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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凉山彝族自治州幅员辽阔，资源富集，极具开

发潜力与发展潜力，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农业作为凉山州的主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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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农业资源配置，

进而推动凉山州农业和经济的整体发展；如何评价

和测定凉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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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凉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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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凉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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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

州经济发展所需面临的现实问题。为此，研究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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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观上都会给凉山州及四川省其他少数民族地区

的经济发展带来长远的利益。

农业信息化作为社会信息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要对其水平进行测度，完全可利用测度社会

信息化水平的方法。但由于现行国民经济统计指

标和统计方法是面向物质经济的，信息和信息活动

的贡献被分散在各产业部门和活动领域，没有独立

的分项统计数据。因此，在此主要运用波拉特法，

先找出农业中的第一、第二信息部门，然后再计算

出农业第一、第二信息部门的产值以及农业信息部

门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而测算出凉山州农

业信息化的水平。

2 基于波拉特法测度凉山州农业信息化水平
2.1 农业第一信息部门产值的测算

首先，运用波拉特方法识别并选择出农业信息

行业构成，接下来就是具体测算出农业第一信息部

门的增加值。我国现有的统计资料对很多行业的具

体产值和数据并没有独立列项分类统计，为此，要对

农业第一信息部门中各行业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

（增加值）进行统计归纳，即认为农业第一信息部门

中只有农林牧渔服务业完全属于农业，其他的像科

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

影电视业和邮电通信业等不只是为农业服务，所以

要计算它们所创造的GDP，就可以把农林牧渔服务

业的增加值完全归入到农业第一信息部门，而科学

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

电视业、邮电通信业为农业服务的那部分产值则要

利用其总产值乘以一个相关系数。这个相关系数的

确定主要依据农业总值（某一年）与当年国内生产总

值之比。这样就可以计算出2001~2005年凉山州农

业第一信息部门的产值（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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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表1 凉山州农业第一信息部门的产值

GDP
（亿元）

160.40
178.00
202.35
250.56
300.22

农业产值
（亿元）

59.74
62.49
66.63
83.36
92.07

农林牧渔
服务业产值
（亿元）

2.69
2.78
2.81
2.89
3.01

教育、科研
等产值
（亿元）

6.34
7.50
8.10
9.38
12.00

农业产值占
GDP比重
（%）
37.24
35.11
32.93
33.27
30.67

教育、科研等为
农业服务的产值

（亿元）
2.36
2.63
2.68
3.12
3.68

农业第一信息
部门产值
（亿元）

5.05
5.41
5.49
6.01
6.69

备注：数据来源于《凉山州统计年鉴》和《四川统计年鉴》（2002~2006）。因教育、科研等产值在相关资料中无法查得，故该
数据是根据前人经验，以《凉山州统计年鉴》和《四川统计年鉴》中第三产业的产值的12%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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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农业第二信息部门产值的测算

在测算第二信息部门产值时，采用如下公式来计算：

第二信息部门增加值=第二信息部门的信息劳

动者收入+第二信息部门的固定资产折旧值

=第二信息部门信息劳动者人数× (人均工资+

人均固定资产折旧值)

式中：第二信息部门信息劳动者的收入为各行

业平均工资与各信息职业的人数乘积之和。

根据《四川统计年鉴》（2001年），确定各信息职

业的就业人数，即以2001年的就业人数为基准保持

不变，从而计算出2001~2005年凉山州农业第二信

息部门信息劳动者的收入（见表2和表3）。

表3 2001~2005年凉山州农业第二信息部门劳动者收入

职业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商业、服务办事人员

生产运输人员

农林牧劳动者

办事人员与有关人员

合计

2001

137463750

9321600

12235050

23053970

164940451

177372360

524387181

农业第二信息部门劳动者收入（元）

2002

152651250

11245600

13907730

24986200

175240806

220247640

598279226

2003

164385000

12145600

19790730

29116240

196630889

202413960

624482419

2004

179853750

13868000

25710300

34200200

208702520

371630880

833965650

2005

201341250

14948800

33558540

38186610

228937423

211973760

728946383

表2 2001~2005年凉山州农业第二信息部门劳动者平均工资收入

职业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商业、服务办事人员

生产运输人员

农林牧劳动者

办事人员与有关人员

就业者

人数

37500

1600

15900

27100

1925300

56400

归入第二信息

部门人数比例

30%

50%

10%

10%

1%

30%

归入第

二人数

11250

800

1590

2710

19253

16920

2001

12219

11652

7695

8507

8567

10483

2002

13569

14057

8747

9220

9102

13017

2003

14612

15182

12447

10744

10213

11963

2004

15987

17335

16170

12620

10840

21964

2005

17897

18686

21106

14091

11891

12528

平均工资（元）

接下来计算农业第二信息部门固定资产折旧，

由于已经知道了农业第二信息部门信息劳动者的

人数，在此，只需算出所测各年人均农业固定资产

折旧。

由2005年《凉山彝族自治州统计年鉴》可知，

2004年农业固定资产折旧为9060万元，2005年农

业固定资产折旧为 34051 万元，2001、2002 年和

2003年的农业固定资产折旧资料无法查得，所以采

用2004年的数据。在农业行业分布的职业者在业

人数为1925300人，则可行2005年人均固定资产折

旧为176.86元，2001~2004年人均固定资产折旧为

47.06元。

农业第二信息部门的就业总人数为2063800人，

由此可得农业第二信息部门固定资产折旧，见表4。

表4 2001~2005年凉山州农业第二信息部门固定资产折旧值

年份

人均固定资产折旧（元）

第二信息部门固定资产折旧（万元）

2001

47.06

9712.24

2002

47.06

9712.24

2003

47.06

9712.24

2004

47.06

9712.24

2005

176.86

36500.37

至此，农业第二信息部门所创造的增加值即可

由农业第二信息部门的信息劳动者收人和农业第

二信息部门的固定资产折旧值相加而得（见表5）。

2.3 凉山州农业信息化水平的测度结果

根据波拉特的“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法”，可以得

出农业信息部门的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见表

6），这是反映我国农业信息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

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凉山州农业信息

化的发展状况。

3 结论与讨论
根据信息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信息部门

的增加值占GDP的15％~25％，才是信息经济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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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阶段，参考这个标准可以初步估计出，凉山州农

业信息化水平还没有达到欠发达的起步阶段，即使

去除数据的误差，凉山州农业信息化水平也只能勉

强处于起步阶段。

从2001~2005年凉山州农业信息化水平的测算

结果来看，农业信息部门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总

体呈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较低。结构上，农业第一

信息部门增加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较大，而农业第

一信息部门中农林牧渔服务业所占比重较大，邮电

通信业、教育、科技活动的比重占得相对较小。农

业信息化水平总体较低主要不在于农业第一信息

部门，而是第二信息部门增加值比例过低，这也说

明了社会信息化程度太低，各行业部门不重视信息

手段和利用。因此，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发展第二

信息部门，一方面可以提高第二信息部门的增加

值，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信息和信息生产设备的需

求，刺激第一信息部门的发展，同时也可以提高信

息产业就业人数。

表5 2001~2005年凉山州农业第二信息部门的产值（亿元）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第二信息部门劳动者收入

5.2439

5.9829

6.2489

8.3397

7.2895

第二信息部门固定资产折旧值

0.9712

0.9712

0.9712

0.9712

3.6500

第二信息部门产值

6.2151

6.9541

7.21609

9.3109

10.9395

表6 2001~2005年凉山州农业信息化水平的测度结果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农业第一信息

部门产值（亿元）

5.05

5.41

5.49

6.01

6.69

农业第二信息

部门产值（亿元）

6.22

6.96

7.22

9.31

10.94

农业产值

（亿元）

59.74

62.49

66.63

83.36

92.07

农业第一部门产值

占农业产值的比重

8.45%

8.66%

8.24%

7.21%

7.27%

农业第二部门产值

占农业产值的比重

10.41%

11.14%

10.84%

11.17%

11.88%

农业信息部门产值

占农业产值的比重

18.87%

19.80%

19.08%

18.38%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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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measures the level of the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ization，and it analyses pres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ization in Liangsha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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