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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世界各国乡村发展的主要方

向。澳大利亚、美国、德国、韩国等典型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展数字乡村

建设的国际趋势与发展路径包括：依照数字乡村专项规划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依据城乡区域融

合发展理念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依托数字素养技能培训打造乡村数字人才队伍，依据农民的实际生

产生活需求推动数字化转型，依靠协调政府市场关系取得数字乡村建设实效。针对当前中国在数字

乡村建设中面临的现实问题，结 合 国 外 开 展 数 字 乡 村 建 设 的 重 要 趋 势，本 文 提 出 重 视 基 层 建 设 规

划、健全信息服务体系、注重培养数字人才、加速提高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构建多元投入保障机

制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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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２３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当今时代，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快速发展，并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加速融合。数字经济时代，深入推进数

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任务，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建设包含乡村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农民数字素养技能提升、农业产业和乡村社会的数字化转型等内涵与要求，旨在通过数字化手

段转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安排中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做好整体规

划设计……弥合城乡数字鸿沟”。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明确提出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与重点任务等。２０２０年以来，国家部署开展数字乡村试点工作，制定实

施了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５年）》《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等多项战略

规划，围绕数字基础设施、智慧农业、乡村数字治理等领域制定实施多项政策。近年来，中国数字乡村建设不

断取得新进展，在基础设施上，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全国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１００％，累计建成并投入使用的５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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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达到１９６．８万座，基本实现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全覆盖；在农业产业与乡村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上，数据显示，

中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到２５．４％，涉农政务服务事项综合在线办事率达到６８．２％①，不少领域已经走在世界

前列。

放眼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无不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并注重促进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的融合发展。欧

洲、北美洲、亚洲等地区的发达国家也在推动农业农村的数字化转型上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实践探索，带动农民生产生活水平实现较大提升。在此背景下，值得深入探究和回答的是，主要发达

国家在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上采取了哪些政策实践和前沿探索？这些实践探索反 映 了 何 种 国 际 趋 势 和 发 展 路

径？基于以上发展趋势，针对中国数字乡村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未来应如何进行重点优化完善？

完整准确回答以上问题，对探寻新时期高质量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具体路径，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崛起，越来越多的文献围绕数字乡村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分析研究，

为本文探究未来数字乡村建设的演进趋势与政策启示奠定了理论基础。当前，相关文献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

下方面：第一，聚焦数字乡村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作用与意义，部分研究从提

高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揭示了其中的作用机理［１－４］；第二，部分研

究侧重于分析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基础，特别是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强调未来还需破解基础设施、

人才支撑、法律法规等多方面的制约瓶颈，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５－７］。

已有研究围绕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讨论，但对国外开展数字乡村建设、推

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等有关议题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未能充分将国外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

主要趋势、发展路径与国内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现实基础相结合，所提出政策启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有待加

强。对此，本文选择澳大利亚、美国、德国与韩国四个典型的发达国家，重点分析其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实

践探索，研判国际上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趋势与发展路径。结合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基础，特别是针对

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路径优化策略，以期为中国深

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并不断取得高质量成效提供思路。

２　典型发达国家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

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要在补齐农村各类数字基础设施短板与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技能的基础上，加速

农业产业与乡村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农业提质 增 效、改 善 农 村 生 活 条 件、提 高 农 民 收 入 水 平。当 今 时

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无不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其中以澳大利亚、美国、德国和韩国的实践探索尤为典型。

上述国家分别是其所在洲际范围内的典型发达国家，并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上走在前列。

２．１　澳大利亚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实践

澳大利亚在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高度重视顶层设计的作用，制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精细

化的战略规划 （表１）。早在２００４年，为充分发挥信息化、互联网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澳大利亚制定

实施了发展信息经济的战略框架，确定了增强信息能力、构建数字化服务基础、打造数字化平台、鼓励信息

创造共享这四个优先发展方向。２００９年，澳大利亚推出 《国家宽带网络计划》，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出资，拟

建立覆盖全国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光纤电信网络，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２０１３年，澳大利亚制定实施 《国

家云计算战略》和 《公共服务大数据战略》，旨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数字运算能力。在对数字基

础设施进行规划布局的基础上，澳大利亚还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２０２１年制定实施首个 《数字经济战略》，

—８１—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4.04（总 540）

①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 （２０２２年）》，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ｃ＿１６７９３０９７１８４８６６１５．ｈｔｍ。



后于当年制定实施 《２０３０年数字经济战略》。

表１　澳大利亚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支持政策

年份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２００４
　《信息化时代的机遇和挑战：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 澳 大 利

亚走向信息经济的战略框架》
　确定了增强信息能力、构建数字化服务基础、打造数字化平台、鼓励信

息创造共享这四个优先发展方向

２００９ 　《国家宽带网络计划》 　以网速为１Ｇｂｐｓ的光纤网络连接全澳９３％的 住 宅、学 校、医 院 和 公 司，

偏远地区通过卫星等方式的连接速率达到１２Ｍｂｐｓ以上

２０１３ 　《国家云计算战略》 　致力于破解采用云服务的所有障碍，力争在澳大利亚境内实现云计算利

益最大化

２０１３ 　《公共服务大数据战略》 　推动公共行业运用大数据分析进行改革，制定更好的公共政策，保护公

民隐私

２０１７ 　《澳大利亚农业科学十年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６）》 　确定了包括农业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等在内的６个研究领域

２０２３ 　《农业数字基础战略》 　明确规划了数字技术在农林牧渔业的具体发展路径

近年来，为促进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的深度融合发展，澳大利亚制定实施了多项有针对性的

发展战略规划。２０１７年，澳大利亚出台 《澳大利亚农业科学十年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６）》，特别强调要加快数

字农业技术研发创新。２０２３年，澳大利亚制定实施 《农业数字基础战略》，明确提出 “到２０３０年，建设成为

数字农业的成熟使用者、开发者和出口商”的发展目标，为在农林牧渔 业 推 广 应 用 各 类 数 字 技 术 奠 定 了 基

础，为推动本国的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具体路径。

为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农 村 地 区 的 生 产 力、基 本 公 共 服 务 的 可 得 性 与 公 平

性，近年来澳大利亚制定实施的一项关键举措是 “更好的连通性计划”（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ｌａｎ）①。该计划

的核心建设内容包括：提高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覆盖率，提高公共通信设施的韧性；将各类数字基础设

施与农场相联结，使当地农民能够在农业产业中有条件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数字技术与服务，在乡村

生活中有条件运用在线政务、远程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实施该计

划以来，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澳大利亚的数字包容性指数从６７．５提高至７３．２②。这反映了当地一系列互联网服务

的价格下降、数字技术的可负担性提高，以及农村与其他地区之间、农民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在缩小。

２．２　美国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实践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先后制定了 《联邦农业完善和改革法》等法规政策，每年拨款１５亿美

元，大力推动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农业农村的数字化转型起步更早、进程更快。早

在２１世纪初，美国已经实现 “３Ｓ”技术、智能机械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在大农场中的综合应用；到２０１５
年，８０％以上的农场已经采用了精准农业、ＧＰＳ自动导航等较为前沿的数字技术与装备设施［８］。

基于先进的数字技术与健全的基础设施，美国通过构建完整规范的高质量信息化服务体系，进一步推动

本国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取得了明显成效。信息化服务体系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农业生产、经营、

管理等各个环节，在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多个领域提供信息支持和服务的一种系统化组织形式。农业农

村信息化服务体系通过整合相关数据、信息和资源，建立信息化平台，能够为农民提供农业产业和农村生活

等多个领域的信息服务。美国的农业农村信息化以政府为主导，具体由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统计局、农业

市场服务局、经济研究局等五个主要的信息机构组成。该体系涵盖了统计分析、市场研究、气象信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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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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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等具体服务，通过建立一系列与农业农村密切相关的数据库系统，形成了完善的以卫星网、互联网、物

联网为支撑的信息服务网络，实现了数字技术、数据要素与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与此同时，美国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融合发展。近年来，美国农业部

制定了若干政策措施，在远程教育、医疗、就业服务等方面多措并举，通过财政资金撬动市场投资，形成政

府与市场机制的合力，推动农村生活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取得了重要成效。在乡村教育方面，面向乡村青少年

提供个性化数字化的课程服务、定制教育服务等；在乡村医疗方面，针对农村和其他偏远地区，重点发展远

程医疗，推广应用远程医疗保健等服务，这对推动美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发挥了重

要作用［９］。

２．３　德国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实践

在欧洲，德国是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德 国 联 邦 网 络 局 的 数 据 显 示，德 国 经 常 上 网 的 网 民 数 量 约 有

６　６６０万人，占人口总数的８０％；固网宽带用 户 数 量 达 到３　６９０万 户，家 庭 覆 盖 率 达９０％；９６％的 地 区 覆 盖

４Ｇ网络，仅有０．３６％地区无移动网络覆盖①。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德国政府秉持无边界化的 “整合性发展”理念来进行具体布局。“整合性发展”

指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突破固有的行政边界，利用区域基础设施及资源，实现节约建设成本并发挥共同优势，

以此化解传统理念下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１０］。传统的中心地理论依照人口和等级的不同，

均等化地在各级中心地分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资源，通过中心地的发展来辐射带动相关地区的发展。这种

发展模式在财政力量较弱或发展基础较差的地区可能会产生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特别是在高度共享化

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容易造成资源浪费。
“整合性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理念在２００４年德国政府颁布的 《农业结构和海岸地区保护议程》中得到

了明确规定，随后在２００７年颁布的 《莱比锡宪章》中明确了其发展策略。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德国政府组织企

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对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的资源进行整合，构建了超越行政边界的数字

乡村建设发展模式。基于 “整合性发展”的新理念，德国在各类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有效缓解了政府投

资支出的压力，使得各区域的数字基础设施、农业资源要素得 到 了 更 加 充 分 有 效 的 利 用，提 高 了 互 利 互 惠

水平。

近年来，为提高各类数字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切实解决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德

国制定 《农业数字政策未来计划》，拨出６　０００万欧元用于农业部门的数字化转型。具体而言，德国重点通过

实施两类支持计划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一是自２０１７年以来，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借助 “土地·数

字化”支持计划 （Ｌ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资助６０多个自下而上 的 示 范 项 目，具 体 包 括 “经 济 与 劳 工” “志 愿 服 务”
“流动”“教育”“健康”“本地服务”和 “资讯及通讯平台”７个具体领域，在各地试验和传播实用数字理念，

支持农业农村的数字化转型②。二是实施 “智慧·农村·地区”试点项目 （Ｓｍａｒｔｅ．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ｅｎ），重点

支持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制定本地的数字化战略及针对生产生活具体问题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该项目首批支持

７个地区用４年时间实施数字化转型和其他数字化服务建设，每个示范区开发一种数字产品，涉及健康卫生、

文化教育等领域，截至２０２２年８月示范区已扩大到２０个③。在此基础上，德国政府还通过构建数字平台将

上述服务进行整合，以此提高这些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有效推动了各类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技术在德国农业农村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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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来源，商务部官网，“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ｈｔｔｐ：／／ｆｅｃ．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ｇｂｄｑｚｎ／。

资料来源：德国联邦食品 和 农 业 部 （ＢＭＥＬ）官 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ｍｅｌ．ｄｅ／ＥＮ／ｔｏｐｉｃｓ／ｒｕ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ｓａｔｉｏｎ－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ｎｏｄｅ．ｈｔｍｌ。

资料来源：德 国 联 邦 食 品 和 农 业 部 （ＢＭＥＬ）官 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ｍｅｌ．ｄｅ／ＤＥ／ｔｈｅｍｅｎ／ｌａｅｎｄｌｉｃ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ｅ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ｓ／ｓｍａｒｔｅ－ｌａｎｄｒｅ－
ｇｉｏｎｅｎ／ｓｍａｒｔｅ－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ｅｎ＿ｎｏｄｅ．ｈｔｍｌ。



２．４　韩国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实践

２００１年，韩国启动名为 “信息化村”的数字乡村建设计划，并于２００２年确定了首批２０多个 “信 息 化

村”示范地区。成为 “信息化村”示范地区需要具备两个核心条件：一是该乡村拥有特色产品或特色资源；

二是地方政府积极支持信息化建设，当地农民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信息化村”示范地区的具体建设内容

包括建设高速网络基础设施并实现宽带进村入户，建立乡村信息中心，为农户配备电脑并对其开展电脑操作

和上网培训，确立管理运营体制机制。在资金来源上，“信息化村”示范地区建设经费的６０％～７０％由中央

财政负责，３０％～４０％由地方财政承担，农民无需承担额外的成本。

韩国政府意识到，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途径。２０１６年，韩国政府

颁布了 《推进农林畜产食品信息化的有关规定》，明确提出要以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作为数字乡村建设

的目标之一，强调要打造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机构和教育机构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各司其职的数字培训教

育网络。其中，韩国政府主要负责制定法律法规、下达教育计划；国家农业部门负责制定面向农民的数字教

育框架，地方农业部门根据当地情况制定可供执行的具体方案；公共机构负责在教育过程中提供专业的知识

与信息服务并开展辅助和指导；教育机构负责具体的分工与执行工作，负责培养数字素养培训师并面向农民

开展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培训教育。

除提升农民的基本素质与技能之外，近年来，韩国不断提升对于数字化人才的重视程度，旨在进一步培

养数字化尖端人才，助力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２０２２年，韩国制定实施 《数字化人才培养综合方案》，提出

到２０２６年要累计培养１００万名各类数字化人才。具体而言，一方面，该计划重在加强人才在学历教育全过

程的数字化能力；另一方面，该计划为顺应农业等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积极推进

以民间为中心的政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３　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国际趋势分析

基于以上典型发达国家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不难看出，各国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数字化转型的

做法和路径存在差异，但普遍强调了健全顶层设计、完善基础设施、打造培训体系、赋能生产生活、协调政市

关系等内容。综合来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国际趋势可以总结概括为以下方面。

３．１　依照数字乡村专项规划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

数字乡村建设涉及多个领域和部门的资源支持，涉及不同的技术、平台和服务，需要进行有效的系统集

成。制定数字乡村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能够明确数字乡村建设的总 体 目 标 和 发 展 方 向，这 有 助 于 各 级 政

府、相关部门和利益相关者在实施过程中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行动，实现互联互通与协同工作，避免信息孤岛

化和碎片化发展，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主要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依照数字乡村专项规划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展

数字乡村建设的国际趋势之一。无论是澳大利亚、美国、德国还是韩国都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和发展规划，

为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这些战略规划的制定实施，强调了农业等弱质产业、乡

村等偏远地区在国家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性，能够提供统一的目标和方向，形成资源协调、系统集

成和产业引导的系统布局，有利于激励社会资本投入、鼓励创新科技应用，提高建设效率和成效，确保数字

乡村建设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３．２　依据城乡区域融合发展理念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乡村建设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通信网络、电力供应、物联网设备等基础 设 施 共 同 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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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物质条件。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体量巨大，如信号基站、光缆等数 字 基 础

设施又具有高度的共享性特征，如果在每个地区均等化地进行投资建设，无疑会出现设施覆盖范围 重 复 和

资源浪费的情况，地方财政也会面临较大压力。国际上，在近年来的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以德国 为 代 表

的部分发达国家遵循了城乡区域融合的 “整合性发展”建设理念，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突破了固 有 的 行

政区划边界，统 筹 规 划 考 虑 了 城 乡 之 间、区 域 之 间 的 各 项 数 字 基 础 设 施，更 大 程 度 上 实 现 了 协 调 均 衡

发展。

实践证明，遵循城乡区域融合的 “整合性发展”理念开展各类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减少建设资金

投入，还能够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有助于打破信息孤岛，缓解数字鸿沟等现实问题，这同

样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并取得高质量成效的国际趋势和发展路径。

３．３　依托数字素养技能培训打造乡村数字人才队伍

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需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也离不开高质量的数字人才队伍，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与技

能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各国的普遍认可。特别是在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背景下，农业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

更深、速度更快，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各类数字技术与设施装备的推广应用，减缓了农业农村的数字化转型

进程。在此背景下，通过面向农民开展数字素养技能培训，能够提升农民掌握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各类数字技术的能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主要发达国家的政策实践与前沿探索表明，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既是推广应用数字技术与推动

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环节，也是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国际趋势之一。面向农民开展多种形式的数

字素养与技能培训，打造多层次的乡村数字人才队伍，有助于更加地充分地发挥各类数字技术的潜在作用，

为农业农村的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３．４　依据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需求推动数字化转型

开展数字乡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素养技能培训是有效的方式与途径，最终目的是要 运 用 各 类 数 字

技术来辅助农民解决在实际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具体问题。若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忽视了农民的实际 需 求，只

注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各类数字技术与设施装备 将 最 终 成 为 “摆 设”，无 益 于 有 效 提 升 农 民 的 生 产 生 活

福祉。

各国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实践和前沿探索表明，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需求是数字化 转 型 的 出 发 点

和基础，只有深入了解和满足农民的需求，才能确保数字化转型具有实用性和可行性，这同样是深 入 推 进

数字乡村建设并取得实效需要遵循的重要逻辑。开展数字乡村建设，既要面向农业产业，聚焦资源 环 境 约

束、劳动力老龄化、农业收益下降等现实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又要面向乡村 生 活，聚

焦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情况，创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方式，提高农民

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

３．５　依靠协调政府市场关系取得数字乡村建设实效

数字乡村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和资源支持，但农业的比较收益偏低，农村往往地处偏远位置，人口密度

较低，完全市场条件下难以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数字乡村，凸显了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性。对此，

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优惠政策、激励措施等方式，引导市场主体增加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投入。同时，数字乡村

建设涉及大量的数据和信息，政府需要加强对各类数据的保护和信息 安 全 的 监 管，保 护 个 人 隐 私 和 数 据 安

全。德国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中，政府重在制定实施项目试点政策，具体的实践探索和数字化转型方

案制定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完成；韩国在面向农民开展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中，也同样离不开政府与

各类市场主体的分工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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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充分依靠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调发展。其中，政府要重点发挥引导和规 范 市 场 行 为 的 作 用，优 化 资 源 配 置 和 投 资 环

境，促进创新和产业发展，保障农民权益和信息安全；各类市场主体在具体实施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也

应与农民之间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４　新时期中国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基础

近年来，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体系逐 渐 完 善，农 业 农 村 数 字 化 转 型 取 得 明 显 进 展。但 中 国 地 域 辽

阔、农村人口众多，并且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并联式发展阶段，数字乡村建设还存在不少短板与弱项，还

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需要解决。

４．１　中央及省级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但县乡两级的部署安排较少

自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 “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围绕数字乡村建设制

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设计逐步完善。与此同时，各地积极响应，因地制宜制定实

施了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一系列具体部署安排。例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都明确提出了本省数字乡村

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等。相 比 中 央 与 省 一 级，区 县 一 级 与 农 业 产 业、乡 村 社 会 的 距 离 更

近，更需要在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上做好部署安排、明确工作抓手。但现实的情况是，除开展数字乡村试

点建设的部分区县之外，多数区县针对数字乡村建设的专项部署安排还相对较少，乡一级更多是 “散抓”农

业产业、乡村治理等具体领域的数字化转型［１１］，缺少更为全局性、宏观性的总体布局和把握。

４．２　全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但不少农村仍有短板弱项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前提，是数字乡村建设中的首要目标任务。根据 《全球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 （ＴＩＭＧ２０２３）》，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中国数字基础设施指数的国际排名从第１８名上升

至第３名，仅次于美国和新加坡［１２］。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总量丰富、人均不足的

明显特征。特别是，中国不少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更多关注于 “接通”层面，乡村光纤网

络、移动通信网络的覆盖范围和质量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阻碍了数字乡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除上述

数字乡村建设的通用性基础设施之外，对于各类专用性的数字基础设施，一些农村地区的建设力度还有待增

强［１３］。特别是在部分偏远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和地方财力不足等原因也导致当地的现代物流、智能仓储等数

字基础设施布局缺失或滞后，无法将当地丰富的特色资源充分转化为产业优势与增长动能，不利于推动当地

农业农村的高质量发展。

４．３　城乡 “数字鸿沟”持续缩小，但乡村数字人才队伍建设不足

近年来，全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加快，以互联网普及率衡量的城乡 “数字鸿沟”正在缩小。数据显

示，２０２２年中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６１．９％，比 “十三五”末提高了３０．３个百分点，比２０１２年提

高了３７．７个百分点；２０２２年，城乡之间的互联网普及率差距为２１．２个百分点，与 “十三五”末、２０１２年

相比均有明显下降 （图１），表明城乡之间的 “数字鸿沟”正在缩小。

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不断取得高质量成效，不仅需要提高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更要充分发挥乡村中各

类数字人才的引领带动作用。中国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劳动力老龄化 问 题 突 出，不 少 农 业 劳 动 力 对 于 新 知

识、新技术的学习接受程度较低［１４］，在生产经营决策中往往依靠的是长期务农经验，而非客观数据。数字乡

村建设涵盖农业生物技术、气候信息等多个领域，涉及信息采集、处理分析等多个环节，但当前中国既懂农

业技术、又懂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数量还整体较少［１５］。此外，不少村干部的年龄较大、数字素养偏低，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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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历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完全满足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要求。数据显示，在已经普及电子化政务的村庄中，有超过一半的受访

村干部表示自身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有待提高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乡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４．４　数字设施与技术同农业产业、乡村社会的融合程度有待提高

从农业产业的数字化程度来看，《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 （２０２２年）》的数据显示，英国第一产业中数字

经济的渗透率最高，超过３０％，德国、韩国、新西兰、法国等１３个国家第一产业中数字经济的渗透率高于

４７个国家平均水平。中国第一产 业 中 数 字 经 济 的 渗 透 率 为１０．５％，远 低 于 第 二 产 业 （２４．０％）、第 三 产 业

（４４．７％）中数字经济的渗透率。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尽管中国第一产业中数字经济渗透率高于主要国

家平均水平，但与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②。从乡村治理与乡村公共服务等方面的

数字化程度来看，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一半 （４７．９３％）的村庄实现了村庄事务的电子化办理，这一比例在

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为５９．８１％、４８．０％、４２．８１％③。

如前文所述，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运用各类数字技术来辅助农民解决在实际生产生活中面

临的具体问题。未来，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并不断取得更大成效，还应在继续坚持建设各类数字设施的基

础上，推广应用各类数字技术与平台，注重提高农业产业、乡村社会的数字化水平。

５　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路径优化策略

澳大利亚、美国、德国、韩国等典型发达国家的政策实践与前沿探索表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展数

字乡村建设的国际趋势与发展路径包括：依照数字乡村专项规划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依据城乡区域融合

发展理念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依托数字素养技能培训打造乡村数字人才队伍、依据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需求

推动数字化转型、依靠协调政府市场关系取得数字乡村建设实效。针对当前中国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中面临

的短板弱项，结合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国际趋势，本文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高质量成效的政

策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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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 来 源：光 明 网， 《为 乡 村 振 兴 插 上 “数 字 翅 膀”》，ｈｔｔｐｓ：／／ｅｐａｐｅｒ．ｇｍｗ．ｃｎ／ｇｍｒｂ／ｈｔｍｌ／２０２３－０９／２１／ｎｗ．Ｄ１１００００ｇｍｒｂ＿

２０２３０９２１＿１－０７．ｈｔｍ。

资料来源：中 国 信 息 通 信 研 究 院 官 网， 《全 球 数 字 经 济 白 皮 书 （２０２２年）》，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ｉｃｔ．ａｃ．ｃｎ／ｋｘｙｊ／ｑｗｆｂ／ｂｐｓ／２０２２１２／

ｔ２０２２１２０７＿４１２４５３．ｈｔｍ。

资料 来 源：光 明 网， 《为 乡 村 振 兴 插 上 “数 字 翅 膀”》，ｈｔｔｐｓ：／／ｅｐａｐｅｒ．ｇｍｗ．ｃｎ／ｇｍｒｂ／ｈｔｍｌ／２０２３－０９／２１／ｎｗ．Ｄ１１００００ｇｍｒｂ＿

２０２３０９２１＿１－０７．ｈｔｍ。



５．１　完善政策法规体系，重视基层建设规划

针对当前中国数字乡村建设中县、乡两级部署安排较少的现实问题，结合发达国家规划部署数字乡村建

设的政策实践与前沿探索，未来在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完善数字乡村建设的有关政策法

规体系等顶层设计，并重点加强对基层的引导，支持各地的区县制定与数字乡村建设相配套的发展规划。

５．２　提升基础设施质量，健全信息服务体系

数字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是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基本保障。针对当前中国农村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短板弱项，结合典型发达国家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趋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重点

做好以下方面。一是持续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工程，为所在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数字乡村建设探索可以

有效借鉴推广的经验与模式；二是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遵循城乡区 域 融 合 发 展 理 念，特 别 是 要 在 不 同 省

份、城市、区县的交界之处做好 规 划，既 要 避 免 上 述 地 区 形 成 “数 字 空 白”，又 要 避 免 重 复 投 入 导 致 资 源

浪费。

５．３　加快数字素养提升，注重数字人才培养

针对中国乡村数字人才队伍建设不足的现实问题，结合发达国家开展数字素养技能培训的实践探索和主

要趋势，未来要加快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特别是要面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负责人等主体开展有针

对性的教育培训。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制定科学的农业数字人才培养计划，完善农民数字素养培育体系；二

是要鼓励支持各类公共机构做好教育培训服务，学校、科研院所等公共机构组织专家，开办线上、线下等多

种形式的农民数字能力培训课程。

５．４　全方位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速提高农业农村的数字化水平

针对中国农业产业与乡村社会数字化水平有待提高的现实问题，结合发达国家的实践探索和主要趋势，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还应在坚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素养技能培育的基础上，将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的生产生活进一步融合。２０２３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

展行动，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广”。未来，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不断取得高质量成效，还应聚焦农

业产业、乡村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加速提高农业农村的数字化水平。

５．５　协同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作用，构建多元投入保障机制

面对大规模、长时期的数字乡村建设投入需求，资金投入保障是重中之重，这就需要充分协同发挥有为

政府和有效市场作用，健全投入资金保障制度，加快形成财政、金融与社会资金相协同的多元投入格局［１６］。

具体而言，未来要坚持把财政投入作为数字乡村建设中的首要资金来源，同时也要注重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

撬动作用。针对金融资金投入，关键是要重视并挖掘金融服务体系作用，增加面向农业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贷款投放力度，探索金融支持数字乡村建设的有效模式。对于社会资金投入，关键是要支持有实力的社会

资本因地制宜、稳妥有序探索区域性数字乡村建设的整体开发模式。

参考文献

［１］曾亿武，宋逸香，林夏珍，等 ．中国数字乡村建设若干问题刍议 ［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２１ （４）：２１－３５．
［２］杜志雄 ．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辨析、问题挑战与实现路径 ［Ｊ］．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５）：１－１０．
［３］高鸣，种聪 ．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现实基础与战略构想 ［Ｊ］．改革，２０２３ （１）：１１８－１２７．
［４］刘灵辉，张迎新，毕洋铭 ．数字乡村助力乡村振兴：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 ［Ｊ］．世界农业，２０２２ （８）：５１－６５．

—５２—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4.04（总 540）



［５］殷浩栋，霍鹏，汪三贵 ．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现实表征、影响机理与推进策略 ［Ｊ］．改革，２０２０ （１２）：４８－５６．
［６］朱红根，陈晖 ．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水平测度、时空演变及推进路径 ［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３ （３）：２１－３３．
［７］李丽莉，曾亿武，郭红东 ．数字乡村建设：底层逻辑、实践误区与优化路径 ［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２３ （１）：７７－９２．
［８］钟文晶，罗必良，谢琳 ．数字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Ｊ］．改革，２０２１ （５）：６４－７５．
［９］梅燕，鹿雨慧，毛丹灵 ．典型发达国家数字乡村发展模式总结与比较分析 ［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２１ （３）：５８－６８．
［１０］李依浓，李洋 ．“整合性发展”框架内的乡村数字化实践：以德国北威州东威斯特法伦利普地区为例 ［Ｊ］．国 际 城 市 规

划，２０２１ （４）：１２６－１３６．
［１１］高鸣，魏佳朔，雷泽 ．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Ｊ］．农村经营管理，２０２２ （９）：１９－２０．
［１２］王喆，陈胤默，张明 ．测度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基于ＴＩＭＧ指数的特征事实 ［Ｊ］．金融评论，２０２１ （６）：４０－５６．
［１３］温涛，陈一明 ．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实践 模 式、现 实 障 碍 与 突 破 路 径 ［Ｊ］．农 业 经 济 问 题，２０２０ （７）：

１１８－１２９．
［１４］魏佳朔，高鸣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如何影响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２３ （２）：１０９－１２８．
［１５］殷浩栋，霍鹏，肖荣美，等 ．智慧农业发展的底层逻辑、现实约束与突破路径 ［Ｊ］．改革，２０２１ （１１）：９５－１０３．
［１６］杜志雄，高鸣 ．新阶段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问题和路径选择 ［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３ （９）：４－１８．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ＧＡＯ　Ｍｉｎｇ　ＤＵ　Ｚｈｉｘｉ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ｄｅｐ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ｒｏ－
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ｕｎ－
ｔｒｙｓｉｄｅ，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ｓ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ｓ　ｔｏ　ｒｅｌｙ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ｒｕ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ａｌ－
ｅｎｔ　ｔｅａｍ，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ｉｓ　ｔｏ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ｔｔａｃｈｉｎｇ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
ｒｏｏｔ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ａｌ－
ｅｎｔｓ，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ｕｌｔｉ－ｉｎｐｕ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Ｐａｔｈ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李　辉　卫晋津）

—６２—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4.04（总 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