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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背景下农业知识服务的双重特性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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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意义]从战略规划与执行落实双视角探索农业知识服务的发展特性、趋势发展和实践路径，为数智背景下农

业知识服务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提供参考，服务支撑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方法 / 过程]从行业与

学科双重特性分析归纳农业知识服务的特征，通过对农业知识服务的发展历程进行剖析，揭示农业知识服务发展趋势，最后

依据上述研究结果结合国家战略需求提出农业知识服务发展建议。[结果 / 结论]农业知识服务以知识服务为内核，以立足农

业领域为特色，从与农业信息服务交织发展的探索期，到以平台化为特征的爆发发展期，目前正在进入以精准化、智能化、

数字化、知识化为特征的数智期。为促进农业知识服务实现创新发展，更好地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在战略层面以国家战略、

政策为导向，优化布局，聚焦发展重点；在执行层施行内外协作，整合优势资源和供需协同，构建和谐知识服务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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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 野强国必先强农袁 农强方能

国强冶遥 据统计袁 从 2012要2022 年 10 年间袁 全国农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 7 个百分点袁 超过 61%曰 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72%曰 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96%以上噎噎[1]遥 中国农业知识服务的创新发展袁 为农

业自立自强提供了有力的信息尧 情报和知识支持遥 随

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渗透袁 数字化的信息尧 数据和知

识正在成为 野三农冶 领域发展的新动力尧 贸易的新内

容尧 治理的新手段袁 为 野三农冶 发展带来新的价值增

研究论文

25



2023年第 35卷第 3期

长[2]遥 在此背景下袁 农业知识服务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遥
但随着乡村振兴尧 数字乡村建设进入新阶段袁 数智技

术的蓬勃发展与应用袁 农业知识服务需要转型升级以

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也成为摆在农业知识服务从业者

面前的迫切议题遥 王丹阳从组成要素入手袁 分析农业

知识服务模式的优劣袁 解决农业知识服务未来发展问

题[3]曰 叶飒等从基于资源共享创新出发袁 通过联合不同

层次的农业机构袁 构建协同服务网络化的知识服务体

系来解决农业知识服务精准供应问题[4]曰 孙坦等以新技

术创新应用为中心袁 探讨了在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下

与知识服务新业态下文本挖掘技术在农业知识服务中

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策略[5]遥 以上研究成果分散于农业知

识服务的不同领域和层次袁 对农业知识服务的组织形

式尧 服务模式尧 技术利用的革新进行了一定的探索袁
但对农业知识服务的发展特性尧 趋势把握和实践路径的

探索仍然较少袁 对农业知识服务创新实践的指导乏力遥
鉴于此袁 本文以数智背景下的农业知识服务为研

究对象袁 分析农业知识服务的发展特性袁 明确农业知

识服务发展的重点内容与任务曰 剖析农业知识服务的

发展历程袁 总结农业知识服务创新发展的未来趋向曰
最后袁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袁 结合农业知识服务创新发

展的内容尧 任务和趋势提出发展建议袁 以期为数智时

代农业知识服务的数字化尧 智慧化发展提供有益指导遥

2 农业知识服务发展的双重特性

一方面袁 农业知识服务作为知识服务的细分领域袁
具备深厚的知识服务行业基因袁 知识服务是农业知识

服务的内核袁 是农业知识服务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共

性曰 另一方面袁 农业知识服务的主体和客体都聚焦于

农业尧 农村尧 农民袁 又带有鲜明的农业领域特征袁 这

是农业知识服务为农业农村生产研究发挥良好助力所

需关注的重要领域特性遥 农业知识服务这种农业领域

与知识服务行业的双重交叉特性袁 决定了农业知识服

务应在知识服务的全生命周期中进行面向农业生产研

究需求的适应性改造袁 以满足农业领域对知识服务的

特殊需求遥 换言之袁 提供符合农业领域需求的知识服

务袁 这种双重特性是农业知识服务发展最突出的特点遥
2.1 共性院 以知识服务为内核

农业知识服务作为知识服务理论尧 方法尧 规则尧
技术在农业领域的综合利用[6]袁 搭上知识服务行业的发

展快车实现了自身的发展遥 农业知识服务具备知识服

务内核这一共性[7]袁 通过农业知识服务与知识服务发展

历程高度一致尧 依托知识服务的理论和技术实现自身

发展两大方面得到具体呈现遥
2.1.1 与知识服务发展历程高度一致

自 20 世纪末提出知识服务这一概念之后[8]袁 在不

足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袁 知识服务的发展呈现出明

显的阶段化特征[9]袁 如图 1 所示遥 一是线下阶段袁 依托

机构实体开展线下服务为主袁 围绕文本型文献和数据

库提供初级加工的一次文献曰 二是过渡阶段袁 依托在

线检索工具向线上服务过渡袁 围绕馆藏和网络资源通

过参考咨询尧 信息检索和推送服务等提供二次文献曰
三是平台阶段袁 依托线上平台袁 围绕知识单元通过知

识图谱尧 智能检索等服务提供三次文献曰 四是智慧阶

段袁 依托计算方法和模型袁 围绕信息对象进行深度理

解或分析袁 提供精准化尧 个性化等具有计算特征的竞

图 1 知识服务发展阶段图

Fig.1 Development stage of knowled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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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分析报告尧 辅助决策报告等知识服务产品遥 从这

一发展历程来看袁 知识服务行业从传统的到馆文献服

务阶段发展到智慧型的数据密集型服务阶段袁 在知识

服务理念尧 技术应用尧 服务模式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

进展[8]遥
农业知识服务作为知识服务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实

践袁 与知识服务的上述发展历程相似袁 也经历了以到

馆服务为主的线下阶段尧 从线下向线上的过渡阶段袁
目前处于主要依靠线上平台的平台阶段袁 并已经出现

向依托算法和模型的智慧阶段过渡的趋势遥 所以袁 对

数智背景下的农业知识服务进行探析袁 指导农业知识

服务向智慧阶段的转型升级具有历史方位上的重要实

践意义遥
2.1.2 依托知识服务理论和技术发展

首先袁 知识服务理论为农业知识服务发展提供指

导遥 当前袁 国内外知识服务研究主要围绕内容尧 形式尧
模式和管理 4 个维度开展袁 在中国知网袁 以 野知识服

务冶 为主题可检索到相关论文 14 000 余篇袁 而以 野农
业知识服务冶 为主题则只有相关论文 61 篇遥 可见袁 相

对来说农业知识服务的理论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

上都还有待提升遥 当前农业知识服务实践与研究在理

论层面可多借鉴与参考知识服务理论研究成果遥
其次袁 知识服务实践为农业知识服务实践提供蓝

本遥 相对而言袁 图情机构所开展的图书馆知识服务尧
期刊知识服务等知识服务实践较为丰富袁 在知识服务

资源建设尧 知识服务产品与服务提供方面可以为农业

知识服务实践的开展提供有益参考遥 农业领域的知识

服务模式在基本要素尧 内容与流程尧 工作机制上面也

因此与其他领域的知识服务保持着较高的相似性遥
最后袁 知识服务技术为农业知识服务发展提供基

础遥 在依赖通信技术的知识时代袁 信息技术是信息服

务和知识服务的重要工具[10]遥 这些信息技术袁 大多数

率先在图情领域尧 出版领域中得到应用与推广袁 随着

使用范围与经验的增长袁 逐渐在农业知识服务领域得

到应用遥 在农业知识服务发展初期袁 技术应用的滞后

时间较长袁 随着农业知识服务的发展袁 以及新技术普

及速度的加快袁 滞后时间缩短趋势明显袁 并日趋同步遥

较为显著的例子就是袁 目前人工智能尧 云计算等新一

代数智技术在知识服务领域的应用仍处于探索发展期

探索袁 而农业知识服务同期也已经开展了相应探索袁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遥
2.2 特性院 以立足农业领域为特色

农业领域特征对农业知识服务的影响袁 首先表现

在农业知识服务的概念之中遥 对农业知识服务的概念

进行搜集 渊表 1冤袁 可以发现袁 从国内最早提出农业知

识服务这一概念开始袁 就特别强调在知识服务的概念

中加入农业特色袁 以农业专业知识服务三农成为农业

知识服务区别于一般知识服务最为显著的特征遥 农业

特色既是农业知识服务区别于其他专业知识服务最关

键的因素袁 也是农业知识服务创新发展需要坚持的重

要本质遥
另外袁 农业领域特征对知识服务的影响从供需这

一视角来看袁 在农业知识服务的用户需求满足和资源

建设中也都有清晰的体现遥
2.2.1 消费端院 用户结构复杂袁 信息需求差异大

农业知识服务的用户群体主要来自农业管理部门尧
农业科研机构尧 涉农企业和普通农户[15]袁 对应的用户

群体则主要是农业管理人员尧 农业科研工作者尧 农业

产业人员尧 农户四大类遥 可以看出袁 这几类服务对象

在身份上存在重叠与交叉袁 主体之间在教育背景尧 知

识结构尧 职业发展尧 服务需求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

异袁 用户群体构成复杂遥 农业知识服务用户群体构成结

构的复杂袁 导致其农业知识服务信息需求也差异巨大遥
渊1冤 用户群体之间信息需求差异较大遥 首先袁 不

同用户群体之间信息需求差异大遥 如农业科研工作者

和农业生产者袁 二者对农业专业知识的需求就存在较

大差别袁 农业科研工作者更关心农业科研进展的新理

论尧 新成果等袁 而农业生产者更倾向于通过知识服务

解决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袁 希望得到生产技术尧
经营决策等方面的支持与帮助遥 其次袁 同一用户群体

之间信息需求也不尽相同遥 农业知识服务用户群体的

结构和信息需求差异巨大不仅反映在不同用户群体之

间袁 即使同一用户群体袁 也因为文化背景尧 经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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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而差异较大遥 如同为农业科研工作者袁 农业政

策研究人员和作物育种研究人员袁 在农业专业知识的

需求种类上就差别巨大曰 再如同是普通农户袁 种植户

和养殖户对农业专业知识的需求也大为不同 渊表 2冤遥
农业知识服务用户群体之间尧 信息需求之间的巨

大差异袁 决定了农业知识服务要想实现知识服务目标袁
在农业知识服务的组织与开展过程中需要进行分类与

分层袁 以充分满足不同用户群体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

知识服务需求[15]遥
渊2冤 用户群体之间数字鸿沟扩大严重遥 信息鸿沟

是信息用户之间重要的不均等现象袁 指信息主体由于

拥有的主客观环境与资源的差异而导致的在获得与吸

收数字化信息和知识方面所存在的不均等袁 并继而在

信息资源与技术的获取尧 应用的广度与深度方面不均

等扩大发展的现象[16]遥 相关研究指出袁 村民存在信息

消费能力脆弱化尧 获取能力弱态化特征[16]袁 农民数字

技能的匮乏也成为制约农村互联网普及尧 分享数字经

济红利的核心因素[17]袁 这是信息鸿沟存在并发生影响

的重要体现遥 再加上农业知识服务用户群体结构复杂袁
农业管理人员尧 农业科研人员尧 农业产业人员和农户

在信息消费能力尧 获取能力等方面差距明显袁 并存在

不断扩大的趋势袁 信息鸿沟不同层面的接入鸿沟尧 技

能鸿沟尧 使用鸿沟尧 知识鸿沟不断扩大遥 依据数字中

国战略蓝图描绘袁 各区域尧 城乡尧 阶层和代际间的信

息化发展态势趋于平衡是实现数字中国战略尧 建造数

字乡村的基础和前提条件[16]遥
农业知识服务如何正视信息鸿沟的存在并进行弥

合是数智背景下农业知识服务创新发展不可回避的重

要任务袁 要求农业知识服务在资源组织尧 服务提供等

过程中应从基础设施完善尧 服务手段多样化多元化尧
使用培训全面化等角度去化解接入鸿沟尧 技能鸿沟尧
使用鸿沟与知识鸿沟遥

代表学者 年份 概念内容 贡献 

周国民[11] 2005 农业知识服务是一种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相结合并最终传递给农民的过程 国内最早提出的农业知识服务概念 

严霞[10] 2008 农业知识服务是农业科技情报研究机构及图书馆基于农业知识以解决用户

问题为目标提供高增值服务的特殊服务行业 

强调农业知识服务的增值性 

谭翠萍[12] 2011 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服务对象，针对用户专业需求，以解决用户问题为

最终目标，为用户提供智力支持、智力服务的高增值服务，促进知识的集

成、创新与共享 

首次指出农业知识服务是以农业信息资源

建设为基础的信息服务的高级阶段，其本

质在于农业知识的创新 

娄策群[13] 2012 农业知识服务是建立在传统农业信息服务基础之上，运用新的信息技术手

段和服务模式满足农民隐性和显性知识需求的一种高阶信息服务 

强调农业知识服务是高阶信息服务 

赵瑞雪[14] 2021 农业知识服务是依托农业数字图书馆等专业信息服务机构，以满足用户实

际需求和解决用户具体问题为目标，以农业信息知识的搜寻、组织、分析、

重组的能力为基础，通过对用户知识需求和问题环境进行分析，融入用户

工作过程，最终为用户提供农业知识信息、农业知识产品及问题解决方案

的服务 

对新时代下农业知识服务的目标、能力及

产品和服务形式进行了总结与概括 

 

表 1 农业知识服务概念

Table1 Concepts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用户群体  农业知识服务需求 

农业管理人员  涉农政策、涉农法律法规、国内外涉农统计数据、行业动态等 

农业科研工作者  国内外农业研究新动态、新进展、新成果等 

农业产业人员  涉农政策、农产品价格、法律法规、产业与行业动态等 

农户  生产技能、销售技能、投资就业等 

 

表 2 农业知识服务分群体信息需求

Table 2 Information demands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by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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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供应端院 知识专业性强袁 资源建设特色显著

在农业知识服务的资源建设方面袁 农业领域特征

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农业知识服务对农业专业知识依赖

性极强袁 资源建设极具特色遥
渊1冤 农业知识服务资源建设专业性强遥 相比于一

般的知识服务袁 农业知识服务用户的信息需求依赖于

较强的农业专业知识袁 所以农业知识服务在资源建设

方面以农业专业资源建设为主遥 如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信息研究所建设的农业专业知识服务系统就提供了

以作物病虫害图谱库尧 渔业科学数据库尧 农业遥感数

据库等科学数据集尧 农药登记信息尧 种子进口信息

渊集冤 等专题数据为代表的特色数据资源集群[18]遥
渊2冤 农业知识服务资源建设特色性强遥 农业生产

的地域性尧 季节性尧 周期性等特点对农业知识服务的

资源建设的影响是会依据地域性尧 季节性尧 周期性等

特点进行适应性调整遥 如由科技部 野国家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建设冶 支持建设的数据中心试点之一的农业科

学数据共享中心袁 就以热区为覆盖范围袁 建设了 野热
带作物科学数据分中心冶袁 对热带地区农业科学数据进

行系统化整合与规范袁 当前已建成 5 个主体数据库袁
22 个子数据库 渊集冤袁 内容涉及热带作物遗传资源尧 作

物育种尧 作物栽培尧 生物学尧 作物基础数据等袁 数据

记录约 2.4 万条袁 总数据量 9.8GB 左右[19]遥
渊3冤 农业知识服务资源建设交叉性强遥 农业生产

经营综合性极强袁 围绕农业生产经营往往需要综合应

用气象知识尧 地理知识尧 动植物知识尧 病虫害知识尧
特色农产品知识等遥 这种综合性在资源建设中体现为

交叉性袁 并对农业知识服务资源建设提出较高要求袁
一是体现在资源组织与建设的工具尧 技术与方法层面曰
二是体现在资源组织与建设的管理制度尧 原则的组织

与协调层面遥

3 农业知识服务实践图景

农业知识服务的双重特性对农业知识服务的具体

实践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袁 梳理和总结发展历程袁 有

利于加深对农业知识服务双重特性的理解袁 也有利于

了解和掌握农业知识服务的发展趋势袁 为提出农业知

识服务发展建议提供依据遥
3.1 农业知识服务发展历程

3.1.1 萌芽院 与农业信息服务交织的探索期

依据 DIKW 模型袁 本文认为数据尧 信息尧 知识之

间存在金字塔层次关系袁 农业知识服务是农业信息服

务的高级阶段袁 在农业知识服务蓬勃发展之前袁 经历

了一段农业知识服务与农业信息服务交织发展的探索

时期遥 从 2005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 野加强农业信

息化冶 建设开始袁 农业信息化建设进入加快赶超阶段[20]袁
农业信息服务在这一时期也实现了服务内容尧 服务手

段尧 服务模式的创新袁 并开展了一些具备农业知识服

务实质特征的高阶农业信息服务遥 以上海 12316 三农

服务热线为例袁 2002 年成立之初作为开展农业科技咨

询的公益热线袁 提供信件回复尧 网上提问等初级信息

服务曰 基于信息技术的进步袁 12316 服务热线借助微

博尧 微信尧 今日头条尧 知乎尧 抖音等移动 APP 和网络

平台袁 将农业信息服务的内容拓展至图文信息和短视

频袁 实现了农业信息服务能力的提升曰 在此过程中袁
12316 服务热线通过多元化服务手段袁 提供信息推送尧
农业知识问答与咨询等属于高阶信息服务的服务内容袁
农业知识服务萌芽[21]遥

农业知识服务在与农业信息服务交织的探索发展

期袁 包括线下阶段和过渡阶段两个阶段袁 是农业知识

服务发展的积淀期遥 从用户角度 渊消费端冤 而言袁 通

过利用农业信息服务培养使用习惯尧 提升使用能力袁
如农业信息服务的网络平台服务模式尧 手机信息服务

模式尧 移动网络服务模式为农业知识服务用户使用移

动环境下的农业知识服务打下了基础 [22]曰 从知识服务

提供方 渊供应端冤 而言袁 在农业资源建设尧 农业服务

能力提升方面袁 都得到了一定的培养和增强遥 总之袁
通过一定时间的交织发展袁 农业知识服务在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尧 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尧 农村信息资源开发利

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良好的基础遥
3.1.2 发展院 以平台化为特征的爆发期

2012 年袁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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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院启动实施的 野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冶 建设项

目为依托袁 承担并展开了国内首个基于大数据的农业

专业知识服务系统建设与服务 [23]遥 这标志着在与农业

信息服务经过一段时间的交织发展以后袁 农业知识服

务在具备了成熟的发展条件后袁 正式进入独立发展时

期遥 此后袁 农业知识服务进入一个爆发发展期袁 呈现

出明显的平台化尧 品牌化特征遥
2015 年袁 在农业农村部尧 财政部尧 国家新闻出版

署的大力支持下袁 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开发建设 野智汇

三农冶 农业专业知识服务平台曰 2016 年袁 山东省农业

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牵头构建了农业科技信息与知

识综合服务平台曰 2018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正式发布中

国农业领域第一个 野农业专业知识服务系统冶遥
农业知识服务以平台化尧 品牌化为典型特征的爆

发发展期是农业知识服务发展的平台阶段袁 用户习惯

和使用能力得到进一步培养和加强袁 为进一步发展所

需要的口碑建设与载体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遥
3.2 农业知识服务发展趋势

在农业知识服务经过爆发发展期以后袁 新的数智

环境又给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袁 借助新一代云计算尧
人工智能尧 大数据等技术袁 向着智能化尧 精准化尧 数

字化尧 知识化等方向高歌猛进袁 进入数智期遥 根据农

业知识服务的双重特性袁 其未来发展趋势必然也会受

到知识服务行业特性和农业领域需求的双重影响遥
3.2.1 数智化对农业知识服务的影响

渊1冤 数智化影响政策调整袁 改变农业知识服务政

策环境和发展重点遥 围绕社会数智化发展趋势袁 国家

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袁 如国务院在 2015要2021 年间

相继发布 叶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曳 叶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曳 叶野十四五冶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曳袁 从

不同层面和视角对中国数智化发展作了方向性引领曰
在农业领域袁 国家农业农村部也出台了 叶农业农村部

大数据试点方案曳 叶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曳 等政策袁
对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回应与推

动遥 农业知识服务的发展与创新将在这些政策的引领

与支持下而持续深化袁 将以服务与支撑这些政策执行

与落地为工作重点遥
渊2冤 数智化影响社会需求袁 改变农业知识服务的

服务重心和服务逻辑遥 社会的数智化发展对农业知识

服务的需求在 野量冶 与 野质冶 两方面提升迅速袁 与之

相反袁 农业知识服务在知识资源组织建设尧 产品生产

和服务提供等方面的供给能力发展缓慢袁 差距拉大遥
因此农业知识服务的服务重心逐渐由资源端向用户端

转变袁 服务逻辑也从被动的 野以资源为中心冶 的资源

供给模式转向以 野用户为核心冶 的需求驱动服务模式遥
渊3冤 数智化影响技术应用袁 改变农业知识服务的

治理范式和服务效能遥 伴随数智技术的迅速发展袁 人

类对知识的组织管理深度也大幅提升袁 从最早的纸质

文献的摘编选录到现在围绕知识元进行知识图谱尧 本

体的构建袁 实现了知识元层次的深度开发遥 知识服务

治理的颗粒度的不断细化袁 体现的是知识服务治理范

式的变革袁 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服务治理与服务效能的

提升袁 对社会与用户的知识服务需求的回应在广度与

深度上都有了提升袁 农业知识服务作为知识服务的分

支袁 也不例外遥
3.2.2 农业知识服务的发展趋势院 进入数智期

渊1冤 基于知识服务袁 智能化尧 精准化继续深化遥
针对新技术环境下知识服务的发展趋向袁 相关研究指

出袁 已出现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尧 文本挖掘尧 认知计算尧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智能技术的新型知识服务袁 并总结出

语义搜索和智能问答尧 基于科学数据的知识服务尧 辅助

浏览和阅读型知识服务尧 多模态资源组织与关联发现服

务尧 科研驱动的知识服务的多元化发展等重点研究领

域[24]遥 而在实践中袁 野人工智能 + 信息资源冶 则成为

知识服务的主流模式袁 国内外典型案例包括 ELIXIR

渊欧洲生命科学大数据联盟基础设施冤尧 Semantic Scholar

学术搜索人工智能搜索引擎尧 TAIR 拟南芥信息资源服

务平台尧 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平台袁 这些平台采用

的知识服务模式可以划分为基于普惠需求的知识精准

发现服务尧 基于特定主题的精细化专题化知识服务尧
面向个性化需求的知识分析服务 3 种模式遥

知识服务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表明袁 在新的技术

环境下袁 智能化尧 精准化的趋势将持续深化袁 知识服

DOI院 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091

研究论文

30



2023年第 35卷第 3期

务理论与实践格局也将围绕这个趋势而发生变化遥 农

业知识服务的未来发展趋向也应如此遥
渊2冤 面向农业领域袁 知识化尧 数字化需要强化遥

数字化转型浪潮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全方位的影

响袁 农业领域也在人工智能尧 云计算尧 5G 技术等数字

技术进步的助推下发生了剧变要要要农业农村逐渐形成

了数字化的治理方式和服务模式袁 网络成为新工具袁
手机成为新农具[25]袁 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正在成为核

心生产要素与新生技术工具袁 知识化尧 数字化是未来

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趋势遥 2019 年 5 月袁 中共中央办

公厅尧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叶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曳袁
进一步明确要 野着力发挥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尧
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尧 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袁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冶 [26]遥 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与

政策背景之下袁 农业知识服务应以知识化尧 数字化为

导向袁 实现数智背景下的农业知识服务转型升级遥

4 数智背景下农业知识服务协同发展

建议

依据农业知识服务的双重特性尧 发展历程和未来

发展趋向袁 结合农业知识服务的重要使命袁 本研究提

出数智背景下农业知识服务内外协同的发展建议袁 从

顶层建设和具体执行两个层次为农业知识服务的理论

与实践发展提供学术参考遥
4.1 战略引领袁 聚焦发展重点

农业作为国之大本袁 政策导向明显袁 支撑与服务

国家战略是农业知识服务的重要任务遥 数智背景下袁
农业知识服务实现协同发展需在战略层面明确发展重

点袁 集中力量优先完成重点任务成为发展的首要任务遥
一是应在规划层优化农业知识服务的布局袁 实现农业

知识服务资源和服务的优化配置曰 二在执行层优先满

足重点领域需求遥
4.1.1 规划层提升袁 优化农业知识服务布局

数智背景下中国农业知识服务发展的主要矛盾是

有限的农业知识服务资源和能力与国家农业发展无限

的知识服务资源和能力需求之间的矛盾遥 在这个主要

矛盾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大前提下袁 农业知识服务创

新发展都围绕着如何在有限的资源和能力范围之内实

现最大效益进行遥 因此袁 实现农业知识服务协同发展

更应以战略为引领袁 在规划层提高农业知识服务谋篇

布局的能力袁 实现农业知识服务资源尧 服务和产品的

优化调整与分配袁 将农业知识服务的优质资源尧 服务

和产品向重点领域进行倾斜遥 例如袁 稳定农产品和粮

食安全供给尧 解决种业 野卡脖子冶 问题尧 实现乡村振

兴等作为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方面袁 农业知识服务应

优先考虑上述重点领域并适当部署更多的农业知识服

务资源和服务遥
4.1.2 执行层落实袁 优先满足重点领域需求

依据规划层部署袁 执行层应以国家农业战略尧 政

策为导向袁 对重点领域的农业知识服务需求进行优先

满足遥 这种优先满足体现在根据不同的领域需求进行

规划与整合袁 能有针对性地调整农业知识服务资源组

织尧 产品创新和服务提供袁 对农业领域的重点领域与

重点任务进行优先保证与充分满足遥 具体措施与建议

主要包括内外合作和供需协同两大部分遥
4.2 内外合作袁 整合优势资源

数字化浪潮之下袁 数据资源特性 渊数量尧 结构尧
关系等冤 与用户需求 渊种类尧 层次尧 时效等冤 日趋复

杂袁 政策要求尧 技术发展等外部环境动态发展袁 对于

农业知识服务来说袁 单独依靠农业领域内的文献情报

机构等知识服务主体来实现农业知识服务的转型升级

并非明智之举遥 全面整合内外优势资源促进自身发展

是未来农业知识服务发展的重要途径遥
对外袁 汲取行业优势袁 与知识服务行业进行多样

化合作袁 有利于充分吸收借鉴行业先进的理念尧 技术

与方法来促进自身发展曰 对内袁 深掘农业特色袁 在农

业领域进行交流与协作袁 有利于减少重复建设尧 形成

集群效应袁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遥
4.2.1 行业内交流袁 提升知识服务能力

与知识服务同行交流袁 深化农业知识服务的精准

化与智能化遥 知识服务行业内无论是市场化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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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商袁 还是公益性的文献情报机构等袁 都在进行多

层次尧 丰富的知识服务探索袁 在平台和系统建设尧 知

识服务工作模式和体系尧 方法和工具建设方面都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27]袁 是知识服务精准化与智能化进一步

提升重要基础遥 农业知识服务可以通过交流合作实现

自身发展袁 主要包括两类 渊表 3冤院 在理念尧 方法尧 模

式等 野软实力冶 方面得到提升袁 扬长避短促进农业知

识服务模式和机制的创新曰 在信息技术尧 应用平台等

野硬实力冶 方面有所增进袁 提升农业知识服务方法和技

术的创新袁 实现 野软实力冶 + 野硬实力冶 = 农业知识服

务整体能力的提升遥
农业知识服务开展行业内学习与交流的途径可以

不断扩充与更新院 一是合作袁 可以加强与行业内实力

较强的知识服务企业尧 知识服务机构的合作袁 如图书

馆知识服务尧 出版知识服务袁 在合作过程中就知识服

务的软实力与硬实力方面进行交流尧 学习和提升曰 二

是资源互换与共享袁 农业知识服务机构在农业领域的

特色资源尧 用户数据等方面有独到优势袁 可以通过加

强农业特色优势资源宣传袁 与同行业的友商或机构在

软实力与硬实力方面进行资源互换与共享袁 实现双赢曰
三是购买袁 可以适当购入市面上的数据库尧 数据服务尧
知识服务技术与工具等来提升自身的知识服务能力遥
4.2.2 领域内协作袁 强化农业领域特色

在农业领域内加强协作袁 强化农业知识服务的数

字化尧 知识化遥 农业知识服务未来发展不仅事关农业

知识服务机构本身袁 同时与涉农领域的组织与个人都

息息相关袁 因此应充分开展农业领域内的协作袁 强化

农业领域特色遥 农业领域内的通力协作可以围绕农业

知识服务知识生产尧 用户分析和智能服务三大模块来

开展袁 其中知识服务机构主要贡献知识服务所需的专

业技术尧 方法与专业人才袁 负责知识服务流程的组织

与开展曰 其他主体与用户袁 主要贡献基础知识数据尧

用户数据尧 专家等袁 负责配合农业知识服务机构的数

据提供尧 资源采集尧 意见反馈等工作遥 农业领域内部

加强合作袁 一方面有利于资源之间的打通尧 融合和共

享袁 减少重复建设袁 提高共享与复用效率曰 另一方面

有利于充分融合不同主体的专业特色袁 挖掘农业领域

特色遥
4.3 供需协同袁 培育服务生态

实现农业知识服务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农业知识

服务用户的需求能不断地得到充分满足袁 而这一切的

重要前提是农业知识服务用户的需求能充分且正确地

被识别和被理解遥 因此袁 全面识别和满足用户需求袁
培育和谐知识服务生态成为未来农业知识服务发展的

重要任务遥
4.3.1 消费端细化袁 全面识别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消费端引入市场化思维袁 分群体全面识别用户个

性化需求遥 引入市场化思维袁 强调 野用户至上冶袁 以市

场化的触角去研究农业知识服务用户袁 细化用户的每

一项需求袁 制定分群体的需求识别框架袁 使用户个性

化的需求能够被 野看见冶 和被 野理解冶遥 在这个过程

中袁 充分利用多种调查手段与渠道去获取与分析不同

用户群体的需求袁 比如普通农户的信息足迹较少袁 主

要通过线下走访尧 调查等途径获得用户信息需求数据曰
而科研用户尧 管理者线上足迹较多袁 则主要采用问卷

调查尧 用户画像尧 用户行为分析等方法与工具去获取

与分析用户需求遥 另外袁 受用户需求搜集途径尧 用户

表达习惯等的影响袁 识别出来的需求和用户实际的需

求之间尧 用户表达的需求和知识服务提供方之间的需

求等之间可能还存在偏差遥 所以袁 应加强对数字化尧
智能化技术在农业知识服务中尤其是用户需求识别与理

解中的应用袁 通过机器学习尧 自然语言处理尧 神经网络

等技术来解决用户信息需求识别与理解方面的困难遥
表 3 知识服务能力分类

Table3 Classification of knowledge service capability

能力分类 主要内容 对知识服务的影响 

软实力 知识服务理念、模式；人才队伍；工具、方法、技术应用能力与经验等 对知识服务目标、服务模式、服务机制等产生影响 

硬实力 基础设施、工具、技术、信息系统、应用平台 对知识服务的产品研发与供应、服务能力等产生影响 

 

DOI院 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091

研究论文

32



2023年第 35卷第 3期

4.3.2 供应端活化袁 全面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

供应端搭建产品与服务矩阵袁 全面满足用户的多

样化需求遥 用户需求被 野看见冶尧 被 野理解冶 之后需要

被 野满足冶袁 才能形成农业知识服务发展的逻辑闭环遥
不同的用户群体尧 个性化的用户需求袁 呈现到知识服

务供应方就是多样化的需求遥 靠单一的扁平化的产品

与服务 渊如一种方式尧 一个模式或一个平台冤 无法满

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遥 因此袁 农业知识服务供应端应

实现活化袁 通过 野求多求全冶 和 野求精求专冶 两种思

路袁 建立多元立体的农业知识服务产品和服务矩阵

渊表 4冤袁 来满足不同用户的多样化需求遥 野求多求全冶
指同一个服务机构或服务平台袁 可以向不同的用户群

体提供多样化的知识服务遥 例如袁 一个综合的农业知

识服务平台袁 不管是涉农科研工作者尧 农业用户袁 还

是涉农管理者袁 都可以获得能满足自己需求的产品和

服务遥 野求精求专冶 指农业知识服务机构或平台指面

向特定群体或只提供特定产品或服务袁 能满足的农业

知识服务需求有限遥 这两类发展思路都有存在的必要袁
前一种发展思路在广度上有利于不同的农业知识服务

需求得到满足袁 后一种发展思路在深度上有利于某种

类型的农业知识服务需求保质保量地被满足遥 这两种

思路的农业知识服务各自越能实现良好发展袁 越有利

于提高农业知识服务的整体发展水平袁 越有利于不同

的农业知识服务需求得到满足袁 实现农业知识服务发

展目标遥

5 结 语

数智时代农业知识服务的发展从强化知识服务内

核和农业领域特色两个面向切入袁 通过顶层设计层面

加强资源与能力的优化布局袁 执行层面内外协作袁 供

需协同袁 在精准化尧 智能化尧 数字化尧 知识化方向上

不断强化袁 这是数智背景下农业知识服务发展的主要

发展策略遥 着眼农业知识服务实践袁 如何更好地理解

用户尧 如何更好地理解农业专业知识尧 如何更好的开

发产品与服务袁 还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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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rategic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trend and practice path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ata-driven intelligence, and serves to support major

nat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igita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Method/Proces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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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ser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dustry and

discipline. In terms of industry, it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industry positioning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while in terms of

discipline, the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are analyzed. In order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ervice development course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trend.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national strategy for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in supporting strategic development and serving rural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we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two levels of strategy and implementation. [Results/Conclusions]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takes knowledge service as the c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is characterized with the service based on the agricultural field. From

the development stage,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is the exploratory period of

interwoven development with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The second stage is characterized with the explosive development of

platformization. It is now entering the third stage - the stage of data-driven intelli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this stage is characterized with precision, intelligence, digitalization and knowledg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and better serve and support the national strateg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cluding the strategic level and the implementation level. At the strategic level,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should be guided by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optimize the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service, maximize the benefit of resource and service allocation,

focus on the key points of national strategic development, and give priority to meet the key needs of national strategic development. At

the implementation level,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should implement intra-industry and extra-industry cooperation, integrate

superior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service supply and the service demand, so as to build a harmonious

knowledge service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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