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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的进程中，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破解城乡发展失衡

的关键力量。本文聚焦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在阐释二者融合基础后，系统梳理了其在产

业数字化、民生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等领域的主要成果，并剖析了当前面临的数字鸿沟、人才短缺、数

据壁垒、资金不足及模式创新等核心挑战。针对挑战，研究提出了强化基础设施、人才培养、机制创新

和政策保障等实践策略，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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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 key force in promoting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breaking the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path of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digital economy. After explain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t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its main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livelihood digitization, and governance digitization. It also analyzes the core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ed, such as digital divide, talent shortage, data barriers, insufficient funding, 
and model innovation. In response to challenges, research has proposed practical strategie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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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 innovation, and policy guarantee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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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双重背景下，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成为

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路径。数字乡村建设不仅对城乡融合发展和农村现代

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推动产业、民生、治理和文化的全面数字化转型和提升农村整体治理效能来说也

具有重大意义[1]。 
从理论层面看，数字经济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驱动力的特性，为重新定义乡村发展的生产要素配置、

价值创造逻辑与治理模式提供了新视角；从实践维度讲，智慧农业、农村电商、数字治理等创新应用已

在多地展现出激活乡村经济、改善民生福祉的显著成效。然而，城乡数字鸿沟、人才短缺、数据壁垒等

现实挑战，制约着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与广度。在此背景下，系统探讨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的内在机制、实践成果与优化路径，不仅有助于丰富数字经济理论的应用场景，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提供了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解决方案。 

2. 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概述 

2.1.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信息及数据要素为核心生产要素，依托互联网平台这一关键组织架构与信息枢

纽，通过新一代数字技术的系统性创新与深度应用驱动，催生并重构经济活动的新型模式与业态[2]。数

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

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的经济形态。基于数字经济内涵，总结了数字经济的四个特征，即规模经济、

技术驱动、生态化发展、动态治理[3]。 
其本质特征体现在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一是数字化信息，作为基础性资源，涵盖经虚拟化编码存

储并可复用的图像、文本、声音等多模态内容；二是互联网平台，构成核心运行载体与市场组织中枢，

高效传递信息并协调多方交互；三是数字技术集群，(如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提供信

息解析、处理与价值创造的技术基座；四是新型经济模式与业态，则表征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所衍生的创新实践，如分布式生产、零工经济与智能无人化运营等。这四维结构共同定义了数字经济

运行的基本范式与结构性特征。 
数字经济理论是一个涉及广泛领域的理论体系，其核心是将数字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

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推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4]。 

2.2. 乡村振兴战略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存在差距。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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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总抓手，以系统性制度变革为突破口，通过经济重构、社会重塑、文化传承、生态修复与组织创新

的协同发力，着力破解城乡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其核心在于构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功能互补互促的现

代化发展新范式，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迈向纵深，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这一战略架构聚

焦产业、文化、人才、生态、组织五大振兴维度，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乡村振兴路径体系。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方针，为乡村振兴擘画了清晰的

战略蓝图，精准锚定核心发展方向与价值坐标。但在战略落地过程中，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与现代产业体

系衔接不畅，农村数字基建薄弱造成“数字鸿沟”不断加深，青壮年人口外流导致的老龄化问题持续加

剧，农业数字化转型步伐缓慢等矛盾日益突出。 
突破这些发展瓶颈，需要以创新驱动作为核心动力源，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深度

融入农业生产全链条、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和基层治理场景；通过优化政策激励机制，释放制度红利，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实现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充分激活乡村内生发展活力。 

2.3.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主要体现在其对乡村生产要素、产业形态和治理模式的系统性重

构。 
首先，数字经济通过数据要素的引入，打破了传统农业生产中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局限性，使信

息成为新的核心资源。数据驱动的精准农业技术优化了资源配置，提升了生产效率，同时降低了生产成

本和环境影响。 
其次，数字技术推动了乡村产业形态的多元化转型。电子商务平台和直播带货等新模式拓宽了农产

品的销售渠道，而数字文旅、智慧农业等新业态则为乡村经济注入了创新活力，实现了从单一农业向复

合型经济的升级。 
此外，数字经济还重塑了乡村治理模式。数字化平台整合了分散的治理资源，实现了信息的高效共

享和服务的便捷化，提升了基层治理的透明度和参与度。通过技术赋能，数字经济不仅解决了乡村发展

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还促进了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持续的内生动力。这一机制

的核心在于数字技术与乡村经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从而系统性激活乡村的发展潜力。 

3. 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主要成果 

3.1. 产业数字化 

数字经济深度赋能乡村产业全链条，推动农业生产智能化、流通网络化与业态多元化转型。在生产

端，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构建智慧农业生态，通过土壤墒情传感器、无人机巡检、智能温室系统实现精

准化种植与养殖。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利用卫星遥感和 AI 算法分析农作物生长状态，农药使用量减少，粮

食单产提升，展现数字技术对传统农业生产效率的革新能力。 
乡村二、三产业数字化转型加速融合创新。数字技术激活乡村文旅资源，VR 虚拟游览、数字民宿管

理系统等应用提升游客体验；依托短视频平台，陕西袁家村通过“云游古村”直播、非遗技艺线上教学，

将传统文化转化为流量经济。此外，农村电商产业园、数字文创工坊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推动乡村产业

从单一农业向“农业 + 数字 + 文旅”的复合型经济升级。 

3.2. 民生数字化 

数字经济深度渗透乡村民生领域，通过技术赋能与模式创新，显著改善乡村居民生活质量，推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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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在教育领域，“互联网 + 教育”模式打破地域壁垒，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双师课堂”等项目，将优质教育资源输送至偏远乡村。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借助远程直播教学，使

乡村学生能同步参与一线城市名师课程，教学质量显著提升。 
医疗服务数字化转型同样成效斐然。依托 5G、云计算等技术，乡村地区实现远程诊疗、AI 辅助诊断

等服务全覆盖。在贵州毕节，基层卫生院通过接入县域医共体远程医疗平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三

甲医院专家诊断，有效缓解“看病难”问题。同时，电子健康档案、在线预约挂号等应用，优化医疗资源

配置，提升服务效率。 

3.3. 治理数字化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乡村治理模式创新注入新动能，治理数字化成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路

径。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搭建的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整合人口、土地、产业等多维度数据，实现

信息实时共享与动态管理，有效解决传统治理中信息分散、传递滞后的问题。浙江“浙里办”乡村数字

治理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将村民事务办理、矛盾调解、政策咨询等服务集成线上，村民足不出户即可

完成医保缴费、户籍办理等业务，大幅降低行政成本与群众办事成本。 
在基层决策层面，数字技术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人工智能算法对乡村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等

数据进行深度分析，预测潜在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贵州省某村庄利用数字治理系统分析土地利用、产

业发展数据，精准规划特色种植产业布局，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同时，数字技术推动乡村治理透明化，

线上政务公开平台、村民议事 APP 等工具，保障村民知情权与参与权，如“村民议事厅”小程序实现村

级事务线上投票表决，参与率较传统模式提升，有效激发村民自治活力。此外，数字治理还助力乡村治

安防控，视频监控联网、智能安防系统的应用，显著提升乡村安全保障水平，为乡村振兴营造稳定有序

的社会环境。 

4. 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面临的主要挑战 

4.1. 数字鸿沟问题突出 

农村地区在数字化设施和基础设施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和不平等现象[5]。城乡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上存在显著差距。农村地区网络覆盖质量较差，部分偏远山区网络信号弱、带宽不足，

难以支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应用。当前，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乡村发展整体水平有待

提高，乡村治理体系及能力需进一步加强，以推动形成以城市群为核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的新型城镇化格局[6]。同时，农村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数字设备操作能力、数字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

有限，无法充分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便利，限制了数字经济在乡村的发展深度与广度。 

4.2. 专业人才严重短缺 

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既懂农业农村，又精通数字技术、电商运营、数据分析的复合型人才。现有农村

劳动力年龄结构偏大、知识水平较低，对数字技术的接受和学习能力不足，无法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人

才需求，导致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缺乏创新动力与专业支撑。 

4.3. 数据壁垒普遍存在 

乡村各部门、各领域之间数据共享机制不完善，存在数据标准不统一、信息孤岛等问题。农业生产

数据、市场流通数据、乡村治理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无法实现有效整合与协同利用，阻碍了数字技术

对乡村产业、治理等方面的精准赋能，降低了数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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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用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与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然而，乡

村地区财政收入有限，金融机构对农村数字经济项目的风险评估较高，导致资金供给不足。社会资本因

乡村数字经济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收益不稳定等因素，参与积极性不高，制约了数字经济在乡村的大

规模发展。 

4.5. 创新模式发展困难 

虽然数字经济在乡村已有一定应用，但大多处于模仿阶段，缺乏适合乡村实际情况的特色创新模式。

乡村产业特点、社会文化环境与城市存在差异，照搬城市数字经济模式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同时，农村

地区创新资源匮乏，产学研合作机制不健全，导致乡村数字经济模式创新缺乏技术、智力支持，难以形

成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5. 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策略 

5.1.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先导工程，需要系统规划、分步实施，为乡村数字化转型奠定坚实基础[7]。 
加大乡村地区网络覆盖力度，加快部署 5G 基站、光纤宽带等新基建，推动偏远乡村网络信号全覆

盖，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同时，建设智慧农业基础设施，在农田、养殖场部署物联网传感器、智能灌

溉设备等，构建农业生产数据采集与传输体系。此外，完善乡村物流配送网络，整合邮政、快递、电商平

台资源，建设县域物流中心和乡村配送站点，实现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行的高效流通，为数字经济在

乡村的发展筑牢硬件基础。 

5.2. 加强数字人才培养 

一方面，开展面向农民的数字技能培训，通过线上课程、线下实训基地等形式，教授电商运营、直

播带货、数据处理等技能，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与就业创业能力。另一方面，实施乡村数字人才引育计划，

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高校毕业生、数字技术专业人才返乡创业就业，鼓励企业与高校合作建立产学研基地，

定向培养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所需人才。此外，建立乡村数字人才激励机制，对在乡村数字经济领域做出

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资金奖励、职称评定倾斜等激励，增强人才扎根乡村的动力。 

5.3. 构建乡村数据共享协同机制 

推动跨部门数据整合，建立统一的乡村数据共享平台，整合农业、市场、民政等部门数据，实现生

产、流通、治理等信息的互联互通。其次，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与接口规范，确保不同系统间的数据兼

容性，避免信息孤岛。加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完善数据开放共享的政策法规，明确数据权属和使用

边界，提升基层部门的数据共享意愿。建立激励机制，对积极共享数据的部门给予政策倾斜或资金支持，

推动数据要素在乡村振兴中的高效流动与价值释放。 

5.4. 强化政策支持保障 

政府需出台专项政策，加大对乡村数字经济的财政投入，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人

才培养和产业孵化；同时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对在乡村开展数字经济业务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降低企

业运营成本。完善金融扶持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合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信贷产品，为企业和农户

提供低息贷款、贴息贷款等金融支持。此外，加强乡村数字经济领域的政策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保障

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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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创新发展机制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数字乡村建设，推广数字化技术，提高

乡村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8]。 
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创新产业发展模式。鼓励企业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农产品溯源

体系，提升农产品品牌公信力；依托大数据分析消费者需求，开发定制化农产品和乡村旅游产品。创新

利益联结机制，引导龙头企业、电商平台与农户建立紧密合作关系，通过“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电

商平台 + 农户”等模式，实现多方利益共享。同时，探索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共享农业、认养农

业等新模式，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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