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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粮食是安天下，稳民心的物质基础，数字经济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本文立足于江苏省数字经

济与粮食产业发展实际情况，旨在通过提出通过数字经济赋能江苏省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解

决当前粮食产业存在的数字化短板问题。本文根据高质量发展要求，建立数字经济和粮食产业高质量发

展两套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江苏省各地级市在数字经济与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并通过耦合模型，分析近十年内各地区两大系统的融合程度。为进一步验证所提出的路径假设，本文构

建了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和物流供应链对粮

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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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in serves as the fundamental material basis for maintaining global stability and social harmony,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hjas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5.153035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5.153035
https://www.hanspub.org/


吴越 等 
 

 

DOI: 10.12677/hjas.2025.153035 287 农业科学 
 

while the digital economy represents a crucial driving forc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grain industry in Jiangsu Prov-
ince, 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leverage the digital economy in enha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grain industry and to address existing digitalization deficiencies 
within the sector. In line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wo 
indicator systems for assessing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grain 
industry. It employs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grain industry across variou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Addition-
ally, a coupling model is utilized to analyze the integration degree of these two systems over the 
past decade. To validate the proposed pathways, fixed-effect models and mediation models are es-
tablished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pro-
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grain industry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m-
provements in the logistics supply chain.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Grain Industr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ixed Effe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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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引言 

数字经济发展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粮食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和“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1]。江苏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之一，粮食

总产量连续 8 年稳定在 700 亿斤以上，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

障法》第一章第七条规定，“国家加强粮食安全科技创新能力和信息化建设”[2]，2024 年 3 月 5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

新质生产力，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仍是江苏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中之重。江苏省粮食产业整体发展

质量较高，但仍存在一些数字化短板问题。在农业产业链方面，尽管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粮食产业链，但

产业链数字化程度不高。在生产经营方式方面，经营方式传统，经营缺乏规模化和集约化。在粮食市场

流通方面，江苏省粮食供应链不够完善，RFID 标签识别等智能仓储技术尚未普及。在粮食数字基础设施

方面，区域间、城乡间差距大，缺少政策引导和科技扶持。因此为了加快促进江苏省粮食产业高质量发

展，亟需研究并找出数字经济赋能江苏省粮食产业发展的推动路径，促进粮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2. 文献综述 

粮食是安天下、稳民心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梳理已

有文献，诸多学者在数字经济赋能领域的研究和方法较为广泛，涉及不同领域和机制。陈倩茹等(2023)提
出数字赋能生态产品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的内涵与路径[3]。Jiang Liu，Qianyu Zhao (2024)
等基于双重差分(DID)模型对环境与经济效益进行分析，提出环境改善与经济效益相协调的新路径[4]。
Jiatong Wang (2023)建立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深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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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对粮食产业越来越重视，相关研究日益增多[5]。刘笑睿等

(2023)认为江苏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问题与挑战，粮食支持政策等软环境亟待优化和创新[6]。薛平

平(2023)提出江苏省面临着生产资源约束趋紧、农户种植积极性不高、粮食供需不平衡、国内粮食定价权

受限及科技支撑能力不足等问题[7]。 

2. 路径和机理 

在粮食产业飞速发展的现状下，粮食产业应根据市场需求，适当调整产业链模式。在数字经济时代，

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与粮食产业深度融合可以实现对粮食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推动传统粮食产业

高质量发展。 
由此提出假设 H1：数字经济能够提升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农业科技方面，物联网、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正改变传统农业的面貌。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可以强化各环节信息监测，

提高信息利用效率。 
由此提出假设 H2：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物流供应链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重要桥梁，其效率与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粮食

产业的健康发展。数字技术的应用，如物联网、大数据分析、智能仓储管理系统等，能够极大提升物流

供应链的透明度、响应速度和资源配置效率。 
由此提出假设 H3：数字经济通过物流供应链发展促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测度研究 

3.1. 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为探究江苏省数字经济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的路径和机理，首先确定江苏省数字经济和粮食产

量高质量发展两大指标体系，探究江苏省各地级市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情况，进而运用耦合度模型，探究

数字经济与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两大系统耦合程度。 

3.1.1. 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构建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为准确反映江苏省各地级市

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本文参考江苏省和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以及江苏省通信管理局发布的通

信行业发展报告，涵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和数字应用三个维度。每个二级指标的选取均基于其对

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代表性。建立遵循全面性、科学性、动态性等多类型指标相结合原则的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传统邮电业务的重要性逐渐降低，邮电局数

量和服务范围的减少反映了地区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因此，将邮电局服务、邮政业务和邮政通信水平作

为负向指标，可以更准确地衡量数字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 

3.1.2.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由于本文对江

苏省各地级市粮食产业进行研究，故暂不考虑开放这一指标，将其替换为粮食产业特有属性“供给”。

本文数据来源于江苏省和各地级市统计年鉴、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农业统计数据和江苏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发布的粮食产业数据。指标体系中，化肥使用率的降低反映了农业生产向绿色、可持续方向的

转变，较低的化肥使用率是高质量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并且农药使用率的降低也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

提升粮食质量，因此将其作为负向指标(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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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表 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测度 单位 属性 

数字基础设施 

互联网宽带覆盖率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万户 + 

邮电局服务 邮电局数量 处 − 

高新技术投入 科学技术 万元 + 

数字产业 

数字化企业数量 电子设备制造业数量 个 + 

数字企业资产 电子设备制造业资产 万元 + 

邮电业务 邮电业务总量 亿元 − 

数字应用 

电话普及率 每百人电话使用部数 部/百人 + 

数字耐用品应用率 固定电话、移动电话、计算机拥有数量 台/百户 + 

邮政通信水平 邮电局服务范围 平方公里 − 

 
Table 2. Indicator system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food industry 
表 2.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测度 单位 属性 

创新 
机械化水平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瓦达 + 

农业现代化情况 机耕面积/总播种面积 千公顷 + 

绿色 

化肥使用率 化肥量/粮食种植面积 吨/千公顷 − 

农药使用率 农药量/粮食种植面积 吨/千公顷 − 

环境保护 造林面积 公顷 + 

土地资源利用率 粮食产量/粮食种植面积 公斤/千公顷 + 

共享 
农民工资收入比率 农民工资收入/农民收入 _ + 

农民净收入 农民收入 − 农民支出 元 + 

协调 
种植结构协调 (1 − 粮食播种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 _ + 

产值协调 (1 − 农业产值/农林牧渔总产值) _ + 

供给 
粮食生产率 粮食产值/粮食种植面积 万元/千公顷 + 

粮食供给率 粮食产值/乡村总人口 元/人 + 

3.2. 发展水平与耦合情况 

综合发展水平 
权重在综合评价中至关重要，考虑本文指标多且为跨年数据，保证准确性和江苏省各地各年的可比

性，本文运用熵权法，计算江苏省各地区各指标重，再进一步使用综合评价法计算各地级市数字经济和

粮食产业综合发展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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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指标计量单位和属性不同，所以本文先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正向化处理，其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min
, 1, , ; 1, ,

max min
ij i

ij
i i

X X
Y i n j m

X X
−

= = =
−

                         (3.1) 

其中，n 表示年份，m 表示每个一级指标对应的二级指标数量， ijY 表示第 j 行第 i 列正向化后的值， ijX
表示第 j 行，第 i 列标准化后的值， ( )min iX 表示 ijX 所在列的最小值， ( )max iX 表示其所在列的最大值。 

然后运用熵权法计算权重，最终表达式为： 

1 j
j

j

E
w

k E
−

=
−∑

                                   (3.2) 

式中 jE 表示各指标信息熵，其计算公式中 ijp 表示各指标不同年份的比值。 
最后通过综合评价法计算江苏省各地级市数字经济和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两大系统各年综合发展得

分 ( )f x 和 ( )g y ： 

( ) 1 1

1
, 9

m

j ij
j

f x w z m
=

= =∑                                (3.3) 

( ) 2 2

1
, 15

m

j ij
j

g y w z m
=

= =∑                               (3.4) 

其中， 1
jw 和 2

jw 分别为数字经济和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各指标权重， 1
ijz 和 2

ijz 是两大系统指标的更新值。

根据计算结果，绘制出下图 1、图 2。 
 

 
Figure 1. Digital economy composite score 
图 1. 数字经济综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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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omposite scor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food industry 
图 2.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 

 
由结果可得，江苏省各地级市大部分地区数字经济与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为进一

步确定两者的关系，本文将进行耦合模型与计量模型构建。 

3.3. 耦合情况 

为了更加准确衡量数字经济和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本文采用耦合度模型进行检验，其模型

概念图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Conceptual diagram of the coupled model 
图 3. 耦合模型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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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计算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反映两系统在江苏省各地级市耦合程度： 

( ) ( )T f x g yα β= +                                  (3.5) 

T 为综合协调指数，表示两系统融合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α 、 β 表示待定系数，在以往文献中，

学者通常将其定值 0.5，表明两系统同等重要。 
然后建立数字经济和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度模型，其公式如下： 

( ) ( ) ( ) ( )( ) ( ) ( )( )C f x g y f x g y f x g y = × + × +                    (3.6) 

同时，由于存在数字经济与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较大或较小的高度耦合，需进一步构建耦合协

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公式如下： 

D C T= ×                                      (3.7) 

其中，C 为耦合度系数，D 为协调指数。耦合度判别标准如下表 3 所示。 
 

Table 3. Coupling criteria 
表 3. 耦合度判别标准 

协调等级 1 2 3 4 5 

耦合协调度 D 值区间 [0.0, 0.1) [0.1, 0.2) [0.2, 0.3) [0.3, 0.4) [0.4, 0.5) 

耦合协调程度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协调等级 6 7 8 9 10 

耦合协调度 D 值区间 [0.5, 0.6) [0.6, 0.7) [0.7, 0.8) [0.8, 0.9) [0.9, 1.0) 

耦合协调程度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本文根据所得各地级市 11 年耦合结果，计算平均值，观察各地区数字经济与粮食产业耦合情况，其

结果如下图 4 所示。 
 

 
Figure 4. Degree of coupling across regions 
图 4. 各地区耦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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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在过去的十一年里多数地区的数字经济与粮食产业之间的关系从勉强协

调向优质协调阶段过渡，但是大部分地区还停留在勉强协调阶段。其中盐城市、泰州市、镇江市和常州

市的发展态势较为乐观，十一年平均水平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但是南京和无锡两个地级市在过去十一年

的数字经济和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协调水平平均处于濒临失调的阶段，这一现象反映出这些地区在推动

数字经济与粮食产业深度融合的过程中，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为此需要深入分析原因，采

取有效措施，以促进两者之间的和谐发展，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4. 模型的建立与实证分析 

4.1. 计量模型的构建 

4.1.1. 变量说明 
本文参考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选取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数字经

济发展指数为解释变量[8]。选取粮食产业高新技术投入和物流发展水平为中介变量。借鉴陈俊龙、谢佳

霖等人[9]的研究选取如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GDP)，用地区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表示；第三产业发展

(Hr)，用第三产业比重表示；环境治理投入(EPI)，即地方公共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如表 4 所示。 
 

Table 4.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表 4. 变量说明 

类型 名称 编号 含义 

被解释变量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得分 ME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得分 DE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中介变量 
高新技术投入 GX 科学技术投入资金 

物流发展水平 WL 货运运输量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GDP 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指数 

第三产业发展 Hr 第三产业占比 

环境治理投入 EpI 公共财政节能环保支出 

4.1.2. 模型构建 
检验假设 H1，本文建立如下固定效应模型： 

0 1ME DEit it j it t itcα α α λ ε= + + + +                             (4.1) 

其中， MEit 表示江苏省 i 地级市，t 年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 0α 为截距； 1α 表示数字经济对粮

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DEit 表示第 i 个地级市，t 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jα 为第 n 个系数； iλ 和

tµ 为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itε 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进一步研究数字经济赋能江苏省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本项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

前文提出的假设 H2、H3 进行验证： 

1 2 3 4ME DE DEit it it it it it itM M Cβ β β β ε= + + ⋅ + +                      (4.2) 

1 2it it it itM DE Cα α ε ′= +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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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Eit 表示江苏省第 i 个市，第 t 年江苏省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DEit 为第 i 个市，第 t 年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itM 为第 i 个市，第 t 年中介变量值， itC 为控制变量， itε 和 itε ′为误差项。 

4.2. 实证分析 

4.2.1. 模型的检验 
1. 多重共线性检验 
当各解释变量出现共线性问题时，会导致回归结果与实际情况明显相反，导致结论出现偏差。本文

通过 VIF 检验来判断各解释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结果如表 5 所示，显示所有 VIF 都小于 5，故

各解释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可以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10]。 
 

Table 5. Multicollinearity test 
表 5. 多重共线性检验 

Variable VIF 1/VIF 

EPI 1.68 0.596000 

GX 3.06 0.326865 

DE 2.15 0.464421 

GDP 1.57 0.636384 

Hr 1.46 0.683082 

WL 1.55 0.647140 

Mean VIF 1.91 

 
2.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适用性，本文进行了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来评估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

应。表 6 展示了检验结果，其中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的 P 值分别为 0.0010 和 0.0001，均显著小于 0.05。
可以进一步的分析。 

 
Table 6. Test results 
表 6. 检验结果 

检验方式 F 检验 Hausman 检验 

P 值 0.0010 0.0001 

4.2.2. 模型结果 
根据上文建立的计量模型，本文运用时间–个体固定模型，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对假设 H1 数字经济能够提升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检验，如下表 7 所示。 
在所有模型中，数字经济(DE)的系数都是正的，并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数字经济对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 H1，即使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发展和

环境治理投入等变量后，数字经济仍然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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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Return to baseline 
表 7. 基准回归 

 (1) (2) (3) (4) 

 ME ME ME ME 

DE 1.011*** 0.938*** 0.888*** 0.887*** 

 (19.082) (14.538) (12.128) (12.233) 

GDP  −0.343* −0.209 −0.180 

  (−1.960) (−1.052) (−0.913) 

Hr   0.248 0.221 

   (1.404) (1.257) 

EPI    2.166* 

    (1.922) 

_cons −0.602 38.086* 14.392 6.137 

 (−0.465) (1.925) (0.555) (0.236) 

N 143 143 143 143 

R2 0.738 0.746 0.750 0.757 

F 364.140 187.998 126.941 98.148 

***p < 0.01, **p < 0.05, *p < 0.10. 
 
为了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本文引入高新技术投入(GX)和物流

发展水平(WL)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8 和表 9 所示。 
 

Table 8. Intermediation effects of high-tech inputs 
表 8. 高新技术投入的中介效应 

 (1) (2) 

 GX ME 

DE 0.487*** 0.612*** 

 (7.430) (8.151) 

GDP −0.126 −0.109 

 (−0.706) (−0.638) 

Hr 0.518*** −0.072 

 (3.265) (−0.458) 

EPI 0.668 1.788* 

 (0.656)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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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X  0.566*** 

  (6.649) 

_cons 4.630 3.518 

 (0.197) (0.157) 

N 143 143 

R2 0.648 0.821 

F 57.950 114.289 

***p < 0.01, **p < 0.05, *p < 0.10. 
 

Table 9. Mediating effects of the level of logistics development 
表 9. 物流发展水平的中介效应 

 (1) (2) 

 WL ME 

DE 0.018*** 0.798*** 

 (4.046) (10.823) 

GDP −0.025** −0.055 

 (−2.105) (−0.284) 

Hr 0.029*** 0.076 

 (2.723) (0.440) 

EPI 0.078 1.774 

 (1.151) (1.636) 

WL  5.041*** 

  (3.546) 

_cons 2.345 −5.682 

 (1.502) (−0.226) 

N 143 143 

R2 0.619 0.779 

F 33.999 88.248 

***p < 0.01, **p < 0.05, *p < 0.10. 
 
由表 8 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投入的回归系数为 0.487，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技术创新。高新技

术投入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回归系数为 0.566，技术创新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

究结果验证了假设H2，即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表 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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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对物流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 0.018，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物流供应链的发展。物流发展水平对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5.041，体现物流供应链的发展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 H3，即数字经济通过物流供应链发展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

向影响。 

4.2.3.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将高新技术投入变量的指标换为农业技术人员数量，重新进行回归，

得出回归结果如下表 10 所示。 
 

Table 10. Robustness check 
表 10. 稳健性检验 

 (1) (2) 

 GX ME 

DE 0.002*** 0.818*** 

 (7.525) (9.398) 

GDP −0.001 −0.143 

 (−1.456) (−0.717) 

Hr 0.002** 0.173 

 (2.451) (0.967) 

EPI 0.007 1.943* 

 (1.349) (1.718) 

GX  37.162* 

  (1.746) 

_cons 0.211* −0.501 

 (1.853) (−0.019) 

N 143 143 

R2 0.645 0.761 

F 57.211 79.494 

***p < 0.01, **p < 0.05, *p < 0.10. 
 
稳健性检验中，数字经济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818，显著性水平为 1% (t = 9.398)，

表明了数字经济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在变量替换后依然显著且稳健，与基准回归分析一致，

进一步验证了数字经济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在模型(1)中，数字经济对

农业技术人员数量的回归系数为 0.002，显著性水平为 1% (t = 7.525)，说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农业技术

人员数量的增加，反映了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相关要素的积极影响。在模型(2)中，农业技术人员数量对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37.162，显著性水平为 10% (t = 1.746)，表明农业技术人员数量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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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进一步验证了技术创新路径在数字经济与粮食产业高

质量发展之间的中介效应是稳健的。 

4.2.4. 内生性检验 
为了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了数字经济(DE)的一期滞后变量(LDE)作为工具变量，并逐步

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内生性检验结果如表 11 所示。 
 

Table 11. Endogeneity test 
表 11. 内生性检验 

 (1) (2) (3) (4) 

 ME ME ME ME 

LDE 1.002*** 0.895*** 0.792*** 0.786*** 

 (13.202) (10.364) (8.149) (8.090) 

GDP  −0.594** −0.344 −0.338 

  (−2.446) (−1.298) (−1.276) 

Hr   0.471** 0.455** 

   (2.169) (2.097) 

EPI    1.794 

    (1.300) 

_cons 1.762 67.795** 23.309 18.144 

 (1.010) (2.506) (0.693) (0.538) 

N 130 130 130 130 

R2 0.600 0.620 0.635 0.641 

F 174.296 93.881 66.170 50.349 

***p < 0.01, **p < 0.05, *p < 0.10. 
 
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即使在逐步加入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占比和环境治理投入等控制变量后，

数字经济的滞后变量(LDE)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

性问题后依然稳健。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基于 2013~2023 年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江苏省粮食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作用。通过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对江苏省粮食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积极作用。由于数字经济

具有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和较易融合等特点，与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理念深度契合，可以为江苏省

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支持。第二，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通过

升级物联网、5G 技术、区块链等科学技术，可以在粮食产业中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行效率，从而对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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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第三，数字经济通过物流供应链发展促进粮食产业高质量

发展。数字经济提高物流水平、优化仓储管理、提高供应链的协同性，成为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

擎。 

5.2. 数字经济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驱动粮食产业资源优化的核心要素。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粮食生产、

流通等各环节数据，可以更加精准地掌握市场需求、供给情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如何

更好用数字经济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相关管理部门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5.2.1. 加快粮食产业智能仓储构建，完善粮食产业供应链 
(1)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实时监控粮食温度、湿度等关键指标，采用自动化设备进行

粮食产业出库入库管理，提高作业效率和准确性，并采用推广绿色储粮技术，优化粮食储存环境，延长

保质期，减少损耗。 
(2) 推动公路、铁路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发展多式联运，减少中转环节，并建设粮食专用运

输线和码头，实现降本增效。 

5.2.2. 积极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为粮食产业赋予新的活力 
(1) 实施高层次创新人才引进计划，积极参照《江苏省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引进计划实施办法》，着

重引进对数字经济和粮食产业贡献高的团队与人才，制定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包括提供优厚的薪酬待遇

和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吸引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加入粮食产业。 
(2) 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建立人才培育基地，共同培养粮食产业数字化领域的专业人才，

提高粮食产业的科技研发能力。设立产学研合作项目，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联合开展粮食产业数

字化技术研究和应用推广。 

5.2.3. 加快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粮食产业平稳运行 
(1) 加快 5G、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粮食产业数字化的支撑能力，利用遥感、

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实现对农田环境的实时监测与数据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推进粮食产

业数字化平台建设，实现粮食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数字化管理和智能化控制。 
(2) 加强网络安全保障，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确保粮食产业数字化平台的安全稳定运行。粮

食产业可以采用网络安全技术，如防火墙、数据加密等，加强网络安全防护，防止数据泄露。 

5.2.4. 大力发展粮食产业附加产业，提高粮食产业附加值 
(1) 鼓励粮食加工企业向深加工方向发展，提高粮食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通过精深加工产品研发，

可以将粮食转化为更多元化的产品，如功能性食品、营养保健品等，从而满足消费者对健康、营养等方

面的需求，提升粮食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同时发展粮食产业相关产业如农业旅游、休闲农业等，增加粮

食产业的附加值和经济效益，推动粮食产业的区域化布局和专业化发展。 
(2) 鼓励粮食企业与电商平台合作，开展粮食产品网络营销，拓宽销售渠道和市场空间。从粮储、粮

贸等环节展开深度合作，引入粮食交易电商平台，借助电商平台的优势，粮食企业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

者的需求，提高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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