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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最终必将走向融合，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过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

具备自身的逻辑，主要表现在数字经济助推城乡要素流动、均衡城乡资源配置、协同城乡产业融合、促

进城乡空间融合四个方面。在其逻辑之中内含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数字化思维和手段的抓手，同时需

注意规避各类数字化风险。基于此，可以从城乡双向流动的要素体系建设、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数字

化完善、城乡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发展三个方面来探究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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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 and Engels believed that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ll eventually move towards inte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empowering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through digital economy has its own logic,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o boost 
the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balance the alloc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ources, coord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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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pace. 
In its logic, it contains the principle of people-centered, digital thinking and means, an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avoiding various digital risks. Based on this, the approach of enabl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digital economy can be explor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rural 
two-way flow factor system, the digital improvement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service equ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y digitalization and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Key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igital Economy, Urban-Rural Relation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从最初的浑然一体走向逐渐分离的过程是漫长的，大致处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

过渡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分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城乡关系

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即农业劳动与工商业劳动的分离引起了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城市乡村化”和“乡村城市化”，并就城乡分离的过程中出现的对

立、异化等状况进行了论述。但这些状况并不影响城市与乡村之间关系的最终走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城乡关系之间出现的异化情况只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就历史趋势而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

明确指出城乡融合是必然趋势，“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

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2]。可以看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地理

空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更是生产关系在空间上反映出来的社会关系”[3]。因此，

将城乡关系放置于经济领域进行研究是必要的，在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

下，数字经济对生产生活方式产生的影响是变革性的，如何合理且高效地利用数字经济，为城乡融合的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进路。 

2.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的逻辑机理 

数字技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能，就城乡关

系而言，数字经济的介入在要素流动、资源配置、产业融合、空间融合层面都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2.1. 数字经济助推城乡要素流动 

城市与乡村中的要素是有所区别的，城市的发展重资本、技术，而乡村在土地、原始劳动力方面具

有自己的优势。在很长时间里，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是单向的，例如“农村

收入低，发展空间有限，政策机制不完善等状况，使城市人才很难流向乡村”[4]。甚至这种单向流动在

部分领域存在诸多阻碍并呈现出静止状态，例如先进技术往往多活跃于城市且不会流向乡村等，这些原

因都会导致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是失衡的。同时由于缺乏人才和技术，使得乡村的要素利用率较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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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浪费的情况较严重。 
数字经济具备流动自由、共享性强、辐射广等特征，可以渗透到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的各个环

节，并将各个环节以更加紧密和更加便捷的方式连接起来，以破除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一定程度上推动

着城市与乡村的要素实现更加合理的双向流动。此外，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所具有的特有要素也进入了城

乡融合的过程，并作为一种新的要素流动。与传统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以直接利用或间接加工的方式

参与流动不同，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破除了传统城乡模式下的时空限制，催生出了更加高效、更

加互联互通的城乡模式。 

2.2. 数字经济均衡城乡资源配置 

过往的城乡发展中存在一定的误区，例如“重城市轻乡村”，这就导致资源配置是具备倾向性的，

即更加倾向于城市，乡村要想达到与城市较均衡的发展水平是存在一定困难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乡村振兴的政策支持下，部分乡村探索出了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但仍然存在资源不充分和资源利用

不足的问题。同时，在物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人民对于就业、医疗、教育等资本的需求日益增长，按照

传统的城乡资源配置模式，不平衡促使城乡进一步高质量发展是较为困难的。 
数字经济在推动城乡要素流动的基础上，能够不断催生出更加公平高效的资源配置范式。例如，数

字经济改变了劳动者的劳动方式，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新的就业机会，劳动形式也更加多元。同时，“数

字经济以数据要素为核心，将数据要素与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相结合，通过要素数字化有效

提升城乡要素流动与配置效率”[5]。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乡村催生了新的资源并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程度。 

2.3. 数字经济协同城乡产业融合 

学界关于城乡融合的研究多从产业角度切入，将其作为重点。在传统的城乡模式中，“产业融合主

要依靠生产要素交换、产业链延展以及产业配套服务，受信息壁垒和技术范式制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在信息获取和资源配置方面难度较大”[6]。这也就决定了在这种模式下，城乡之间产业发展的水平是不

均衡的，作为乡村主导产业的农业很难得到其他产业的支撑且创新不足，导致新质业态拓展不足。 
由于数字经济以数据为核心要素，能够很大程度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数字经济不仅能够通过

促进农业现代化，赋能产业振兴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而且可以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7]。同

时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精细化水平，并有效规避各种不确定性。在城乡互动中，数字经济能够利用数字

技术将信息、资本等各要素进行融合使用，不仅在横向上拓展了产业融合的空间，而且在产业链上通过

数据要素分析提炼信息，为纵深延展产业融合提供条件。 

2.4. 数字经济促进城乡空间融合 

城市与乡村作为两个地理空间，在传统的城乡模式中是各自独立的状态，这就导致城乡之间存在发

展的鸿沟，不论是在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层面，还是在经济意义上的空间层面，不平衡和不对称是常态。

由于过去很长时间里城乡之间处于隔离状态，一方面使得乡村成为一座信息孤岛，难以获得与城市均等

的机遇、资源和服务，导致乡村与城市在发展中水平差异愈来愈大；另一方面，城乡之间也由于分离状

态使得交流和合作存在一定的困难，难以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城乡之间的空间融合提供了条件和保障。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使

得城乡之间可以信息共享，通过数字化平台的搭建为乡村在电子商务等新业态的开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贯通了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通过产业链使得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逐渐缩

小，在数字化场域中实现经济空间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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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的任务定位 

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放置于经济领域中，并力图以数字经济来赋能城乡融合，需要坚持一定的

原则，也需要借助一定的抓手，更需要规避一定的风险。 

3.1. 以人民为中心 

马克思恩格斯在讨论城乡问题的时候，将其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病、城市异化等现象放在一起

进行论述，这也从侧面说明城乡问题中内含主体性的问题，这里的主体性即“以人民为中心”。而纵观

我国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构想和实施，始终坚持着“以人民为中心”。因此，以数字经济来赋能城乡融

合，“人民原则”是首先必须保证的原则。一方面，这一赋能过程必须以满足人民需要为起点和落脚点，

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提升生产水平和消费质量，通过创造就业、平衡分配、优化产品、提供服务等途

径确保人民成为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的切实受益者。另一方面，这一赋能过程必须确保城乡权利平等，

长期以来城乡不平衡的发展状态使得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权利缺失、权利侵犯等

问题，从制度、空间等方面确保城乡人民平等从事生产生活，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自由”。 

3.2. 借助数字化思维和手段 

长期以来，由于技术、人才等因素，乡村发展水平低于城市，城乡之间的割裂越来越严重，要想实

现城乡融合，城乡之间的鸿沟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因此，在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时，必须相应引入数

字化思维和手段。一方面，数字化技术驱动乡村数字化建设，能够有效减少城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大

幅度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产业协同发展、基础设施均等化等，避免因信息未能有效共享等原因出现

的问题。另一方面，引进数字化技术为乡村发展搭建起数字化平台，可以很大程度提高乡村发展的效率

和水平，确保乡村发展过程中各产业的科学性、精确性、便捷性，以有效缩小城乡之间在资源利用方面

的差距，以数字经济推动资源配置平衡，减少技术制约乡村发展等问题的出现。 

3.3. 注意规避数字化的潜在问题 

数字经济在推动乡村发展、赋能城乡融合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其一，

必须重视数字安全的问题。数字化可以有效避免信息孤岛、提升便捷性和协同性，这也意味着生产、流

通、交换、消费各个环节中的信息呈现透明、共享的状态，信息、技术等各类数字化要素的安全成为一

大问题。因此，必须从制度和法律层面规制数字安全问题，并提升相关人员的素质。其二，将数字经济

引入城乡融合过程，必然会出现数字鸿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数字接入鸿沟和数字使用鸿沟两个方面[8]。
一方面，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存在差异，导致数字经济或未能够在乡村发挥同城市同等的作用和效

果。另一方面，由于居民数字化知识素养、数字化技术运用等方面的因素，导致城乡居民或未能够均等

享受到数字经济为人民带来的数字红利。 

4.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的进路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乡村带来了发展的新活力，助推乡村实现自身的产业变革，同时为城乡间的

要素流动、资源配置、产业协同等提供了新动能，为促进城乡融合拓展了新的进路。 

4.1. 构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数字化体系 

城乡融合的关键之一在于要素，作为生产生活中基础性的存在，确保要素的双向顺畅流通是实现数

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的第一步。一是确保人才要素的双向流动。现阶段城乡户籍制度已基本上不存在壁

垒，但人才的双向流动依旧是困扰乡村发展的一大问题。在城市人才流向乡村方面，必须进一步加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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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引进的力度，例如政府可以出台相关创业补贴、优惠政策等，通过各类政策、福利吸引更多高端人才

走向乡村。在乡村人才流向城市方面，必须进一步健全相关配套政策，确保乡村人才在城市能够在城市

落得下、稳得住。同时，由于过去乡村的迟滞性发展很大原因在于人才流失严重和人才引进困难，需要

为乡村培育更多专业型、实践型人才，确保乡村产业发展有相应的人才支撑。二是确保技术要素的双向

流动。一方面，加强数字化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尤其对于乡村地区，通过开班培训、外派学习、建立示范

点等方式，提高乡村地区整体的数字化素质，并积极鼓励将数字化技术引入乡村企业，为乡村产业注入

技术活力。另一方面，推动城乡数字共享平台的建设。“通过构建统一的数字服务平台实现城乡之间信

息资源的共享和互通，打破城乡之间的信息壁垒，促进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提升城乡居

民的生活质量，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8]。 

4.2. 完善城乡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非常显著，且问题集中于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断裂，以数字经济赋

能城乡融合，解决城乡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分必要。一是完善城乡均等的数字化医疗体系。医

疗服务作为居民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过去很长时间里乡村的医疗体系远远落后于城市，通过数字化手

段建立数字化医疗服务平台，实现城乡之间医疗互通，并以数字经济为数字化医疗提供相应资金。一方

面，积极引入远程医疗设备、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等相应数字化技术，并通过平台化记录、交流和合

作来提高诊断准确性、就医便捷性。另一方面，为乡村医务人员提供更多进修机会，以线上培训、外派

学习的方式，通过普遍化医疗技术的提高来确保城乡居民医疗需求的满足。二是完善城乡均等的数字化

教育体系。目前城乡教育资源存在差异，通过政策支持、数字互通等手段推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破

除乡村教育壁垒。一方面，通过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来吸引更多师资力量留在乡村；另一方面，引入数字

化设备为乡村的教育事业提供更多资源，并通过数字化设备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共享，为城乡学子提供

机会均等的教育。 

4.3. 推动城乡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 

在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的过程中，数字已经成为了关键的驱动因素，对城乡产业融合起到重要的

助推作用。一是推动城乡产业数字化。这种数字化不仅仅局限于产业内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还在于以

数字化技术推动整个产业的优化升级，同时以数字化技术实现各类产业的高效协同。一方面，乡村的产

业多以农业为主，通过引入数字化技术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提升产业效率，延长农业产业链。另一方

面，城乡之间可以借助于数字化平台实现各类产业之间的互通协同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例如将数字化

技术与各类产业深度嵌合，根据乡村特色实现“数字 + 特色产业”的模式，以增强竞争力。二是推动城

乡数字产业化。数字经济中的数字要素比起传统生产要素，流动更加灵活、应用更加广泛、成本更加低

廉。以数字要素为基础要素并将其作为产业主线组成生产形态可以有效促进城乡发展水平的均衡发展，

例如“电子商务为农村地区产业发展创造了新的增值渠道与方式”[4]。 

5. 结语 

城乡关系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大问题，引入数字经济赋能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融合，

在要素流动、资源配置、产业协同、空间融合四个方面逻辑合理。整个赋能过程必须保证以人民为中心，

在借助于数字化思维和手段的同时注意防范各类数字带来的问题。正是基于前文中提出的逻辑出发思考

进路，可以从构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数字化体系、完善城乡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推动城乡

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城乡融合提供数字经济层面的可能性。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对于

城乡融合的赋能势能必将不断加强，城乡以高质量走向融合也必将是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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