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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技术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将是新疆农业发展中的关键。文章基于新疆10个县(市)784个农户

的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新疆现有农业技术服务模式的不足,调查了农户对基于手机和网络平台的农业技术服

务新模式需求意愿状况。在此基础上,拟定了新疆“手机+网络+农户”的农业技术服务创新模式的设计思路和

实用性、便捷性、主体引导的原则;构建了基于手机和网络平台的新疆农业技术服务创新模式,该模式主要包括

专家系统的建立、农业技术需求路径的建立、农业技术反馈路径的建立;提出了政府部门应当给予资金和技术的

投入,农业服务提供商在给予资金和技术投入的同时应提供农资和技术服务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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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传统农业正在向现代农业转变,现代农

业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推动。建立健全农业技术

服务体系,把科学技术投入到农业中,加快现代农业

的发展已是当前形势所需。虽然目前我国农业技术

服务的不同主体在农业生产的各环节上为农户提供

了不同的服务,创造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农业技术服

务模式,但由于各个地区自然地理、资源禀赋、技术

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已有的农业技术服务模式难以

适应不同区域的需求,为此,只有寻求适应区域技术

服务新模式,才能使现代特色农业得到更好、更快的

发展。
农业技术服务模式已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

问题。张海彬等认为,“人力培育与流动”模式、“园
区示范”模式和“产业关联”模式是以高校为依托的

农技服务体系中的三大模式,这三种模式有利有弊,
我国应通过加大投入力度、规范技术市场、加强产业

关联等方式不断完善以高校为依托的农业技术服务

体系[1]。吴跃民等提出了多方共赢的公益性农业技

术服务“五通”模式,即一站通、一场通、一纸通、一线

通和一车通[2]。邵明伟认为,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

给农业发展带来挑战和机遇,转换农业技术服务模

式尤为重要[3]。陈俊红等总结了3种农业科技创新

服务模式,提出了构建北京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政

策建议[4]。张耀钢等提出了由货物流、信息流、资金

流和技术流组成的新型“商品型农业技术”服务模

式[5]。李文峰等提出了“3+3”县校合作的农业技术

服务新模式[6]。张能坤提出促进推广主体重心下

移、提高农业技术推广主体与农户经营的对接度[7]。
从上述文献看,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技术服务

组织模式的创新研究,缺乏利用手机和网络平台进

行农业技术服务的模式研究。本文将依据对新疆农

户的调查分析,探索构建基于手机和网络平台的新

疆农业技术服务创新模式。

  一、新疆农户对农业技术服务创新
模式的需求意愿及基础设施条件分析

  1.农户对农业技术服务创新模式需求的意愿

分析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手机和网络已经不再仅

仅是人们交流的工具,可以运用到各个领域,为人们

提供更多的服务。本文所用数据是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干旱区特色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

模式研究》课题组在2012年6—7月间,对新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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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有代表性的10个县市,83个村进行实地问卷调

查获得的。共发放842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784
份,回收有效率为93%。根据新疆各县市人均GDP
值,把调查地区分为3类,涉及玛纳斯、呼图壁、沙湾

等农业发达地区,吐鲁番市、伊宁县、温宿县、库车县

等欠发达地区,阿图什、伽师县、疏勒县等不发达地

区[8]。课题组针对农户对基于手机和网络平台的农

业技术服务模式的需求意愿进行了调研。调查农户

“如果有一个网站或热线,可以通过短信将目前农业

生产中出现的困难,如病虫害等告知专家,专家可以

通过相应的方式解答困难,是否愿意参加”的问题

时,调研结果如表1所示,3个地区的农户选择愿意

参加的比例都是最大的,分别为50%、78%和65%。
选择无所谓和不愿意参加的农户所占比例都比较

少,其中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均没有选择不愿

意参加创新模式的农户。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选

择非常愿意参加创新模式的农户也都比较多,分别

为46%和31%。调查结果说明基于手机和网络平

台的农业技术服务模式是农户比较需求的一种服务

模式。然而,现有的一些基于手机和网络平台的技

术服务模式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运

用,急需一种真正适合农户的基于手机和网络平台

农业技术服务创新模式。
表1 新疆不同地区的农户对农业技术服务

创新模式需求的意愿 %

地区 非常愿意 愿意 无所谓 不愿意

发达地区 46 50 3 1

欠发达地区 16 78 6 0

不发达地区 31 65 4 0

  2.农户拥有农业技术服务基础设施的条件分析

调研时对新疆农户拥有手机、电脑等基础设施

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如表2所示,3个地区的农户拥

有手机的比例都比较大,其中发达地区的比例最大,
占93%,无手机的农户所占的比例都比较少。3个

地区中农户拥有电脑的比例与拥有手机的比例相比

相差很大,拥有电脑的农户都比较少,3个地区中发

达地区的农户拥有电脑的比例最大,占45%,而欠

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农户拥有电脑的比例都仅

为6%。调研数据说明手机已经成为农户生活中的

必需品,大多数农户都拥有手机。与手机相比,拥有

电脑的农户比较少,只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农户才

拥有电脑,而且农户对电脑的使用也并不是十分

熟练。

表2 新疆不同地区的农户拥有手机

和电脑等基础设施的情况 %

地区 有手机 无手机 有电脑 无电脑

发达地区 93 7 45 55
欠发达地区 84 16 6 94
不发达地区 86 14 6 94

  二、基于手机或网络平台的新疆农
业技术服务现有模式分析

  1.基于网络平台的农业技术服务模式分析

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网
络+农户”这种基于网络平台的服务模式可以把农

户的农业生产和现代科技联系到一起。目前新疆已

经有新疆农业信息网和新疆兴农网等网络为农户提

供各种农业信息,同时也可以为农户提供一些技术

指导,但是这种服务模式的运用效果并不理想。新

疆农业信息网包括中文版和维文版,很好地解决了

新疆少数民族对中文不熟悉的问题。新疆农业信息

网可以提供专家解答、新疆农业科技、新疆农业信

息、农业工程咨询等服务。新疆兴农网主要包括资

讯、市场、特色、服务4个部分,其中服务部分由农业

技术、视频展播、专家咨询等组成。农业技术主要是

农业生产中的实用技术,列出不同作物在生产过程

中需要的技术和农户遇到的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专家咨询主要是可以与专家视频,对粮食、棉花、林
果业等业务进行在线咨询,农户也可以把农作物的

图片传给专家进行诊断,专家根据图片所反映的问

题提出指导意见。
这些基于网络平台的农业技术服务模式在为农

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都有一定的缺陷。首先,没有

针对农户的实际问题来解决,主要是对一些农业生

产中运用到的农业技术进行讲解,而不是针对农户

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解决。其次,农业专家在线的

使用过程比较复杂,虽然有专家可以为农户在线解

答问题,但是对于农户来说使用过程比较复杂,并没

有得到很好的运用。最后,农户中拥有电脑的比较

少,而且农户使用电脑的能力有限,“网络+农户”服
务模式是基于电脑网络平台的,但是由于使用者主

要是农户,农户的文化水平有限,拥有电脑的农户数

量也比较少,这种以网络为平台的农业技术服务模

式在推广上有一定的困难。

2.基于手机平台的农业技术服务模式分析

“手机+农户”这种以手机为平台的服务模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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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农业技术服务模式。中国移

动在新疆推出了12582农信通业务。12582农信通

可以为用户提供求职招工、供求买卖、农业气象等信

息服务业务,而且还有农信通热线。通过12582农

信通,农户可以与农业专家直接对话,农户可以了解

农业知识,专家可以对农户遇到的问题进行技术指

导,为农户的农业生产提供帮助。
这种基于手机平台的农业技术服务模式同样具

有一定的缺陷。首先,知道农信通业务并订制这个

业务的农户比较少,订制后每个月2元的固定消费

也会让农户在订制时考虑是否值得。其次,农信通

的农业专家在线业务要由人工服务台转到农业专

家,农户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由于对复杂的过程不

理解而影响到使用。再次,农户与农业专家在交流

上也会有一定的困难,农户需要把自己农业生产中

遇到的问题传达给农业专家,但是农户的语言比较

直白,农业专家的语言比较有专业性,在交流的过程

中可能会因为表达与理解的不同而产生误会。最

后,12582农信通是24小时服务热线,农户会认为

在任何时间都可以与专家对话,但是农业专家并不

是24小时均在线,使用时间上的误导可能使农户在

使用过程中浪费时间和金钱。

  三、新疆农业技术服务模式创新的

原则和思路
  1.建立新疆农业技术服务创新模式的基本原则

农业技术服务创新模式是为了农户能够更加便

捷、有效地获得技术指导而利用现代科技建设的。
想要建设一个更加便捷、有效的技术服务创新模式

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实用性原则。技术服务创新模式要满足农

户对技术服务的需求,要根据新疆的种植和养殖特点

来建立数据库、聘请农业技术专家,数据库的建立应

当注重实用性,使农户能够得到所需要的技术指导。
(2)便捷性原则。由于技术服务的对象为农户,

农户的文化水平不高,理解能力比较低,并且对一些

专业术语难以理解。针对农户自身的特点,这种服

务模式主要运用农户比较熟悉的手机进行指导,在
使用上应该尽量简单方便,使农户能够方便、快捷地

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技术指导。技术指导的过程中要

做到简洁,避免用一些农户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为
了表述更加明了,可以在文字表达的同时配以相应

的图片,这样可以使农户容易理解接受。

(3)主体引导原则。农业技术服务的主体包括

政府、农业技术推广部门 、农资公司等,一种新的服

务模式的建立离不开这些主体的支持。这种服务模

式主要是通过农业技术知识库和农业技术专家在线

对农户进行技术服务,政府农业部门应当加大对农

业技术服务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给予一定的资金

支持。农业服务提供商可以解决农户在生产中遇到

的问题,同时销售农业生产中所需要的农药、化肥、
农膜等农资产品,农业服务提供商的技术人员可以

作为农业技术专家在线为农户的农业生产进行指

导,也可以直接到田间为农户进行技术服务,在技术

服务的同时为也自己销售的农资做好宣传。
(4)发展性原则。随着现代农业和科学技术的

不断发展,农户对技术服务的需求也会有所变化,技
术服务创新模式的建立应该坚持发展性原则,积极

探索,使现代科技能够及时地运用到农业生产中。

2.基于手机和网络平台的新疆农业技术服务创

新模式的设计思路

“网络+农户”和“手机+农户”服务模式都是一

种比较好的农业技术服务模式,但是使用的效果并

不理想,急需一种更适合新疆农户的农业技术服务

创新模式。如图1所示,基于手机和网络平台的“手
机+网络+农户”农业技术服务创新模式可以实现

短信和微信的双向传输。农户通过手机短信或微信

(文字或照片)向农业专家系统发送在农业生产中需

要的技术指导,农业专家系统接收手机短信或微信,
并对其进行处理。实现手机与农业专家系统之间的

数据传输,这种模式解决了农户无法熟练使用电脑

的问题。
农业专家系统由农业技术知识库和农业专家在

线两个部门组成。农业技术知识库中储存着农户在

农业生产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对于农业

技术知识库中没有的问题由农业技术专家在线来进

行解答。农业专家系统接收到短信或微信后,对短

信或微信进行处理,如果是一些常见的技术需求,那
么就在农业技术知识库中检索出相应的技术指导,
如果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技术指导,交给农业专家来

解决。农业专家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给出相应的

解决方案。农业专家系统把农业技术知识库或农业

在线专家提供的技术方案通过短信或微信的形式发

送给农户。农户再根据接收到的技术指导来解决生

产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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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手机和网络平台的新疆农业技术服务创新模式的设计思路

  四、基于手机和网络平台的新疆农
业技术服务创新模式的建立

  新疆农业技术服务创新模式的建立主要包括农

业专家系统的建立、农业技术需求路径的建立、农业

技术反馈路径的建立。

1.农业专家系统的建立

农业专家系统主要由农业技术知识库和农业专

家在线组成,建立过程中需要政府的资金和技术投

入。然而,仅仅依靠政府的支持是不够的,同样需要

农业服务提供商的支持。农业技术知识库是农业专

家系统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可以根据农户的需求对

农户进行技术指导。农业技术知识库的建立离不开

政府部门的支持,在建立过程中政府应当给予一定

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农业技术知识库在建立

时还要充分考虑新疆种植和养殖的特点,针对新疆

的特点来建立。农业技术知识库的建立也需要农业

服务提供商的支持,农业服务提供商不仅可以在建

立技术知识库的过程中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而且

可以直接为农户提供农业生产中所需要的各种技术

服务,并与农业专家进行系统合作,如果农户需要农

业服务提供商提供服务,农户可以通过农业专家系

统把这种需求告诉给农业服务提供商,农业服务提

供商可以到田间为农户进行技术服务。

2.农业技术需求路径的建立

农业生产中会用到很多农业技术,农户的农业

技术水平比较有限,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可能会遇到

各种技术问题,当遇到这种不知道如何去解决的技

术问题时,农户就可以运用基于手机和网络平台的

农业技术服务创新模式。农户根据自己的实际技术

指导需要,通过手机短信或微信的形式发送给农业

专家系统,农业专家系统接收到农户的请求后,在农

业技术知识库中寻找答案,对于农业技术知识库中

没有的问题交给农业在线专家来解决。农户如果对

技术服务有需求也可以运用手机短信或微信的形式

发送给农业专家系统,农业专家系统把接收到的技

术服务请求传送给农业服务提供商,农业服务提供

商根据农户的技术服务需求为农户提供技术服务。

3.农业技术反馈路径的建立

农业专家系统根据农户使用手机的形式发送的

技术指导需求,在农业技术知识库中检索问题解决

的方法。如果农业技术知识库中没有相应的解决方

法,就把这样的问题传送给农业在线专家,农业在线

专家对这种问题给予解决方法。农业专家系统把在

农业技术知识库中检索的答案或农业技术在线专家

的解答通过手机的形式传达给农户,农户根据接收

到的解决方法来解决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如果

遇到比较困难的问题,农户可以选择由农业服务提

供商来直接提供农业服务。农业服务提供商可以卖

农资产品的同时也提供农业技术指导,到田间为农

户进行技术指导,做到在卖产品的时候也卖服务,使
农户减少在农资过程中的使用错误,使农资的使用

效果达到最佳,这样农业服务提供商的产品会得到

更好的宣传,同时也会减少农户生产过程中遇到的

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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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新疆农业技术服务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不能使农户获得及时有效的技术服务,很多农户

对技术服务满意程度不高。“网络+农户”和“手机

+农户”的农业技术服务模式由于农户这个使用群

体的特征,在实际农业生产运用的过程中还存在着

一些问题。基于手机和网络平台的“手机+网络+
农户”的新疆农业技术服务创新模式可以把科学技

术与现代农业紧密联系到一起,使农户通过手机平

台获得需求的农业技术服务。基于手机和网络平台

的农业技术服务模式主要包括专家系统的建立、农
业技术需求路径的建立、农业技术反馈路径的建立

三个部分。该模式建立过程中需要得到政府农业部

门和农业服务提供商的支持,政府部门应当给予资

金和技术的投入,农业服务提供商给予资金和技术

投入的同时提供农资和技术服务,这样可以使农资

公司的产品得到更好的宣传。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

区的农资公司势力较强,在这种服务模式中可以使

其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不发达地区经济比较落

后,资金有限,政府应通过给予补贴会使这种服务模

式的推广更加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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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levelofsocializedservicesinagrotechniqueisthekeypointofthedevelopmentof
Xinjiangagriculture.Basedonafieldsurveyof784ruralhouseholdsin10districts(cities)inXinjiang,

thisarticleanalyzedthecurrentdeficiencyoftheservicemodelforagriculturaltechnology,andinvestiga-
tedthedemandconditionsofhouseholdsofservicemodelforagriculturaltechnology,whichwasbased
ontheplatformofphoneandnetwork.Fromthis,wehavedrawnupthedesignideasandprincipleofin-
novationpatternsofagriculturaltechnologyservice,mainlyincludingtheestablishmentofexpertssys-
temsandaccessforthedemandandfeedbackofagriculturaltechnology.Weadvocatedthatthegovern-
mentshouldgivefinancialandtechnicalsupportandtheagentsprovidingagriculturalservicesshouldal-
sogiveconsult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policy.

Keywords agriculturaltechnologyservice;agriculturaltechnologyguidance;mobilephon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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