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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阐述了河北省农业信息化发展实践与农业信息化理论体系，以期为河北省农业信息化发展提
供一个基本思路和框架，为河北省农业信息化建设实践及科研提供参考和科学依据。
全书共分为十章，内容包括：农业信息化发展概述，国外农业信息化发展现状与经验借鉴，我国农业
信息化发展现状分析，河北省农业信息化发展现状分析，河北省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等等。
 　　本书共分为十章：第一章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对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
第二章对相关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农业信息化的内涵和要素构成，应用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分
析了农业信息化发展的必然性，研究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与农业信息化的互动作用机制；第三章对比
分析了国外农业信息化的基本现状和发展趋势，对国外农业信息化建设经验进行总结概括与提炼；第
四章介绍了我国农业信息化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问题与成效；第五章总结了近年来河北省农业信
息化的建设成果和经验，介绍了省内部分地区农业信息化发展概况和先进典型实例；第六章建立了农
业信息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通过评价模型定量衡量全省及各市农业信息化的发
展程度，为研究制定农业信息化发展规划提供科学的依据；第七章为河北省农业信息化供需分析，研
究农业信息的最主要需求者——农户的信息行为及特征，通过农户信息需求状况的调查分析和农户农
业信息支付意愿模型的构建，全面了解农户信息需求的现实状况，找出其规律性特征，分析农业信息
供给主体及农业信息供给的基本环节，通过调查分析了解基层农业信息服务部门的现状、问题，建立
了农业信息化供给博弈模型，从政府管理和信息中介组织服务质量两方面，分别讨论二者对农业信息
化发展的影响，研究了农业信息供需矛盾的表现形式与特征；第八章从制度、主体、技术三个层面进
一步探讨了制约河北省农业信息化发展的具体原因，揭示了农业信息化发展的供需主体互动机制；第
九章探索性地提出了河北省农业信息化的发展原则、目标和发展重点；第十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推进
河北省农业信息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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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农业信息化发展概述　　2.1农业信息化的概念　　2.1.1 信息　　许多学者从不同领域对信息进
行了专门研究，致使信息的概念具有多学科交叉性。
信息论奠基人申农认为：“信息是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认为：“信息是人们在适应外部世界，并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
同外部世界进行互相交换的内容和名称。
”《辞海》将信息定义为对消息接受者来说预先不知道的报道。
美国的《韦氏字典》将信息定义为用以通信的事实，在观察中得到的数据、新闻和知识。
可见，信息表示事物的运动状态和存在方式，赋予数据一定的含义或约定，有利于人们做出正确的决
策和行动。
本书将信息定义为经过加工处理的，影响人们行动和决策的有用数据。
　　尽管从不同学科和不同研究角度给出的信息定义不尽相同，但目前使用的信息概念都具有如下特
性：　　（1）普遍性。
信息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只要有事物运动就会有信息。
事物的运动是绝对的，表现出多种多样的运动状态和方式。
客观事物在自身运动的过程中，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产出大量信息，事物运
动的普遍性决定了信息的普遍性。
　　（2）依附性。
信息本身不是事物，而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
信息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物质载体或媒介才能表现出来。
例如，通过语言、文字、图表、声像、事物等记载或反映信息，凭借声波、光波、电波等介质传递信
息，使用纸张、胶卷、磁带、光盘等物体存贮信息。
信息依附于物质载体，信息与其载体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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