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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南省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与多民族聚居省份，其乡村振兴实践在全国具有典型代表性。本文聚焦云南

省数字农业赋能乡村振兴，从农业数字化与乡村振兴两大维度深入剖析其发展现状与优化路径。以云南

为研究范本，不仅有助于宏观推动云南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更为全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山区省份以及

民族地区提供数字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范例与理论参考，对探索中国特色乡村振兴路径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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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nnan Province is an underdeveloped area in western China and a multi-ethnic province. Its prac-
ti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ypical in the countr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digital agriculture in Yunnan Province, and deeply analyzes its current develop-
ment statu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Yunnan as a research model not only help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Yunnan at a macro level,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examples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digital agriculture to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conomically un-
derdeveloped areas, mountainous provinces and ethnic regions across the country. It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value for exploring the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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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

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论述将乡村振兴提

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25 年中央

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再次强调“锚定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一战略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面向未来的系统性部署，

其目标在于通过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图景[1]。 
当下正是云南省全面推行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大好时机。云南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地处中国、东南亚、

南亚三大区域的结合部，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陆路通道。作为中国走向东南亚与中南半岛地

区的桥头堡，云南在区域合作和对外开放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一带一路”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地

理位置、资源禀赋和人文优势使其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重要桥梁。中老铁路的建成通车为云

南与老挝之间的贸易往来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开辟了新的通道[2]。近几年，

云南省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和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包括加强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这些政策措施为

云南省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依托独特的立体气候和多样性资源条件，将资源禀赋转变

为富农强农的优势产业，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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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云南省产业发展现状 

调查数据显示，2015~2024 年云南省经济总量实现跨越式增长，地区生产总值(GDP)从 14960 亿元攀

升至 31534.10 亿元，十年间增幅达 110.8%，实现经济规模翻番，如图 1 所示。2015~2024 年全省经济持

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39 个百分点，展现出强劲发展韧性。从三产结构

演变来看，云南省持续巩固“三二一”型现代产业格局。截至 2024 年末，第三产业增加值达 17011.15 亿

元，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占比达 53.95%，较 2015 年提升 4.6 个百分点，持续发挥经济增长主引擎作用；第

二产业保持稳定增长，十年间实现增加值总量倍增；第一产业作为基础支撑，产值从 2079.31 亿元稳步增

长至 4192.92 亿元，增幅达 101.6%，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成效显著。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数字经

济已成为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变量。2022 年云南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6.3%，

尤其是第三产业数字化渗透率高达 38.7%，在旅游服务、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形成数字化转型

示范效应。这种产业结构性变革，正推动云南从传统资源型经济向数字赋能型经济加速转变[3]。 
 

 
Figure 1.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Yunnan Province (2015~2024) 
图 1. 2015~2024 年云南省产业发展情况 

3. 云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Figure 2. 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of Yunnan Province (2015~2024) 
图 2. 2015~2024 年云南省农业总产值 

 
近年来，云南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主要指标呈现跨越式增长态势，如图 2 所示。全省农

业总产值从 2015 年的 3383.1 亿元攀升至 2024 年的 6846.9 亿元，十年间实现翻番增长，累计增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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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年均增长率达 10.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从产业结构来看，种植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2024 年农业产值达 4023.68 亿元，较 2015 年增长 118.6%，在农林牧渔总产值中占比达 58.7%，较 2015
年提升 4.3 个百分点。其中，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尤为突出，茶叶、花卉、蔬菜等优势产业产值年均增

速均保持在 10%以上。牧业作为第二大产业板块，2024 年实现总产值 1869.18 亿元，较 2015 年增长 837.3
亿元，增幅达 81.2%。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规模化养殖和数字化技术的推广应用，畜牧业生产效率显著提

升，2022 年畜牧业劳动生产率较 2012 年提升 62.5%，产业现代化水平持续提高。 
从粮食产量来看，生产稳步提升，这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保障。如图 3 所示，

2015~2024 年间，全省粮食总产量从 1791.27 万吨增长至 1993.5 万吨，增幅达 11.3%，而同期播种面积基

本稳定在 415 万公顷左右，表明粮食单产水平持续提高。这种“稳面积、提单产”的发展模式，一方面

确保了民族地区的粮食安全，为文化保护工作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释放了更多劳动力资源，

使村民能够投入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活动中。值得一提的是，2021 年以来粮食产量突破 1900 万吨大关，

播种面积也呈现回升态势，这种良好的农业生产形势为民族村寨探索“农耕文化 + 数字保护”的特色路

径提供了坚实基础，使传统农耕智慧得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Figure 3. Grain production in Yunnan Province (2015~2024) 
图 3. 2015~2024 年云南省粮食生产情况 

4. 数字农业发展现状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如图 4 所示，近年来云南省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构建起覆盖广泛的数字基础设

施网络。截至 2024 年底，全省累计建成 5G 基站 15.3 万个，实现县城及以上区域 5G 网络连续覆盖，重

点乡镇覆盖率达 100%。通信用户规模突破 5248.8 万户，移动互联网普及率达 92.6%，为数字农业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农村地区通信条件显著改善。全省行政村光纤宽带通达率达 98%，自然村 4G 网络覆盖

率达 92%，较 2018 年分别提升 15 和 22 个百分点。农民智能手机普及率超过 90%，较五年前提升 40%，

为农业信息获取、在线交易和远程服务提供了有利条件。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力推动了农业数字化转

型。依托高速网络，全省已建成农业物联网应用示范基地 427 个，部署各类农业传感器 10 万余个，实现

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网络全覆盖。农产品电商年交易额突破 500 亿元，带动农民人均增收 1200 元以上，

数字技术正深刻改变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4]。 
交通设施方面：如图 5 所示，从 2015 年至 2024 年的数据来看，全省公路里程从 23.60 万公里增长

至 34 万公里，铁路里程从 0.27 万公里扩展至 0.52 万公里，形成了日益完善的陆路交通网络。特别是 2020
年以来，公路建设显著提速，两年间新增里程达 2.84 万公里，这些交通条件的改善极大提升了偏远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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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寨的可达性，为数字化设备运输、技术人才流动和文化旅游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航空航线在

2021~2022 年实施优化调整，更趋合理化的航线网络为民族文化数字产品的快速流通和高价值手工艺品

的航空物流提供了高效通道。这种立体化交通体系的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民族地区数字文化保护的实

施成本，加速了文化资源向产业价值的转化进程。 
 

 
Figure 4. Number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users in Yunnan Province (2015~2024) 
图 4. 2015~2024 年云南省移动通信用户数量 

 

 
Figure 5. Transportation situ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2015~2024) 
图 5. 2015~2024 年云南省交通运输情况 

 
电信业务方面：如图 6所示，全省电信业务总量从 2015年的 756.25亿元快速增长至 2022年的 5647.82

亿元，实现了 7.5 倍的快速增长，这为民族地区数字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使偏远民族村寨得以

接入高速网络，为数字文化保护工程的实施创造了必要条件。特别是 2017~2020 年的爆发式增长期，恰

逢云南省民族村寨数字化保护的关键推进阶段，高速稳定的网络环境保障了民族文化大数据的采集、传

输和存储，也为“云游民族村寨”等线上文旅体验提供了流畅的技术支持。电信服务的普及和升级，正

在打破地理隔阂，让深山中的民族文化遗产得以通过数字方式走向世界。 
农业农村电子商务方面：在云南省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如图 7 所示，从 2015 年至 2024 年，全省

电子商务销售额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从 1142.9 亿元攀升至 3033.35 亿元，增幅达 165.41%。这一显著增

长轨迹不仅体现了云南省电子商务产业的强劲发展势头，更折射出当地数字经济产业的蓬勃活力，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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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了云南省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巨大发展潜力和良好前景[5]。 
 

 
Figure 6. Total volume of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postal services (2015~2024) 
图 6. 2015~2024 年电信业务总量和邮政业务总量 

 

 
Figure 7. E-commerce Situ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2015~2024) 
图 7. 2015~2024 年云南省电子商务情况 

5. 问题与优化路径 

农业数字化转型为云南省的农业产业升级注入了新动能，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国家统计年鉴数据

显示，对比全国平均水平云南省农业发展依然差距显著，剖析其原因，主要体现在：(1) 云南地处云贵高

原，地形复杂，山高谷深，使得交通建设难度大，成本高。这种地形也限制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增加了

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等因素，云南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这导致了

城市化水平低、劳动力素质低、技术水平落后等问题，进一步制约了云南的经济发展。(2) 由于大部分地

区地势险恶、高低不平，土地规模狭小、零碎，限制了现代化农业生产设施的推广和应用。新型农业机

械化设备不足，农村电力设施不健全且陈旧落后，这导致了农业生产活动仍以传统方式为主，数字技术

的应用程度不高，难以满足数字农业对农业生产设施的高要求。(3) 云南省各部门涉农基础资源数据亟需

进一步采集和整合。现有的涉农数据资源分散，农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数据脱节，相互独

https://doi.org/10.12677/sd.2025.157191


张承炜 等 
 

 

DOI: 10.12677/sd.2025.157191 114 可持续发展 
 

立，没有形成共享数据云。导致数据难以共享利用，影响了数字农业在农业生产各环节中的协同应用。

(4) 尽管云南省在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集成应用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

应用场景仍然较少，技术集成不足。大多数字技术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难以找到提质增量、降本增效

的价值支撑，算法和模型等核心技术研发不够，成为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突出短板[6]。 
针对上述问题，再结合云南省独特的地理环境、数字经济和农业发展状况，为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

与传统农耕的深度融合，提出以下对策：(1) 加大交通建设投入：政府加大对云南交通建设的资金支持，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采用先进的工程技术，克服地形困难，修建更多高速公路、铁路、农村公路等，完善

交通网络，降低运输成本，促进农产品流通和工业发展。(2) 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与周边地区和发达

地区的经济合作，如阿里与云南百香果数字农业基地合作，阿里在昆明落地数字农业新基建“产地仓”，

通过与阿里合作，云南百香果产业发展迅速。仅 2020 年 8 月至 10 月间，淘宝、天猫、盒马等阿里平台

的云南百香果销售额每月环比增长均超 200%。利用地缘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吸引投资

和技术，发展特色产业，提升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提高城市化水平，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好的人才、技术

和资金支持。(3) 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培养本土农业技术人才和

管理人才。同时，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外地高素质人才投身云南农业发展，提升农业生产和管理的技术

水平。如数商兴农科技小院，由拼多多支持，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联合建设。通过搭建“党政产学研用”六位一体的实践育人平台，在农业生产服务中发现问题、在交流

研讨协作中解决问题，以“学研商”协同创新模式培养高质量兴农人。(4) 加强农业设施建设：加大对新

型农业机械化设备的购置补贴力度，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同时，加强农村电力设施改造和升级，完善

农村基础设施，为数字农业技术的应用提供硬件支持。此外，根据云南的地形特点，研发和推广适合山

地、小规模土地的小型农业机械和轻便型数字农业设备。(5) 拓展应用场景与加强集成：结合云南特色农

业产业，如花卉、茶叶、水果等，加大数字技术在种植、养殖、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应用力度，开发更多

的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如智能灌溉系统、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等。同时，加强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技术的集成应用，提高农业生产的智能化水平。(6) 整合多源数据：打破部门和行业壁垒，整合农业农

村、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的涉农数据，以及来自物联网设备、卫星遥感、无人机等的监测数

据，形成全面、丰富的农业大数据资源池。如元谋智慧农业应用云服务平台，示范打造多个蔬菜基地，

安装部署了气象监测站、虫情测报灯、土壤墒情监测站、杀虫灯、环境监测站、5G 视频监控等 300 多种

物联网传感设备，采集蔬菜种植环境、生长状况等数据。同时，通过“元谋数字农业”APP，整合了往年

蔬菜的种植面积、销售面积、产量、基地情况及批发市场的行情及价格等数据，以及货运车辆扫描二维

码信息所包含的市场销售量、销往城市等数据[7]。 
综上，云南省数字农业在赋能乡村振兴进程中已迈出坚实步伐，产业数字化升级、数据资源整合，

人才培养与区域合作，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也面临基础设施、技术深度应用不足等诸多挑战。云南

省乡村振兴建设在全国具有典型代表性，云南是多民族聚居省份，地处云贵高原，经济欠发达，研究云

南省数字农业发展现状和优化路径，为山区及欠发达地区提供发展范式，助力特色农业数字化升级研究；

同时，也为全国多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民族特色与数字技术结合提供发展思路，对探索中国乡村振兴

路径和实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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