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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了我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变量。乡

村振兴是当前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大事件，要应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相结合，实现我国乡村振兴。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为乡村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态宜居、乡村治理提供了新引擎，使我国乡村

形成了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产业系统化发展模式。但其也面临着以下困境：数字鸿沟下城市发展数据

模式无法与乡村同步匹配；农业人才短缺；乡村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从现实发展出发，乡村要实现振

兴还需构建数字资源云共享平台、现代化基础设施、加强数字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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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other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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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variable for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s future economy.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event in the current national 
development. We should combine the depth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Digital economy enables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viding a new engine for 
thriving rural industries, civilized rural customs, livable ecology, and rural governance, and form-
ing a systematic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l supported by big data technology in rural China. 
However, it also faces the following difficulties: unmatched urban development data model under 
the digital divide; shortage of agricultural talents; and imperfect rural infrastructure. Starting from 
the realistic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digital resource cloud sharing platform, mod-
ern infrastructure,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alent team to realize the rural revi-
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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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是未来长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引擎[1]。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了“实施数字乡村建设战略”[2]，
至此科技发展下数字经济要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成为了新方向；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了要深入实

施数字乡村发展，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推进智慧农业发展[3]。在新时代的重要关口，以智能化为

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作为发展的动力，也将落实到乡村振兴中，让农业变得更完善、更健康；农村变

得更美丽、更宜居；让农民更幸福、更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4]。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

从理论上看，近年来我国将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应用于乡村建设的能力有所提升，推进数字经济与乡村

振兴融合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所趋，也是农村发展的时代所需。从宏观上看，乡村振兴是新时代解决我国

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对于实现民族复兴、促进共同富裕、应对百年变局具有重要意

义。 

2.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新态势 

乡村振兴将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应用于乡村产业、乡村文化、乡村生态和乡村治理中，推动乡村发

展智慧农业、互联网 + 旅游业、智慧政务、数字文化和平安乡村建设，让数字化、绿色化贯穿于乡村振

兴发展的始终。 

2.1.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发展 

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经营模式。“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民族复兴，乡村

必先振兴；要实现建设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强国，农业现代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5]”实现农业现

代化要依靠数字技术，实现智能化发展，这主要包括了数字农业和农业电子商务两种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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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发展数字农业。近年来全国各地高校相继创办农业科技小院，通过发展绿色农业、绿色能源、

绿色工业、绿色建筑，不断创新数字经济的呈现方式，其根本落脚点在于共建绿水青山的人居环境。生

态文明建设不仅推动着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展现出美丽中国的自然本色，托起了美丽中国之梦。例如，

张福锁和他的团队在古生村探索“3.0+”版本的科技小院，他们希望通过科技赋能和人才支撑全面助力

乡村振兴，为整个区域的人、生产生活和生态带来全面的改变[6]。农业科技小院的出现解决了农业种植

中的难题，在农田里构建起了污染病虫灾害监测平台；小院专家在试验田里进行新种实验、创新绿色增

产增效技术，帮助农民实现增收致富的梦想。农业科技小院通过给农村引进数字技术，打通了科技助农

的“最后一公里”。 
二是发展农业电子商务。农产品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绿色增产增效技术等数字技术的推动下，进

一步与互联网融合，形成了全新的农业电子商务。专业技术人员及务农者要主动普及电子商务知识，高

效利用农业电子商务这一大平台，弥补市场经济信息的滞后性，从而对农产品做到生产、销售、贮存、

加工的动态分析，实时监测和预警预报，将初级农产品转化为商品多方式进行销售。在农村利用好农业

电子商务这一大平台，能够加速农业信息流通，降低农业生产风险，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使农民在

数字经济的建设中获得更加广阔的机会和成就。 

2.2. 数字经济赋能乡风文化发展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与乡风文化相结合，也是乡村振兴的一大呈现。随

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乡村地区日益普及，农户将村中的民俗文化、村志、手工特产、手工工艺品

制作等通过短视频录制、直播、虚拟现实技术打造乡村云游览、裸眼 3D 沉浸式体验，使民众能更加真

实的体验乡风文化，共享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的数字化模式。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集中反映。在数字经济发展下，各地乡风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

播。譬如，陕西的“户县农民画”作为鄠邑区的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短视频、虚拟现实技术，

使广大爱好者深入了解。户县农民画通过当地艺术创造者、专业销售人员打造，设计出了竹编小篮子、

家装装饰画等贴近人民生活的文化产品。现如今户县农民画作为乡村风俗文化发展的样板，发挥着农民

画的效用价值，乘上数字经济的快车道，将产品不断与乡村风景、风俗、村民生活不断结合，开发出更

多适合不同消费群体的文创产品，有效规避乡村的发展劣势，形成特色产品，实现文化再生。 

2.3.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生态发展 

乡村振兴的成功关键在于生态向好。2021 年 10 月 12 日，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视频讲话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

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7]。”当下乡村发展既要保持生态环境绿色化，又要发展经济数

字化。利用乡村生态资源发展旅游业成为某些地区发展乡村经济的最佳方案，乡村可以依据季节更替发

展节令性旅游。如陕西秦岭北麓的沣峪口，近年来形成了登山旅游、自然科学教育、乡村咖啡馆、采摘

庄园、民宿的一体化旅游模式。在 5G 技术的支持下，增加了线上预定、AI 游览、实地游览的多元化游

玩方式，既保护了秦岭的自然生态，又增加了农民收入，打造出经济与环境融合发展的典范。 
数字科技下推动乡村生态的发展主要还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 ESG (环境、社会、治理)评价体

系。围绕着生态建设为核心，村镇在招商引资的同时，要考量企业发展的模式，以“双碳”为核心，结

合乡村的定位，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生态康养产业，使企业在乡村经济的发展中长期使用环

境、社会和治理三个绩效来考量，确保通过企业与政府的良好协作，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以经济高

质量发展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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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治理发展 

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于乡村治理。乡村治理是数字政府简政放权的过程，其本质在于利用数字化系统

构建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生态。但是政府在数字技术研发、应用和服务方面相较于科技企业并不

具备优势，因此村镇中吸收了大量的科技小院、创新企业、旅游企业等作为小微企业，他们拥有前沿的

创新能力，可以更好的弥补政府科技上的短板，政府和企业形成合力，共同服务好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

工程，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数字经济下的乡村治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基层治理。村委会在国家建设 5G 网络基站

的基础上，建设数字乡村平台，一方面更好的方便村民、服务游客，真正做到了公开透明；另一方面也

加快构建了“数字基层组织”，使村委会等基层组织能够更好的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

程中不断提升治理水平，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二是数字党建政务。乡村的数字党建建设体现在要打通基

层党组织重要会议、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网络学习库、绩效评价数据库，使乡村基层干部能够正

衣冠、对照学习，打造有温度有态度的新型数字党建体检新模式。村镇要打通“一网通”政务办理、在

线预约，让百姓真正做到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腿，打造乡村政务公开、透明、高效、人性化，成为人民

心中满意的基层治理组织。三是平安乡村。以建设平安乡村为目标，利用 5G 通讯技术安装智能摄像头，

对乡村重点区域实现视频监控、安全守护，对于乡村的农业、旅游领域实现人机实时对话、互联网指挥，

全方位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保驾护航。 
总之，数字经济下运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赋能乡村振兴，便捷了百姓、造福了乡村，也很大程度

上实现了乡村治理由自主判断向科学决策的转变。 

3.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面临的新困境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近年来以大数据、云平台、区块链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助农兴农，

探索出了乡村特色数字化产业，健全了数字电商平台，也扩充了一条农业全新的发展模式——智慧农场。

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进而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但也要看到数字经济

赋能乡村振兴中仍然存在着数字鸿沟、科技人才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 

3.1. 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特别是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出现了云计算、区块链、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此同时，随着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社会范围面的普及力度加深，乡村中的“数字鸿沟”也显露出新的问题。 
一是农业数字化滞后。与文化产业数字化相比较，乡村农业发展尽管有农村电商、数字化农业教育

的支撑，但由于数字技术最先应用于第三产业，加之历史原因造成的农村落后于城市，使我国农村、农

业领域信息化资源体系建设不健全、农业种植技术信息化较低。从农业种植的角度来看，数字农业、智

慧农业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应用范围受限，使得农业领域数字化水平滞后。 
二是乡村使用智能技术滞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农村各类人才进一步向城市聚集，产业空心化、

人口老龄化造成了农村在利用网络宣传农产品、农村文化资源整合、使用信息技术创收等方面有所欠缺。

当以区块链、人工智能为新的科技出现时，农村剩余人口缺乏相关培训，对于智慧农业育种、智慧农场

的开拓和果实培育缺乏科学性使用指南，从而加大了农村剩余人口与数字农业运用的技术鸿沟。当前，

我国农村剩余人口主要以老年人为主，老年人体力、思考能力随着身体机能的退化也呈现出减弱趋势，

恰好农村的农业发展、自身生活都需要数字技术来提供便捷。老龄化人口如何使用智能设备、利用智能

技术进行农作物培育、种植、销售，如何使用智能技术“解放”自身、共享乡村发展带来的红利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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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主要的问题。 
三是村办企业缺乏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能力。数据分析是以大数据为主要的新型数字技术的关键环节，

近年来我国积极发展数字技术，将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实现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对

于乡村地区来说，数字技术的成熟能够有效拓展乡村农产品行业的投资空间，为村办企业建立起走向市

场的数字化路径。但是农村地区的企业缺乏大数据等新技术的专业人才，没有专业的人员对农户进行培

训，这成为了我国现有村办企业将数字技术赋能农产品行业的瓶颈。农村地区在因地制宜发展下，大数

据等技术可以将农产品虚拟化，农产品的光泽度、果实大小等都可以实现在线观看、在线选购。但是从

事种植的人员恰恰缺乏技术支撑，在政府统一培训后，农村缺乏追踪阶段式的培训、巩固，导致操作技

术不成熟，移动终端这种新兴的“农具”难以发挥生产、销售优势，农业创意、产品孵化、品牌效应便

难以享受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 

3.2. 农业人才短缺 

从国家长期发展来看，城市发展优于乡村。相比之下，乡村中存在着数字信息化人才、农业推广人

才和高素质农业人才队伍缺乏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发展的

总战略，涉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大方面，但从根本来说，实施的

主体在于人民。 
一是乡村振兴缺乏数字信息化人才。当前，全国各地数字乡村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数字化人才的供

给端与需求端不匹配，基层农技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专业知识结构欠科学、推广新技术的数字信息化

人才极度缺乏。城市交通、生活、产业的高效化与便捷化，使得城市对年轻人仍具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尽管近年来政府通过招录特岗人员、设立驻村干部等方式来引进一批掌握数字新兴技术的技术人才入驻

乡村，但从长远来看，城市的吸引力仍大于乡村，城市生活的便捷舒适更吸引着年轻人进城扎根，因此，

农村数字信息化人才的短缺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二是乡村振兴缺乏农业推广人才。从现实情况看，大多数农业推广人才、推广单位集中在乡镇政府

驻地，交通、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他们往往承担着包片、包村推广任务，往往借助步行、自行车交通

工具，这就造成了他们投入农业推广工作的精力相对不足、任务艰巨。从队伍稳定情况来看，农业推广

人才多是阶段式进入乡村，以“农民丰收节”、文化节等节日方式进乡村进行当地农业推广。而农村农

作物的生长周期长，对于农业推广人才而言驻扎的时间较短，缺乏稳定推广的措施。 
三是乡村振兴中缺乏专业对口高校人才。从全国农业高校对学生的培养情况来看，缺乏对学生服务

“三农”的思想认知培养，学生在学校里接受了系统全面的农业理论与实践知识，走向社会后，出于对

现实的考量，普遍存在着高校学子在农学弄却不务农的情况，农林院校由于行业回报率低、不是当下社

会高回报、高精尖的行业，导致农林院校毕业生大多投身于其他行业。从农业实践来看，农林专业学生

实践能力较为缺乏。农业从来都不是一件纸上谈兵的事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

重要任务[8]，而推进新时代农业强国的主力军在于农林专业学生进田地、实地进行农业实验。但在实际

执行过程中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师资力量、科研经费、硬件设施、实训基地等方面的投入较低，实践教

学效果较差，学生的实践能力不强，不能满足农业农村发展需要，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支持乏力[9]。这

也是乡村中农业类高校人才流失的一大原因。 

3.3. 乡村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 

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要想富，先修路”，对于农村经济发展而言，想

要发展，必须要逐步完善农村地区基础配套设施。总的来说，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主要存在于以下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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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是道路交通不完善。二是教育资源较匮乏。三是医疗资源产生断层。 
一是道路交通不完善。结合陕西省实际状况，陕南经济欠发达，农村众多，地形主要以山脉、山地

为主，修路前期要考量地形、河流等自然因素，最大可能的降低建造成本，保证通行车辆和人民的生命

安全。从全国的普遍情况看，交通道路从选址到测绘再到开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打通乡村道路是

目前有待解决的问题。 
二是教育资源匮乏。农村教育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教育资源匮乏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农村的学校数量较少，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基层学校被撤销，

只保留了少数学校，造成村庄学生上学成本增加、上学路程变长；其次，农村学校的师资配置不充足，

城市优质的教育环境和教育待遇吸引着众多优秀教师，在农村学校任教的一般都是刚毕业的年轻人，缺

乏一定的教学经验；最后，农村学校的教学设备较为落后，城市由于经济、科技的发展，学校的教学设

备也与时俱进，强调更加生动地多元化呈现教学环节、复现教学场景；相比之下，农村仍存在着以板书、

粉笔为主的单一化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接受效果较弱。 
三是医疗资源产生断层。医疗资源也是我国民生事业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国农村医疗资源缺

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农村中大型医院较少，多为村卫生室。这些村卫生室的医疗检验设

备较为空缺，农村人先要做身体检查、生病筛查只能走向城市，寻求医治；其次，农村老年人康养产业

较少，老年人作为当今农村的主要人口，在负责农活儿的同时，也要防治高血压等老年病。城市与农村

由于经济、交通存在着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农村医疗资源的断层，照顾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医，是现代乡村发展中的一大问题。 
由于乡村信息设备、5G 网络基站和乡村振兴中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足俨然已经成为了我国

目前乡村发展经济的制约性因素，医疗、教育、交通等最基础性的设施短缺下，我国数字技术无法与其

有效结合，造成了我国农村数字化转型困难、乡村数字治理体系无法建立。 

4.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数字技术的发展想要真正的实现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将技术与实践相结合，弥补城乡、县域发展

的不平衡，要从全局上来把握数字经济下乡村的发展。 

4.1. 构建数字资源云共享平台 

数字经济下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乡村建设和日常生活也圈进了智能化中，打造乡村“数字资源云共享

平台”，将乡村村民的生活、农业、旅游业和基层组织管理利用互联网进行联网，孵化出乡村掌上通 APP，
有效实现“政府资源、企业资源、乡村资源、民众资源”网络一体化。依托 APP 搭建起线上线下服务机

制，推动乡村振兴走上新的台阶；一方面，能够让村民享受建设自己家园的参与感与责任感，让村民在

劳动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利用数字信息搭建的“数字资源云共享平台”在市场上建立起了共

享机制，让乡村在村民、社会、企业、市场和政府的共建中实现乡村振兴。 

4.2. 加强数字人才队伍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4]。数

字赋能人才引进，充分发挥了数据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加大农村实用型人才的引进，农村应以引进农林院校人才、科技青年为主体，为乡村广大百姓

提供农业科技知识培训，从源头上提高农业群体质量；二是壮大科技青年队伍，加快构建一支有梦想、

敢拼搏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三是加大村级干部管理队伍的信息技术培训，旨在培养一支能够运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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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清正廉洁、为民服务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四是要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乡村新乡贤。 

4.3. 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是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撑，更是构建现

代化农村产业体系的迫切要求。 
一是要改善乡村交通运输体系。引入数字信息技术为百姓提供实时公交状况和实时路况，在我国乡

村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推动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和数

字乡村特色云平台建设。 
二是乡村应大力运用信息技术赋能医疗和教育事业，通过 AI 辅助诊断技术，为乡村卫生院提供“智

慧医生助理”；通过 5G 技术将乡村卫生院和地市医院相结合，利用“5G 远程技术”为乡村提供分级服

务，能够确保百姓的生命健康；针对乡村教育的滞后，落实以 5G 为代表的“教育云”同步课堂应用平

台，使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孩子们可以共享一节课。 
当前我国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任务仍任重道远，数字经济的出现带着数字技术支撑给乡村振兴事业

注入了一汪春水，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因此，我们必须深刻把握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添力量。 

5. 结语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有机组成的系统工程。新的赶考之路上，以智

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作为发展的动力，正在逐步渗透于我国的乡村经济发展中。目前来看，数

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面临着数字鸿沟、农业人才短缺和乡村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的新困境，但是构建数

字资源云共享平台、加强数字人才队伍建设和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已经提上日程。让农业变得更完善、

更健康；农村变得更美丽、更宜居；农民变得更幸福、更富裕也是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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