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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业现代化不仅体现在农业技术、生产设备与发展模式，更重要的体现是发展理念的现代化。 以信息化

为手段对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进行科学、理性、务实分析和指导，有助于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 大

数据分析以其“样本即总体”、“数据事后识别”和“重相关性分析”的特点，为农业经营领域的快速决策提供了可

能。 研究认为：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表现，而农业大数据应用是农业信息化的具体内容；未来农业产业

化发展、规模化经营及市场化运作，将极大地依靠涉农领域的大数据分析来完成；目前农业大数据应用还存在物理

和制度的制约，这些制约可通过技术进步与制度建设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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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转变是中国所面临的一大挑战，也是一大

机遇。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全球农业发展的

不平衡主要源自结构性的失调，工业化的普及使农

业生产朝着更加“工业化”的方向发展。 而随着市

场的开放，农业资源与产品的全球流通和分配，使中

国不仅面临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也面临更多的不确

定因素。
广义上，现代农业主要指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

经营管理手段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使其能够在生

产经营的过程中充分运用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管理手

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证粮食安全等。 而农业的

信息化则主要是指以信息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信息

技术为手段，通过采集、分析和利用农业信息来指

导、调控农业生产经营过程的新型农业，它是更高级

别的农业现代化形式。 伴随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
联网发展而兴起的大数据分析为高度互联世界中的

农业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一　 大数据研究综述

大数据（Ｂｉｇ Ｄａｔａ）的概念最早见于阿尔文·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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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之后这一概念沉寂多年，直
到近年来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并迅速占据了公

众视听。 ２００８ 年《自然》杂志（ Ｎａｔｕｒｅ ）出版大数据

专辑，从互联网技术、网络经济、环境科学、生物医学

等方面介绍了大数据带来的挑战；麦克锡咨询公司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 Ｃｏｍｐａｎｙ）在其 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一份有

关大数据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数据已经成为了后工

业化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围绕数据而展开的

人类活动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行业和领域［１］。 世

界经济论坛（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从医疗卫生、金
融服务、健康管理、教育教学以及农业发展等多领域

分析大数据将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并认为大数据分

析将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可能性［２］。 ２０１２ 年，奥巴马

政府颁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并由政府资

助和鼓励建立公共数据共享网站 Ｄａｔａ．ｇｏｖ 等，标志

着围绕科学研究、环境治理、生物医学等领域的大数

据应用研究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上升为国家意

志［３］。
从概念的界定上，对大数据并无统一标准。 其

最初是指待处理的信息量超出了一般电脑在处理数

据时所能使用的内存量，这导致了新的处理技术的

诞生，如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和开源 Ｈａｄｏｏｐ 平台。 而随着

计算机存储技术的发展，数据量也从最初的 Ｂ 时代

跨越到了 ＺＢ 时代①。 舍恩伯格认为，大数据是人们

获得新知识、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是改变市场、组
织机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４］９。 何非等指

出大数据是“数据管理复杂程度×价值尺度×发掘难

度”的综合概念，一方面它是企业自身产品和服务

产生的大量的密集型“海量数据”，另一方面它是互

联网上产生的包含丰富的、可被发掘的具有社会价

值和商业价值的数据［５］６。 大数据的主要特点是所

谓“４Ｖ”特征，即规模性（Ｖｏｌｕｍｅ）、快速性（Ｖｅｌｏｃｉ⁃
ｔｙ）、多样性（Ｖａｒｉｅｔｙ）、真实性（Ｖｅｒａｃｉｔｙ）；也有学者

提出“５Ｖ”的特点，即在“４Ｖ”的基础上加上了实时

性（Ｖｉｒｔｕａｌ）。 大数据的本质和特点在于如何快速地

对相关因素做出判断，制定应对之策并且解决问题，
重视时效性，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商业领域。 目前

在通用商业领域的大数据应用案例已经很多，如淘

宝网、亚马逊网站根据用户购买记录、浏览页面的偏

好、在页面停留时间以及购买记录等为用户推荐其

可能想要购买的产品。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相关的

推荐信息根据用户搜索关键词和浏览商品的变化而

实时变动。 ２０１４ 年春运期间，百度基于百度地图

ＬＢ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开放平台数据绘制了

“百度迁徙”地图，展现了 ２０１４ 年中国农历新年期

间全国人口迁徙情况，其展现的“热点迁入”、“热点

迁出”以及“最热线路”实际上是丰富的短期人口流

动研究资料，同时也为交通、安防、服务领域的治理

提供了大量的有用信息。
在学术研究领域，目前关于大数据的研究主要

有两个方面。 一是基于计算机科学偏向技术层面的

研究，如基于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平台。 Ｚｈａｎｇ 通过大数据

分析提出了解决云端可扩展子树匿名化问题的混合

策略［６］；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Ｌｐｅｚ 研究了为解决非平衡大数据

情境下的经典分类系统问题［７］；Ａｌｉｃｉａ Ｆｅｒｎｎｄｅｚ 和

赵哲峰的研究试图在大量异构数据存在的情况下识

别有用和有意义的信息［８］［９］５－１０。 另一方面是大数

据分析的跨学科研究。 如 Ｋｗｏｎ 认为大数据分析与

数据库相关搜索、挖掘和分析可以为公司提升业

绩［１０］；Ｂｅｌａｕｄ 试图通过科学大数据分析来展示自然

灾害管理的可持续和化学过程工程［１１］；俞立平探讨

了大数据分析与经济学研究的关系，认为大数据既

统一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又统一了理论科学、实
验科学和复杂现象模拟，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的

“智能经济学”将成为未来的热点领域［１２］。 此外，还
有学者在城市管理、隐私保护、学校教育、交通布局

等领域运用大数据方法进行了研究②。
关于农业大数据的研究目前还不多见，温孚江、

孙忠富、郭平、蔡书凯等人的研究主要从宏观政策层

面和信息技术角度对大数据在农业领域的可能应用

进行了阐述③。 总体上看，还未有人对整个农业产

业链条进行分段，并根据大数据本身的特点来讨论

农业大数据采集、分析与应用的研究成果。
二　 农业现代化与大数据农业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关构建新型农业经

营体系、健全农业支持体系、满足农业人口市民化要

求，到 ２０１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推进农业科技创

新、建设以农业物联网和精准装备作为重点的农业

发展全程信息化、启动农村流通设施和农产品批发

市场信息化提升、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等

要求，我们可以看出，在城市经济、工业经济快速发

展的今天，将信息化手段应用于我国的农业升级与

改造，不仅是农业现代化，也是我国成为综合性现代

化强国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随着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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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农业现代化不仅仅满足于机械化的生产技术

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而更加强调在生产、流通、消
费等各个环节的信息记录、分析与预测，对信息的挖

掘与使用使得我们可以调整、指导现有的农业生产

行为，减少不必要的资金、人力和时间浪费。 信息技

术的进步，使农业现代化从过去强调农业机械化这

一朴素概念扩展出许多新的内容，农业信息化赋予

了农业现代化新的内容。 ２１ 世纪的农业就是一本

数字图书，而农业大数据分析就是我们读懂这本大

书的关键。
（一）农业大数据采集途径

从技术手段上看，“３Ｓ”技术是农业大数据获取

的主要手段，即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
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遥感技术（ＲＳ，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在

农业实践中，各种配备 ＧＰＳ 定位传感器的农业机械

可以快速、大量地生成自己的位置信息，通过由一个

ＧＰＳ 信号基站和若干 ＧＰＳ 信号接收器构成的 ＧＰＳ
作业系统，调度、指挥装有 ＧＰＳ 信号接收器的农用

设备进行作业，从而大大提高作业效率。 ＧＩＳ 是大

数据时代另一项重要的发展现代农业的手段，但目

前在中国的农业生产中，ＧＩＳ 发展还相对落后，缺乏

相关信息是主要的制约因素。 ＧＩＳ 在农业现代化建

设中的作用主要包括：建立农业信息数据库、农业资

源的动态监测、农业生产的管理与决策。 通过遥感

成像等技术，配合 ＧＰＳ 系统，结合信息的人工报送

和终端采集，绘制加载了包括作物品种信息、化肥施

用量信息、农作物播种面积等多种信息的信息地图，
通过对比不同时间的农地信息变化，为农业空间比

较研究、生态环境空间分析、病虫害防治、农作物生

长预测、水旱灾害预测等提供重要背景材料，为农业

综合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ＲＳ 技术是一种

远距离侦测技术，通过在远距离上侦测标的物的反

射、辐射和散射电磁波，进行信息提取、记录、分析和

加工，是一项重要的数据获取手段，也是 ＧＰＳ 与 ＧＩＳ
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 利用高分辨率的遥感信息，
可以获取农田土壤以及农作物特性的空间反射光普

变异性，从而获取有关农田及作物生长的一系列信

息。
（二）农业大数据分析的特点与机制

首先，由于知识和技术的限制，传统数据分析的

对象是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数据，为了获得最佳的拟

合效果，常常需要对数据进行各种“技术处理”。 而

大数据分析是基于全样本的分析，即样本等于总体，
从而能更真实地反映数据现象背后的情况。 此外，
大数据也使短期内的高频变动数据分析成为可能。
其次，大数据分析主要关注“相关关系”而非“因果

关系”，使大数据分析在数据的使用上更加直接，时
效性更强，这是有别于传统计量研究的重要特点。
通过将收集到的各种信息数据化处理后，不仅可以

供人工检索和分析，利用物联网系统和人工智能技

术还可实现机器对数据的访问、检索和分析，从而极

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大数据分析与传统数据

分析流程不同的是，它采取信息的事后识别。 传统

数据分析在数据收集之前就需要根据研究目的进行

有用信息识别，之后才是信息采集。 而大数据分析

可以在众多的数据中进行事后识别，即从所有收集

到的数据信息中截取需要的信息进行分析，这是大

数据分析机制的另一个特点，即对数据没有专门要

求，同时体现出大数据分析在解决问题时的另一个

优势———不仅可以解决事先预计到的问题，也可以

处理事先没有预计到的问题，这样提高了其解决多

样性、复杂性农业问题的能力。
通过设置在田间和安装在农用设施、器械、运输

工具以及附有人口信息的智能移动终端上的传感器

收集得到的各类数据，首先将作为原始资料进行存

储，形成数据仓库；通过建立用于分析或预测的数据

分析模型，利用特定计算机算法，选取和输入问题所

涉及的数据，经过计算机程序模拟得出分析报告，通
过可视化技术将结果进行呈现，以供决策者决策；也
可以通过编辑特定的计算机指令，以满足分布于农

业物联网中的各种设备的自动化作业，从而提高整

个农业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
（三）大数据在农业领域的综合利用

１．农业产业链前端数据采集与利用

在农业产业链前端的农业产品生产试验阶段，
通过试验田的数据分析与利用而发明的新品种、新
技术，在向广大基层农业生产者进行推广的过程中，
通过对用户反馈信息的采集和分析，进行新一轮的

大数据分析，为在试验阶段的农业技术与产品改进、
新技术与新品种的开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数据。 而

对农产品特性的掌握为其加工、流通、销售提供了必

要的数据支持。 农作物产量信息背后隐含着一定时

期内的气候信息、农药用量、病虫害、劳动力投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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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需求等信息，对这些信息的采集可以为农业生产

积累历史资料，可以为农产品生产环节提供反馈以

修正生产过程的失误。 如根据市场需求对不同作物

的耕种面积进行调整，使土地肥力和独特的气候资

源得到充分利用，避免过度生产，同时又能够满足市

场的需求；又如养殖业中对牲畜棚舍的温度、湿度、
细菌、饲料用量、牲畜生长情况等的综合检测和分

析，可以发现牲畜的最佳生长环境指标。
２．农业产业链中段数据采集与利用

农业产业链中段主要是指从农作物收割到销售

之间的加工、物流等环节。 农产品加工过程中由于

广泛地采用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以数据挖掘与利

用的机械化与流水线作业的方式，大大提高了生产

效率，而对生产加工过程中实时的数据监测与分析，
如在发酵食品、饮料制作这类需要特殊且精确技术

才能完成的加工过程中，对数据的监测能有效控制

产品的质量，为产品的标准化和规模化提供支持；在
农产品的流通环节设置的信息采集设备，对农产品

源头、运输路线、目的地、运输量等信息的记录，使基

于 ＧＰＳ 技术的农产品食品安全的追溯机制成为可

能；对运输路线的记录和分析，可以找出最佳的运输

路径，促进燃料和运输时间的节约；对农产品运输量

与目的地等相关数据进行记录与分析，可以得出特

定地区对特定产品的需求偏好信息，从而为企业有

针对性的供给提供了依据。
３．农业产业链末端数据采集与利用

在农业产业链末端的营销领域，对农产品销售

网点分布的记录、销售业绩的记录，以及利用销售地

人口分布信息、商业综合体分布信息、人流量信息、
停车场信息等的综合分析与利用，为合理的分布产

品销售点，提高商品销售量提供可靠的支持。 世界

知名连锁超市企业沃尔玛根据大数据分析得出的结

论，将蛋挞与飓风用品放在相邻的货架进行售卖，方
便了消费者，同时提高了销量［４］。 而在互联网商业

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通过对网络销售的农产品的

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如对购买特定农产品的用户购

买记录、搜索记录进行分析），发现消费者的个性化

需求，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推送相关

的产品信息，通过精准营销降低营销成本和提高成

交率，促进农业产业链末端的活跃。
除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之外，有关农村社会、文

化、生态领域的研究，同样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来进

行。 如通过农业人口变动、农村城镇化、农村社会保

障、农业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数据利用，来研究农

村社会变迁。 当然大数据分析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远

不止这些。 随着云计算、移动互联和物联网系统的

形成，大数据分析将在农业生产经营领域地展现自

己更多的魅力和价值。
（四）大数据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发展

充分利用以“３Ｓ”技术为支撑的农业大数据收

集、分析与预测机制，配合已有的农业信息科技平

台、农业经济信息平台等，对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农业生产领域的机械化和农民现代化知识技能

水平，加快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传播与应用，培育新型

农业产业形态，保障农业向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方

向推进等，都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１．大数据农业是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推进器

农业机械化与规模化生产，一方面有赖于大量

的农业机械设备投入，另一方面需要信息化设备与

技术的运用。 将农业机械设备通过有（无）线网络

进行联接，通过计算机终端对农业机械进行远程操

控，通过传感器反馈的数据和计算机程序对农业机

械作业进行实时调节，可以有效地降低人工成本，在
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区更容易形成规模化的机械化农

业生产，如平原地区的农作物播种、田间管理以及收

割。 此外，大数据农业通过解放过剩的农村劳动力，
为城镇第二、三产业发展提供充分的劳动力，加速农

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
２．大数据农业是农业生产技术的创新驱动力

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需要信息平台进行传播、
分享、推广，进而落地实施。 以农业技术推广与实施

为目的的农业信息平台构建，是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的重要环节。 农业大数据分析机制通过收集、识别

高频搜索与访问信息，可以判断农业技术、经济领域

的热点，为政策制定者、技术发明者提供反馈信息，
为解决热点领域的热点问题提供技术支持。 由于不

同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基础差异，农业通

用技术无法普适，而通过大数据农业的实时反馈机

制，将通用技术进行“因地转化”，有助于提高先进

农业技术在不同地区的适应程度，从而发挥技术的

最大效用。 此外，基于农业信息平台，依托农村互联

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农业技术的广域分享与传播，
有助于先进农业技术的落地实施，促进农业生产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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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大数据农业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推手

农业产业化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利益为中心，
以产业发展和产品开发为重点，而大数据农业的分

析与预测机制能够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来自市场

的产品需求，如通过分析市场终端消费者对农产品

种类、品质、价格等的选择倾向，帮助农业产品从原

料种植、产品加工、产品开发与包装过程等方面进行

优化，提高农产品经济附加值，提升农业经济效率，
为农业产业化本身及其所辐射的利益群体带来收

益。
４．大数据农业是农业信息化发展的重点领域

大数据农业是在农业信息化基础上衍生出的现

代农业发展形式。 大数据农业需要农业信息化的基

础设施建设作为前提，农业信息化发展是大数据农

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加强信息

化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大数据农业所需要的数据分

析需求，是发挥农业大数据预测功能的一个重要前

提。 大数据农业发展要求更加先进的计算机技术、
互联网技术为农业信息传播、分享以及农业发展趋

势分析、预测提供更加有效的手段。 大数据农业是

农业信息化的一个重要倒逼因素，也是农业信息化

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
５．大数据农业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手段

大数据农业的发展需要有一批懂信息技术的农

业人员。 大数据农业对农业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素

质要求，即现代农业的从业者不仅应具备一般的农

业生产知识和技术，更需要具备一定的信息分析能

力。 目前，农村地区经济、生活条件存在较大差别，
短时间内完全依靠人才引进又难以保证人才队伍的

稳定性，就地培养一批既懂农业生产技术又懂信息

数据技术的专业人才④是满足大数据农业发展人才

需求的有效办法，而农业信息化发展的要求和大数

据农业发展的新形势可以促进农村信息技术专门人

才的培养与成长，为农业现代化提供高素质的人才

队伍。
６．大数据农业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农业信息化前提下的大数据农业，利用自身所

特有的信息收集、分析与预测机制，在农业低碳化发

展、农业物流成本优化、农产品贸易电子化、农业废

弃物循环利用方面，通过对农业生产、流通、销售、循
环利用方面的数据收集，并进行发展趋势、相关性、
因果关系等分析，为实现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科学可靠的技术与政策依据。
综上所述，农业现代化是一个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转变的过程，主要表现为用发展工业的手段发

展农业、用现代科技手段武装农业、用现代经济管理

方法经营农业，使落后的、靠天吃饭的农业逐步转变

为与世界领先水平比肩的现代农业。 农业现代化以

机械化为基础，以生产技术科学化为动力源泉，以产

业化为重要内容，以信息化为重要技术手段，以劳动

者素质的提高为决定因素，以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

标。 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数字信息技术、移动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以农业大数据收集、分析与利

用为特征的大数据农业将成为农业信息化的重要内

容与体现，也是发展智慧农业、提升农业现代化水

平、缩短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时间的重要手段。
三　 大数据农业发展的现实制约

大数据农业随着农业信息化发展要求的提出日

益受到关注，同时各种实用技术也在不断落地，但由

于技术性和政策性的障碍，大数据农业仍然在美好

前景的光环下艰难前行。
１．农业信息化发展基础建设力度弱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和开放程度的不同，区域间、
城乡间存在明显的信息化差距。 经济水平与治理理

念差异导致各地农业信息化过程中出现“马太效

应”，全域共进的农业信息化发展难度加大。 农业

信息化基础设施投入，如电网设施、互联网线缆、电
话线路等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普及率等还有待提高。
２０１２ 年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仅

有 ２１ ４ 台，而城镇每百户居民平均计算机拥有量为

８７ 台。 第 ３３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

出，目前我国农村网民逐年增加，２０１３ 年已达 １ ７７
亿，占所有网民的 ２８ ６％，但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仅

为 ２７ ５％，农村学校计算机教育普及率更低；农村

宽带用户仅为 ０ ５ 亿户，宽带家庭普及率为 ２０％，
８５％的农村宽带用户所使用的宽带带宽只有

４Ｍｂｐｓ［１３］。 移动上网设备的普及，促进了网络在农

村地区的覆盖，但提供的内容仅限于娱乐、休闲等领

域，并未为农村地区大数据开发与应用及其专业人

员的培养创造良好的科学氛围和提供必要的教育支

持。
２．数据的获取与保存意识相对较弱

在农业大数据采集与利用的前端制约下，分散

的土地利用模式以及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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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思想长期存在，认为农业技术和经营模式

的创新与推广是政府责任，使农业生产经营者难以

跳出被动局面。 由于农村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各

方面落后于城市，在资讯、技术的接收速度与接受程

度上相对滞后，农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对
于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模式的认识与接受相对较

慢，基层农业数据收集与保存数据意识较薄弱。 在

一般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农户更多的是遵循长期以

来形成的农事经验而非及时的数据分析资料，现有

农业生产经营数据采集主要是问题导向型，导致大

量潜在的、可用于更广泛分析应用的数据被忽略。
加之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配备较为落后，大量农业

历史数据资料数字化程度低，已数字化的历史资料

数据化程度低，导致历史资料无法实现有效的人工

和机器检索，可利用性大大降低，阻碍了农业生产经

营数据分析的指导性与前瞻性。
３．专业大数据分析与工程人才不足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大数据挖掘与利

用意识与信息化教育普及不够、专业人才④奇缺、专
业分析人员的需求与缺口并存。 目前大数据分析的

绝大多数商业案例是采取外包的形式将数据分析业

务交给第三方进行处理，这种模式在节约企业成本

的同时可能出现两个问题：其一，敏感数据的外部使

用可能造成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泄露，面临伦理道

德方面的外部风险；其二，由于第三方数据分析人员

专业知识限制，对特定领域的知识掌握不足，可能导

致数据信息无法被充分挖掘和利用，使数据 “贬

值”。 对农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大数据

进行有效的利用，需要在掌握一定农学知识、经济知

识、管理知识的基础上对数据加以分析和利用，这就

对农业大数据分析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方

面，由于计算机教育、信息化教育存在区域不平衡、
城乡不平衡，农村计算机教育和信息化教育落后，信
息化基础设施（如电网、电话、电视、互联网等）建设

滞后且推进速度缓慢，难以形成有效的信息化教育

物质条件和氛围；另一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数据分

析人才可能缺乏对农业经济管理相关知识的掌握，
或由于农村条件的艰苦等原因不愿意到农村就业，
而出现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下的数据分析人才奇缺

的局面。
４．数据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制度缺位

有关数据挖掘与利用的制度性保护一直是困扰

大数据时代世界各国的一个重大难题。 数据采集与

分析尽管可以发挥其在商业领域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同样面临社会道德与伦理的批判。 数据采集、保
存与利用的理念不强，导致有用信息的遗失，使一些

本可避免的损失无法避免，同时数据信息经济价值

的日益突显，造成信息滥用的可能，尤其是专业分析

外包过程中，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和信息接触

人员的法律意识淡漠，可能造成机密数据、个人隐私

的泄露，给相关机构和人员造成潜在的危害。 我国

目前与信息安全相关的规定是以行政法规或条例的

形式出现，如国务院第 １４７、１９５、２７３、２９１、３３９、４６８
号令等，而在正式法律层面则散见于《宪法》、《刑
法》等法律中，目前还并未出台专门针对数据采集、
挖掘与利用的法律（如《数据信息利用与保护法》
等）。

除了法律上的缺位外，在制度层面，由于农业经

济管理是一个较为宏观的实践行为，在该领域内发

现、研究和解决问题主要是以政府主导的形式来完

成，导致了基层单位或农业生产经营户数据采集、保
存与利用意识的淡漠，如遇重大农业经济问题需要

数据支撑研究时，拿不出相关的有效数据信息。 这

些法律和制度上的空白，不仅使数据与信息的安全

受到威胁，也增加了及时解决农业经济问题的难度。
５．数据分析面临的伦理与道德挑战

从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看，农业技术进步离不开

大量的实验数据支撑。 随着数据采集手段的发展，
在更广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的数据采集与利用极大

地推动了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从而间接推进了农

业生产发展。 由于技术发展的潜在道德与伦理风

险，从农业产业链条的前端来看，诸如通过基因技术

手段改进植物、牲畜的生长、产量等以满足人类发展

需求的案例，尽管符合人类改造自然的原则，但农业

技术是否将间接地对人类自身的进化与发展产生不

利影响，目前仍然存在很大争议。 而在求证转基因

食品是否会对人体造成不利影响的过程本身就是一

个数据收集与分析的过程，这无异于一场大范围的

人体实验，从而使得大数据分析与利用在技术伦理

的争论中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在农业产业链的末端

领域，由于借助现代技术手段进行营销的农产品，需
要对用户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身体健康状况、收入

水平、家庭构成、搜索历史等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
以达到精准营销的目的，但在相关法律不健全、违法

５７

戴小文　 漆雁斌　 陈文宽　 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大数据分析在农业经济中的应用研究



判定困难、执法力度弱的情况下，农产品经营领域的

大数据采集、分析与利用容易触及隐私保护的道德

红线。
四　 结论与建议

农业信息化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具体要求，而大数据分析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中

的应用又是农业信息化的具体表现。 大数据分析以

其对总体而非样本的分析提高分析与预测方面的精

度。 同时，其对数据的事后识别特征避免了问题导

向研究过程中对数据采集的考虑不足。 对数据尽量

多的采集和保存，不仅可以解决预设问题，也可以解

决突发问题，在问题研究的广度上更有灵活性。 重

视对事件相关性的分析可以快速地做出应对决策，
避免错过有效决策的窗口期，这对于农业产业链条

末端经营领域尤为重要。 然而，在农业生产经营管

理领域的大数据采集、分析与应用目前还存在一些

障碍，这些障碍的克服一方面有赖于技术的进步和

信息化意识的加强，另一方面还有赖于制度层面的

建设与完善。

本文建议：重视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倡导

农业土地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为机械化农业提供

物质条件，同时也为信息化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提

供平台；加大农村电网、互联网等信息化基础设施的

建设力度，在农村基础教育中普及信息化相关内容，
增加农村学校计算机及相关师资的配备，为农村、农
业的信息化提供物理条件，为营造大数据利用氛围

和普及大数据意识提供质变基础；注重高等教育中

涉农相关专业学生的数据分析能力培养，培养复合

型的农业大数据分析人才；大力发展以城市经济为

平台的软件产业［１４］，为大数据技术在农业经济中的

应用提供技术支持；加快历史资料的数字化和数据

化，以实现宝贵历史数据更为便捷的检索与利用；完
善现有的涉及数据挖掘与利用的法律法规，加快制

定有关数据使用过程中的监管法律条文，避免信息

化要求下的制度缺位，防范大数据采集、分析与利用

过程中的道德风险；深度挖掘农产品在食用以外的

其他经济价值，结合产品市场发展规律，促进大数据

综合分析在现有市场条件下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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