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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报告（2007）》出版之日起，就开始思考《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报告
（2008）》的总体框架、内容安排、编写人员、进度安排，是继续按2007报告框架来更新内容，还是
重新设计框架增加内容？
在组织人员编写方面是继续由本人团队成员完成，还是发挥国内相关专家积极性和创造性，邀请国内
的相关专家集体来写？
若组织全国专家，如何解决组织效率相对低、风格差异大的风险问题？
在内容上要开展什么样的创新？
回顾一下从构思到开工，从框架构建到内容确定，从落笔撰写到行文修改，从历次讨论到本书定稿，
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感受，都凝结着全体编写组成员的努力和汗水，欣然写下下面的话作为本书的
前言，与各位农村信息化同行及读者共勉。
　　《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报告（2007）》的理论构架是在本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层农业
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更多的偏向农村信息服务，虽然信息服务是农村信息化的主
要内容，但毕竟不等于农村信息化，因此《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报告（2008）》的理论构架一开始就
考虑突破07报告内容框架。
幸运的是2007年底江苏省信息产业厅非常前瞻性的公开向社会招标开展农村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课题
的研究工作，本人团队在众多竞争中幸运胜出，承担了该项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虽然研究过程反反
复复修改，最后还是确定了包含农村信息化发展环境建设、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信息化信
息资源建设、农村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农村信息化技术应用5个体系的农村信息化工作框架。
在这个框架的指导下，形成了《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报告（2008）》基本逻辑构架，本报告的主要内
容就尽力围绕该框架展开。
《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报告（2007）》从风格上更理论化一些，缺乏全国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实践性强
的案例，缺乏信息技术在农村的具体应用，因此对各地农村信息化实践指导性偏弱，08报告尽力突破
上述缺点，加强实际应用篇幅。
同时，也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对属于框架内容但数据不全的部分进行了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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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报告分为总报告、理论发展篇、基础设施发展篇、信息资源建设篇、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篇、社会
管理信息化建设篇、行业应用篇、区域发展篇、国际经验篇、发展战略篇、专家视点篇、解决方案篇
、案例篇、大事记、附录等15个部分，共约40章内容。
适合农业信息技术和农村信息化相关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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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报告理论进展篇　第一章　农村信息化理论框架  　第一节　农村息化的内涵  　第二节　农村信息
化的内容  　第三节　中国农村信息化体系框架  　第四节　结论和讨论　第二章　农村信息化评价  　
第一节　农村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  　第二节　农村信息化评价方法  　第三节　结论和讨论　第三章
　农村信息化资源整合  　第一节　农村信息化资源整合框架  　第二节　农村信息化资源整合内容  　
第三节　农村信息化资源整合方法  　第四节　农村信息化资源整合体制和机制  　第五节　结论和讨
论　第四章　农村信息服务体系　　第一节　农村信息服务体系框架  　第二节　农村信息服务体系
模式类型  　第三节　农村信息服务体系运行机制  　第四节　结论和讨论    农村信息资源建设篇　第
五章　农村数据资源建设情况  　第一节　农村数据资源建设的现状  　第二节　农村数据资源建设存
在的问题  　第三节　农村数据库资源建设的对策和展望　第六章　农村信息系统建设情况  　第一节
　当前我国农村信息系统建设的现状  　第二节　农村信息系统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第三节　加
强农村信息系统建设的对策建议　第七章　农村信息平台建设  　第一节　农村信息平台建设的现状  
　第二节　农村信息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农村信息平台建设的对策与展望农村信息服务
体系建设篇　第八章　  乡村信息服务站（点）建设情况  　第一节　乡村信息服务站（点）建设的现
状  　第二节　乡村信息服务站（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乡村信息服务站（点）建设的对策
与展望  　第四节　结论与讨论　第九章　农村信息员的发展情况  　第一节　农村信息员发展的现状  
　第二节　农村信息员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农村信息员发展的对策与展望  　第四节　结论
与讨论　第十章　农村信息服务组织建设情况　　第一节　农村信息服务组织建设的现状⋯⋯农村社
会管理信息化建设篇行业应用篇区域发展篇国际借鉴篇发展战略篇专家视点篇典型案例篇江苏调研篇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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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农产品加工信息化的研究成果及应用　　一、水果内外观品质在线检测信息化　　机器视
觉在水果内外品质在线检测信息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机器视觉又称计算机视觉，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迅速成长起来的，是指计算机对三维空间的感知
，包括捕获、分析、识别等过程。
它是计算机科学、光学、自动化技术、模式识别、人工智能技术的综合。
机器视觉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图像的获取、图像的处理和分析、输出或显示，一般需要CCD摄像
机、检测装置、传送带、计算机、伺服控制系统等设备。
在水果分级过程中，水果位于传送带上方，CCD摄像机配置在传送带的上方及周边，在传送带的两侧
安装有检测装置。
当水果通过CCD摄像机时，CCD摄像机将通过图像采集卡将水果图像传入计算机，由计算机对图像进
行一系列处理，确定水果的颜色、大小、形状、表面损伤情况等特征，再根据处理结果控制伺服机构
，完成分级。
该方法无损水果质量，能减轻人工分级的大量劳动和人为误差，速度快，精度高。
　　日本的水果分级作业多为集体作业，即果农将各自生产的水果集中到所属农协水果分级场地，经
统一分级后推向市场。
由于果农的管理水平不同，栽培环境各异，往往导致水果质量不同。
过去因人为进行评价，常常出现矛盾，现在，应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进行随机取样，计算机通过
随机取样图像可以计算出这个图像内水果的大中小、优良中差等个数及受损情况、所占比例，并做出
综合质量判断，这种方法省时省力且客观公正，而且还可将每个果农的果品品质信息存储在信息管理
中心主机里，随时均可加以利用，指导水果生产。
　　传统的机械式、电子式水果分级流程先是由人工进行等级分级，后由数台相同的机械电子设备分
别自动完成大小分级，分级过程为半自动化。
而现代计算机图像处理式取代了人工分级，可不分先后地进行等级和大小的同时自动分级，大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
全自动图像处理式分级系统。
在水果分级过程中，水果位于传送带上，CCD摄像机配置在传送带的上方及周边，在传送带的两侧安
装有无损伤检测装置。
当水果通过CCD摄像机时，水果的颜色、大小、形状、表面损伤情况等均被记录下来，通过这些数字
信息的计算机处理即可完成一般分级作业。
若想进一步了解内部质量情况，可通过无损伤检测装置测定糖度和酸度等指标。
　　处理式分级系统因应用了计算机技术，图像使信息数字化，例如，我们可将颜色数值为90～100的
规定为优级，80～89为良，损伤面积超过总面积1％降一级，超过3％降两级等，类似这样的工作均可
进行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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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报告（2008）》是适合农业信息技术和农村信息化相关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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