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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进入21 世纪以后, 农业对信息的依赖日益增强 ,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逐步落到实处。总结当前养殖业的几种经营模式 , 提出构
建一个以市场为主导 , 政府为关键 , 企业和协会为支撑的纯面向农户的经营管理模式 ,利用UML 设计了支撑该模式的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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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e 21st century ,the agriculture is more and more increasingly depending on information .China’s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s
gradually i mplemented .In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bei aquaculture industry ,we summed up several kinds of business models about
current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then discussed a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l about market-oriented and crucial for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associa-
tions as the support of farmers-oriented mode of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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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社会, 信息对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的发展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 然而 , 受到内部信息分布不均衡和外部信息流通

不畅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的农业信息化建设遇到层层阻力。

养殖业具有相似的问题, 生产和销售环节中的信息不对称严

重制约了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因此, 构建一种合理的经营模

式, 并通过有效的信息平台来支撑, 是缓解养殖业中信息不

对称的有效方法之一。

1  我国养殖经营模式现状

养殖业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依赖于产业的经营模式, 由

于各地区养殖经营存在较大差异 , 养殖业的经营模式也呈现

出不同形式, 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 : ①“龙头”企业带动型。

以公司或集团企业为主导, 以农产品加工、运销企业为龙头 ,

重点围绕一种或几种产品的生产、销售, 与生产基地和农户

实行有机联合, 进行一体化经营, 形成“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

的经济共同体。②市场带动型( 专业市场+ 农户) 。以专业

市场或专业交易中心为依托, 拓宽商品流通渠道, 带动区域

专业化生产, 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 扩大生产规模 , 形成产

业优势 , 节省交易成本, 提高运营效率和经济效益。③合作

经济组织带动型( 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 农户) 。农民自

办或在政府引导下兴办的各种专业( 技术) 协会、专业合作社

等经济组织登上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前台, 实行“民办、民管、

民受益”, 组织农民进入大市场。④中介组织带动型( 农产联

+ 企业+ 农户) 。以中介组织为依托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在

某一产品的经济再生产全过程的各个环节上, 实行跨区域联

合经营和生产要素大跨度优化组合, 并逐步形成生产、加工、

销售相联结的一体化企业集团[ 2] 。

以上几种经营模式只是政府、协会、企业、农户的部分组

合, 不能很好地解决养殖业供应链上信息的共享与协调。因

此, 笔者提出以市场为主导, 政府为关键, 企业和协会为支撑

的纯面向农户的经营模式, 即“政府 + ( 协会 + 企业) + 农

户”。在这种模式中, 政府是农业产业化和信息化条件的创

�

作者简介  李优柱( 1981 - ) , 男 , 湖南常德人 , 讲师 , 从事系统分析与设

计、信息系统建模的研究。

收稿日期  2007- 12-19

造者, 拥有最大的信息储备。重点产业的锁定, 优惠政策的

制订, 外来资金、技术的引进, 市场信息的收集和发布等诸多

环节都需要政府的介入, 政府在其中起到的是穿针引线的作

用。企业是信息的重要传播者。该模式中的企业分为两类 :

涉农企业和信息咨询机构。前者主要从事地区农产品的深

加工和销售; 后者进行信息的采集、加工和对用户的发布。

协会由养殖业中的养殖大户、技术人员以及普通农户代表所

组成, 小农户围绕着协会团结在一起。协会通过开展技术培

训、技术服务, 印发培训教材、技术与宣传资料, 来提高养殖

户的生产、加工和营销的科技水平; 同时, 指导养殖专业户的

生产, 开拓农产品销售市场, 加强与专业户之间的信息交流。

养殖农户是整个产业中的基本单位, 农户致富与否是衡量整

个产业是否成功的最终标准。同时应认识到, 农户虽是整个

产业的主体 , 却也是相对弱势群体, 在各个生产环节都必须

照顾到农户的利益。

2  新型经营模式的信息平台分析与设计

2 .1  信息平台总体结构图 这种经营模式涉及的成员角色

较多, 如果不能通过信息系统建立一种很好的共享平台, 将

会大大降低该模式的运行效果。该系统的应用对象为 : 养殖

业政府管理人员、养殖企业、协会、农户、养殖业科研人员。

该系统可分为政府、协会、企业3 个子平台( 图1) 。

政府管理的子平台建设最为关键。在信息采集上 , 省市

级农业部门建立和完善农业数据库。在数据库的基础上开

发农业决策支持系统 , 有针对性地利用农业监测系统来预测

农业灾害, 统计并研究畜禽、水产生物与地区的适应性分布

情况等 , 从而实现平台数据的积累。同时, 还可从因特网上

获取供求、价格及产品信息, 从高校、科研院所获取专家知

识。在信息处理上 , 接到客户端浏览器的请求后, 业务层通

过调用功能性组件 , 对用户的请求进行处理。在信息发布

上, 用户通过相关模块即可获取相应信息。同时, 还可通过

短信定制或RSS( Really Si mple Syndication) 推送获取个性化信

息。养殖协会的工作, 是从国内外科研机构、互联网获取养

殖专业信息、市场供求信息, 然后注册为平台协会用户, 在平

台中发布这些信息; 同时也可从平台中检索所需信息, 最后

以电子型媒体或传统的印刷型媒体来发布给农户。这样既

节省了资金, 又更容易被广大农户所接受。协会还承担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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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方面的信息及时反馈给政府部门的任务, 从而可使政府

及时作出相应决策[ 3] 。

养殖企业与农户主要进行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传递。

企业根据政府提供的市场指导信息, 和农户签订养殖协议 ;

然后农户将产品配送到企业; 最后企业支付农户货款。这些

过程需要借助条码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解决产品检

测、安全追踪的问题, 借助计算机财务软件管理企业与农户

的财务结算。

由图1 可知, 这种经营模式可弥补当信息流的某一环出

现“掉链”, 产生“信息孤岛”时, 其他的信息能及时予以帮助 ,

从而保证信息的新颖、畅通。总体来说, 政府应积极投资公

益性项目建设, 制定好全局的信息战略规划, 各部门间分工

协作, 避免产生信息重叠或“信息孤岛”; 企业和协会按市场

机制经营管理, 协同攻关 , 取长补短; 最终实现农户方便快捷

地获取到所需信息, 实现传统农业向信息化农业的发展。

图1 信息平台总体结构

Fig .1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information platfor m

2 .2 信息平台模块功能划分( 图2)  从“2 .1”的系统分析可

知, 协会主要利用传统媒体和农户进行信息的交流与反馈 ,

从当前我国农村信息发展水平来看, 不需要进行管理信息系

统平台的设计, 因此根据 U/ C 矩阵设计[ 4] , 可作为后开发的

子平台。

图2 信息平台模块功能

Fig .2Function of infor mationplatfor mmodule

图3 政府管理子平台用例图

Fig .3 The use vasefiagram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platform

2 .3  养殖业信息管理平台模型  系统采用 UML 来设计 ,

UML 统一建模语言是用来设计软件蓝图的可视化建模语言。

UML 中定义了5 类共计10 种模型图[ 5] 。

2 .3.1 用例图。是用来定义系统功能范围 , 显示用例、角色

和他们之间的交互。如政府管理子平台的用例图( 图3) 。

2 .3.2 活动图。活动图通常用来描述一个过程或操作的工

作步骤。可描述一个用例的处理流程或某种交互流程 , 对于

每个用例均可画出其活动图, 以便更详细地描述该用例与角

色的交互。政府用户信息发布的活动图如图4 所示。

图4 政府子平台操作员信息发布的活动图

Fig .4 Activity diagramof release infor mationin government man-

agement platform

2 .3.3 时序图。主要分析对象所发消息的先后顺序, 说明

( 下转第39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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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生产中, 为实现对农作物或家

畜生长环境的精确控制, 可以利用虚拟仪器与网络组成远程

测控系统[ 4] , 实时监测和控制农作物或家畜生长环境, 以利

于各种资源( 如人力、物力等) 得到有效、合理的配置。如果

再与全球定位技术、遥感技术、模糊控制技术及信息技术等

结合, 可以突破传统的、经验性的生产管理技术, 从而实现生

产的精确化、智能化和标准化。

2 .4 在农机测试中的应用  农业机械在传统的维修过程

中, 完全依靠人力, 费时费力。采用虚拟仪器系统可以快速

进行检测[ 5 - 7] , 并且只需要一套硬件系统, 即可完成多种不

同功能的监测。虚拟仪器的面板形象直观, 操作简单。

2 .5  在农村教育中的应用 随着虚拟仪器系统在生产部门

的广泛应用, 越来越多的教学部门也开始用它建立教学系

统[ 8] , 它不仅可用于教学活动, 还可用于农机人员短期培训。

利用虚拟仪器系统灵活、直观形象及可重复使用等优点, 可

节省开支, 进行各类有效的教育活动。

3  结论

虚拟仪器技术是一门与计算机结合的新兴技术, 正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农业生产的各个应用领域。我国作为

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 , 应大力提倡虚拟仪器技术, 有效地

把信息技术与农业的自动化生产、远程监控、技术维修、农村

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的差

距, 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生产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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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企业用户发布生产信息的顺序图

Fig .5  The sequence diagramof enterprise user release production

information

对象之间的交互。它是对系统工作流程的一个过程反应, 直

接影响着系统将来是否与实际关系相符。图5 为企业用户

发布生产信息的顺序图。

3  总结与展望

政府以“外设窗口”的方式一方面销售农产品, 另一方面

对外发布当地农业信息, 进行招商引资。以“内设协会”的方

式优化产业结构, 从上游收集行业信息 , 把握行业动态; 在下

游利用信息公开栏、简报来发布所搜集到的信息, 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信息滞后性, 规避生产风险。协会邀请养殖专家

对养殖户进行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 开展多项实用技术普及

推广工作。当地龙头企业通过给养殖户提供科技服务 , 在生

产方面, 加大科技投入, 通过组织专家讲座、引入新设备、保

证产品的科技含量, 与农户形成了良好的信息互动。

养殖管理信息系统平台的建立, 对于缩短市场与生产的

距离、专家与农户的距离 ; 保障养殖产品安全 ; 提高农户养殖

积极性均起到了良好作用。它具有低成本、高效率、易于维

护和可扩展等优势, 符合目前农业信息化的现状和要求, 具

有广阔的推广与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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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于研究中新的发现和重要方面, 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不必重复在结果中已评述过的资料, 也不要用模棱两可的

语言, 或随意扩大范围, 讨论与文中无多大关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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