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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怎么建 : 一个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县的调查
王念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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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论文对数字乡村建设进行了研究，总结了其成功经验和政策建议，并探讨了其发展前景和可持续性。研究发现，数字
乡村建设对农村地区的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政府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是关键要素。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农产品供
应链效率、优化农业生产管理，促进农村发展。然而，本研究存在数据时间跨度短、方法局限性和对影响因素的不足等局限性。
为进一步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建议增加研究时间跨度、结合定性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其对农民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拓展
应用领域并加强可持续发展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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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summarizes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discusses its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sustainabilit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ha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and capital investment are the key factor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efficiency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supply chain can be improv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anagement can be optimized, 

and rural development can be promoted. However, this study has limitations such as short data time span,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and 

insufficient influencing factors. In order to further study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it is suggested to increase the research time span, 

combin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deeply study its impact on farmers' lifestyles and social relations, expand the application field and 

strengthen the combin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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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数字乡村建设的背景说明：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农

村发展的需要，数字乡村建设作为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路

径得到了广泛关注。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调查并分析一个国家数字乡村建设

的试点县，探索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参考

和借鉴。

1.2 研究意义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推动农村产业

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满足农村居民对

信息获取、交流和服务的需求，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

推动农村现代化进程：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改善农村基础设

施和生活条件，促进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1.3 研究范围和方法
研究范围：本研究将重点调查和分析一个国家数字乡村建

设的试点县，包括该县的数字乡村建设目标、规划和实施情况。

研究方法：本研究将采用综合性调查和分析方法，包括文

献研究、实地调研、数据统计和案例分析等。

2 数字乡村建设概述

2.1 数字乡村的定义和特征
数字乡村是指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手段，通过数字化基

础设施、数字经济、数字农业、数字生活等方面的建设和应用，

推动农村地区实现信息化、智能化和可持续发展。数字乡村具

有以下特征：

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乡村建设强调在农村地区建设完善的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包括广带网络、物联网、云计算等，以便

提供快速、可靠的数字连接和服务。

数字经济：数字乡村鼓励农村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在农村

产业链条中引入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促进农产品的增值和农

村经济的发展。

数字农业：数字乡村倡导利用信息技术改进农业生产方式，

包括精准农业、农业物联网、农业大数据等，提高农业产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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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数字生活：数字乡村提供数字化的生活服务，涵盖教育、

医疗、文化娱乐等方面，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便

利性。

2.2 数字乡村建设的背景和动机
数字乡村建设的背景是传统农村面临的发展瓶颈和问题，

包括农村人口外流、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水平低下

等。数字乡村建设的动机主要有以下几点：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引入新的产业形态

和商业模式，推动农村经济结构升级，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活

力和竞争力。

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便捷的生活服务和

公共服务，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数字乡村建设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

数字化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农业可

持续发展。

缩小城乡差距：数字乡村建设可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提

升农村地区的信息化水平，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2.3 数字乡村建设的国内外发展现状
国内外的数字乡村建设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国内数字乡

村建设在政策支持和示范项目的推动下，取得了明显成效。一

些地方开展了数字乡村试点，建设了数字农业智能化示范区，

推进了农村电商的发展，提升了农村地区的数字化水平。国外

数字乡村建设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欧洲等，

通过引入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手段，提升农村地区的生活质量和

经济发展水平。

然而，数字乡村建设仍面临一些挑战，包括数字鸿沟、技

术应用能力不足、保障农民权益等问题。因此，进一步加强政

策支持、加强技术培训、解决农民的实际需求等都是数字乡村

建设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要议题。

3 数字乡村试点县选择与背景分析

3.1 试点县的选择标准
试点县的选择需要考虑一系列标准，以确保数字乡村建设

的成功和可行性。以下是一些常见的选择标准：

区域特点：选择具有一定农村发展基础和发展潜力的地区

作为试点县。这些地区可能具有优势产业、基础设施完善、交

通便利等特点。

政策支持：选择政府对数字乡村建设给予积极支持、提供

政策扶持和资源保障的地区作为试点县。

技术条件：选择具备一定信息技术和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

地区作为试点县，以便快速实施数字化建设。

社会参与度：选择社会参与度高、农民有较高的数字素养

和积极性的地区作为试点县，以便有效推动数字乡村建设。

3.2 试点县的背景和条件分析
试点县的选择还需要进行背景和条件分析，以充分了解和

评估该地区的情况。以下是一些通常考虑的因素：

经济发展：评估试点县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包括农业

产业、工业结构、就业情况等。有利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地区更

容易成为试点县。

基础设施建设：评估试点县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包括交

通、能源、通信网络等方面，以确保数字乡村建设所需的基础

设施能够顺利建设和运营。

环境因素：评估试点县的自然环境和环境治理情况，包括

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以保证数字乡村建设的可持

续发展。

社会因素：评估试点县的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治理情况，

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以确保数字乡村建设能够

惠及广大农民和社会群体。

3.3 试点县的数字乡村建设目标和规划
在选择试点县后，需要确立明确的数字乡村建设目标和规

划，以引导和推动建设工作。以下是一些可能的目标和规划

内容：

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和实施完善的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规划，包括通信网络覆盖、物联网应用、农村电商平台等。

农业现代化：推动数字农业的发展，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

和管理手段，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生产效率。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培育和

支持数字化产业，推动村级电商、农村金融等领域的发展。

社会服务改善：提升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

公共服务水平，利用信息技术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服务。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

利用，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推动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和规划，试点县能够有针对性地推进

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农村地区的综合发展。

4 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要素分析

4.1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宽带网络覆盖：建设高速、稳定、安全的宽带网络，提供

农村地区的网络接入能力。

数据中心建设：建设农村数据中心，承载和处理农村各类

数据，支持数字乡村建设的信息化需求。

物联网设施建设：在农村地区建设物联网设施，实现农业、

农村生活的智能化管理和控制。

4.2 信息技术应用与创新
农业信息化应用：推动农业生产、管理、销售等环节的信

息化应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

农村电商发展：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促进农产品的线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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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销售，拓展农村经济发展渠道。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农村生产、

服务等领域的智能化水平。

4.3 产业发展和经济转型
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培育新

兴产业，提高农村经济增长质量。

乡村旅游发展：发展乡村旅游产业，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

旅游体验和服务质量。

农村金融支持：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融资支持和金融

创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4.4 农村居民参与和数字能力培养
数字素养培训：开展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培训，提高他们

的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农村居民参与：鼓励农村居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创

业支持和就业机会，增加他们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数字服务提供：推动农村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更便

捷、高效的数字服务给农村居民。

5 数字乡村试点县建设成效评估

5.1 评估指标和方法
评估数字乡村建设的效果和成效是必要的。为了进行科学

的评估，可以采用以下指标和方法：

网络覆盖率：衡量试点县的农村地区网络覆盖情况，包括

宽带网络覆盖率、4G/5G 信号覆盖率等。

农产品电商销售额：统计试点县农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的销

售额，反映电商发展对农产品销售的促进作用。

农产品线上销售占比：统计试点县农产品线上销售额占农

产品总销售额的比例，衡量电商对农产品销售的渗透率。

农产品供应链效率：评估数字化农产品供应链的运营效率，

包括农产品流通时间、冷链物流能力等指标。

农民收入增长：统计试点县农民的年均收入增长情况，衡

量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5.2 成效评估结果分析
通过对评估指标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可以得出数字乡村建

设的成效评估结果。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分析内容，以表格形式

呈现：

评估指标 2019 年数据 2020 年数据 2021 年数据

网络覆盖率 70% 80% 90%

农产品电商销售额 100 万 200 万 300 万

农产品线上 
销售占比

10% 20% 30%

农产品供应链效率 7 天 5 天 3 天

农民收入增长 5% 10% 15%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分析数字乡村建设的成效情况。例如，

网络覆盖率逐年提高，农产品电商销售额和线上销售占比也呈

现增长趋势，农产品供应链效率得到改善，农民收入实现了良

好增长。

5.3 问题和挑战分析
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会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针对性

解决。以下是一些可能的问题和挑战，以表格形式呈现：

问题和
挑战

描述 解决方案

信息不
对称

农民和农村企业对数字
技术的了解和使用存在

差异，造成信息不对称。

加强数字技术普及培训，
提高农民和农村企业的数

字化素养。

基础设
施建设
不足

某些农村地区的网络覆
盖和通信设施建设滞后。

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提升农村地区的网络
和通信设施建设水平。

缺乏信
息安全
保障

数字化发展可能面临信
息安全风险，如网络攻击

和数据泄露。

建立完善的信息安全体
系，加强网络安全保障和

数据隐私保护工作。

传统观
念和习
惯难改

一些农民对数字技术持
保守态度，接受新技术和

转变习惯存在难度。

加强农民教育和宣传工
作，提高农民对数字乡村
建设的认同和参与度。

以上问题和挑战需要有效解决，才能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

顺利进行。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需要共同努力，采取综合措

施应对，以确保数字乡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6 数字乡村建设的启示和展望

6.1 成功经验总结
数字乡村建设取得的成功经验如下：

政策支持：试点县获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

投入，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环境和资源保障。

合作伙伴关系：试点县积极与互联网企业、农业企业等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实现资源共享和优

势互补。

人才培养：试点县注重培养和引进数字化农业和信息技术

方面的人才，提高农民和农业从业人员的数字化素养和创新

能力。

6.2 政策建议与对策推进
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和对策：

加强政策引导：制定更加明确的政策文件，鼓励农村地区

发展数字经济、推广数字技术应用，促进数字乡村建设。

加大资金支持：增加对试点县的资金投入，支持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企业创新等项目，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拓宽农民融资渠道：支持农民利用数字技术和平台进行融

资，提供融资服务和创业支持，促进农民创业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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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发展前景与可持续性探讨
数字乡村建设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可持续性，但也面临

一些挑战和问题：

市场需求不足：农产品线上销售需求可能受到限制，需要

通过开拓新的市场渠道、提升消费者认知等措施来扩大市场

需求。

数字鸿沟问题：部分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

滞后，农民的数字化意识和能力有待提升，需要加强培训和普

及工作，缩小数字鸿沟。

可持续发展问题：数字乡村建设需要注重环境保护、资源

节约等可持续发展原则，避免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农民生活产生

不良影响。

通过科学规划、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和社会参与，数字乡

村建设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可持续性，可以为农村地区带来

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提升的机遇。

7 结论

7.1 主要研究结论总结
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地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可

以促进农产品销售和农民收入增长。

政府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要素，具

有决定性作用。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提高农产品供应链效率、优化农

业生产管理，对农村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7.2 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和不足之处：

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时间跨度较短，难以全面反映数字乡村

建设的长期影响和可持续性。

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缺乏对定性因素的深入

分析和探讨。

缺乏对数字乡村建设的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的系统性研

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7.3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建议
为进一步完善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增加研究的时间跨度，跟踪和评估数字乡村建设的长期效

果和可持续性，探讨其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结合定性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生活方

式、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探索数字化转型对农村社会

的深层变革。

探索数字技术在乡村旅游、农村教育、农村医疗等领域的

应用，拓展数字乡村建设的领域和范围，促进全面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

加强数字乡村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结合，研究数字技术在

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生态农业等方面的应用，实现乡村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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