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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乡村建设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对于产业结构较单一、

人口流失较严重、经济发展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来说，数字乡村建设是民族地区利用数据要素打破信息壁

垒，发挥后发优势，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文章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的数字乡村建设

为研究对象，构建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传导机制框架，围绕其已有实践，从乡村产业和农业发

展的维度出发，重点聚焦并分析恭城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路径，发现其在资金投入、

数字技术深度应用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困境，并据此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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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ountryside is the only way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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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achiev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or ethnic regions with a 
relatively single industrial structure, severe population loss, and underdeveloped economic devel-
opment,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ethnic regions to use data elements to 
break down information barriers, leverage their latecomer advantages, and achieve rural revitali-
z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n Gongcheng Yao Autonomous County,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structs a transmission mechanism 
framework for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to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focuses on and ana-
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Gongcheng’s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to empower rural indus-
tri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rural industry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its 
existing practice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funding investment, deep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alent cultivation, and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are pro-
posed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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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在数字

化浪潮中，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2018 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做好整体规划，弥合城乡“数字鸿沟”；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要求进一步发掘信息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潜力，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2020 年 9 月，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公布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标志

着数字乡村战略进入全面推进阶段；2021 年 9 月，国家七部委组织编制了《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1.0》，指

导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数字乡村的建设、运营和管理，综合考虑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推进数字乡

村建设。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尤其体现在乡村的建设发展上。

民族地区的乡村普遍存在着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附加值低、农民收入少、人口流失和老龄化现象严重、

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在原有的要素禀赋基础上，按照传统的乡村建设模式很难改变民族地区乡

村发展面临的困境。因此，部分地区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将数据这一要素引入其中，依托数字信息技术赋

能乡村生产生活，实现乡村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在落实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民族地区可以利用数

据要素，将已有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大力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的深度

融合，拓宽数字惠民空间，优化农村人居环境，从而吸引人才回流，提高农村人口就业率，增加农民收

入，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向着“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目标迈进。因此，在民族地区进行数

字乡村建设，最大程度地发挥数据要素在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恭城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桂林市东南部，有着 1400 多年的历史，以生态环境优

越、文化底蕴深厚、民族风情浓郁著称，享有“南岭生态明珠”的美誉。2020 年 10 月，恭城瑶族自治县

获批成为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作为最早的试点建设县之一，恭城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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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当地具体实际，将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作为主线，整合各类资源，打造数字农业农村示范基地，

发展“三位一体”生态农业，带动全县 11,000 多户农户受益，切实便利了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取得了

良好的发展效益，在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阶段性评估中获得优秀评价，为乡村产业振兴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2. 文献综述 

数字乡村提出时间不长，对其狭义概念的研究刚刚起步，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针对其广义上的内涵表

达，包括乡村地区的数字经济、数字服务、数字治理和数字生活等诸多方面。相关研究主题大多集中在

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数字乡村转换基本条件和基本要素的研究[1]；二是对农村社区教育程度、数字素

养和就业的研究[2]；三是对促进数字乡村发展的政策措施的研究[3]。研究重点侧重于乡村产业数字化转

型、乡村数字治理水平提高以及乡村从业者数字技能提升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以数字、信息服

务和载体为切入点，开展基础理论方法研究、共性技术研究与创新以及试点示范，推动乡村社会的数字

化进程。 
在乡村产业转型方面，夏显力等从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农业发展的

现状及痛点，总结了数字技术助推发达国家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指出我国应当依托数字乡村建设为

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4]；钟文晶等梳理了数字农业的技术特性与我国数字农业发展状况，结合国

际经验，提出我国实现包容性数字农业转型应采取的措施[5]；陈一明认为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的融合发

展能通过科技创新的技术协同作用，发挥信息技术创新中的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获得更高质量的产出，

并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现可持续发展[6]。 
在农民数字素养提升方面，苏岚岚和彭艳玲通过构建农民数字素养水平评估指标体系来探究数字化

教育对农民参与数字生活的影响效应及群体异质性，并得出数字化教育显著促进农民数字素养积累的结

论[7]；马丽和杨艳梅认为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是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的重要动能，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提供支持[8]。 
与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有关的文献资料较少，吴立凡抓住党建引领、发展环境和利益共享三个关

键点，指出西部欠发达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着力点[9]；陆九天和陈灿平从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

逻辑起点出发，探究其潜在的发展路径，进而从建设方案、参与主体等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0]；刘建

和、赵周华则以数字经济演进和特点为基础，对民族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意义、必要性及存在的问题进

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对应的优化路径[11]；张建平认为，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民族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能够使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实现跨越式发展[12]；任军和张妍立足民族地区农民信息实践能力现状，提出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信息实践能力构建的建议与对策[13]；吕新业等指出民族地区农村数字化的本质是

以数字技术为外生动力激发内源动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建议[14]。 
此外，针对广西的数字乡村建设，国内学者也有研究：周子微等从广西特色农产品品牌的数字化建

设现状及存在问题切入探讨，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寻求适合广西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的发展道路[15]；
卢日霞提出为进一步优化广西数字乡村试点建设，可尝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农村数字经济和加快数字人才培养等路径，重点以试点带动、整体推进的方式推进广西数字乡村建设[16]；
邓欢的研究从广西数字乡村建设中缺乏科学统筹和顶层设计、农业大数据基础相对薄弱、产业的数字化

水平不高、建设人才匮乏等突出问题着手，对数字乡村建设提出六大方面的建议[17]。 
综上可知，现阶段学者们对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也大多以其对农户收

入的影响为落脚点。此外，学者们对民族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主要围绕其建设路径、现实状况和对策建

议展开，对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探究的是民族地区的整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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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于某一区县的具体情况的分析也较少。 

3.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传导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包括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这五个层面，数

字乡村建设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能有效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数字乡村建设以

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来激发农业生产力，打破农业信息壁垒，从而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其次，数字乡村

建设通过数字化培养教育来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吸引数字复合人才回流乡村，为乡村人才振兴奠定基础。

然后，数字乡村建设注重乡村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将乡村优秀文化与数字技术相结合，为农村群众提供

丰富的文化资源，从而实现优秀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农民精神风貌的持续改善，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再次，

数字乡村建设把数字技术嵌入到智慧绿色乡村建设之中，整体推动乡村自然、人文、社会生态环境进步，

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最后，数字乡村建设以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

理体系，拓宽惠民服务空间，进而实现乡村组织振兴。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传导机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图 1.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传导机制 

4. 恭城县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现状 

恭城瑶族自治县是全国县域种植柿子面积最大的县，被誉为“中国月柿之乡”。恭城种植月柿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 1500 年前，其栽培系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之中。近年来，恭城以月柿特色优势产业为依托，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月柿生产、经营、

管理和服务等各个环节，努力破解农产品生产效率低、产业链较短、附加值不高、销售渠道窄的难题。 

4.1.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广西开展了“数字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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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云“村村通户户用”工程三年攻坚会战，恭城瑶族自治县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加大资金投入，完善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维护水电动力基础设备，加快 5G 网络宽带接入和光缆铺设，及时更新农村监控系

统，建立交通养护大数据平台整合公路信息等，目前全县 127 个行政村(社区)光网通达率达到 100%，4G
信号覆盖率达到 99%，县城、乡镇街道实现 5G 全覆盖，51%以上行政村可接收 5G 信号，实现了“双通

双覆盖”。 

4.2. 农业生产信息化 

打造月柿数字化种植示范基地，采用先进的水肥滴灌技术，配置病虫害智能识别、智能灌溉等系统，

对土壤温度、湿度等进行实时在线监测和采集分析，实现月柿栽培的精准化管理，每亩可少施复合肥 30
公斤，节肥率达到 25%以上，每亩果园节省农药投入 20%以上，节省劳动力投入 300 元以上，优质果率

提高 5%，亩均增产约 300 公斤，增收达 1200 多元；建立健全月柿加工技术体系，引进广西农科院等科

研院所建立 7 个柿子研发平台，自主研发出国内第一条柿子精深加工生产线，提高柿子脱涩、烘干、贮

藏等工序的加工水平，实现月柿由传统加工向柿子醋、柿子片、提取柿丹宁制作含片、面膜等精深加工

产品的转变，显著提高月柿产品附加值。2022 年，恭城月柿生产数字化发展总体水平超过 40%，年综合

产值超过 74 亿元。 

4.3. 农业经营信息化 

为拓展恭城月柿销售渠道，恭城县还依托“互联网+”技术大力推进月柿电商销售，建立月柿电商交

易中心，着力实施农产品电商物流化工程，培育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推动传统农业和工业的转型升级。

截止目前，已建成 1 个县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1 个县级物流分拨中心，1 个集农产品展示、展销、电商

体验于一体的特色产品展示中心，乡镇级服务站点覆盖率达 100%。在此基础上，“电商 + 直播”的销

售模式为恭城月柿打开了销路，通过电商扶贫企业、合作社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建设项目引导恭城丰盛园

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桂林恭城绿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 15 家企业、合作社对全县 300 多户贫困户进行

帮扶，给贫困户带来不少于 1000 元/户的增收。月柿网络销售额从 2016 年时的 0.1 亿元上升到 2021 年的

1.4 亿元。 

4.4. 农业管理和服务信息化 

恭城县依托月柿全产业链大数据系统平台来推进农业管理和服务的信息化。该平台通过数据资源采

集和共享、月柿大数据综合分析与监测预警、月柿生产基地档案管理与二维码追溯、月柿市场行情与电

子商务智能分析、专家技术服务等系统的综合集成，实现恭城月柿单品物联网与智能终端大数据的交汇

和共享，从而促进农产品全过程质量安全可追溯、全产业链环节可监测，为生产经营主体与农户提供更

加精细的信息服务，有效破解农业“时滞性”难题，为恭城月柿产业发展提供助力。 

4.5. 以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农业产业往往面临着生产效率低、农产品附加值不高、销售渠道窄等

问题，农户与市场之间缺少紧密的连接，这是阻碍乡村产业振兴的一大困难。恭城县的农业产业数字化

转型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数据要素在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在大量解放农村劳动力的同

时大幅度提高单位产量，有效避免资源浪费，促进农业生产的信息化，使得农业向着更加精准和高效的

方向发展；此外，恭城县农业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催生出了农业发展新业态，“直播助农”、“电商带

货”等新形式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农产品销售渠道窄的局面，促进了农业经营的信息化，助力小农户

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还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丰富农村产业形态的同时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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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价值；农业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还能够借助产业大数据平台归集农业领域的相关数据信息，如消费者

画像、农产品价格指数等，为农户生产、经营和销售活动提供依据和指导，促进农业管理和服务的信息

化，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正如图 2 所示，恭城县的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可以在打破农业信息壁

垒的同时激发农业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Figure 2.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empowering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through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n Gongcheng county 
图 2. 恭城县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路径 

5. 恭城县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尽管恭城县的数字乡村建设在产业振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仍然面临着

较多的现实问题和困境。 

5.1. 资金投入有限，数字基础设施仍待完善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基底。恭城县目前虽然已实现全县 127 个行政村光网全覆盖，但实

际上由于恭城县内山地丘陵面积占比较大，部分偏远山区的网络覆盖率仍然较低，基站、光缆等硬件设施

的铺设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成本，而恭城县财政预算有限，导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展缓慢。 

5.2.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尚未实现深度融合 

恭城县的产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围绕月柿产业展开，转型重点聚焦于种植技术的科学化和农机设备、

农副产品加工设施的智能化改造，以及农业销售的电商化转变。数字技术在传统农业领域的应用范围较

小，大部分农作物的生产仍然遵循旧例，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农业数字化融合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此外，数字技术与乡村其它产业的融合程度也比较低，如乡村旅游业及其衍生或附属的服务业等，对数

字技术的应用仍然处在空白或初期阶段，尚未实现嵌入式深度发展。 

5.3. 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和数字专业人才匮乏，村民对数字化和信息化认知不足 

数字乡村建设专业性较强，需要专业人才的参与，但恭城县在数字信息领域的人才储备明显不足，

缺乏数字化复合型人才，是制约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受到城市的吸引，年轻人大都选

择离开乡村，在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因此，乡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人口空心化现象比较普遍。

而由于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向城市流动，留在农村务农的基本都是中老年人，他们文化程度不高，缺

少相关知识技能，对数字化和信息化的认知有限，接触不多，很难快速适应数字化的生产生活方式，难

以真正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并从中获益，这是乡村数字化转型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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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恭城瑶族自治县数字乡村建设优化建议 

为了更好地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给其他民族地区提供参考和借鉴，在分析恭城瑶族自治县数字乡村

建设的现状和不足的基础上，结合乡村振兴的目标和要求，针对上述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6.1. 提高数字农业建设质量与效益，使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落到实处 

加快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信息化手段紧密联通农业生产、经营、销售的全过程，将数字技术

作为延伸产业链、贯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的战略支撑，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的嵌入式深度融合，

全面拓宽农业数字化渠道：整合利用遥感、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赋能农业生产过程中涉及的育种选种、

施肥灌溉、环境监测、采摘收割等环节，打造全过程数字化管控，促进农产品的精细化生产和质量产量

的双重提升；同时，聚焦农民关心关切的种什么、怎么种、卖给谁、找资金、办保险等问题，依托大数

据、虚拟现实、5G/3S 等技术手段针对性开发数字化应用场景，搭建并迭代优化数字乡村大数据平台，及

时归集农业各领域数据资源，让数据活起来、用起来，一站式满足农民迫切需求；此外，还应当积极扶

持和培育国家和自治区级农业信息化骨干企业，支持区域优势和特色农业企业做大做强。 

6.2. 探索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稳定增加农民收入 

挖掘数字助农新模式和新方法，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促进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与乡村

产业的融合共生。为电商企业着力打造提供政策解读、供应链资源获取、商业资源对接等服务的体系化

运营矩阵，通过产业政策激励和引领，推动“短视频宣传”、“电商助农”、“直播带货”等模式的规范

化发展，创新营销模式，提高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做大做强农产品电商服务体系建设；完善交通运输网

络，动员快递公司共同参与构建智慧服务综合服务站，做到村域快递服务全覆盖，确保现代物流业的顺

畅运营，助推农产品的顺利销售；借鉴试点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经验，结合各乡村和民族的具体实际，

建立自己的农产品民族特色品牌，利用互联网加大宣传力度，将文化创意融入其中，不断提高品牌知名

度，从而延长产业链，切实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村居民共享乡村数字产业发展成果。 

6.3. 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培育数字化复合型人才 

认真贯彻落实《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加强对农民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数字

知识和农业技能培训，利用网络教育平台，开发数字农业、数字乡村云端课堂，培养新型现代农民和乡

村主播；举办常态化的数字知识讲座，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进行合作，定期邀请专家学者到

农村开展宣传教育，加深农民对数字化的了解和认知，激发农民使用手机、电脑等“新农具”进行生产

创造的主动性，使农民真正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参与主体；同时，建立相关激励机制，鼓励农民购买数

字设备和服务，给予使用互联网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农民一定的奖励；聚焦特殊群体的数字设备使用需求，

及时对智能产品进行铸牢助残优化改造，确保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使用数字产品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坚持人才引进和人才培育相结合，继续深化校地合作，引导更多的青年大学生回流乡村、扎根乡村，以

己之长带动农村居民增收致富，支持有意向的农民前往合作院校接受再教育，通过系统性学习和实践锻

炼提高自身数字素养，进而反哺农村，成为数字乡村建设领头人；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加大资金投入

和支持，为“新农人”提供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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