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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农业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历史攻关期，数字经济在这个时

期有着至关重要的带动作用。本文首先阐述了数字经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包括引领农业生

产方式变革、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激发农民内生发展动力等。其次分析了数字经济带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面临的困境，例如专业数字农业人才缺失、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等。最后提出注重培养

本土农民，引进高级数字人才；优化数字资源配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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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urrently, China’s agriculture is in 
a historical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towa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plays a crucial driving role in this period. This article first elaborates on the driving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cluding leading the transforma-
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s,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
ture, and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farmers. Secondly, the difficul-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457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457
https://www.hanspub.org/


邱逸昕 
 

 

DOI: 10.12677/ecl.2024.132457 3740 电子商务评论 
 

ties fac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 in driving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ere analyzed, 
such as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digital agricultural talents and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
tion of digital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Finally, it is proposed to focus on cultivating local farmers 
and introducing advanced digital talents,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and streng-
then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other practical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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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同期，我国农业也正处于由高速

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攻关期。受制于生产方式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民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

农业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带动力量，数字经济正是能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的新动

能。针对当前我国农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专业数字农业人才缺失、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数

字农业经济法律体系不健全、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投入和科技创新不足等问题，深刻把握数字经济为农业

的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机遇，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带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论，

不断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2. 数字经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 

2.1. 引领农业生产方式变革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使数据日益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数据价值化重建

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生产要素体系，变革了传统农业生产过程。例如，利用数字技术对农产品的基本数

据进行全面采集与动态分析，使农民精准掌握农产品养殖情况；通过提前预测气象数据，帮助农民高效

决策，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实现了农业生产从“事后处理”到“事前预测”的升级转变，提高了科

学化程度[1]。除此之外，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与传统农业相结合，为农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例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利用传感技术对湿度、温度、光照等环境因子进行实时调

用，实现远程精准化控制；各类农业机器人通过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精准控制药物使用量等数据做到节约

成本，减少浪费；互联网相关产业以科技前沿技术为引领，有效促进农业生产的标准化、专业化、集约

化以及规模化，通过降低人力成本投入，实现农业提质增效。 

2.2.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农业高质量发展也体现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上。数字经济与农业传统经济的融合催生数字农业新形

态，这个新产物在生产效率、成本控制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优势显著。在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与互联网

普及率稳步提升的双重作用下，电商渠道加速下沉，头部电商企业纷纷聚焦县域农村地区，催生了农村

电商的蓬勃发展。电子商务通过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有助于拉动农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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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增长，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有机结合，在乡村振兴

战略与数字乡村战略的推进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可见，农村数字经济通过提供有效平台和技

术支撑，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跨界融合。涉农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发展还能够吸引外部各

类生产要素的流入，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迭代，使其更加具备绿色、协调、开放的农业高质量

发展特征[3]。 

2.3. 激发农民内生发展动力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只有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使他们主动获取数字红利，从而提高自身收

入水平，才能更加高效地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4]。传统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且农民内生动力缺失，而数

字经济以农产品交易模式、价值创造模式和农民参与分配的方式形成协同共享效应，激发了农民推动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观能动性。第一，数字经济发展使农民的主体价值在农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得到充分

发挥。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农机与农技的普及应用，再加上专业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就能够培养出拥有

专业数字素养的新型农民，实现向现代农业升级转变，推动农业高质量。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大大降低

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同时有效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吸引外部资金、人才等重要资源的主动

流入，调动农民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性，从而使农民实现不断增收。第三，数字经济发展以更低

的成本为解决了农民融资难等问题，为农民创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5]。数字经济拓展了传统金融服务在

农村的深度和广度，使农民在小额信贷方面的便捷度和可获得性增加，为农民生产、经营、创业提供资

金支持，为其未来发展现代农业、数字农业等新业态夯实基础。 

3. 数字经济带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 

3.1. 专业数字农业人才缺失 

一方面，由于农村工作强度大，职业认可度低，很多农村居民选择进城务工，农村人才的外流现象

严重，特别是年轻人，以就学或者务工进入城市的非常多，因此造成很多农村成为“留守老人或者留守

儿童”村落，既掌握信息技术又懂农业生产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极度匮乏。截至 2023 年末，我国城镇常住

人口达 93,267 万人，比 2022 年增加 1196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 47,700 万人，减少 1404 万人[6]。另一方

面，中国整体互联网人才供不应求，农村本土的专业人才培养难度大，但是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待遇、工

作环境、晋升空间等多重限制因素又导致农村不具备引进外来人才的优势，外来人才的引进工作变得十

分困难。因此，尽管农村的各种“政务平台、电商平台、村村通”等各种数字经济的建设突飞猛进，但

是专业数字农业人才的欠缺，也使农村高质量发展的脚步逐渐慢了下来。 

3.2. 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经济带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关系到数字经济下农

民群众生产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但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相比较为落后，数字化发展理念等方

面与城市也存在一定差距。尽管国家一直在推广“村村通”乡村政务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由

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多偏远山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通信基础建设的施工者无法

到达，从而无法进行基站建设，无线信号也因为特殊的地域问题，不能满足山区或者特殊区域的农村居

民。此外，复杂的地势还会导致一些地区物流配送体系不健全，存在物料运输困难等问题。因此，全覆

盖无“死角”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还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既要因地制

宜解决现实问题，又要保持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打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全面

高效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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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字农业经济法律体系不健全  

在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数据获取成为数字农业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就目前数字农业经济

法律体系不健全的现状来看，数字农业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陷阱，给农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比如，一些地方基层干部为了完成指标实现表面繁荣，要么自私自利篡改真实数据，忽视农民的真实诉

求，要么窃取他人劳动成果，获取不正当的利益。这样做不仅会导致农民再也无法信任以后的数字建设

工程，还会导致农村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与城市相比，农村各地区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不

够完善且缺乏有效协调，部门之间权责不清，相应组织经验不足，容易出现“踢皮球”的现象，导致效

率低下，给农业高质量发展造成影响。因此，只有完善数字农业经济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改善消极的

市场环境，做到严格执法，才能保障我国农业在数字经济的带动下蓬勃发展[7]。 

3.4. 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投入和技术创新不足 

第一，资金投入不足。我国在农业方面的投资力度相较于工业而言不足，这是因为工业发展对国内

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更加显著。 要发展数字农业，除了要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数字农业生

产环境，还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科研资金，培养专业的数字农业人才。资金供应不稳定或出现较大缺口，

不仅会影响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定期的运营和维护，还会导致我国农业科研人员创新的内在动力不足，从

而对数字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8]。第二，技术创新不足。技术创新不足是导致我国农业数

字化转型相对滞后的重要因素。农业数字化不同于农机使用机械代替劳动力，其以数字信息技术推动农

机智能化。由于当前中国农业数字化资源共享机制不够完善，农民数字素质水平还不够高，中国要想从

农机转向农业数字化还需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这就影响了数字经济带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9]。 

4. 数字经济带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4.1. 注重培养本土农民，引进高级数字人才 

人才是数字经济带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一方面，要注重对本土农民尤其是农村青壮年的

教育培养。政府应将更多的教育资源分配给农村，定期在农村开展教学培训，提高农民数字化素养，引

导他们充分掌握数字农业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而且要采用农民接受度高

的灵活多样的培养方式，例如开展生动的实地教学课程，在田地现场教学，答疑解惑。对于一部分农业

专家无法实地教学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远程技术辅导。另一方面。要注重引进外来专业数字

农业人才。尤其是在数字农业的起步阶段，本土农民实行数字化生产的知识与技能有限，更加需要吸纳

专业的数字人才投身农业生产一线，通过考察当地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提高数字技术适配度，

助力数字技术的适用与普及。这就需要建立健全保障数字农业人才社会福利的规章制度，改善农业生产

第一线的工资、环境和晋升空间，以此吸引高级数字人才为农业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推进农业现代化

建设。 

4.2. 优化数字资源配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幅员辽阔，各省市数字经济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不同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会对农

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有些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过高，会对农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

作用，但是在一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中低的省市，数字经济却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有着不同程度促进作用。

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干预数字经济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发展差距就会不断加大[10]。因此，政府应优化数

字资源配置，加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中低省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大资金投入，在保证数字经济传统

基础设施定期运营和升级的同时完善偏远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优化城乡道路连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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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承载能力，减少农产品运输问题；增设移动通信基站，搭建高效畅通的网络系统，为农民提供优质

网络服务。最重要的是要检查建设成果，保证基本质量，避免虚假繁荣，以此形成中国农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数字化产业体系。 

4.3. 完善法律制度保障，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2018 年国家提出“建设数字新农村”以来，各种相应的政策接连出台，疫情三年，我国数字新农村

的建设步伐缓慢，有些政策的颁布与落地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要做好数字农业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政府应结合当地数字农业发展情况，及时细化相关政策，完善数字体系建设。例如推出数字农

业试点项目政策、数字普惠金融和财税政策，建设数字农业服务体系和农村人居环境智能监测体系等。

让政策作为建设数字新农村的保障，让农业高质量发展有法可依，有规可行。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围绕

自身建设，实现治理体系数字化转型，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将传统服务方式与数字化服务模式相结合，

通过电子政务服务平台等网络通道，加强与农民的在线沟通和互动，拓宽线上意见收集和反馈渠道，推

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农村的延伸覆盖，协助农民参与数字化乡村治理，推广协同共治模式[11]。 

4.4. 加大资金倾斜力度，积极推进科研创新 

技术创新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因，而新技术是新农业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政府要改变

以往资金向工业领域倾斜的现象，加大对农业领域的资金投入，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创新农业[12]。例如

设立专项资金，为更多的企业、农业研究院等进行农业新技术的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和补贴，同时给予农

业关联企业和技术创新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和奖励政策。积极研发农业新技术，可以让更多的农民感受

到流畅的网络，让更多的农民不需要离开家乡就能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全面提升农村的人均收入，不断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在政策方面鼓励更多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对数字农业生产器械、农产品进行创

新与研究，培育出成本低、性能好且便于使用的农业数字设备和优质农产品，促进农业机械化的智能化，

提高农业科技创新水平以及新品种农产品的水平，全面推动农业高质量展。 

5. 结语 

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

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对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新发展阶段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增长新动能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让农村

地区搭上数字经济顺风车，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全局性和

历史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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