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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are important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bases in China, as well as poor areas and 
ecologically fragile area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ountryside, the choice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 is ver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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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区信息化服务模式探究——以创建数字乡村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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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牧区是中国的重要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基地，也是贫困地区和生态脆弱区域。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牧区已经成
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而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信息化服务模式的选择和实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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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逐渐走向多元化、高效化

和可持续化，其中数字乡村建设成为当前农村发展的重要战

略。数字乡村建设是以信息化为手段，全面推进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在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农村生产力

和生活水平，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然而，农牧区信息化服

务模式的探究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论文在通过分析数

字乡村创建的现状，探究农牧区信息化服务模式的分类，最

终提出创建数字乡村的信息化服务模式的基本要求和实现

路径，为农牧区数字化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2 数字乡村创建的现状分析

2.1 农牧区数字化水平低下
数字化水平是数字乡村创建的基础，而在农牧区，数

字化水平相对较低、农牧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网络

覆盖范围较窄、宽带接入速度较慢、通信设备老化等问题严

重制约了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农牧区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有

限，缺乏适应数字化应用的人才和技术支持，导致数字化技

术难以得到有效应用，农牧区基础设施落后、数字技术应用

能力不足等问题导致了数字化服务的落后，从而进一步限制

了数字化水平的提升。

2.2 农牧区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数字乡村创建的另一个难题，在农牧区，

信息资源分布不均，信息获取难度大，信息质量和真实性难

以保证，导致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农牧区信息来源单一，

信息渠道狭窄，缺乏多元化的信息渠道和信息获取手段，信

息质量和真实性难以保证，部分信息存在虚假和夸大现象，

导致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农牧区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

阻碍了数字化服务的开展，限制了数字乡村创建的发展 [1]。

2.3 农牧区信息化服务缺失
农牧区信息化服务缺失也是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的一

个重要问题，在数字乡村建设中，需要提供各种信息化服务，

如电子商务、在线教育、医疗健康等服务，以满足农民的需

求。然而，由于农村地区的市场规模较小、基础设施建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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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及人才缺乏等原因，农村地区的信息化服务相对城市地

区较少，服务水平也较低。因此，数字乡村需要加强服务体

系建设，提高服务质量，满足农民的信息化需求。

3 农牧区信息化服务模式的探究

3.1 农牧区信息化服务模式的概念与发展历程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服务

已经成为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农牧区信息化服务是

指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为农牧区提供各种信息化服务，包括

物流配送、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等。农牧区信息化服务模式

是指在农牧区中实现信息化服务的具体模式。

农牧区信息化服务模式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中国开始推行农村信息化建设，开展了一

系列信息化项目。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农牧区信息化

服务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开始实施“数字中国”战略，

提出了“信息化建设农村、服务农民、发展农业”的目标，

推动了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同时，各地政府也开始出台

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发展农村信息化建设。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 +”等新经济模式的兴起，农牧

区信息化服务模式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农村电商、物流

配送、金融服务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为农牧区的发展提供了

新的动力和机遇 [2]。

3.2 农牧区信息化服务模式的分类

3.2.1 “互联网 + 农牧区”

“互联网 + 农牧区”是指运用互联网技术，将传统农

牧业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服务模式。

该模式主要包括农产品电商平台、农业大数据分析、农业科

技普及等。

农产品电商平台是“互联网 + 农牧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实现农产品的线上销售和线下配送。这

种模式可以打破传统农产品销售的地域限制，让农产品更快

速地进入市场，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同时，通过

电子商务平台，还可以提供农产品的质量检验、溯源查询等

服务，增强了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任和认可。

农业大数据分析是指通过大数据技术，对农业生产、销

售、消费等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为农业生产和管理

提供科学依据。这种模式可以帮助农民了解市场需求和趋势，

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和销售策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农业科技普及是指通过互联网技术，向农民普及现代

农业技术和管理知识。这种模式可以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技术

水平和管理能力，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增加收入。

3.2.2 农牧区电商
农牧区电商是指利用电商平台，为农牧区提供各种服

务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通过建设农村电商平台，将农产

品销售和流通与电商相结合，使农产品更加便捷地销售到全

国各地。这种模式可以帮助农民解决销售难、价格低等问题，

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和流通。

3.2.3 “农牧区电商 + 物流配送”

“农牧区电商 + 物流配”送是指在农牧区电商的基础

上，加强物流配送服务，为农牧区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是通过建设农村物流配送网络，为农民提供快

捷、安全的物流配送服务。这种模式可以帮助农民解决物流

难、运输成本高等问题，提高农产品的销售和流通效率 [3]。

3.2.4 “农牧区电商 + 金融服务”

“农牧区电商 + 金融服务”是指通过电商平台进行销

售，同时也提供金融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

支付方式，同时也为农牧区提供更加便捷的融资服务。“农

牧区电商 + 金融服务”可以通过建立线上平台和金融服务

机构相结合的方式，为农牧区提供全方位的电商服务。

目前，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场也在逐步发展。各地政府

也加大了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力度，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

更加有力的支持。

4 创建数字乡村的信息化服务模式

4.1 创建数字乡村的基本要求

4.1.1 提升农牧区信息化水平
为了实现数字乡村的建设，首先需要提升农牧区信息

化水平，中国农村地区信息化水平普遍较低，很多地方缺乏

基础设施和专业人才，无法满足数字化发展的需求。因此，

需要在农牧区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高速宽带网络，

提高网络覆盖率和传输速度，为数字化发展提供坚实的基

础。此外，应该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农村地区信息化人才的

素质和技能，为数字化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

4.1.2 实现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数字

化发展的基础。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应该加强信息共享平台

建设，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资源，实现信息的整合、共享和

交流。同时，要加强对信息的分类管理和数据安全保障，确

保信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此外，还应该加强信息知识普及

和宣传，提高农民对信息化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促进信息化

在农村地区的广泛应用和推广。

4.1.3 增强农牧区信息化服务能力
为了实现数字乡村的建设，还需要增强农牧区信息化

服务能力，中国农村地区缺乏专业的信息服务机构和技术支

持，无法满足数字化发展的需求。因此，需要加强信息服务

机构的建设，建立专业的信息服务团队，为农民提供全方位、

多层次的信息服务。同时，还应该加强技术支持，提高数字

化技术的应用水平，为数字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4]。

4.2 创建数字乡村的信息化服务模式

4.2.1 农牧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农牧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乡村建设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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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基础设施：在农牧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中，建

立基础设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包括建设宽带网络、建设

数据中心等。宽带网络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基础，是信息化服

务模式的基础环境。数据中心则是负责数据存储和处理的地

方，是信息化服务模式的核心环节。

推广信息化技术：在农牧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完成

后，我们需要推广信息化技术。这包括推广智能农业、电子

商务等。智能农业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电子商

务可以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和流通。这些新兴的信息化技术可

以让农村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提高农民的生活品质。

建立信息化服务模式：在农牧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和信息化技术推广完成后，我们需要建立信息化服务模式。

这包括提供农业信息服务、农产品流通服务、农村金融服务

等。这些服务可以帮助农民更好地了解市场和政策动向，提

高农产品的销售和价格，增加农民的收入。

4.2.2 农牧区信息化平台建设
农牧区信息化平台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为农牧区提供信息化服务的平台，可以为农民提供全

面、高效、安全的服务。

农牧区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首先，

需要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这包括建设高速宽带网络、建设

数据中心、建设云计算平台等。其次，需要建设完善的应用

系统。这包括建设农产品交易系统、农资供应链管理系统、

远程医疗系统、在线教育系统等。最后，需要建设完善的管

理体系。这包括建设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数据管理体系、用

户服务管理体系等。

在农牧区信息化平台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注重以下几

个方面。首先，需要注重与当地实际情况的结合。不同地区

的农牧业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程度有所不同，因此在农牧区信

息化平台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调研，

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其次，需要注重与农民的需求相

结合。农牧区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应该以满足农民需求为出发

点，关注农民的实际需要，提供符合农民需求的服务。最后，

需要注重与相关政策的衔接。政策的支持和引导对于农牧区

信息化平台的建设至关重要，因此需要与相关政策进行衔

接，充分发挥政策的支持作用 [5]。

4.2.3 农牧区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
农牧区信息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建设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化基础设施是农牧区信息

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包括通信网络、数据中心、信息安

全等方面。通过建设信息化基础设施，可以为农村信息化提

供可靠的保障。

推广农村信息化应用：农村信息化应用是农牧区信息

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包括农业信息化应用、农村电

商应用、数字化畜牧业应用等方面。通过推广农村信息化应

用，可以提高农村生产效率和农产品的质量。

建设数字乡村信息化服务平台：数字乡村信息化服务

平台是农牧区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可以集成

各种信息资源和服务，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通过建设数

字乡村信息化服务平台，可以方便农民获取信息和服务，提

高农民的生活和工作效率。

加强农民信息化培训：农民信息化培训是农牧区信息

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可以提高农民的信息素质，

使农民更好地掌握信息化技能和应用。通过加强农民信息化

培训，可以推动农村信息化进程，促进数字乡村的建设。

5 结语

数字乡村作为新型农村信息化服务模式，已经成为农

牧区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方向。数字乡村信息化服务模式的出

现，将推动信息化服务模式的升级，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促进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促进农牧区生态环境的保护。

数字乡村信息化服务模式未来的发展趋势需要加强数字化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化应用创新、强化政策支持、加强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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