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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数据时代，信息资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3 大战略资源之一，公开、透

明、全面的农业信息资源是构建现代农业市场体系必要条件，健全、高效的农业信息

监测预警系统是实现农业信息化、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从农业信息采集机构及技术、
农业信息分析机构及方法、农业信息发布机制及渠道等方面，研究澳大利亚农业信息

监测预警体系，发现澳大利亚已经形成了分工明确、及时高效，有法可依、有据可

寻，全民参与、应用度高的运行机制，为其农业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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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农业信息监测预警工作是澳大利亚政府管

理农业的一个重要手段。澳大利亚高度重视农业信

息的采集、加工、分析、发布和利用，较早地开展

了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运行监测预警工作。时至

今日，澳大利亚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农业信

息监测预警体系。其中，在农业信息采集方面，形

成了由专门机构和相关协会共同承担，农户自发参

与的农业信息采集系统; 在农业信息分析方面，组

建了一支 “产、学、研”相结合的，由政府部门、
研究单位、大学以及相关协会跨部门整合的分工明

确、协调配合的农业分析团队; 在农业信息发布方

面，形成了发布时间固定，短期、中期、长期预测

报告相结合的、多渠道共同发布的机制 ( 图 1) 。
澳大利亚农业监测预警体系的运行机制充分体现

出分工明确、及时高效，有法可依、有据可寻，全民

参与、应用度高等特征。其中，在信息收集、分析与

发布各环节都有明确的部门分工，工作及时高效; 颁

布有《澳大利亚普查和统计法》，农业信息采集工作

有法可依，确保了数据的权威性; 明确规定澳大利亚

的农业展望工作主要是由澳大利亚农业部牵头，澳大

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服务局 ( ABARES) 组织实施的，

各地区根据地方特色召开由农民、行业协会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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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集聚一堂的地区展望会议。

图 1 澳大利亚农业监测预警体系

1 澳大利亚农业信息采集

澳大利亚农业信息采集工作分农业基础信息和

农业专业信息采集。其中，农业基础信息主要是具

有公共物品属性的信息，包括农业资源环境信息、
气候信息、经济信息、社会信息等; 专业信息主要

包括不同农产品市场信息、农场生产信息、农场土

壤质量信息等。农业基础信息主要由澳大利亚联邦

和各州政府统计局、农业部、联邦科学与产业研究

组织 ( CSIRO) 、气象局、各州农业局等政府机构完

成，如气象局网站上发布有气候、水资源、气候等

资源信息; 专业信息主要由相关政府部门、协会、
公司等组织相关农产品生产的农场主、商户等共同

完成，如 CSIRO、气象局与盖茨基金合作，收集、
处理相关信息，为行业 2 000 多家合作伙伴提供服

务［1］。
1. 1 信息采集机构与组织

1. 1. 1 澳大利亚农业部

澳大利亚农业部由 21 个局 ( 办公室、委员会)

组成，澳大利亚国内及海外共有 4 500 名全职员工，

包括政策官员、项目管理者、经济学家、肉类检验

员、研究员、兽医人员、传播者和项目经理等。负

责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方案，确定其农业、渔业、
食品和林业产业保持竞争力、盈利性和可持续性［2］。

农业信息采集与分析是农业部基础工作之一，

农业部主要负责农产品数据统计、澳大利亚食品统

计、国内外渔业统计、生物安全统计等农业基础信

息的收集与整理，负责数据收集的部门主要包括澳

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服务局、农业与林业事业部、
可持续性与生物安全政策司、出口事业部等。其中，

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服务局在农业信息监测预警体

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服务局 ( ABARES) ，

于 2010 年由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局 ( ABARE，

成立于 1945 年) 和农村科学局 ( BRS，成立于 1986
年) 合并而成，是一个隶属农业部的，专门独立从

事科研的机构，主要职责是进行统计数据收集、分

析及研究，为政府和私营部门决策者提供农、林、
渔业方面的服务。

在统计 数 据 采 集 方 面，该 局 主 要 负 责 农 场 调

查［3］，其中澳大利亚农业和放牧业调查 ( Australian
agricultural and grazing industries survey，AAGIS) 、澳

大利 亚 乳 制 品 行 业 调 查 ( Australian dairy industry
survey，ADIS) 每年进行一次，已经拥有超过 30 年的

—22—



历史。该两项调查涵盖了澳大利亚从事畜牧和乳品行

业的农场经营个体的 68%，包括他们详细的财务、实

物和社会经济信息，涵盖谷物、牛肉、羊肉、绵羊产

业及乳制品的相关信息。此外，该局还配合澳大利亚

政府的农业资源管理计划从事农业资源调研。
1. 1. 2 澳大利亚统计局

澳大利亚统计局成立于 1975 年，前身为成立于

1905 年的政府联邦统计局，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官方

统计机构，其统计数据的质量、完整性和相关性对

政策制定重要重要作用。主要包括 5 大部门，具体

为人口、劳动力和社会信息统计组，经济和环境统

计组，2017 工作组，战略服务和技术组，方法和数

据管理组。统计局的工作必须遵守 《澳大利亚普查

和统计法》。
在涉农数据方面，统计局主要负责采集: 一般

性农业统计资料 ( 27 大类) ［4］、牲畜和畜产品信息

( 牛、绵羊、山羊、猪的屠宰量及其肉制品产量，冷

冻库存，出口数量以及牛肉的主要出口目的地，羊

毛产量等) ［5］、农作物和牧场信息 ( 谷物尤其是小

麦、蔬菜、豆类、干草、青饲料、大田作物和牧草

等的面积、产量和单产，果树数量及水果产量，牧

场用地及化肥使用量等) ［6］、农业用地信息 ( 规模

化用地的数量、按性别和职务统计的就业人口、化

肥使用量、灌溉面积等) ［7］、农业金融统计和产品价

值信息 ( 大麦、高粱、燕麦、小麦、油菜、牛、羊、
猪、家禽、羊毛、牛奶、鸡蛋的产值; 作物、畜牧、
畜产品等相关投入产出信息) 。

具体调研途径如下: ①农业普查，是由澳大利

亚统计局负责的最重要的统计工作之一，旨在提供

农业部门农产品、水资源利用和土地利用的相关信

息。每 5 年进行一 次。②农 业 资 源 管 理 调 查，自

2008 年开始，每 2 年进行一次，旨在收集澳大利亚

农场的农产品信息和土地管理的方法，调查的内容

包括: 主要农作物的面积、产量和价值，产业结构，

畜牧数量和价值，灌溉面积，土地管理实践等方面。
③农业金融调查，是澳大利亚最为全面的投入产出

成本调查［8］。④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收集

葡萄种植和葡萄酒产业数据，目前每 2 年进行一次

调研，收集用于葡萄酒生产的葡萄面积与产量。⑤
除了上述年度调查以外，还包括月度畜牧屠宰调查、
家禽和野味鸡屠宰季度调查、羊毛采购与销售季度

调查。⑥农业土地和水资源所有权调查，包括农业

企业、农业用地和用水、农业用途的所有权归属。
为了更好地做好农业统计工作，更好地满足新

兴信息需求，澳大利亚统计局正在积极探索环境和

农业统计方案，主要目标为: 确定和分析农业部门

对澳大利亚经济的贡献; 监测环境和农业政策，如

抗旱救灾、粮食安全、水和自然资源政策; 为参与

农产品生产、供应、销售和贸易的农业部门决策者

提供服务; 监督影响农村社区问题。主要依据为上

述年度、非年度和定制调研等。
1. 1. 3 联邦科学与产业研究组织

联邦科学与产业研究组织 ( CSIRO) 成立于 1949
年，是澳大利亚国家科学研究机构，也是世界上最大

的和最多样化的研究机构之一。其前身为成立于 1926
年的科学和工业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致力于农

业基础科学研究，20 世纪 30 年代末扩张到工业研究，

2000 年以来，构建了应对国家机遇和挑战的基础设施

和平台，目前几乎涉及所有的行业。
主要涉及的农业领域包括动物与食物安全、农

业可持续发展、生物安全、土地与水资源、气候变

化、生态环境和渔业等方面［9］。在信息采集和监测

方面，该组织通过开发和应用澳大利亚社区气候和

地球系统模拟器系统，实现对澳大利亚的重点生态

系统的长期监测，并可以提供了有关物种分布、潜

在的碳存储和交换及气候变化信息［9］。
1. 1. 4 澳大利亚气象局

澳大利亚气象局是主要监测澳大利亚的天气、气

候和水资源的机构，主要包括 5 个司、20 个处 ( 办公

室) 。具体为: 灾害预警与预报司 ［天气预报科、洪

水预报科、灾害预报科、全国运营中心局、区域预报

( 地区办事处) ］、监测和基础设施部 ［观测战略和业

务处、基础设施管理科、区域业务 ( 地区办事处) ］、
环境与研究部 ( 气候信息科、水信息科、环境信息服

务处、研究及发展科) 、信息系统和服务部 ( 信息技

术服务科、系统开发和维护科、环境信息管理科、数

字数据传送) 、企业服务部 ( 财务和预算科、人员管

理科、国际和通信科、业务发展处等) ［10］。
通过其专业技术和服务使澳大利亚更好地应对

自然灾害，主要是干旱、洪水、火灾、风暴、海啸、
热带气旋等，同时定期预报、预警和监测澳大利亚

和南极地区领土资源信息。该局观测与采集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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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和海洋信息，提供相关信息和科研服务，帮助

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目标的实现［11］。
1. 1. 5 研究与发展公司

研究与发展公司 ( RDCs) 是澳大利亚政府支持

的进行基础农业研究与发展的机构，其涵盖农业、
渔业、林业等多个行业。该公司主要从事农业创新

领域研究，以求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品质，

进而保证其农业、渔业和林业的竞争力，同时确保

初级生产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该公司是政府与

企业良好合作的典范，以 2008 /2009 财政年度为例，

该年度共投入超过 4. 65 亿美元用于科学研究，其中

2. 47 亿美元为公司投入、2. 18 亿为政府匹配投入，

这种良好合作关系，已经持续 20 年之久。该公司包

括 9 大部门，分别为澳大利亚鸡蛋有限公司、澳大

利亚牲畜出口有限公司、澳大利亚肉类加工公司、
澳大利亚猪肉有限公司、澳大利亚羊毛创新公司、
澳大利亚乳业有限公司、澳大利亚森林与木制品有

限公司、澳大利亚园艺有限公司、澳大利亚肉类和

牲畜有限公司。
各个公司都主要为其行业发展负责，注意本行

业信息的收集。以澳大利亚肉类和牲畜有限公司

( MLA) 为例，该公司为澳大利亚的牛、绵羊和山羊

的生产商提供市场营销和研发服务。目前，该公司

拥有超过 47 500 个畜牧业生产成员，他们是公司的

利益共同体。该公司重点关注牛、绵羊和山羊产业

链的信息，为维持和改善市场准入制度、保持需求

增长、促进生产率提高、支持产业战略和可持续发

展，重点协助更好地完善市场风险管理系统 ( 畜牧

生产保障、国家供应商声明、国家牲畜识别系统) 、
协助政府发现技术性贸易措施、稳定出口市场等业

务。
1. 2 信息采集与监测手段

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条例后，相关部门在规

定的时间内给政府反馈相关信息。但是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联邦或州政府和行业协会等信息采集机构

均不能强求农户做数据采集工作的，而是采取多种

灵活方式鼓励农场主、农牧生产企业等自觉参与各

类农业数据信息的记录、收集和报送工作。实际上，

主要是由 CSIRO 倡导、组织相关公司等将产业链利

益相关农户召集在一块进行讨论，让他们了解到如

果进行数据采集能得到哪些更高的收益，从而激发

他们自觉参与到数据采集工作。特别是随着大数据

时代的到来，澳大利亚各部门和组织都十分重视新

技术、新知识的应用，以提高数据采集精度和分析

可信度。一方面鼓励农场和企业积极采用网络、手

机等现代工具开展农业数据信息采集报送工作; 另

一方面，广泛将航空、航天、计算机、无线、传感

器、网络等先进的信息技术不断应用于农业信息采

集。

2 农业信息分析

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澳大利亚逐渐组建了一支 “产、学、研”相结合的

农业分析团队，他们不仅拥有先进理论、掌握高新

科技，并且具有合作精神，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2. 1 高素质的分析队伍

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科研单位，以及协会组织，

他们都高度重视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具有高素质的人

才队伍。农业部的 ABARES 就是一个专门的、独立研

究机构，从澳大利亚和领先的国际大学雇佣经济学

家、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分析师，组建了 300 多人的

专业分析师队伍，确保为人民提供高质量多学科的研

究和分析。它基于先进的经济理论与原则及最新的统

计数据和资料，提供世界级的经济、科研、商品预

测、统计及其他分析等，为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决策者

服务。各个公司、相关协会等也各自拥有自己的行业

分析师，同时他们也联合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大学

等单位的专家们一道成立专家委员会，对分析结果进

行研判，达成一致意见后，对外发布。
2. 2 强大的技术支撑

在大数据时代，澳大利亚各部门和组织都十分

重视新技术、新知识的应用，以提高采集精度和分

析可信度。他们基于经济理论、数学模型、计算机

和网络技术等开发建立了各种数据分析模型、工具、
系统和数据库等。例如，澳大利亚农业部的在线数

据工具，包括监测预警工具 ( The Monitor) 、气候影

响分析模型 ( Climatch) 、降水对牧草生长展望模型

( Rainfall to Pasture Growth Outlook Tool) 等，有效提

升了数据挖掘分析利用能力; CSIRO 正在开发和使

用机器人、自主系统、先进的电信、无线、天线和

传感器网络等以提高科研能力，同时与国内外世界

一流的研究伙伴共同开发世界领先的计算和模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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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2. 3 广泛开展的国内、国际合作

澳大利亚各类分析机构和团队广泛开展国内、
国际合作，相互间建立起了分工细致、协同合作的

分析体制机制。
( 1 ) 国 内 合 作 方 面，不 仅 澳 大 利 亚 农 业 部、

CSIRO、国家统计局、国家气象局，以及各州相关政

府部门之间建立了稳定、顺畅的协作关系，对采集的

农业信息进行相互校正与共享，对研判预测结果进行

会商评估，对各种统计调查进行分工合作等; 而且这

些机构还积极与知名大学、研究所、行业协会、服务

组织、农牧企业等开展合作，如 CSIRO 和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合作完成了生物多样性分析、CSIRO 和 Ziltek
私人有限公司合作通过先进手持设备和网络开展土壤

污染分析; 气象局和 CSIRO 合作，设立澳大利亚天气

和气候研究中心 ( CAWCR) ，开展气候变化分析等，

以提升分析能力和水平。
( 2) 国际合作方面，各类国内机构、组织也积极

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农业数据采集和信息分析利用方

法，分享农业监测预警经验。如澳大利亚气象局、
CSIRO 和英国气象局共同开发了澳大利亚社区气候和

地球系统模拟器 ( ACCESS) 系统; CSIRO 的生命科

学中心与国际同行合作，进行棉花基因组研究; 澳大

利亚农 业 与 资 源 经 济 服 务 局 ( ABARES ) 与 FAO、
OECD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等合作，开展对主要

国家和国际市场农产品生产与贸易分析展望等。

3 农业信息发布

澳大利亚的农业信息及分析成果采用多渠道、
多形式发布，既通过网络在线传播，也通过传统出

版物线下服务，既有数据信息，又有分析预测，这

些报告都具有固定的发布时间。
3. 1 网络在线传播与传统出版物相辅相成，多渠道

促进信息流通，更好地为农业生产决策服务

例如，澳大利亚统计局 ( ABS) 网站，统计数

据部分，就公布 ABS 统计和参考信息。它在堪培拉

时间上午 11: 30 更新平日数据。ABS 网站定期更新

发布内容广泛的农村环境和农业活动相关的统计数

据，包括: 作物面积和产量、牲畜数量和产品、土

地管理、牲畜屠宰、羊毛、自然资源管理实践、水、
商品价值等。澳大利亚气象局，在网站上除了每天

发布天气预报等日常信息外，还定期发布干旱、降

水、洪水、火灾、风暴、海啸、热带气旋等分析预

测报告，便于各部门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澳大利

亚农业部网站则定期发布涵盖了农业生产 ( 主要是

土壤状况) 、天气状况、气候变化、水资源与农产品

等 5 个方面的具体数据信息。ABARES 还定期出版

行业出版物，如澳大利亚谷物、澳大利亚羊肉、澳

大利亚牛肉和澳大利亚乳制品等重要农产品分析预

测和全球展望等线下报告。
3. 2 固定时间发布各类统计分析报告，为政府和农

户决策提供指导和参考

澳大利亚涉农相关信息发布机构一般定期发布

其分析报告。例如，ABARES 每年都会发布一系列

农业方面的展望报告，涵盖的主题包括: 农业生产、
生物安全、生物科技与转基因技术、天气与气候变

化、大宗农产品、重要会议、能源、生态环境与自

然资源管理、农场运营与农场调研、渔业、林业、
澳大利亚原住民、入侵物种、土地规划、矿产、模

型与地理数据、生产效率与社会事务、农产品市场

与贸易、水源与灌溉等。澳大利亚农业部网站给出

了各类报告发布的时间表。如农作物和大宗农产品

分析报告，一年 4 次，分别于 3、6、9、12 月公开

发布。其中，3 月报告中是对未来 5 年的农产品作

预测，在其他的 3 个报告，通常是对未来 3 ～ 5 个月

的农业生产、贸易情况进行监测分析和研判预测。一

些行业信息服务组织定期编报本行业的动态报告，如

澳大利亚红肉及畜产公司每 6 个月发布一次预测报

告，对红肉和其他畜产品的产量、各主要市场的价格

动态等做出预测。各类组织机构发布的这些报告，对

于政府决策、政策制定、生产指导、引导市场等有着

重要的参考价值，农业信息监测预警分析工作日益成

为澳大利亚政府管理农业的一个重要手段。
同时，ABARES 每年的 3 月召开一次全国性的

展望会议 ( National Outlook Conference) ，如 2015 年

3 月 3 ～ 4 日 在 堪 培 拉 召 开 ABARES Outlook 2015
Conference，会上向国家、地区、公共部门和私人组

织提供商品的预测和分析。同时，他们还组织召开

地区展望会 ( Regional Outlook Conference) 。这是一

个农民、行业协会等各方面专家集聚一堂的会议，

大家广泛交流意见，提高预测和研究结果的准确度，

直接应用于农村地区，指导农业生产和贸易。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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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召开会议的时间会有所差别，以 2014 年为例，塔

斯马尼亚地区在 4 月 30 日召开，南澳大利亚州在 6
月 12 日召开，北领地州在 7 月 10 日召开，昆士兰

州在 7 月 31 日召开，西澳大利亚州在 8 月 21 日召

开，维多利亚州在 9 月 18 日召开，新南威尔士州在

10 月 15 日召开。在地区展望会议上，会对农业、渔

业、林业、自然资源、气候及贸易等问题进行讨论，

此类会议的预测报告和研究成果会直接应用于农村

和区域，同时为政府机构和行业组织提供了直接与

农民、企业和当地政府交换意见的机会。

4 大数据时代下澳大利亚农业监测预警工作

的新趋势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

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农业领域的迅速渗透，

各类数据终端产生的农业数据和信息呈爆发式增长，

农业天气数据、空间环境数据、土壤性状数据、作

物动物本体数据，以及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数

据等每天都海量式增加，农业领域成为大数据应用

的重要领域［12-16］。
同时，为更好地采集、管理、挖掘利用每天产

生的大量数据和信息，澳大利亚专门发布了国家大

数据战略，在继续推进传统分析方法、分析工具、
分析产品不断革新的基础上，积极用大数据理念、
方式、技术开展农业信息的采集与挖掘利用，不断

完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运行的监测预警分析体

系，有效指导农业生产，引导市场运行，取得良好

成效。例如，在澳大利亚农场应用的计算机中 95%
的都安装了信息采集和测产系统; 国家统计局开发

了专门基于网络交换的信息采集系统，可以收集自

然资源、气候等方面信息; 开发卫星观测和地理信

息系统，大范围、全天候、实时采集地面信息，开

展土地利用状况监测、作物测产、土壤调查和气象

预报等; CSIRO 的 IVEC Pawsey 中心安装了用于大

数据收集和分析利用的超级计算机; 同时 CSIRO 正

在开发和探索使用机器人、自主系统、无线通信系

统、高效灵敏传感器、世界领先的计算模拟系统等，

以提高数据采集分析精度和准确性; 海洋部门装有

30 余个传感器和无线设备的新型海洋调查船，大大

提高了海洋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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