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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的结合正逐渐成为新时代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趋势。首先，本文在“有为政府 + 有效

市场”的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对两个案例村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其次，本文在“演员 + 情境 
+ 通道”的行动者网络框架中，探讨了“乡村精英”在农业产业发展中的行动逻辑，并以贵州省平塘县

的两个案例村为例进行说明。研究结果显示，亮寨村与先进村的乡村精英构成相似，但行动者链条存在

差异。在较为优越的情境中，创业者更容易识别发展机会；而在较为落后的情境中，村干部的行动则更

为有效。本文系统阐述了西部脱贫地区产业发展的关键行动者逻辑，助力“产业兴旺”。 
 
关键词 

数农融合，农业产业，乡村精英，行动逻辑 
 

 

The Action Logic of “Village Elites” in  
Western Poverty Eradication Areas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gricultur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Villages in Pingtang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Ming Chen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Sep. 2nd, 2024; accepted: Sep. 27th, 2024; published: Nov. 22nd, 2024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660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660
https://www.hanspub.org/


陈明 
 

 

DOI: 10.12677/ecl.2024.1341660 4416 电子商务评论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agricultural industry is gradual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trend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two case villages under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framework of “active government 
+ effective market”. Second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ction logic of “village elites” in the develop-
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framework of actor + context + channel, and takes two case 
villages in Pingtang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as exampl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composition of rural elites in Liangzhai Village and Advanced Village is similar, but there are differ-
ences in the chain of actors. Entrepreneurs are more likely to recogniz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more privileged contexts, while village cadres act more effectively in more backward contex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logic of key actors i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impover-
ished regions in western China to help “industrial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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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农业产业化逐渐成为中国农业转型为现代产业的重要途径。2021 年中

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2022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我国

要继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好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工作，并实现由“产业振兴”到“产业兴旺”业态的过

渡引出了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话题；而激发数据要素赋能农业产业以实现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发展的有

效融合则成为了乡村产业参与者的行动目标；在理论与实际的交互视角下，脱贫地区的长效产业与数字

经济的融合发展路径需要进一步探讨。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下，由电子商务组成的市场营销手段抓住“流量”红利带来的优势，为

乡村振兴中的农村产业提供了新的机遇[1]。起初，“乡村精英”带领产业振兴的过程中逐步克服了信

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问题；现在，在产业振兴向产业兴旺过渡的过程中，“数字农人”反哺、“带货直

播引流”、“团购到家”等现象不断地出现在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新时代的产业发展学会了结合

“线上 + 线下”的统分销模式，进而实现乡村农业产业的分工深化与规模经营的目标[2]。产业发展初

期，产品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小流通；完善产业体系，经过规模化种植后得到的农产品才能在市场上

进行大流通。这种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产业体系，需要加强产业链的韧性，实现产业长效发

展的可能性[3]。 
根据跨边界发展网络逻辑，笔者提炼出本文的研究意义[4]。乡村农业产业发展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

通过“乡村精英”的行动逻辑找到关键突破点，逐步汇成一条农村产业长效发展通道；另外，建立不同

标准和用途的通道，还能够增加产业发展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防范风险。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以数农融合的视角为背景，剖析新时代西部脱贫地区的农村产业发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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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二、采用“演员 + 情境 + 通道”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双案例对比分析出乡村精英在乡村产业长效

发展过程中的有效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案例的对比性不足的问题。 

2. 数农融合下乡村精英行动的理论剖析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西部脱贫地区大力发展乡村农业产业以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增强地

区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5]。但在相对落后的西部脱贫地区依托资源禀赋发展农业产业，需要面临数字时

代带来的冲击。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改变了传统农业低值低效的发展模式，数农融合发展不仅对本

地区农业韧性提升有积极作用，而且对周边地区农业韧性存在空间溢出效应[6]。 
主流经济学在市场与政府的权衡中逐渐融入社会经济生活，制度经济学在此基础上呈现出制度对经

济行为和绩效的影响态势；新结构经济学充分结合前述二者的优势，在制度背景下建立了市场与政府“合

作共赢”的可能性。在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发展中，“乡村精英”的行动逻辑深受现有制度环境的影响。其

一，基层治理由县乡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过程，促使村干部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和农业产业发

展，同时也使农村创业者能够做出相应的决策。其二，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内生“舆论”对“乡村精英的行

为”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制度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和激励作用。其三，在西部地

区，农业产业的发展需要村干部识别和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与当地的创业者、大户共同推动产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 

2.1. 数农融合的内涵与机制分析 

2.1.1. 数农融合的内涵表述 
从数农融合的定义上来看，“数农融合”可以表述为数字经济和农业发展融合。数农融合发展是在

拥有基础载体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配置作用[6]。数农融合过程涉及多

个复杂系统，需从融合发展的主体、环境、过程等多个维度进行统计与监测[7]。 

2.1.2. 数农融合的机制分析 
数农融合的机制可以从其接入主体、环境系统以及业态分析方面进行展开。 
首先，从数农融合的接入主体来看，数字经济接入农业产业时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农民参与

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赋权，并优化数字参与进程[8] [9]。村干部和乡村创业者则在

农民参与数农融合过程中扮演了致富带头人角色，他们的行动往往对农业产业未来发展的走向产生重

要影响。其次，从数农融合的环境系统进行分析，西部脱贫地区的数字化接入程度相对较低，农村产

业发展要通过数字经济的渠道“走出去”，拓展销售渠道，实现循环经济的过程。最后，从数农融合

过程而言，数农融合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系统过程，由“数字农人”引领的农业产业建设过程涌现出

新的业态[10]。 
从数农融合的机制来看，数字经济赋能农村产业发展面临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科技创新滞

后、涉农数据要素市场体系不成熟和乡村数字技术复合型人才缺乏等多重现实挑战[11]。数字经济赋能农

业产业发展解决现实问题需要抓住主要矛盾，本文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由浅入深地考虑脱贫地区产业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首先，农产品种植的销路难寻，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末阶

段，一个完整的周期的完成能够形成对农户的正反馈激励机制，增强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其次，农产品

种植过程中的稳定性问题尚待解决，生产链条的搭建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问题，这需要通过资源整合来稳

固产业基础并改进产业体系。最后，整个产业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存在要素错配的问题，产业发展需要进

行转型升级，统筹推进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破除机制障碍，以契合新时代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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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乡村精英行动逻辑的双案例概述 

2.2.1. 双案例研究法 
乡村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经济学中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观点相契合。“乡村精英”在推

动农业产业发展时需依据当地资源禀赋和市场条件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基于“有为政府 + 有效市场”

的逻辑框架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演员 + 情境 + 通道”的分析框架(本文采用归纳式双案例研究方法，

选取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的两个行政村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多维度、多阶段的分析[12] [13]。 
在选择案例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其独特的代表性。因此，本文选择贵州省平塘县的两个行政村作

为研究对象。具体而言，研究将从两个村庄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口结构等指标进行分析。在这两

个村庄的发展初期，均面临资源利用程度低、产业基础薄弱、农民增收渠道单一以及村集体经济发展活

力不足等问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平塘县有效整合了村集体的资源、资金和资产，涌现出

文旅融合景区、生态观光路线、亲子采摘园等新兴产业载体，并通过这些载体吸引消费群体，从而实现

集体经济收入的稳步增长。 

2.2.2. 案例背景分析 
本文选择平塘县的卡蒲乡毛南族亮寨村和刻度镇先进村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

先，这两个案例村在脱贫攻坚后积极发展乡村产业，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其次，两个案例村的带头人

敏锐地捕捉到市场商机，通过努力实现了产业的持续发展；第三，两个案例村自主开展市场经营活动，

亟需借助数字时代带来的“流量”红利来拓宽销售渠道；最后，两个案例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实践具有示

范效应，成为探索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典型代表。这些案例村在产业发展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

农民参与蓝莓种植已有十年，百香果种植则已有十二年，并带动周边村寨种植盈利性农产品。 
许多学者关注村干部作为创业精英在乡村农业产业发展中的角色。然而，笔者在调研中发现，脱贫

地区的村干部通常缺乏满足创业要求的综合素质和条件。因此，亟需加强与非体制内创业者及其他社会

力量的合作与交流。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因委托代理关系而带来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为在

乡村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拓展关键通道提供了机会，从而促进村干部与其他乡村精英的共同创业。 
亮寨村的蓝莓产业主要依赖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环境，村干部和创业者的行动受到政府支持与市场导

向的双重影响。在产业发展面临诸多约束的背景下，亮寨村的“有为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考量与支持

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发展在解决现实约束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展现出其有效性。相比之下，先进村在市场

需求、产品创新和销售渠道方面取得了显著突破，村干部和创业者的行动逻辑更倾向于市场驱动与资源

整合。以“有效市场”为导向的先进村百香果产业发展实现了多元化，政府的支持则成为推动其农业产

业发展的重要助力。 

3. 数农融合下乡村精英行动的实践逻辑 

3.1. 数农融合下乡村精英的身份识别 

在迎接数字时代的过程中，农业产业面临诸多挑战。然而，随着中国网络扶贫行动的深入推进，数

字技术的引入与应用已不再是制约欠发达地区共享数字红利的主要因素[14]。电子商务不仅能够通过拓

宽销售渠道和塑造品牌来直接促进农业产业的发展，还能够通过吸引劳动力回流等方式增强地区人力资

本的强度，从而间接推动农村产业的发展，但其影响受到村庄干部素质与能力的调节[15]。村干部在引领

社会组织融入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举措，有助于形成乡村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进而推动乡村

产业的振兴[16]。作为有效的带头人，“能人型村干部”在乡村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类村干部的培

养需要正向激励与反向监督的双重机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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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的主体需要农民的积极参与，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不仅是短期内的重要目标，也是产

业高质量、高效率发展的长期导向[18]。因此，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并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才能有效推

动数字化产业的发展。乡村精英的身份不仅限于体制内的精英身份，体制内 + 体制外的双重精英身份显著

提高了农民在乡村数字治理领域的参与概率及总体参与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精英治村的模式[19]。 

3.2. 亮寨村“村干部 + 种植大户”的行动逻辑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演员 + 情境 + 通道”的分析框架，本文阐述了不同村庄在“数农融合”

的背景下乡村精英不同的行动逻辑。 
从亮寨村的演员构成分析来看，村干部与种植大户之间的相互合作有效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和政策引

导的问题，降低了不确定性，从而共同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在亮寨村，乡村精英主要由村干部和蓝莓种植

大户构成。蓝莓种植大户在资金、技术及产业发展基础方面相对较为雄厚，成为蓝莓产业发展的“龙头”。

与村干部的行动逻辑相对，蓝莓种植大户的自主性更强，他们需要及时把握市场投资机会，先行开展工作，

再根据政策导向进行调整，通过自下而上的行动逻辑进行长远规划与发展。在村干部和种植大户的影响下，

部分村民自愿参与蓝莓种植。在满足基本生计需求的前提下，村民通过扩大种植规模以增加收入。 
其次，从亮寨村的参与者贡献来看，在蓝莓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村干部发挥了关键的协调作用。他

们通过整合政府资源、引入市场主体以及推动技术进步，形成了“党支部 + 村合作社收购 + 公司订单 
+ 农户自销”的发展模式。此外，村干部还积极参与蓝莓产品的产销对接，通过微信团购、广告引流等

方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亮寨村的情境表现较为困难。其一，蓝莓的鲜果采摘和运输保存成为该农产品面临的现实问题，需要引

进相应的技术来解决。村里的第一书记表示：“村里正在监督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营造绿色的蓝莓产品，

以确保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其二，村里的蓝莓产业园采摘价格较低，但由于产地宣传力度不足、

文化特色未充分融入以及采摘园的体验感尚未提升，导致蓝莓园的文旅体验活力不足，难以吸引人流。 
亮寨村在特定的参与者和情境下，存在三个关键通道点。首先是技术引进与技能培训。村干部与专

业机构合作，引进鲜果保存和运输等相关技术，并对参与蓝莓采摘的农户进行技能培训，以确保蓝莓鲜

果的高效采摘。其次是线上销售渠道的拓展。村干部组织相关人员在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蓝莓产品，并

利用社会化传播手段进行产品推广。最后是开放文旅融合通道。亮寨村的蓝莓农村产业园通过线上宣传，

吸引游客参与蓝莓采摘活动，从而增加游客流量。在不断优化和升级的过程中，建立私域流量池，以提

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潜力。 
总体而言，亮寨村的蓝莓产业在关键参与者——村干部的引领下，完善了产业的技术链条，优化了

产业结构。通过数字农业与传统农业的融合，形成了以技术技能为主线、电子商务拓展渠道、文化旅游

融合促进振兴的关键路径。 

3.3. 先进村“创业者 + 村干部”的行动逻辑 

先进村的关键演员背景反映了一类群体的创业活力。返乡创业精英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引领作用与

村庄发展资源的丰富程度、个人资源和动机密切相关[20]。先进村百香果产业的创业者是军人出身，拥有

从军经历可以通过转变个人价值观念、增强个人抗压能力和使农户获取更多的政府补助来促进农户的创

业行为[21]。 
先进村的百香果产业的创业者的创业活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百香果产业的创业者积极参加各种会展活动进行现场展销，不断宣传推广山顶红 1 及平塘

 

 

1贵州山顶红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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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香果品牌。这种线下推广使创业者自然而然成为山顶红及平塘百香果的品牌推广大使，塑造了“百香

果王子”的新农人形象。这一形象的建立与知识技能的内化，为创业者把握市场机会提供了坚实基础，

促进了产业的融合发展。 
另一方面，先进村百香果产业的创业者非常重视电商平台、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新农人模式的运用，

通过数字网络赋能山地特色现代农业，使他的百香果在网络上走红。这种线上营销所带来的流量和效率

远超线下订单销售模式。数字化平台的流量红利被数字农人充分利用，这种产业数字化的商业模式有效

节约了综合成本，降低了百香果产销过程的不确定性。 
先进村的发展情境存在鲜明的组态优势。先进村自然资源丰富，又符合种植百香果的条件，再加上

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先进村的百香果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总体来说，乡村创业者的情境表现为自身优

秀的素养加上丰富的创业条件的互相支撑；而村干部则在其中起到协调和组织的作用，大力支持创业者

创业促进农民增收。这种“双赢”的情境相对能激发创业和创新的活力。 
先进村的关键通道点链接一条较为稳固的产业发展路径。一、乡村创业者在市场需求导向下，通过

个性化引流策略，与电商平台协同，以及对百香果进行深层次加工，实现了产业链的纵向延伸。二、村

级管理阶层成立了专业化的行业协会，普及百香果知识，构建了农户与创业者之间的互动平台，为乡村

创业家提供了识别创业机遇的渠道，从而有效促进了乡村产业的复兴。三、依托于临近“中国天眼”旅

游区的地理优势，先进村百香果产业通过与景区的联合，吸引了线下订单流量。该村利用独特资源，深

入探讨数字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路径，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乡村精英，以乡村创业家及村干部为核心，通过团结各类协会与社会团体，促进了百香果企业的蓬

勃发展。山顶红企业紧跟时代步伐，采纳“线上 + 线下”的复合产业模式，体现了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

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策略。 

4. 结论与启示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贵州省平塘县的亮寨村和先进村成为了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

探索案例。通过对这两个村庄的行动者网络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村干部与创业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在推动

产业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亮寨村的蓝莓产业发展历程表明，村干部通过有效的信息沟通和政策引导，

降低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促进了村民的积极参与。在这一过程中，村民在满足基本生计需求的基础上，

自愿扩大种植规模，从而实现了显著的收入增长。此外，先进村的百香果产业依托其地理优势，与“中

国天眼”旅游景区的合作，吸引了大量线下流量订单，形成了良好的市场反馈。通过数字化平台的运用，

先进村的农民不仅实现了产品的线上销售，还有效降低了综合成本，提升了市场竞争力。这两个案例的

对比分析揭示了在“有为政府 + 有效市场”的逻辑框架下，乡村精英如何通过资源整合与市场驱动，实

现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尽管两村在发展模式上存在差异，但均体现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如

何平衡政府支持与市场导向，以推动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未来的政策建议应当聚焦于优化产业链，鼓励乡村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探索适宜的产业发

展路径，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为发挥“乡村精英”的引领作用并克服精英俘获的挑战，有必要

完善监督机制，提升乡村精英的素质与能力，促进农业产业现代化过程中人力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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