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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

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三州”）在四川少数民族地

区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三州”幅员辽阔，资

源富集，极具开发潜力与发展潜力，而农业作为“三

州”的主要产业，因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条件落后

的原因，仍然停留在较为传统的发展层面上。面对

全球信息化的浪潮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

实施，如何利用农业信息化建设来进一步优化“三

州”农业资源配置，进而助力“三州”农业和经济的

整体发展；如何评价和测定“三州”农业信息化的发

展水平，找出差距以及科学预测农业信息化未来的

发展趋势已成为当前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此前，国内对“三州”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

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资源利用、民族文化开发等领

域，对“三州”农业信息化建设及农业信息化水平的

测度研究近乎空白。而这恰好是当前和今后“三

州”经济发展所需面临的现实问题。为此，研究“三

州”的农业信息化的发展水平，找出差距以及科学

预测农业信息化未来的发展趋势无论从宏观上还

是微观上都会给“三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带来长远的利益。

2 农业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测算方法
2.1 农业信息化水平的内涵

国外有关信息化水平测度的模型或方法较多，

比较典型的有美国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提出

的信息经济的测算方法[1]，日本经济学家小松崎清

提出的信息化指数法等。我国已有的关于农业信

息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当中，多数是以2001年国家信

息产业部颁布的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为基础改动

的。梳理相关学者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

农业信息化就是农业全过程的信息化，即在农业领

域全面地发展和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使之渗透到农

业生产、市场、消费以及农村社会、经济、技术等各

个具体环节，加速传统农业改造，大幅度地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和农业生产力水平，促进农业持续、稳

定、高效发展的过程[3]。

综上，笔者认为农业信息化水平是指农业信息

化建设所达到的程度或效果，侧重点是信息化。农

业信息化水平的高低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农村

信息资源水平，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状况，信息技术

在农业生产、流通等环节的应用，农业信息产业化

发展趋势，农民的文化程度，农村信息人才的数量，

基础设施建设投放比重等均可以影响和测量某个

国家或地区的农业信息化水平。

2.2 农业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农业信息化水平的内涵及其指标体系的

科学性、前瞻性、客观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动态性

等原则，参照其它区域构建的农业信息化水平评价

指标体系[4~7]，结合有关专家的反馈意见、研究区域

的实际情况及研究目的，选取指示性强、数据来源

可靠的14项指标，本文尝试建立了一个三层次的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来评价四川省“三州”少数民族地

区农业信息化水平（如表1所示）。

2.3 评价方法的选择

根据农业信息化水平评价的特点和要求，同时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及计算的简便性，本项研究在

总体框架上选用了多目标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

法作为农业信息化水平的基本测算方法。数据的

测算过程主要采用yaahp v5.0软件计算。

3“三州”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信息化水平评价
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目标，考虑数据的代表性和可获取

性，在指标体系所涉及的指标中，“涉农网站与数据

库数量”通过网络查询的方法得到，其他指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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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源于统计部门提供的《四川统计年鉴》

（2004~2008）和《“三州”统计年鉴》（2004~2008）。

3.2 农业信息化水平测算

以“三州”少数民族地区为基本评价单元，利用

《四川统计年鉴》（2003~2008年）和《“三州”统计年

鉴》（2003~2008年）及调查汇总数据，按照前文所述

方法，首先计算出各层次的指标权重（见表1），然后

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计算出各层次指标得

分情况（限于篇幅，计算过程略），以此对四川省“三

州”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信息化水平（2004~2008）进

行综合评价（见表2）。

3.3 测算结果分析

表2 四川省“三州”2003~2007年农业信息化水平综合得分

阿坝州

甘孜州

凉山州

2007

84.24

96.77

97.68

2006

76.55

90.75

92.20

2005

86.63

83.13

70.50

2004

66.57

74.90

75.02

2003

59.06

65.23

67.07

总得分

373.05

410.78

402.48

3.3.1 在评价期间内，“三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信

息化水平逐步提高，但“三州”又有其具体特点。阿

坝州 2003~2005 年农业信息化水平快速发展，由

2003年的59.06分上升至2005年的86.63分，随后加

落至2006年的76.55分，2007年再次快速上升。甘

孜州2003~2005年农业信息化水平平稳快速发展由

2003年的65.23分逐年上升至2007的96.77分。凉

山州2003~2005年农业信息化水平总体上快速发

展，特别是2006年和2007年得分均在90分以上，且

较2005年大幅提升，但2005年较2004年比较曾回

落至70.50分。虽然因权重与指标体系的关系导致

得分分值绝对值较大，但“三州”的农业信息化水平

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仍然较低。

3.3.2 结合“三州”GDP数据来看，2007年GDP值最

大的是凉山州，2007年农业信息化水平得分最高的

仍是凉山州。这不是巧合，而是经济发展与农业信

息化水平相互促进关系的有力佐证。农业信息化

水平越高，经济越发展，反之，经济越发展，农业信

息化水平也越高。

3.3.3 从发展时间段看，2005年后，“三州”农业信息

化水平快速发展，上了一个台阶，这主要是由于国

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国家对于“三州”少

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加大和国家出台

九年义务教育免收学费政策造成的。

4“三州”农业信息化建设对策探讨
4.1 整合资源，以点带面，构筑农业信息平台和核心

数据库

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上，专业化的网站建设要从

农村和农民需求的实际出发，找好农村信息服务切

入点，构筑适用的信息平台和数据库。以重点乡

村、龙头企业、种/养殖大户、专业协会、中介组织、合

作组织和信息员及经纪人队伍的示范为切入点，完

表1 四川省“三州”农业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Target layer

指标层

Index layer

涉农网站与数据库数量（1.0000）

农村广播覆盖率（0.2062）

农村电视覆盖率（0.5245）

年末本地固定电话用户（0.2693）

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0.5987）

互联网拔号上网用户（0.4013）

邮电主营业务收入（1.0000）

科技活动人员数量（0.4745）

农村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数（0.2976）

科技情报收集与文献管理人员数（0.2279）

初级中学数（0.1772）

初中毕业生数（0.1249）

普通高中学数（0.3751）

高中毕业生（0.3229）

准则层

Rule layer

农业信息资源（0.1852）

农业信息基础设施（0.2953）

农业信息技术应用（0.1241）

农业信息产业（0.1051）

农业信息人才（0.1283）

农业信息化外部环境（0.1261）

单位

Unit

个

%

%

户

户

户

万元

人

人

人

所

人

所

人

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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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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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包含语音、互联网、短信平台为一体的农村综合

信息服务平台和数据库的建设，重点围绕农业生

产、农产品市场、农民生活，建立和完善市场供求信

息、价格信息发布、专家咨询、病虫害测报等网络和

信息应用系统平台建设，为广大农民提供农产品和

生产资料的市场信息、政府的公共信息、农业技术

以及生产信息，为涉农机构和企业提供以信息化应

用为核心的各类信息服务。

4.2 政策倾斜，普及推广，推动农村信息技术应用

从州政府到县、乡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农业

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性，制定农业信息化发展规划，

将农业信息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利用媒体，

尤其是电视、广播的作用，同时，采用发放免费宣传

手册，放映公益性免费宣传电影，张贴公益广告、标

语，培养宣传骨干等来提高网站的知名度，普及网

站的使用知识。

4.3 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农）务两条腿走路

目前，“三州”县级以上政府、州级重要部门已

建成电子政务网，应当考虑与手机终端的对接（即

移动电子政务），实现移动电子政务后，政府机构所

制定和颁布的与百姓相关的政策、法规就可以通过

短信、电话咨询等方式非常方便地提供给农民及农

务工作者，一些重要信息可以非常及时、准确和清

晰地传递给他们。要实现农业信息化，电子商（农）

务也是必不可少的，根据《凉山州统计年鉴》（2003~

2008年）“农村住户调查”项显示，“通过互联网购买

商品和服务的总额”均为“0”。农业信息化要发展，

农村住户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必须要改变，电子

商（农）务要想在农村发展起来，也必须由政府引

导，重点示范村、示范户带头。

4.4 重视教育，抓好农业信息员队伍建设

健全队伍和提高人员素质对提高农业信息整

体服务水平至关重要。各级政府要重视教育的普

及性，逐步建立一支业务水平高、专业素质强的由

农技推广部门推广人员和农村信息员组成的信息

服务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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