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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1199个家庭农场调查样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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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农场信息化是农业信息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从信息化素养和信息化

技术应用出发，构建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实证测度和分析我国

1199 个家庭农场的信息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现阶段我国家庭农场信息化平

均水平为0.260，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家庭农场信息化主要由信息化素养支撑，信息化技术应

用的贡献明显不足。（2）家庭农场信息化发展存在经营类型、示范级别等方面的异质性，非

粮种植类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较高。（3）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的影响因

素包括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务农年限、经营规模、新技术采用、生产规范、财务规范、农产品

检测、商标注册。提出政府应加大家庭农场信息化扶持力度，重视家庭农场经营主体农业

教育，健全农业社会化信息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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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化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有利于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加快农业技术进

步和提高农业生产率[1]。2022年 2月，农业农村部《“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提出，要

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互联网融合应用，推进农产品加工信息化、电子商务、仓储物流信息化、质量

安全信息化。家庭农场是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有效过渡的主要力量。近年来，相关部门持续加

大对家庭农场的培育力度。2020年3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

展规划（2020-2022年）》明确指出，要加快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加大家庭农场示范创建力度，促进全

国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3年 10月底，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管理的家庭农

场近400万家。

家庭农场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程度高，是推动农业信息化的重要力量。家庭农场信息化是农

业信息化在微观层面的具体体现。一方面，家庭农场信息化能够缓解家庭农场面临的农产品市场信

息不对称问题，从而科学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提升农业生产率和经营绩效。另一方面，家庭农场信息

化具有溢出效应，信息技术应用可以增加其社会带动能力，辐射带动周边小农户引入新技术、拓展销

售渠道、增加农业经营收入，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2]。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业信息化有着更深层次的需求。家庭农场的信息获取途径较多，主要为手机、电

话和互联网等现代化工具。然而，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相比，家庭农场的信息获

取意识较弱、信息利用能力较低，大部分家庭农场未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搜集与发布，信息付费意愿不

强[3⁃6]。同时，家庭农场也受限于信息基础设施较薄弱和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较低等问题，进行网络

销售的比例仍偏低[4,7]。总体上，我国家庭农场信息化发展仍具有提升空间。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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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的背景下，研判现阶段我国家庭农场信息化发展状况、分析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对

于推进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围绕农业信息化内涵、农业信息化水平微观测度和农业微观经营主体信息化水平影响

因素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

首先，农业信息化内涵分为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宏观视角的农业信息化是将农业信息技术运

用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实现农业信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1]，包括农业基础设施信息化、农业科学技

术信息化、农业经营管理信息化、农民生活消费信息化、农业资源环境信息化[8]。总的来说，多数研究

认为农业信息化是把传统农业与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有机结合，从而达到提高生产力的目的[9]。微

观视角的农业信息化内涵则根据研究对象和所处时期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早期信息化技术水平还

不高，部分研究将农业微观经营主体的信息化主要理解为个体的信息化素养水平。通过让农户参与

信息化活动，使信息化渗透到农户生产经营等环节，强调农民的信息接收、分析和运用能力[10]。后来，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化内涵又增加了信息化技术应用等内

容，突出在农业生产经营等具体环节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要性[11]，从而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其次，农业信息化水平微观测度的主体主要包括农户和家庭农场，一部分研究侧重于测算其信

息化素养。从信息获取能力、信息处理能力[12]、信息应用能力[13]、信息化主观认知等方面出发[11]，测度

农户和家庭农场的信息化素养水平。其中，对于农场主信息获取能力的量化研究，包括农场主对信

息进村入户工程、12316信息服务平台、益农信息社的使用情况[14]以及生产经营过程中通过线上交流

渠道获得信息的情况[15]。另一部分研究则侧重于测度其信息化技术应用，包括信息化设施情况[11]，如

电脑、摄像头、传感器等相关设备应用[16⁃17]以及电子商务技术、资源管理技术（ERP）和生产信息技术

应用[2]。

最后，农业微观经营主体信息化水平影响因素包括个人禀赋特征和经营管理特征。其中，个人

禀赋特征包括性别[18]、经验、受教育程度[19]、正规培训[20]、自我效能等[21]，经营管理特征包括互联网设

施、议价能力、信贷资金、销售渠道[18]、社会互动、合作社参与等[22]。例如，陈立梅等认为农户农业大数

据使用行为主要受到采纳意愿和便利条件两个关键因素影响[23]。周水平等研究发现，感知的有用性、

易用性及网络外部性对农村专业大户采纳电子商务技术产生正向影响[21]。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在研究

主体方面，囿于数据可得性，已有文献主要聚焦于宏观层面的农业信息化研究，缺乏针对家庭农场这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化水平测度研究。第二，在测度方法方面，现有少数基于家庭农场微观

数据的实证研究也仅关注信息化素养或信息化技术应用单一维度的信息化水平，或仅以单一指标衡

量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可能造成测量误差。第三，在研究内容方面，已有文献仅分析了信息获取行

为或某项信息技术应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缺乏家庭农场综合信息化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因此，针

对现有研究不足，本文从信息化素养和信息化技术应用两个角度出发，构建家庭农场信息化综合评

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测算和分析我国 1199个家庭农场的信息化水平，并分析家庭农场信息化水

平的影响因素。这也为家庭农场信息化指标体系构建提供参考，丰富家庭农场信息化的相关研究，

弥补已有文献在微观证据上的不足。分析家庭农场信息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和驱动因素则能为家庭

农场信息化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二、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学术界通用理论、国际同行惯例和业内约定俗成的规则，信息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一般包

括信息化接入、应用和技能。国家信息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就既包括了网络基础设施这样的“硬性

指标”，也涵盖了信息化人力资源等“软性指标”[24]。目前，国内学者主要面向农业信息化、数字农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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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评价指标体系。沈剑波等从农业信息化人力资源、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农业信息化资源和信息

技术应用、农业信息化产业、农业信息化政策等 5个方面，构建了中国农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发

现农业信息化人力资源在农业信息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9]。张鸿等从数字农业人才资源、数字农业

信息基础、数字农业技术支持、数字农业绿色发展、绿色农业产业效益、绿色农业发展环境 6个维度考

虑，构建了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25]。李晓等在构建农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时也涵盖

了农业信息化人才资源、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等内容[26]。冯献等从信息化基础、信息化消费、信息化应

用和信息化认知4个维度构建农户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11]。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农业信息化内涵及家庭农场特征，本文认为家庭农场信息化内涵是

指在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既强调农场经营者信息化素养的重要性，同时将现代信息技术深

度融合和应用到各生产经营环节，从而实现家庭农场运营的智能化、高效化和现代化，提升家庭农场

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信息化素养和信息化技术应用是家庭农场信息化的重要内容。

农场经营者需具备良好的信息化素养，使其能够运用信息资源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同时，

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则能够为家庭农场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加速家庭农场信息化进程。因此，根据

家庭农场信息化的科学内涵，本文从信息化素养和信息化技术应用两个维度选取 8个具体指标构建

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1.信息化素养

农业信息化发展需要有强大的人力资本支撑，农业信息主体的素质是决定农业信息化成败的关

键[27]。农场主作为家庭农场的主要经营者和决策者，是农业信息传播的受体[11]，其信息化素养是家庭

农场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决定了信息传播的有效性与家庭农场信息化的实现程度。参考已

有研究，本文的农场主信息化素养是指农场主对信息的主动获取、处理以及应用能力[13]。由于信息处

理能力较难量化，因此本文的信息化素养主要强调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应用能力两方面。

第一，信息获取是信息应用的基本条件。随着信息获取渠道日益多样化，农场主需具备快速、准

确地从海量信息中筛选目标信息的能力，以便更好地利用信息资源，提升农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根据获取信息资源的内容差异，信息获取能力主要包括农业信息获取能力和综合信息获取能力。由

于家庭农场获取最多的是农技推广类信息，并且通过互联网渠道获取信息的能力更高[28]。因此，农业

信息获取能力以农场主上网查询和了解国家农业政策、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产品市场信息的频率衡

量；综合信息获取能力以农场主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衡量①。

第二，信息应用能力是信息化素养的结果体现，直接关系家庭农场信息化发展。信息应用能力

是指个体将获取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和利用从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使个体在获取信息时更加具

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信息应用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信息化素养的核心。根据

应用信息的类型不同，信息应用能力方面主要包括新技术信息应用能力和疑难信息应用能力。农场

主对新技术信息和疑难信息的精准利用，有助于新技术应用和生产经营成本降低，从而增加家庭农

场经营绩效。新技术信息应用能力以新技术的采用是否由农场主通过互联网获取衡量；疑难信息应

用能力以农场主是否通过互联网解决技术难题来衡量。

2.信息化技术应用

家庭农场信息化技术应用是家庭农场信息化的具体实践。家庭农场信息化技术应用是将信息

化技术应用到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决策等具体环节，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的方式。

2014年，原农业部印发的《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积极开展示范家庭农场创

建。为了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各地农业主管部门纷纷加强对示范家庭农场创建工作的组织和指

导，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目的是促进示范家庭农场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通过对 27个省级示范家庭

农场认定文件的梳理分析，发现 19个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对信息化技术应用做出了相关要

①    信息获取能力与互联网使用频率具有强正相关性［29］，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粗略地将互联网使用频率作为农场主综合信息获取

能力的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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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包括运用电商等信息化技术服务生产、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使用“随手记”记账软件等，表明家庭

农场信息化技术应用是家庭农场信息化不可或缺的部分。表 1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的信息

化技术应用相关要求①。

家庭农场信息化技术应用从信息设施和农产品电商两个角度分析。第一，信息设施作为家庭农

场信息化建设的基石，为农场提供了获取、应用信息和参与电子商务的前提条件，使经营者能够实时

获取天气、市场等关键信息，从而更加精准地制定生产计划和管理决策。没有网络和电脑等硬件设

施以及不具备技术条件等会制约家庭农场进行网络销售。信息设施包括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硬件

设施以家庭农场是否配备有互联网的电脑衡量；软件设施以家庭农场是否建有自家农场网站衡量。

第二，农产品电商是农业信息技术的典型代表。农产品电商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和电商模式，推动农

产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从而打破传统农产品流通的地域限制，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竞争

力，扩大家庭农场经营范围。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家庭农场通过手机APP平台、自建网站和入

①    资料来源为各省政府或农业农村局官方网站。

表1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的信息化技术应用相关要求

地区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南省

湖北省

安徽省

江西省

江苏省

福建省

浙江省

海南省

天津市

河北省

辽宁省

甘肃省

陕西省

青海省

北京市

重庆市

文件名

《山东省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认定管

理办法》

《河南省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

《湖南省家庭农场示范场创建办法》

《湖北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管理办法》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发

展家庭农场的意见》

《江西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创建办法》

《江苏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评定及监

测办法》

《福建省示范家庭农场创建管理办法》

《浙江省省级示范性家庭农场创建办

法》

《海南省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试

行）》

《天津市示范家庭农场创建工作方案》

《河北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管理及监

测办法（试行）》

《辽宁省示范家庭农场评选办法》

《甘肃省省级示范性家庭农场认定管

理办法》

《陕西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管理办法》

《青海省省级示范性家庭农（牧）场认

定管理办法》

《北京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评定及动

态管理办法》

《重庆市市级“四化”家庭农场创建管

理办法》

信息化相关规定

产品实现产地准出、原产地可追溯

产品质量可追溯

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采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生

产

能运用信息化技术提升传统农业，推进农业数

据化、在线化、物联网改造

产品质量可追溯；运用信息化手段服务生产全

程

产品质量可追溯

使用家庭农场“随手记”等电子记账模式记账

推广应用与家庭经营相适应的信息化管理手段

产品质量可追溯；对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家庭农

场，予以优先推荐申报

入驻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

产品质量可追溯

产品质量可追溯；实现电子追溯作为上报优先

条件

使用家庭农场 “随手记”记账软件；利用“一码

通”做到管理服务数字化

产品质量可追溯；能运用信息化手段服务生产

全过程

实行产品可追溯质量安全管理；利用电商等信

息化手段为生产服务

产品质量可追溯；能运用信息化手段服务生产

全过程

使用家庭农场“随手记”记账软件记录经营情况

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

出台

时间

2022.8

2023.11

2023.1

2020.8

2013.9

2020.7

2022.10

2020.9

2022.1

2020.9

2019.11

2020.7

2023.11

2014.12

2020.5

2017.6

2023.8

2021.6

文件来源

鲁农经字〔2022〕19号

豫农文〔2023〕468号

湘农发〔2023〕2号

鄂农规〔2020〕1号

皖政办〔2013〕35号

赣农规字〔2020〕3号

苏农规〔2022〕7号

闽农规〔2020〕4号

浙农政发〔2022〕3号

琼农字〔2020〕309号

津农委〔2019〕51号

冀农字〔2020〕43号

辽农合〔2023〕276号

甘农牧发〔2014〕281号

陕农发〔2020〕55号

青农经〔2017〕148号

京政农发〔2023〕44号

渝农规〔202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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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第三方平台等销售方式将农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降低了交易成本。移动支付为农产品电商提

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因此农产品电商包括线上购销和移动支付。线上购销以家庭农场是否在网上推

销和销售过生产的产品或购买农业生产资料衡量；移动支付以农场购买或销售产品时使用手机银

行、支付宝或微信等支付手段的频率衡量。

信息化素养是家庭农场的初始信息化禀赋，属于投入指标，而信息化技术应用则是信息化实践

的结果测度，属于结果指标。根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系统全面性、相对独立性和可行性原则，

综合信息化素养与信息化技术应用角度，以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家庭农场调研组的问卷调查

相关指标为基础，设计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本文数据来自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家庭农场课题组在 2018、2019、2023年组织高校师生

开展的三次大型家庭农场实地调查。调查内容涵盖了农场主个人信息、信息化技术应用、农场生产

经营情况等。其中，2018年课题组组织大学生对家乡所在地区家庭农场进行了随机抽样实地调查，

遍及全国 20余个省区市；2019年成立了由 36名师生组成的家庭农场调研组，分别对湖北省武穴市

（丘陵地区）、麻城市（大别山地区）开展了家庭农场全样本实地调查；受疫情影响，课题组在 2023年成

立了由 44名师生组成的家庭农场调研组，对武穴市和麻城市家庭农场开展了追踪回访调查。三次调

研所获家庭农场样本包含了全国一般性调查以及武穴和麻城市这些农业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

能够代表一般农业区的基本情况，样本具有代表性。调查均采用调查员与农场主一对一访谈的形

式，调查员可及时指出矛盾并审核回答，保证了问卷的可靠性。

三次大型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 1238个，并按以下程序进行筛选：（1）剔除少量生产经营规模达不

到家庭农场最低要求的小农户样本；（2）剔除存在异常值、缺失信息化等关键数据的样本，最后得到

有效样本为 1199个。表 3为样本分布情况。表 4为样本特征情况，包括农场主个人特征、家庭农场特

征及信息化特征情况。

表2　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信息化素养

信息化技术应用

二级指标

农业信息获取能力

综合信息获取能力

新技术信息应用能力

疑难信息应用能力

硬件设施

软件设施

线上购销

移动支付

赋值说明

上网查询和了解国家农业政策、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产品市场信息的频率：没有上

过网=0；偶尔使用=1；经常使用=2
使用互联网的频率：从不=0；一月几次=1；一周几次=2；每天上网=3
新技术的采用是否通过互联网获取：否=0；是=1
是否通过互联网解决技术难题：否=0；是=1
农场是否配备有互联网的电脑：否=0；是=1
农场是否建有自家农场网站：否=0；是=1
农场是否在网上推销和销售过生产的产品或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否=0；是=1
农场购买或销售产品时使用手机银行、支付宝或微信等支付手段的频率：从不使

用=0；偶尔使用=1；经常使用=2

表3　样本分布情况

经营类型

粮食种植类

非粮种植类

养殖类

种养结合类

样本占比/%
总计

武穴

166
36
71

184
38.11
457

麻城

102
37
67
66

22.69
272

其他地区

84
219
126
41

39.20
470

样本占比/%
29.36
24.36
22.01
24.27

100.00
100.00

总计

352
292
264
291

100.00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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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场主个人特征

党员在带领农民发家致富方面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也呈现这种特点。农场

主为中共党员的样本占比远高于中共党员占中国公民的比重，中共党员身份意味着综合素质较高，

经营能力较强。大部分农场主或其家人参加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并且家庭农场对技术类培训需求

较大，而对经营管理知识类培训不够重视。从农场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农年限分布可以看出农场

主老龄化严重，文化水平偏低，但务农经验较丰富。

2.家庭农场特征

从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分布可以看出农场规模比较平衡，大中小农场均占 30%以上。农场性质方

面，大部分家庭农场的农业收入占比为 90%以上，这表明家庭农场大多数还是以专业大户为主，兼业

较少，较符合家庭农场认定的相关要求。绝大多数家庭农场的自有劳动力为 2人以下（含），大部分家

庭农场的雇用劳动力少于自有劳动力数量，这符合家庭农场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基本性质。经营管

理方面，家庭农场新技术采用和机械化水平不是很高，少数家庭农场制定了生产技术规程和生产标

准，一半以下的家庭农场具备财务账目和制度，仅 19.02%的家庭农场签订过农产品销售合同，这说

明家庭农场大多不是很规范，属于传统型专业大户。农产品质量方面，农产品经过正规机构质量检

测的农场接近一半，已注册及正在注册商标品牌、已申请及正在申请三品一标的农场占比很低，这说

明家庭农场标准化、绿色化意识不是很强。

3.信息化特征

家庭农场信息化特征包括农场信息化素养和信息化技术应用特征。绝大多数家庭农场的农场

主会上网查询和了解国家农业政策、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产品市场信息，近一半的家庭农场农场主每

天都使用互联网。农场主通过互联网获取新技术并采用、通过互联网解决技术难题的占比很低。由

此可见，虽然农场主信息获取较普遍，但通过互联网途径应用信息还不是很多，信息转换能力不强。

较少家庭农场配备了带有互联网的电脑，极少数家庭农场建有自家网站，在网上推销和销售过生产

的产品或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家庭农场接近半数，绝大多数家庭农场在购买或销售产品时会使用手

机银行、支付宝或微信等支付手段。这说明家庭农场电子商务技术应用较普遍，但电脑、网站等信息

化设施还不够完善。

表4　样本特征情况

样本特征

中共党员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

技术培训

政策法律知识

经营管理知识

观摩学习

年龄

40岁以下

[40,50)岁
[50,60)岁
60岁及以上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及职高

大专及以上

占比/%
27.02
56.05

91.96
44.50
57.44
60.42

17.68
31.86
35.70
14.76

15.51
48.71
26.36
9.42

样本特征

务农年限

10年以下

[10,20)年
20年及以上

经营规模

50亩以下

[50，200)亩
200亩及以上

农业收入占比90%以上

自有劳动力为2人以下

雇用劳动力少于自有劳动力

新技术采用

机械作业的项目数为2以上

生产技术规程和标准

财务账目和制度

签订农产品销售合同

正规机构质量检测

占比/%

26.02
18.52
55.46

33.86
35.36
30.78
78.82
79.98
68.31
54.80
57.13
37.03
41.28
19.02
42.70

样本特征

已注册及正在注册商标品牌

已申请及正在申请三品一标

上网查询国家农业政策等农业信息

每天使用互联网

通过互联网获取新技术并采用

通过互联网解决技术难题

配备带有互联网的电脑

建有自家网站

网上推销农产品或购买农业生产资料

在购销产品时使用移动支付

占比/%
17.26
20.10
82.49
44.87
14.76
13.42
27.44
4.84

39.12
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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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测度

为避免主观性导致的权重测量误差，本文采用熵值法计算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的客观

权重。熵值法通过样本中各指标的离散程度确定各指标权重，使用熵值法赋权重的第一步是数据标

准化处理。给定n个指标，m个家庭农场，形成原始指标数据矩阵：

X= ( )x11 … x1n

⋮ ⋱ ⋮
xm1 ⋯ xmn

（1）

其中，xij为第 i个家庭农场的第 j项指标值，正向指标标准化后为

y ij =
xij - min( Xj )

max( Xj )- min( Xj )
,( i= 1,⋯,m; j= 1,⋯,n ) （2）

其中，Xj为 { x1j,⋯,xmj }，min( Xj )为第 j项指标的最小值，max( Xj )为第 j项指标的最大值。

第二步，求各指标的变异大小，也就是第 i个家庭农场的第 j项指标占该指标的比重，为

pij =
yij

∑
i= 1

m

yij
,( i= 1,⋯,m; j= 1,⋯,n )

（3）

第三步，求各指标的信息熵，根据信息熵的定义，第 j项指标的信息熵为

Ej =-ln(m )-1∑
i= 1

m

pij lnpij （4）

其中，Ej ≥ 0，若 pij = 0，则定义Ej = 0。
第四步，根据信息熵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wj =
1 -Ej

∑
j= 1

n

(1 -Ej )
,( j= 1,2,⋯,n )

（5）

根据以上计算步骤计算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的熵值法权重，计算结果见表5。

第五步，根据各指标权重，加权计算各家庭农场的综合信息化水平。

infi =∑
j= 1

n

wj xij （6）

其中，infi为第 i个家庭农场的综合信息化水平，表6为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测度结果。

1.总体分析

由表 6 中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测度结果推算可知，处于低信息化水平区间的家庭农场占比

33.94%；处于中等信息化水平区间的家庭农场占比为 33.86%；处于中高信息化水平区间的家庭农场

占比为 16.18%；处于高信息化水平区间的家庭农场占比为 16.01%。家庭农场信息化平均水平为

0.260，标准差为 0.206。因此，总体上我国家庭农场信息化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且信息化发展差距较

大。家庭农场信息化的两个一级指标信息化素养及信息化技术应用平均水平分别为 0.136、0.124，信

表5　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熵值法权重结果

一级指标

信息化素养

信息化技术应用

二级指标

农业信息获取能力

综合信息获取能力

新技术信息应用能力

疑难信息应用能力

硬件设施

软件设施

线上购销

移动支付

信息熵

0.965
0.966
0.731
0.718
0.818
0.578
0.868
0.964

差异系数

0.035
0.034
0.269
0.282
0.182
0.422
0.132
0.036

权重

0.025
0.024
0.193
0.203
0.131
0.303
0.095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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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素养水平略高于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较低是制约家庭农场信息化发展的

主要内部原因，家庭农场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有待提升。

2.经营类型比较分析

不同经营类别的家庭农场的信息化水平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性。本文将家庭农场分为粮食种

植类、非粮种植类、养殖类和种养结合类家庭农场。其中，非粮种植类包括经济作物、蔬菜瓜果等。

表 7为不同经营类型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和分布情况。由表可知，处于低信息化水平区间的粮食种

植类家庭农场占比最高为 49.72%，而处于中高及以上信息化水平区间的种养结合类、养殖类和非粮

种植类家庭农场占比分别为 34.36%、37.88%和 43.15%。总体上，信息化水平由低到高分别为粮食

种植类、种养结合类、养殖类、非粮种植类家庭农场。粮食种植类家庭农场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仅有

0.084，信息设施和农产品电商方面较薄弱，导致信息化发展较慢。非粮种植类家庭农场信息化发展

较好，信息化素养水平最高。非粮种植类家庭农场由于农产品性质和市场需求多样化，经营者需密

切关注市场动态、消费者需求等情况，以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和产品定位，因此经营者往往具备较高

的信息化素养水平。粮食种植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低，可能是由于如下两个原因：一是粮食种植类

家庭农场基本是年龄偏大的老农民，文化程度低，上网获取信息能力较差。二是粮食产品一般是大

宗产品，产品品种单一，价格比较透明稳定，通常有经纪人上门收购，不需要经常了解市场信息。此

外，粮食作物生产技术也比较成熟，而且有健全的农业推广技术系统，无需农场主在网上搜寻技术和

学习技术知识。

3.示范级别比较分析

根据家庭农场示范级别，将家庭农场分为非示范、县级示范、市级示范、省级及以上示范家庭农

场。表 8为不同示范级别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和分布情况。由表可知，处于中高及以上信息化水平

区间的非示范家庭农场占比仅有 28.41%，而县级、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占比分别为 42.45%、47.30%；

表7　不同经营类型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和分布情况

经营类型

粮食种植

非粮种植

养殖

种养结合

低/%
49.72
26.37
23.48
31.96

中等/%
33.24
30.48
38.64
33.68

中高/%
8.24

18.15
21.21
19.24

高/%
8.80

25.00
16.67
15.12

信息化水平

0.184
0.320
0.292
0.265

信息化素养

0.100
0.177
0.145
0.129

信息化技术应用

0.084
0.143
0.147
0.136

表6　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测度结果

农场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

均值

标准差

农业信息获

取能力

0.050
0.050
0.050
0.050
0.050
0.050
0.050
0.025
0.025
0.050
…

0.032
0.018

综合信息

获取能力

0.073
0.049
0.049
0.073
0.073
0.073
0.073
0.049
0.024
0.073
…

0.048
0.028

新技术

信息应用能力

0.193
0.193
0.193
0.000
0.193
0.193
0.000
0.193
0.000
0.000
…

0.029
0.069

疑难信息

应用能力

0.203
0.203
0.203
0.203
0.000
0.000
0.203
0.000
0.203
0.203
…

0.027
0.069

硬件设施

0.131
0.131
0.131
0.131
0.131
0.131
0.131
0.131
0.131
0.131
…

0.036
0.058

软件设施

0.303
0.303
0.303
0.303
0.303
0.303
0.303
0.303
0.303
0.303
…

0.015
0.066

线上购销

0.095
0.095
0.095
0.095
0.095
0.095
0.095
0.095
0.095
0.000
…

0.037
0.046

移动支付

0.052
0.052
0.026
0.052
0.052
0.052
0.026
0.052
0.052
0.052
…

0.037
0.021

信息化水平

1.100
1.075
1.050
0.907
0.897
0.897
0.881
0.848
0.833
0.812
…

0.260
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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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及以上示范家庭农场这一占比高达 60.79%。总体上，信息化水平从低到高依次为非示范、县级

示范、市级示范、省级及以上示范家庭农场。非示范以及县级示范家庭农场的信息化素养水平高于

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而市级及以上示范家庭农场的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高于信息化素养水平。相

对于信息化素养，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的提升对资金能力要求较高。家庭农场被评为示范典型能够

获得政策支持和补贴，并且通常家庭农场示范级别越高，获得政府补助的可能性和补助金额更高。

例如，广西的《关于申报 2023年自治区级家庭农场示范县创建项目补助项目的公告》就仅对市级以上

示范家庭农场补助，并且明确资金使用范围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电商平台建设等；武汉的

《2023年度蔡甸区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创建及财政补助资金项目申报指南》中也针对市级示范家庭农

场的市场信息等服务建设项目给予一定资金补贴。除了资金补贴之外，家庭农场的示范级别越高更

易获得相关部门的重视，也有助于其信息化发展。最后，示范家庭农场主一般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

较高，信息化素养也较强。

4.地区比较分析

表 9为各地区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和分布情况。总体上，武穴市和麻城市家庭农场信息化平均

水平低于全国其他地区平均水平，信息化素养水平也低于全国其他地区平均水平。

5.动态比较分析

表10为2019年和2023年湖北省武穴和麻城市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和分布情况。

由表可知，2019-2023年，武穴市家庭农场信息化平均水平由 0.240降低至 0.209，信息化素养平

均水平降低了 0.039，信息化技术应用平均水平提高了 0.008；麻城市家庭农场信息化平均水平由

0.273降低至 0.272，信息化素养平均水平降低了 0.030，信息化技术应用平均水平提高了 0.029。四年

间武穴和麻城市家庭农场的信息化水平和农场主信息化素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而信息化技

术应用水平增幅较大。这可能是由于武穴市和麻城市农场主受教育和培训不足，年龄结构老化，信

息意识落后等原因，农场主可能更注重实际生产效益，而忽视了信息化素养的提升，导致信息化素养

水平降低。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的提高可能得益于政策引导和示范效应。2021年黄冈市农业农村

局办公室发布的《黄冈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指出，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条件

包括“能够利用信息化技术提升传统农业，推进农业数据化、在线化、物联网改造”这一引导性条件，

家庭农场也更加重视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的提升。部分农场主通过应用信息化技术使经营绩效得

表8　不同示范级别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和分布情况

示范级别

非示范

县级示范

市级示范

省级及以上示范

低/%
37.40
29.25
14.86
5.88

中等/%
34.19
28.30
37.84
33.33

中高/%
15.70
15.09
25.68
13.73

高/%
12.71
27.36
21.62
47.06

信息化水平

0.236
0.318
0.344
0.483

信息化素养

0.128
0.162
0.147
0.212

信息化技术应用

0.108
0.156
0.197
0.271

表9　各地区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和分布情况

地区

武穴

麻城

其他地区

低/%
41.79
25.73
31.06

中等/%
33.04
41.18
30.43

中高/%
13.79
18.75
17.02

高/%
11.38
14.34
21.49

信息化水平

0.220
0.272
0.293

信息化素养

0.105
0.135
0.167

信息化技术应用

0.115
0.137
0.126

表10　2019、2023年武穴和麻城市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和分布情况

样本

2019年武穴

2023年武穴

2019年麻城

2023年麻城

低/%
40.13
42.67
25.89
25.62

中等/%
28.03
35.67
38.39
43.13

中高/%
15.29
13.00
20.54
17.50

高/%
16.55
8.66

15.18
13.75

信息化水平

0.240
0.209
0.273
0.272

信息化素养

0.130
0.091
0.152
0.122

信息化技术应用

0.110
0.118
0.121
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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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可能对其他家庭农场产生了示范效应，这也促使更多家庭农场应用信息化技术。

五、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1.模型设定与变量介绍

本文参考已有农业微观经营主体信息化影响因素研究[18⁃23]，建立以下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模型，

分析各类因素对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的影响。

infi = β0 + β1 individuali + β2 farmi + β3 producti + β4qualityi + μi （7）
其中，infi为家庭农场的信息化水平，individuali为农场主个人特征，farmi为家庭农场特征，

producti为生产管理，qualityi为农产品质量。

被解释变量为根据熵值法测度的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核心解释变量包括以下四个维度：（1）
农场主个人特征，包括政治面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受教育程度、务农年限；（2）家庭农场特征变量，

包括经营规模、农业收入占比、自有劳动力、雇用劳动力；（3）生产管理，包括新技术采用、机械化程

度、生产规范、财务规范；（4）农产品质量，包括农产品检测、三品认证、商标注册。此外，还控制了年

份和省份固定效应。表1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2.实证分析结果

表 12为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为未控制年份与省份固定效

应的回归结果，第（2）列为控制了年份与省份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农场主个人特

征方面，农场主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天数对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应加强信息化素养和信息化技术应用培训力度。农场主受教育程度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农

场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越高。农场主务农年限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农场主务农

年限对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有消极作用。通常农场主务农年限越长意味着年龄越大，而年龄稍长者

的信息化素养不及年轻农场主，因此导致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较低。Batte等也认为受教育程度对农

户互联网使用具有促进作用，而种植经验是负面因素[30]。

农场特征方面，经营规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对信息化水平有正向影响。第

一，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越大，就会面临更复杂的生产和管理问题，要求农场主具备较高的信息化素养

表1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信息化水平

政治面貌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受教育程度

务农年限

经营规模

农业收入占比

自有劳动力

雇用劳动力

新技术采用

机械化程度

生产规范

财务规范

农产品检测

商标注册

三品一标认证

定义及赋值

根据熵值法测算得到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

农场主是否中共党员：否=0；是=1
农场主或家人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天数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及职高=3；大专及以上=4
农场主务农年限

经营耕地、水面、林地、山地的总面积（亩）/1000
农场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常年参与农场劳动与管理的劳动力数量

农场常年雇用人数

新技术采用项目数之和新技术项目包括新品种、新机械、新化肥、新农药、病

虫害防治方法、新生产方法、新管理方法。

采用或雇用机械作业项目数之和

是否制定了生产技术规程和生产标准：否=0；是=1
是否有符合规范的财务账目和制度：否=0；有但不规范=1；有=2
农产品是否经过正规机构的质量检测：否=0；是=1
农产品是否注册了商标或品牌：否=0；正在申请=1；是=2
农产品是否获得三品一标认证：否=0；正在申请=1；是=2

均值

0.260
0.270
8.209
2.297

20.774
0.237
0.927
2.115
2.601

1.325

2.318
0.370
0.607
0.427
0.294
0.339

标准差

0.206
0.444

13.430
0.841

13.657
0.556
0.155
1.216
6.825

1.631

2.099
0.483
0.792
0.495
0.671
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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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从而及时掌握一手信息，获得更高的利润。第二，规模化经营的家庭农场通常具备更强的经济

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这使得农场能够投入资金和资源来推动信息化技术应用。第三，经营规模大，

则经营风险更大，获得收益也更大，农场主获取信息和应用信息的意愿更强烈。

生产管理方面，新技术采用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新技术采用项目越多，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越

高。新技术项目中包括了新机械、新生产方法（新农药喷洒方法、新灌溉方法等）等 7项新技术。调研

过程中了解到，越来越多家庭农场选择无人机喷洒农药的方式，农业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会助力家庭

农场信息化发展。生产规范和财务规范对农场信息化水平具有积极影响，这是因为生产和财务规范

可使家庭农场的管理更加标准化，能为信息化技术应用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在生产环节，规范的

操作流程有助于确保生产数据的准确性；在财务方面，规范的财务管理流程能够确保农场经济活动

表12　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

政治面貌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受教育程度

务农年限

经营规模

农业收入占比

自有劳动力

雇用劳动力

新技术采用

机械化程度

生产规范

财务规范

农产品检测

商标注册

三品认证

常数值

年份、省份固定效应

N

调整R2

(1)信息化水平

0.002
(0.012)
-0.000
(0.000)
0.044***

(0.007)
-0.002***

(0.000)
0.019

(0.013)
0.029

(0.030)
0.007

(0.005)
0.002*

(0.001)
0.025***

(0.004)
-0.005**

(0.003)
0.049***

(0.011)
0.046***

(0.008)
0.034***

(0.011)
0.045***

(0.009)
0.002

(0.009)
0.052

(0.037)
否

1199
0.371

(2)信息化水平

0.001
(0.012)
-0.000
(0.000)
0.036***

(0.007)
-0.002***

(0.000)
0.022**

(0.010)
-0.005
(0.031)
0.006

(0.005)
0.001

(0.001)
0.023***

(0.004)
-0.002
(0.003)
0.057***

(0.012)
0.042***

(0.008)
0.033***

(0.011)
0.040***

(0.009)
0.004

(0.009)
0.050

(0.046)
控制

1199
0.402

(3)替换被解释

变量

0.006
(0.012)
-0.000
(0.000)
0.035***

(0.007)
-0.002***

(0.000)
0.023**

(0.010)
-0.019
(0.032)
0.008

(0.005)
0.002

(0.001)
0.017***

(0.004)
-0.002
(0.003)
0.064***

(0.012)
0.051***

(0.008)
0.033***

(0.011)
0.040***

(0.010)
0.001

(0.009)
0.054

(0.046)
控制

1199
0.412

(4)减少样本量

-0.000
(0.016)
-0.000
(0.001)
0.033***

(0.009)
-0.002***

(0.001)
0.018*

(0.010)
0.039

(0.047)
0.008

(0.008)
0.000

(0.001)
0.026***

(0.006)
-0.001
(0.004)
0.067***

(0.017)
0.042***

(0.011)
0.032**

(0.015)
0.050***

(0.013)
0.007

(0.011)
0.009

(0.062)
控制

739
0.415

（5）缩尾处理

-0.000
(0.011)
-0.001
(0.000)
0.037***

(0.006)
-0.002***

(0.000)
0.030*

（0.016）
0.003

(0.031)
0.008

(0.005)
0.001

(0.001)
0.022***

(0.004)
-0.002
(0.003)
0.056***

(0.012)
0.041***

(0.008)
0.033***

(0.011)
0.037***

(0.009)
0.004

(0.008)
0.039

(0.045)
控制

1199
0.401

(6)剔除不显著

变量

0.036***

(0.006)
-0.002***

(0.000)
0.026**

(0.011)

0.022***

(0.004)

0.060***

(0.012)
0.044***

(0.008)
0.035***

(0.010)
0.044***

(0.009)

0.058**

(0.028)
控制

1199
0.401

注：***、**、* 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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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为农场的决策提供有力支持。为了满足生产规范和财务规范的要求，农场同

时也需要升级信息化设施，提高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生产规范和财务规范的实施有助于农场管理

者和员工增强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从而推动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农产品质量方面，农产品检测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农产品经过正规机构检测的家庭农场比未

经过正规机构检测的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高。这可能是由于农产品经过正规机构检测的家庭农场

的质量安全意识较高，更倾向于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手段，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信

息化水平相对较高。农产品注册商标和品牌对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有正向影响。出于维护品牌形

象和信誉的考虑，已注册或正在注册商标和品牌的家庭农场更有动力提高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例

如建立家庭农场自有网站、参与农产品电商等，因此信息化水平较高。

为了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首先，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使用层次分析法（AHP）
计算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①，表 12第（3）列为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其次，为使样本更具全

国代表性，减少湖北地区家庭农场样本量，第（4）列为剔除 2023年湖北省武穴和麻城市家庭农场样本

后的回归结果。再次，为防止一些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分别对所有变量 1%分位数以下及

99%分位数以上的极端值进行缩尾处理，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第（5）列为缩尾处理后家庭农场

信息化水平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最后，参考彭妮娅[31]、王图展等[32]，将不显著变量剔除后再次进行

回归，第（6）列为剔除不显著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第（3）~（6）列结果表明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务农年

限、经营规模、新技术采用、生产规范、财务规范、农产品检测、商标注册能够显著影响家庭农场信息

化水平，结论仍稳健。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1199个家庭农场样本数据，从信息化素养和信息化技术应用两个维度出发，利用熵值

法测度和分析了家庭农场的信息化水平，并探究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总体上，我国家庭农

场信息化平均水平为0.260，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家庭农场信息化主要由信息化素养支撑，信息化技术

应用的贡献明显不足。（2）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在不同经营类型、不同示范级别、不同地区之间存在

差异。信息化水平由低到高分别为粮食种植类、种养结合类、养殖类、非粮种植类家庭农场；非示范、

县级示范、市级示范、省级示范家庭农场。2019-2023年武穴和麻城市家庭农场信息化技术应用水

平上升，而信息化素养水平下降。（3）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包括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务农

年限、经营规模、新技术采用、生产规范、财务规范、农产品检测、商标注册。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

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家庭农场信息化扶持力度。设立信息化专项资金，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式

给予财政资金补助，将专项资金落实到家庭农场信息化技术应用中。完善家庭农场信息基础设施和

电子商务配套设施，为信息化技术应用扫清障碍。差异化扶持家庭农场信息化发展，针对粮食种植

类家庭农场，大力推广智能灌溉、病虫害远程监测、无人机喷洒农药以及农产品电商技术。根据家庭

农场的经营类型，因地制宜地推介高信息化水平家庭农场典型案例。增加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中

信息化素养和信息化技术应用相关要求，充分发挥示范家庭农场在信息化发展上的示范引领作用。

第二，重视家庭农场主农业教育。拓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增加信息化素养和信息化技术

应用相关课程。特别是针对务农年限较长的农场主，帮助其掌握农产品电商等信息化技术应用技

能，激发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家庭农场信息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加大对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12316
三农信息服务平台、“随手记”记账软件的宣传推广力度，推动家庭农场生产规范、财务规范和标准化

建设。采用进村入场宣讲的方式，树立家庭农场的品牌建设与质量安全意识，引导家庭农场入驻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助力家庭农场信息化高质量发展。

①    计算依据为 9位相关领域专家的指标打分结果，包括 3位农业经济学专家、3位政府农业工作人员以及 3位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农

场主，9位专家都比较了解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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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健全农业社会化信息服务体系。相对于政府部门的信息供给，市场信息供给往往能更有

效地满足家庭农场的信息需求。鼓励市场主体开发适用的数据产品，为家庭农场提供专业化的信息

服务。普及农技推广使用信息化方式，全方位满足家庭农场对各类信息的需求，完善“政府-市场”

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加快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降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应用

成本，建设智慧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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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of Informatization Level of Family 
Farm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 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Samples of 1199 Family Farm

WANG Dan，GUO Xibao

Abstract  Informatization of family farm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agricultural informatization 
process. Start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literac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informatization level of family farm，and empirically mea⁃
sures and analyzes the informatization leve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1199 family farms in China by us⁃
ing the entropy value metho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rent average informatization level of family 
farms in China is 0.260，which is at a moderately low level；the informatization of family farms is mainly 
supported by informatization literacy，and the contribu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s signifi⁃
cantly insufficient.Moreover，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among family farms 
based on business types and demonstration levels，with non-grain planting family farms and provincial 
demonstration family farms exhibiting higher informatization levels.In addition，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
formatization level of family farms include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farmer，years of farming，operation 
scale，adoption of new technologies，production standards，financial standards，agricultural products test⁃
ing，and trademark registration.Therefore，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support for family farms in⁃
formatization，attach importance to agricultural education for family farm operators，and improve the agri⁃
cultural socialized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Key words  family farms； informatization level； informatization literacy； entropy weigh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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