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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更关系到整个国家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旨在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通过分析农村数字经济的

现状、作用以及面临的挑战,提出针对性的发展路径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 乡村振兴；数字经济；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Digital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Zouping and Heze Cities 

Fu Peng  Liru Ha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usiness School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digital economy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ural economy, but also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national economy.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digital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role,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rural digital economy, targeted development path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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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之一,而农村数

字经济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正逐渐成为农业农村经

济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引擎。当前,以智慧农业、农村电子商务、

农村普惠金融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

动力。随着互联网与信息化时代的不断拓展,“数字经济发展速

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1]据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

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

长10.3%,已连续11年显著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数字经济占

GDP比重达到41.5%,这一比重相当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

重。”[2]本文将围绕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化人才培育、

第三方支付服务的创新等角度,探讨农村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

兴的实现路径。 

1 农村数字经济的现状与作用 

1.1现状 

随着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农业农村领

域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数字乡村的建设涵盖了农业、农

村、农民三个方面的整体性战略布局,将数字技术与“三农”问

题全方位有机结合。近年来,农村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互联

互通取得了显著成效,宽带通信网、移动互联网等实现了全覆

盖、高质量、低资费的乡村网络普及化,农村互联网用户规模持

续增长。 

1.2作用 

农村数字经济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通过大

数据分析技术,准确把握农产品市场需求,推动农产品精准定位,

提高市场竞争力。其次,借助数字营销手段,加强区域特色农产

品的品牌建设,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再次,通过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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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有机衔接,推动农业产业

化发展。此外,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还为农村普惠金融提供了新

的完善路径,拓宽了农业经济融资渠道。 

2 农村数字经济发展路径 

2.1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和创新力,正在改变着乡村产

业的传统模式。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应以新媒体电商为基

点,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提供资金支持、加强数字乡村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农村网络覆盖率,为新媒体电商在乡村的发展创造良

好的环境。在国家“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我国重点帮扶农村

地区的电商发展比全国其他地区要快得多。《2022县域数字农业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160个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网络零售总额达100.8亿元,同比增长30.7%,

其增速高于全国县域网络零售额6.6个百分点。”[3]企业应积极

参与到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中来,通过与农民合作,提供技术支

持和培训,帮助农民实现产品上网、销售上网。同时,电商平台

应加强与当地企业的合作,建立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实现农产品

标准化、品牌化。 

2.2培育乡村数字人才 

数字人才队伍的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政府应

结合当地实际,培养一批具有实践经验的导师队伍,为“新农人”

提供实际、实用的教学指导。重视农村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和引

进,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通过政策扶持、项目合作等方式,

吸引更多信息化人才到农村工作[4]。农业高校应与当地政府、

电商平台等合作,开展针对“新农人”的电子商务培训项目,包

括电子商务基础知识、网络营销技巧、物流配送等内容。利用

新媒体等渠道,开展丰富多彩的信息化活动,激发农民对数字经

济的兴趣和热情。此外,高校还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展产学

研项目,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提高数字人才培

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3创新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和第三方支付服务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和第三方支付服务的创新发展是推动乡

村数字经济进程的重要手段。相关部门应开发适合农村地区需

求的支付产品,提高第三方支付服务在农村地区的针对性和适

用性。同时,通过培训和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农村居民对数字金

融服务的认识和了解,提高数字金融使用率。鼓励金融机构在农

村地区开展合作,共享资源,共同开发市场,通过良性竞争,推动

第三方支付服务的创新和发展。 

3 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3.1挑战 

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中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面临着一系列复杂而

具体的挑战。首要挑战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均衡性问题。尽管

近年来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有了显著提升,但在一些偏远

或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仍然存在宽带普及率低、网络速度慢、

信号不稳定等问题,这不仅限制了数字技术的应用范围,也增加

了数字经济的运营成本。其次,数字鸿沟问题依然严峻。农村居

民在数字技能、信息获取能力上与城市居民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这种“数字不平等”不仅阻碍了数字经济的普及和发展,还可能

加剧城乡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再者,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创新

能力不足也是一大挑战。尽管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农村电商、

乡村治理等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但如何将这些技术与当地实

际紧密结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仍需进一

步探索和创新。此外,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问题也日益凸显,

如何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农民的信息安全和隐私

权益,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3.2对策 

针对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需要采取一系列全

面而有效的对策来加以应对。首先,要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特别是针对偏远和经济落后地区,应加大投资力度,推动宽

带网络、5G基站等基础设施的普及和优化,确保农村地区能够享

受到与城市同等的网络服务。同时,要注重基础设施的维护与升

级,保障网络服务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其次,为解决数字鸿沟问

题,应加强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技能培训,通过开设培训班、提供

在线学习资源等方式,提升他们的数字素养和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此外,还应鼓励和支持高校、科研机构与农村地区开展产学

研合作,推动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农村电商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在数据安全和个人隐

私保护方面,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力度,确保农

民的信息安全和隐私权益不受侵犯。同时,鼓励企业采用先进的

加密技术和安全防护措施,提升数据保护能力。 

4 案例分析 

4.1邹平市 

邹平市,山东省滨州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农村

数字经济的探索与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乡村振兴战略的

深入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 

面对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的挑战,邹平市积极行

动,通过政府引导和企业参与的方式,大力推进宽带网络、5G基

站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升级。特别是在偏远和经济落后地区,

邹平市加大了投资力度,确保了这些地区也能够享受到高速、稳

定的网络服务。这不仅为农村电商、远程教育、智慧农业等数

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极大地提升了农村居民的生

活质量和幸福感。 

在解决数字鸿沟问题上,邹平市注重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

技能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通过开设数字技能培训班、提供在

线学习资源等方式,邹平市帮助农村居民掌握了基本的计算机

操作、网络应用和数字营销等技能。同时还积极引进高校、科

研机构等外部资源,与农村地区开展产学研合作,推动数字技术

在农业生产、农村电商等领域的创新应用。这些举措不仅缩小

了城乡之间的数字差距,也为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在推动技术创新方面,邹平市充分发挥了企业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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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邹平市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

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深度融合。例如,

邹平市的一些农业企业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了对农

作物生长环境的精准监测和智能管理,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

品质。同时,邹平市还积极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通过搭建电商

平台、完善物流体系等方式,帮助农民将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拓宽了销售渠道,增加了农民收入。 

4.2菏泽市 

菏泽市,山东省西南部的重要城市,近年来积极响应国家乡

村振兴战略,将农村数字经济作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引擎,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实现了农村数字经济的快速崛起,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面对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挑战,菏泽市采取了政

府主导、企业参与、社会协同的多元化建设模式。一方面,政府

加大投资力度,推动宽带网络、移动通信基站等基础设施向农村

地区延伸,特别是针对偏远和贫困地区,实施了专项提升工程,

确保了网络服务的全面覆盖。另一方面,菏泽市积极引入社会资

本,鼓励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等市场主体参与农村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良好局面。 

在解决数字鸿沟问题上,菏泽市注重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

素养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通过举办数字技能培训班、开展数

字乡村建设宣传活动等方式,菏泽市帮助农村居民掌握了基本

的计算机操作、网络应用和数字营销技能,提高了他们利用数字

技术增收致富的能力。同时,菏泽市还积极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

通过搭建电商平台、完善物流体系、培育电商人才等措施,帮助

农民将农产品销往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拓宽了销售渠道,增加了

农民收入。 

在推动技术创新方面,菏泽市充分发挥了农业龙头企业和

农业科技园区的引领作用。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引导,菏泽市鼓

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

环节的深度融合。例如,菏泽市的一些农业企业利用物联网、大

数据等技术,实现了对农作物生长环境的精准监测和智能管理,

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同时,菏泽市还积极推动智慧农业

的发展,通过建设智能温室、智能灌溉系统等设施,提高了农业

生产的智能化水平和效率。 

5 结论 

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通过推进乡

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乡村数字人才、创新农村数字普惠金

融和第三方支付服务等路径,可以有效推动农村数字经济的发

展。然而,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仍面临一些挑战,需要政府、企

业和农民共同努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技术应用水平,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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