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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信息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CiteSpace为手段,基于

WebofScience数据库和CNKI数据库,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农业信息化领域研究的发展态势,为该领域科研工作

者与决策者提供参考.结果显示:国外方面,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国家科

研机构和大学为主要发文机构,其中美国研究机构发文最多;来自荷兰和美国的作者发文最多,但也比较分散;高

影响力论文大多来自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自美国和荷兰等国的期刊较多,且语种多为English;更加

关注现代信息技术在具体农业管理和农业生产中的应用研究.国内方面,中国虽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

等发达国家开展了比较频繁的国际合作,但发文质量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农业科学院是相对优势比较突出的机构;

研究比较宽泛,且发表刊物总体水平不高,中文核心期刊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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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农业信息化作为信息

化的重要方面,近年来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极大关注,最典型的就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1年(2005-
2015年)关注农业农村信息化,并将其作为重大国策[1-3].与此同时,关于农业信息化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

践活动也蓬勃发展[4],相应地,有关农业信息化领域的研究文献逐年增长,这些文献客观地记录了该领域

的发展概貌,开展农业信息化领域的研究文献分析以了解农业信息化领域的研究现状,对把握该领域的整

体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文献计量学在农业领域的应用逐渐增多,如TancoigneE等[5]基于 Web
ofScience对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的科学文献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以帮助追踪农业科学的研究主题;

ZhouPing等[6]基于 WebofScience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中国与英国在食品和农业中的国际合作;Aleixandre
等[7]基于SCI-E数据库采用文献计量分析了1954-2013年间有机农业的科学生产力、合作研究和影响;李

晓等[8]基于 WebofScience、CABI数据库和CNKI数据库分析了国内外超级稻研究现状;邬亚文等[9]基于

Scopus数据库分析了国内外水稻的发展动态;高懋芳等[10]基于ISIWebofScience和CNKI数据库分析了

国内外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现状;赵晓莅等[11]基于国内外专业数据库对2005-2012年西南大学农业科学学

科发展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同时也有关于农业信息化文献计量方面的文献,如邓燕萍等[12]基于CNKI统

计分析了中国农业信息化研究文献数据、期刊、主题等特征;黄灏然[13]基于CNKI分析了我国农业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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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数量及发展阶段、主要作者、主要研究机构、文献出版来源、研究热点等;韩春艳等[14-15]基于CNKI
分析了中国农业信息化研究文献的年代分布、期刊分布、内容分布、产出单位等,但是尚未见基于 Webof
Science和CNKI数据库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国内外农业信息化领域研究的相关报道.本文利用 Webof
Science数据库[16]和CNKI数据库(中国知网)[10,17],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以CiteSpace为手段,分析

国内外农业信息化领域研究的现状,揭示其发展趋势,以期为农业信息化领域科研工作者与决策者提供参

考,促进农业信息化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

1 材料与方法

本文中的英文文献信息来源于 WebofScience数据库[16],它是一个综合性、多学科、核心期刊引文索

引数据库,有一套非常严格的遴选标准;中文文献信息来源于CNKI数据库[10,17],它是国内最大的文献数

据平台之一,在各研究机构中应用非常广泛.这2个均为网络数据库,并在国内外有较好的权威性和认可

度.文献时间范围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具体检索时间为2015年10月25日.英文检索式以TI=
((agricultur*ORfarm* ORagro* ORgeoponic* ORcountrysideORvillageORrural)AND(infor-
matizationORinformationORdigitalORinternetORnetworkORexpertsystem ORdecisionsupport
system))或者 TS=((agricultur* NEARinformati*)OR (farm* NEARinformati*)OR (agro*
NEARinformati*)OR(geoponic* NEARinformati*)OR(countrysideNEARinformati*)OR(vil-
lageNEARinformati*)OR(ruralNEARinformati*))ANDSU=(agricultureORforestryORfisher-
ies)进行检索.中文检索式以篇名=“农业信息化”进行检索.

2 结果与分析

2.1 文献发表情况及产出趋势分析

采用上面所述方法,在 WebofScience和CNKI2个数据库中分别检索出文献5637篇和2421篇,

见图1.

图1 WebofScience和CNKI数据库中农业信息化相关论文的年度分布

由图1可以发现,自20世纪初发表农业信息化领域的相关文献以来,国际上农业信息化领域文献发表

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而国内于1989年首次发表有关农业信息化领域的文献,随后发文量亦呈逐年上升趋

势,农业信息化领域研究受到了国内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可以看到,国内农业信息化领域研究晚于国际,但

与国际上的研究走向基本一致,尤其是在1997年以后,国内研究开始进入大幅增长阶段,并在2006年达

到顶峰,之后趋于稳定.经过近10年的学界研究,国家层面的农业信息化政策制定已然成熟,2005年起,
国家以中央一号文件形式连续11年(2005-2015年)从不同角度关注农业农村信息化.尽管2006年之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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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信息化文献量有所降低,但学界还是从不同角度在研究农业信息化这一问题,一方面中央一号文件为学

界研究提供了方向,另一方面,学界研究也为国家进一步细化农业信息化工作提供了参考,此时,该领域

研究与之前的发文量相比依然处于较高水平,在学界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和研究度.

2.2 农业信息化的主要研究国家分析

WebofScience数据库中检索出了不同国家在农业信息化领域研究的基本情况.由检索结果可知,

美、英、澳、德、中、加等国家的论文数量比较多,均超过了300篇;累计被引频率处于前列的分别为

美、英、澳、荷、加、德等国家,均超过了3800次,其中美国高达22137次;篇均被引频率处于前列的

分别为荷兰、英、澳、丹麦等国家.中国在该领域的文献发表量虽然位列第5位,但其被引频次和篇均被

引次数均比较落后.由此可知,美、英、澳、荷等国家无论是在文献发表数量还是在文献质量方面都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同时还可以发现,中国该领域的论文主要发表在21世纪,因为该阶段与美、澳、加、英

等发达国家开展了比较频繁的国际合作.这与近几年来中国支持“走出去,请进来”战略有很大关系,更

多的科研人员有机会出国学习与交流,国内单位也可以把国外知名学者请来参加学术活动与项目合作

研究.这有助于中国农业信息化领域科学研究紧跟国际前沿,瞄准热点问题,通过与世界高水平机构与

学者合作,共同探讨农业信息化发展.

2.3 农业信息化的发文机构比较分析

WebofScience中检索发现国内外共有985个机构发表了农业信息化的研究文献,分布较为广泛.从机

构论文与引文统计情况可知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和中坚力量.统计范围内,

国际上农业信息化文献发表量在50篇以上的研究机构有17个,共计发文1137篇,占外文全部发文量的

20.17%.发文量最多和累计被引频次最高的均是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组织(USDAARS),而篇均被引次数

最多的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及其研究中心.前17个机构中有2个是中国的研究机构,分别是中国农业科学

院和中国农业大学,这也显示出中国在农业信息化领域较强的整体实力,但仍可看出这2个机构文献质量

方面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差距.
CNKI中检索了国内农业信息化研究文献发文量在20篇及以上的机构论文的产出与引证情况.通过检

索可知,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发文量、累计被引频次和篇均被引次数均名列前茅,尤其是累计被引频次和篇

均被引次数,均居榜首,且远高于其他机构;湖南农业大学的发文量虽居于榜首,但是其累计被引频次和

篇均被引次数均处于后位;中国农业大学的发文量虽然居于第6位,但是其累计被引频次和篇均被引次数

均处于前3位.
从以上国际、国内研究机构发文量和累计被引频次排序可以看出(具体见表1),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农

业信息化领域的科研力量相对优势比较突出,在国际上有一定地位,在国内也是引领农业信息化研究发展

的重要力量.

2.4 高影响力论文

高影响力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和学术引领作用,一般会在该领域得到研究者的有效利用[18].
通过分析本领域高影响力论文,可以评估不同国家(地区)或机构的科研实力与学术水平,同时也可探讨领

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态势[10].WebofScience中检索发现排名居于前列的英文文章大多来自欧美等发达国

家和地区(具体见表2),这些国家开展农业信息化领域研究较早,掌握的数据与方法也较全面系统,加之

英语的通用以及期刊的主办等因素,其研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较高[7].英文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0位

里面没有来自中国作者的论文,这也说明中国学者虽然在发表论文数量方面位居前列,但在高影响力、高

水平论文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CNKI中检索出中文论文被引频次超过100次的文献有7篇(具体见表2),其中中国农业科学院梅方

权发表的文献《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分析》被引频次最高,为224次,其次为清华大学郑红维

发表的文献《关于农业信息化问题的思考》(142次)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赵元凤发表的文献《发达国家农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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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的特点》(140次),这3篇文献均发表在《中国农村经济》上.
表1 WebofScience和CNKI数据库中农业信息化发文量居于前列的研究机构

序号 研 究 机 构
文献数量

篇数/篇 排序

被引频次

次数/次 排序

篇均被引次数

次/篇 排序

1 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组织(USDAARS) 121 1 2151 1 17.8 6

2 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INRA) 110 2 1328 3 12.1 13

3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84 3 817 10 9.7 15

4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81 4 1196 5 14.8 8

5 中国农业科学院 69 5 641 15 9.3 16
6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67 6 1325 4 19.8 2

7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 64 7 2087 2 32.6 1

8 加拿大农业和农业食品部 62 8 1085 6 17.5 7

9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58 9 773 11 13.3 12
10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57 10 631 16 11.1 14

11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 56 11 1068 7 19.1 3

12 中国农业大学 54 12 369 17 6.8 17

13 美国普渡大学 52 13 752 12 14.5 10

14 美国佐治亚大学 51 14 967 8 19.0 4

15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51 14 940 9 18.4 5
16 美国农业科学研究院(ARS) 50 16 737 13 14.7 9

17 美国康奈尔大学 50 16 712 14 14.2 11

18 湖南农业大学 53 1 129 10 2.43 13

19 中国农业科学院 44 2 1057 1 24.02 1

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39 3 410 2 10.51 6
21 河北农业大学 31 4 209 8 6.74 9

22 吉林大学 28 5 271 5 9.68 7

23 中国农业大学 27 6 371 3 13.74 2

24 安徽农业大学 24 7 297 4 12.38 4

25 山西农业大学 21 8 242 7 11.52 5
26 沈阳农业大学 20 9 249 6 12.45 3

27 东北农业大学 20 9 120 11 6.00 10

28 北京农学院 20 9 58 13 2.90 12

  注:上表中序号1~17由 WebofScience数据库检索得到,序号18~28由CNKI数据库检索得到.
表2 WebofScience和CNKI数据库中农业信息化被引频次居于前列的文献

序号 文献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单位 文献来源 被引频次 发表时间

1 History,currentstatus,andcol-
laborativeresearchprojectsforBe-
misiatabaci

OliveiraMRV USDA,WesternCotton
ResLab,Phoenix,USA

CROPPROTECTION 271 2001

2 Understanding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exploringtheroleof
shortfoodsupplychainsinrural
development

RentingH UnivWageningen&Res
Ctr,RuralSocialGrp,

DeptSocialSci,Nether-
land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A

256 2003

3 Review ofgreenhousegasemis-
sionsfrom cropproductionsys-
temsand fertilizer management
effects

SnyderCS Int Plant Nutr Inst,

Conway,USA
AGRICULTURE ECO-
SYSTEMS & ENVI-
RONMENT

255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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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2

序号 文献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单位 文献来源 被引频次 发表时间

4 Organicinputsforsoilfertility
managementintropicalagroeco-
systems:applicationofanorganic
resourcedatabase

PalmCA UNESCO,TSBF,Trop
SoilBiol & FertilPro-

gramme,Kenya

AGRICULTURE ECO-
SYSTEMS & ENVI-
RONMENT

242 2001

5 Networksofpowerandinfluence:

theroleofmycorrhizalmycelium
incontrollingplantcommunities
andagroecosystemfunctioning

LeakeJR Univ Sheffield, Dept
Anim &PlantSci,Eng-
land

CANADIANJOURNAL
OF BOTANY-REVUE
CANADIENNE DE
BOTANIQUE

218 2004

6 Apparentsoilelectricalconductivi-
tymeasurementsinagriculture

CorwinDL USDA ARS,GeorgeE
Brown Jr Salin Lab,

USA

COMPUTERS AND E-
LECTRONICSIN AG-
RICULTURE

209 2005

7 Can midinfrared diffusereflec-
tanceanalysisreplacesoilextrac-
tions?

JanikLJ CSIRO,Glen Osmond,

Australia
AUSTRALIAN JOUR-
NALOFEXPERIMEN-
TALAGRICULTURE

203 1998

8 Conceptsinproductionecologyfor
analysisandquantificationofagri-
culturalinput-outputcombinations

vanIttersum
MK

Wageningen Univ Agr,

DeptTheoretProdEcol,

Netherlands

FIELD CROPS RE-
SEARCH

195 1997

9 Historyand evaluation of Har-

greavesevapotranspiration equa-
tion

Hargreaves
GH

UtahStateUniv,IntIr-
rigatCtr,DeptBiol &
IrrigatEngn,USA

JOURNALOFIRRIGA-
TIONANDDRAINAGE
ENGINEERING-ASCE

192 2003

10 Risk-sharing networks in rural
Philippines

FafchampsM Univ Oxford, Dept
Econ,England

JOURNALOFDEVEL-
OPMENTECONOMICS

185 2003

11 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战

略分析

梅方权 中国农业科学院文献信

息中心

中国农村经济 224 2001

12 关于农业信息化问题的思考 郑红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农村经济 142 2001

13 发达国家农业信息化的特点 赵元凤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文

献信息中心

中国农村经济 140 2002

14 中国农业信息化发展研究 傅洪勋 华南农业大学工学院 农业经济问题 137 2002

15 国外农业信息化发展现状及特点 卢丽娜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中国农村小康科技 118 2007

16 国外农业信息化发展趋势 沈瑛 浙江大学图书馆 世界农业 111 2002

17 国外主要国家农业信息化发展现

状及特点的比较研究

范凤翠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

经济研究所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109 2006

  注:上表中序号1~10由 WebofScience数据库检索得到,序号11~17由CNKI数据库检索得到.

2.5 农业信息化的主要研究人员分析

学术界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一领域关注的重点及关注的程度可通过论文发表数量和高被引论文来反

映[5],研究者在某一领域的成就也可通过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频次来反映.WebofScience中检索发现国

际上农业信息化发文量在10篇及其以上的作者主要来自荷兰(3位)、美国(2位)、澳大利亚(1位)、中国

(1位)、肯尼亚(1位),这些作者总共发文216篇,占全部作者发文量总数的3.83%,分布比较分散(具体

见表3).发文量居前4位的作者分别来自荷兰和美国,这些作者的发文量合计占到前21名作者发文量的

28.70%;累计被引频次和篇均被引频次最高的3位作者分别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从整体上看,发文量大

5第8期       丁恩俊,等:基于文献计量的国内外农业信息化研究态势分析



的核心作者与发文质量高的核心作者位次有所调整,但范围并未变化,仍集中在前21位作者中.
CNKI中检索出国内农业信息化发文量在5篇及其以上的作者有22位,总共发文137篇,占全部作者

发文量总数的5.66%,由此可见,该领域人员分布比较分散(具体见表3).发文量居前3位的作者分别为贵

州师范大学的刘小平副教授、山西农业大学的吕晓燕研究馆员和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的卢丽娜研究馆员,这

些作者的发文量合计占到前22名作者发文量的21.90%;累计被引频次和篇均被引频次最高的3位作者分

别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梅方权教授、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的卢丽娜研究馆员和内蒙古农业大学的赵元凤教

授.从整体上看,发文量大的核心作者与发文质量高的核心作者位次变化较大,结合高影响力论文可知,清

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郑红维(142次)、华南农业大学工学院的傅洪勋(137次)、浙江大学图书馆的沈瑛

(111次)、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范凤翠(109次)等人发文数量虽然不多,均为1篇,但引用

率均超过100次,相应地,其篇均被引频次也都在100次以上.
表3 WebofScience和CNKI数据库中农业信息化发文量居于前列的作者

序号 作 者 国别/作者单位
文献数量/篇

篇数 排序

累计被引频次

次数 排序

篇均被引频次

次数 排序

1 HoogenboomG 美国 17 1 464 1 27 3

2 DijkhuizenAA 荷兰 16 2 138 7 9 12

3 JonesJW 美国 15 3 253 4 17 5

4 HogeveenH 荷兰 14 4 223 5 16 7

5 FranzelS 肯尼亚 13 5 132 9 10 10

6 HuirneRBM 荷兰 13 5 116 11 9 12

7 PannellDJ 澳大利亚 10 7 206 6 21 4

8 WangJ 中国 10 7 103 13 10 10

9 刘小平 贵州师范大学 13 1 95 7 7.31 14

10 吕晓燕 山西农业大学 9 2 153 4 17.00 5

11 卢丽娜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8 3 289 2 36.13 3

12 梅方权 中国农业科学院 7 4 394 1 56.29 1

13 杨宝祝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 4 50 11 7.14 16

14 郑国清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信息研究所 7 4 113 6 16.14 6

15 陈熙隆 四川文理学院 6 7 42 17 7.00 17

16 段韶芬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信息研究所 6 7 134 5 22.33 4

17 李道亮 中国农业大学 6 7 44 14 7.33 13

18 李燕凌 湖南农业大学 6 7 14 18 2.33 20

19 刘丽伟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6 7 62 10 10.33 9

20 王健 河北农业大学 6 7 43 15 7.17 15

21 高万林 中国农业大学 5 13 43 15 8.60 12

22 黄世祥 安徽农业大学 5 13 45 13 9.00 11

23 林涛 广西农业科学院 5 13 48 12 9.60 10

24 刘波 湖南农业大学 5 13 14 18 2.80 18

25 刘玮 湖南农业大学 5 13 13 20 2.60 19

26 王恒玉 西北师范大学 5 13 66 9 13.20 8

27 俞守华 华南农业大学 5 13 70 8 14.00 7

28 张云鹏 河北联合大学 5 13 3 22 0.60 22

29 张振国 陕西科技大学 5 13 8 21 1.60 21

30 赵元凤 内蒙古农业大学 5 13 192 3 38.40 2

  注:上表中序号1~8由 WebofScience数据库检索得到,序号9~30由CNKI数据库检索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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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农业信息化的主要期刊比较分析

WebofScience中检索得到的外文文献中,期刊论文来自127种杂志,排名前列的期刊主要来自荷兰、

美国、英国等,其中荷兰的期刊数量最多(6种),其次为美国(5种).载文量最多的为英国的刊物《COM-

PUTERSANDELECTRONICSINAGRICULTURE》,位于前5位的其他4种期刊分别为荷兰的2种刊

物《AGRICULTURALSYSTEMS》、《AGRICULTUREECOSYSTEMS&ENVIRONMENT》,以及美国

的2种刊物《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JOURNALOFDAIRY

SCIENCE》.以上5种刊物的文献数量均在100篇以上,也是刊发农业信息化领域相关论文超过100篇的5
种期刊.同时也发现,这些期刊大多来自美国和荷兰,且语种均为英语.这也印证了由于英语的通用以及期

刊的主办等因素,这些国家的研究人员和主办的期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均较高.

CNKI数据库中,刊发农业信息化领域相关论文的期刊共有432种,其中论文数在10篇及以上的有38
种,在20篇及以上的有16种.其中载文量最多的期刊是《农业网络信息》,达164篇,其次为《农业图书情

报学刊》和《安徽农业科学》,分别为58篇和51篇;引用次数最多的是《农业网络信息》,高达1350次,其

次为《农业图书情报学刊》和《世界农业》,分别为726次和615次,第1名引用次数遥遥领先于第2名,原

因可能在于,一是当某篇文献的引用次数达到一定数值后,就会成为高被引论文,然后进入一个类似绿色

通道的状态,即后面的科研工作者在检索相关文献时,会首先关注该篇文献,引用该篇文献的概率就会增

大;二是一些作者也会通过引用高被引论文来证明自己文献综述的典型性与代表性[7].

2.7 农业信息化领域的研究主题比较分析

关键词是论文的核心与精髓,也是论文的研究主题的表达.可通过绘制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利用关

键词之间的紧密程度分析农业信息化领域的研究主题.本文以CiteSpace为手段对国内外农业信息化领域

的论文,尤其是高被引论文在不同时期的高频关键词进行了聚类分析,具体见图2和3.

图2 国外农业信息化的研究主题

通过对高被引论文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可知,国际上农业信息化领域主要关注管理、土壤、农场、牲畜、

庄稼、系统、除草剂、种子等方面的研究(见图2).这说明国外农业信息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关注现代信息技

术在具体农业管理和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国内农业信息化领域高被引论文的关键词聚类如图3所示,在早

期(1990年),该领域主要关注自然灾害损失、服务效益、数量决策、超前服务和信息报送等方面的研究,

到现在(2014年)则主要关注热点追踪(专题论述、国内外研究回顾等)、农业信息化(影响因素、模式、建

7第8期       丁恩俊,等:基于文献计量的国内外农业信息化研究态势分析



议、农业信息技术等)、农业信息资源和数据采集等方面的研究.对比国内外高影响力论文的关键词聚类分

析,可以看出,我国在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具备先进的农业信息化理念,并从宏观层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

究;而国外的相关论文则更加关注农业信息化在具体管理和生产中的应用研究.

图3 国内农业信息化的研究主题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 论

通过 WebofScience和CNKI两大数据库,利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以CiteSpace为手段,从论文产

出、引文分析等多视角对农业信息化领域的研究国家、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出版期刊、研究主题等做了全

面的统计比较分析.检索统计分析结果可知:

1)从研究国家来看,美、英、澳、荷等国家在农业信息化领域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中国的外文

发文量位居第5位,累计被引频次位居第8位,但篇均被引频次位列第18位,处于末位.看出中国发文质

量上与其他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中国与美、澳、加、英等发达国家也开展了比较频繁的国际合作.

2)从研究机构来看,农业信息化领域研究发文最多的研究机构主要是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如排名前

三的分别为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组织、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等,其中来自美国的研究

机构最多.以上均说明在该领域有影响力,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始终保持在欧美发达国家范围内.国内在农

业信息化领域相对优势比较突出的机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

3)在高影响力论文中,排名前列的英文文章大多来自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没有来自中国作

者的论文,在国内,被引频次居于前3位中有2位作者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中国

农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此领域的整体研究实力强,值得关注.

4)从研究人员来看,国外来自荷兰和美国的作者发文最多,但也比较分散,国内发文较多的作者分

别来自贵州师范大学、山西农业大学、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中国农业科学院等,但经过分析发现,应加

强对中国农业科学院(含农业信息研究所、科技情报研究所)等机构的关注,它们在农业信息化领域虽然

文献数量不多,但引用率很高,成绩卓越,这说明中国农业科学院及其研究人员整体实力较强,尤其值

得关注.

5)从文献出版期刊来看,国外来自美国、荷兰等国的期刊较多,且语种多为英语,呈现出比较离

散的状态,集中程度相对较低.国内的刊物中发文量最多的2种期刊为《农业网络信息》和《农业图书

情报学刊》,均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主办,但纵观居于前列的期刊,可以发现,其总体水平不高,中文

核心期刊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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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从研究主题来看,国外更加关注现代信息技术在具体农业管理和农业生产中的应用研究,而国内主

要关注热点追踪(专题论述、国内外研究回顾等)、农业信息化(影响因素、模式、建议、农业信息技术等)、

农业信息资源和数据采集等方面的研究.

3.2 建 议

1)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国内相关主管部门应继续大力支持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关机构

的访问、交流、学习、合作等项目,进一步加快中国农业信息化领域的研究进程,推进农业信息化领域实践

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三农.

2)积极提升并创办学术期刊.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的发表平台和学术成果的传播载体,是推动学术发

展、推动学术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国内相关主管部门要提升国内期刊质量,同时积极创办国际化的期刊,以

扩大国际影响力和加强国内外的交流.

3)夯实农业信息化的研究深度.国内目前在数据采集、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管理和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以及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研究都相对薄弱,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加大对该方面的引导和支持,

促进该领域的深入研究,以更好地发挥农业信息化对三农问题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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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oreticalresearchandpracticesummarizationofagriculturalinformatizationisnowaresearch

hotspotintheacademicfield.BymeansofCiteSpace,bibliometricanalysismethodsareemployedinthis

papertoinvestigatethepaperspublishedinrecentyearsinthedatabasesWebofScienceandCNKI,based

onindexessuchaspaperliteraturenumber,countries(regions),authors,majorjournalsandcitations.

ThecurrentsituationofagriculturalinformatizationresearchbothinChinaandintheworldisanalyzedfor

thepurposeofunderstandingthehottopicsatpresentandprovidingusefuldataforresearchersanddeci-

sionmakersinthefieldofagriculturalinformatization.Basedonthesepapers,theUnitedStates,Britain,

AustraliaandtheNetherlandsareinthetoppositionintheworldinthefieldofagriculturalinformatiza-

tion.Thepapersaremainlyissuedbynationalresearchinstitutionsanduniversities,mostofwhichare

fromtheUnitedStates.TheirauthorsaremostlyfromtheNetherlandsandtheUnitedStates,thoughthey
arerelativelydispersed.High-impactpapersaremostlyfromtheUnitedStates,Europeandotherdevel-

opedcountriesandregions;andjournalswithahighimpactfactor(IF)aremainlyfromtheUnitedStates,

theNetherlandsandsomeothercountries,andthelanguageusedisgenerallyEnglish.Themajorresearch

directionistheapplicationofmoderninformationtechnologyinspecificagriculturalmanagementandagri-

culturalproduction.ThoughChinahasmadequitefrequentinternationalcoopationwithdevelopedcountris

suchastheUnitedStates,Australia,Canada,andBritain,thereremainsaratherbiggapbetweenChina

andthesecountriesinthequalityofthepublishedpapers.Chinese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has

comparativeadvantagesoverotherinstitutionsinChina.Thedomesticresearchofagriculturalinformatiza-

tionisquitebroad;andtheranksofthepublishingjournalsarenothighenough,andfewofthejournals

areonthelistof“corejournalsofChina”.

Keywords:agriculturalinformatization;bibliometricanalysis;WebofSciencedatabase;CNKIdatabase;

statusand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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