情,以此为基础开展相应的猕猴桃或

其他农产品的种植工作,同时将产品的推销过程也转移至互联网平台,保证了农产品种植的科学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3.2 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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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身的素质水平和收入增加与否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可以说高素质的农民能够通过准确了解并且把握市场趋势

的方式,有针对性的选择工作内容,进而实现对自身收入的增加,反之亦然,因此,想要保证四川蒲江县内农民收入的普遍增加,最

关键的一点在于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过初､高中教育的农民与普通农民相比,在年收入方面要高出约 25%,因

此,随着农业信息化的推进,一方面能够通过对信息传播途径的增加,使四川蒲江县农民对猕猴桃或其他农产品所对应的市场行

情进行准确了解,并且以此为基础对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加以调整,树立起良好的竞争意识,为自身收入的增加奠定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农民也可以通过相关设备实现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应用,提高农产品的种植效率,进而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

3.3 避免不必要的交易风险

市场经济作为将信息作为主要引导因素所产生的经济形势,与农民的收入水平息息相关,因此,想要保证自身在市场竞争中

始终具有优势,需要农民对市场经济的内容具有明确的了解,并以此为基础将农业产业的生产过程进行调整,使其能够与市场需

求相符合,以四川蒲江县为例,该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农作物为猕猴桃,猕猴桃花期通常为 5 至 6 个月,果熟期为 8 至 10 个月,而

市场变化的周期可以说是瞬息万变,因此,农民在对农作物品种和种植数量进行选择时,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从而增加了自身

的交易风险,农业信息化的出现则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就有效的解决,通过技术支持的方式,简化了对农产品的交易流程,降低了交

易成本,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4 结论

综上所述,文章从管理工作的开展､农民素质的提升和交易风险的规避三个方面将农业信息化对四川蒲江县农民产生的影响

进行了分析,由此可以看出,农业信息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想要保证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业信息化的有关资源和

技术进行合理应用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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