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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北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萌芽于1956年，当时在农学系设立农业经济教研组。
1979年成立农业经济系筹建组，1980正式成立“农业经济系”并招收本科生；“林业经济管理”系
于1986年成立并开始招收本科生。
1986年，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建设成为河北省首批经济管理类硕士授权点，1995年建设成为河北省省级
重点学科，2000年取得了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同年建成土地资源管理硕士学位授权
点；2003年建成林业经济管理和会计学两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2005年建成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一级
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
伴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和农林经济管理事业的发展，河北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经过几十年的不
懈努力，已经形成了从专科生、本科生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较完整的培养体系。
现已经形成的稳定的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经营与企业管理、农村财政与金融、农
村经济信息管理、农村经济统计与数量经济、会计与资产评估、土地经济与管理、林业工程与管理、
林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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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业信息服务系统构建与评价研究》以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基础，以系统工程的科学管理思
想作引导，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首先按照信息系统运行的“源－流－用”基本原理，
构造出农业信息生产子系统、传播子系统和施效子系统；接着探讨了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的动力机制和
运行模式，通过比较分析得出：“政府主导、联合推动”是适合我国现实的系统建设基本模式；同时
还设计出一套评价指标体系，构造了系统综合评价模型，并结合河北省农业信息服务实践，验证了指
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的有效性。
《中国农业信息服务系统构建与评价研究》对促进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理论价值。
　　第一部分：背景分析，包括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探讨了理论和实践发展。
第一章“导论”，对选题依据、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思路、基本框架、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进行了简要概述。
第二章“基本概念与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辨析了与本研究相关的几个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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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  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生产规模化、经营
专业化、技术现代化和管理信息化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特征，特别是面对加入WT0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农业生产迫切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撑，农业信息化已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涵。
因此，加速建设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已成为实现新时期农业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新发展面临的矛盾可以概括为“两大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经济的快速增长继续对农业产出的巨大需求与有限农业资源过度消耗的矛盾，表现为“
资源与环境困境”；第二个困境是滞后的农业生产结构与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结构严重错位形成的矛
盾，表现为农业增产不增收，形成农民的“收入困境”。
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两大矛盾，尽快摆脱“两大困境”，就会造成我国农业产业的停顿与萎缩，必然与
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极不协调，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将直接危及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后果十分严重。
世界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把我们带人了崭新的信息经济社会，信息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
素，也为摆脱“两大困境”带来了新的光明和希望。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说过；“历史证明，我们能够通过知识的进步来增加资源”。
信息是科学技术知识的载体，信息不仅可以减少和替代物质资源的消耗，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增强农
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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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建设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新内容，它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为我国农业提供现代科技和
智力支持基础，代表着国家对农业支持的新方向。
农业信息服务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我自2002年对这一领域进行认真研究与探索，今天终于能把研
究成果与诸位师长、同仁和读者分享。
在本书的选题、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河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健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全力支持，他严谨
治学的态度和永不停息的科研精神将持久地影响我对待事业的态度，我在此对他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还要真诚的感谢原河北省农业信息中心郑红维主任，能够得到他学术上的指导并且获得他慷慨地授
予我使用他多项研究成果的权利，让我莫大的感动。
我还要感谢一位从未谋面却给我寄来他的农业信息服务专著供我参考的沈俊涛先生，他就是“金塔模
式”的创始人。
正是由于对国家农业信息化建设事业的共同关心和热爱，对我国广大的农村人民高度的同情和牵挂，
使我在研究期间结交了众多的朋友，并获得了他们的热情帮助。
最后，在此书出版之际，谨向所有在学习、研究期间给予我关心和支持的老师、领导和朋友表示由衷
的感谢。
短短的篇幅不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与他们建立起的深厚友谊将让我永远铭记在心!尽管对该研究
付出了多年的心血，但由于水平和精力所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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