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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数字治理平台悬浮化的生成逻辑及破解路径

——基于数字文化堕距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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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乡村数字治理平台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然而，其在实践中面临着建而不用、用而不活等悬浮困境，严

重制约了治理效能。本文将文化堕距理论引入数字场域，提出数字文化堕距概念，从技术脱嵌、制度脱嵌、文化脱嵌

三重维度剖析乡村数字平台悬浮困境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技术功能错配、考核机制僵化、权责配置模糊、村民素

养不足等矛盾，进一步导致数字平台的资源悬浮、权力悬浮和主体参与悬浮问题。为此，本文构建技术 - 制度 - 文

化 - 能力协同框架，提出整合数字资源、完善权责体系、重构参与主体性、培育数字能力等路径，以破解悬浮困境，

推动乡村数字治理效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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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platform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

roots governance. However, in practice, it is faced with the dilemma of "building but not using" and 

"using but not living", which seriously restricts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cultural lag into the digital field,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digital cultural lag, and analyzes 

the logic of the floating dilemma of rural digital platform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system and culture. The study found that contradictions such as mismatch of technical functions, rigid 

assessment mechanism, fuzzy allocation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insufficient villagers' literacy 

further led to the suspension of resources, power, and subject participation in the digital platform. 

Therefor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echnology system culture capability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and 

puts forward some paths, such as integrating digital resources, improving th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system, reconstruc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participation, and cultivating digital capabiliti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floating dilemma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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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嵌入城乡社会，涌现了诸如智慧大脑、政务 APP、小程序、

数据一张图等数字乡村服务和管理平台，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和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手段和新方法。一方面，这些乡村数字平台通过流

程再造和资源整合，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另一方面，作为连接政府、村民、市场及社会的中介桥梁，数字平台促进了治理主体的再联

结，重塑了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并推动着基层治理模式从传统的行政权威主导向数据驱动的多元共治转型。然而，实践中乡村数字平

台的应用效果呈现出显著落差：部分发达地区通过电商直播、智慧农业等模式实现增收，而更多乡村却面临平台建而不用、用而不活的

怪圈。究其本质而言，是由技术工具与乡村社会文化系统间的深层张力导致的。这种技术逻辑与乡土社会之间的适配性矛盾不仅制约着

平台运行的可持续性，影响其治理效能的发挥，更导致技术应用与本土需求错位，导致资源浪费，甚至加剧城乡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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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 |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012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一、理论分析框架

1923年，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W.F.Ogburn）在其著

作《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一书中首次提出“文化

堕距”理论 [1]，强调物质技术变迁速度快于制度和文化的适应性调

整，导致社会系统的非均衡发展。具体而言，奥格本认为文化变

迁是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因，他将社会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适

应文化两大基本部分。物质文化包括基础设施、设备等一些显性

的物质对象。适应文化则包括技术、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是用

来调适或适应物质文化状况的方式方法，如规则、知识、道德、

法律、习惯等 [2]。在适应性文化中，有些文化直接适应物质文化

而产生，如政策制度；而有些则是间接或部分地调适物质文化状

况。在奥格本看来，当物质条件发生变迁时，适应文化也要发生

相应的变化，但适应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变迁并不同步 [3]，存在滞

后。一般而言，物质技术方面的变化总是先于适应文化的变迁；

而在适应文化内部，较快发生变化的是制度文化，而具有惰性的

精神文化变化较缓慢或者不易发生改变。奥格本将这种物质、制

度、精神3个层面之间的失调现象称为“文化堕距”。文化堕距是

社会变迁中一种难以规避的社会现象，会导致各部分之间出现错

位和不平衡，使社会发展模式出现断裂。因此，必须推进物质、

制度、精神等三种文化形态的协同发展，使其尽可能在短时间内

适应社会的整体发展，弥合文化堕距 [4]。

随着学界对文化堕距理论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又适度地拓展

了其理论外延，先后提出了制度堕距 [5]、能力堕距 [6]、政府职能堕

距 [7] 等多种学术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文化堕距理论与乡村

数字化结合，提出“数字文化堕距”概念：由数字技术迭代应用

快于乡村制度、伦理及社会心理适应速度，而产生的一系列系统

性矛盾。从本质上讲，数字文化堕距是技术系统、制度规则与文

化认知三者间动态脱嵌的表现。可见，文化堕距理论在分析乡村

数字治理平台的运行困境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不仅与数字平台

运行成效的关键维度相契合，还能为破解数字平台悬浮困境提供

理论和实践指导。

二、数字文化堕距视角下数字治理平台悬浮的生成

逻辑

（一）技术脱嵌：数字资源悬浮

技术脱嵌是指标准化数字工具设施与乡村治理需求之间的矛

盾，其实质为技术供需失衡。当前乡村数字治理面临技术理性与

乡土社会特性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功能错配和平台空转。

一方面，作为治理载体的数字设施，其功能设置与乡村实际需求

呈现显著错位：一是应用功能错配，现有平台多聚焦于信息咨

询、农产品销售等模块，这些除少数种植大户以外，普通农户很

少下载和使用。而普通农户亟需的文化活动、社保就医等功能开

发不足；二是操作界面悬浮，部分系统登录和操作流程繁琐、专

业术语设置多且缺乏方言交互功能，导致数字弱势群体遭遇技术

排斥 [8]。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机械移植的标准化流程与乡村治理所

需的灵活性、在地智慧形成冲突。另一方面，尽管政府在数字基

建方面有不少投入，但在实际投入和治理效能方面仍存在较大落

差，表现为数字平台的重复建设、低效运行和数据资源的系统性

浪费，进而造成“建而不用、用而不联”的治理效能异化现象。

伴随着数字乡村实践的深入推进，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响应政策号

召，在缺乏统筹规划和乡土社会数字基础薄弱的情况下盲目推进

数字化项目以达成考核目标，建成多个功能重叠系统或平台，有

的甚至形成“一村一系统”。这种政绩驱动下的数字化建设不仅造

成人力、物力资源的严重内耗，而且导致数据孤岛、数据标准不

统一、接口互斥，使得基层干部在多个平台重复录入相同信息 [9]。

并且，部分地区在考核倒逼下，产生拍照打卡、数字留痕等“指

尖上的形式主义”，不仅消解了数字化工具的治理优势，还给

基层干部造成数字负担，使得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加剧数字资源

悬浮。

（二）制度脱嵌：数字权力悬浮

完善的数字制度设计是权力畅通运行的根本保障。当前，数

字平台运行所需的弹性治理机制与科层化制度体系间还存在脱嵌

矛盾，进而引发权力悬浮，具体表现在三个维度：其一，考核机

制僵化，数字形式主义严重。现行考核体系以用户注册数、活跃

度、数据录入量等量化指标为核心，使得基层干部易将治理重心

从解决实际问题转向完成数据指标。有的甚至为达标大量注册

“僵尸账号”或强制村民下载注册。这种考核导向下，数字工具

从服务村民异化为应付上级考核要求，治理资源被虚耗于“数字

留痕”[10]，而村民真实需求被系统性忽视，使得权力悬浮于数据

指标之上。其二，权责配置模糊，遭遇权限梗阻。数字平台横向

涉及农业农村、民政、大数据局等多个部门，纵向涵盖省市县乡

村，但现行制度尚未明确数字治理权责边界，且缺乏数据共享协

议，导致基层治理交互不畅通；此外，当前更多决策权配置给上

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基层政府仅被赋予查看、表格信息填写等

基础操作权限，信息沟通效率低。其三，保障要素配置失衡，持

续运维能力弱。当前，地方政府普遍重硬件建设、轻长效运维，

财政资金集中投入于设备采购与平台开发，后期维修、更新、

人员培训等软投入不足，且缺乏资本投入机制，易导致数字设施

瘫痪。究其本质而言，制度脱嵌引发的数字权力悬浮，本质是技

术治理需求与传统科层逻辑的矛盾。考核制度异化、权责制度模

糊、保障机制滞后使得数字治理流于形式化、碎片化、短期化，

难以持续扎根乡村治理。

（三）文化脱嵌：主体参与悬浮

乡村数字治理有效落地的关键在于多元主体的主导参与和联

动。然而，当前治理体系使得村民在文化习惯、价值认知、数字

素养方面 [11] 滞后于数字技术的快速普及和应用，导致出现村民

“形式在场、实质缺位”，难以有效发挥数字治理效能。首先，技

术逻辑与文化惯性的脱嵌削弱了参与动力。当前的乡村数字治理

往往呈现出标准化界面、程序化流程特征，与乡村熟人社会的差

序格局存在张力。例如，推广科技服务系统，村民可在线寻找技

术专家咨询或指导农业实践，然而除规模性种植户以外，大多村

民更习惯于求助熟人或农技农资站。其次，村民的价值认知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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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文化的差异进一步消解其参与意愿。在农村，老龄化严重，出

现显著的代际数字鸿沟，中老年群体普遍存在技术疏离感，多用

其进行娱乐或通讯，对数字工具缺乏信任。另外，数字治理强调

的个体化参与模式与乡土社会集体主义文化产生价值冲突，大多

村民更愿意参与线下集体活动。最后，技能储备与数字素养之间

的差距也限制了村民的参与能力。当前，乡村群体年龄较大且文

化水平有限，对新技术的认知和学习较慢，导致在数字能力上出

现结构性失衡。有的村民无法独立完成线上认证和登录，有的存

在信息甄别困难，进而加剧技术排斥，普通村民面临数字失语困

境，参与内生动力不足。

三、数字文化堕距视角下乡村数字平台运行的优化

策略

（一）坚持需求导向，整合数字资源

需求是技术工具的基底。在推进数字乡村进程中，各类技术

平台、数字系统的开发和功能设计应立足于乡土特性，坚持需求

导向。首先，应通过实地调研与村民进行沟通，识别高频便民服

务需求，优先开发社保就医、文化活动、农技咨询等实用模块，

弱化形式化功能。例如，针对小农户与种植大户的差异化需求，

可设计“基础版”与“专业版”双界面系统，前者简化操作、突

出便民服务，后者强化数据分析与市场对接。其次，界面设计需

适配乡村文化特征，可引入方言语音交互功能，减少专业术语，

以图文结合代替文字输入；同时设立“数字联络员”岗位，由村

内青年或乡贤等数字关键人担任，协助老年等数字弱势群体完成

线上操作。最后，需打破数据孤岛，建立跨层级、跨部门的数据

共享标准，整合各平台终端，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二）完善制度体系，增强可持续能力

数字制度的缺失和僵化是数字权力悬浮的主要原因，需从考

核机制、权责配置、运维保障等方面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其一，

优化考核制度，设计科学的考核指标，如以村民满意度、问题解

决率替代注册量与活跃度，缓解“僵尸账号”和形式化。其二，

加强监督管理，引入专业三方评估机构，结合线上数据与线下走

访综合考核治理效能。其三，制定数字权力运行制度，明确纵向

与横向权责边界。纵向应建立“县统筹、乡协调、村执行”的分

级权限机制，赋予基层数据调用与决策自主权；横向需制定跨部

门数据共享协议，破除跨部门之间的壁垒，打通交互途径。其

四，健全可持续要素投入机制，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平台更新与人

员培训，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 + 企业技术支撑 + 社会组织参

与”的多元投入模式，增强平台的可持续运行能力。

（三）重构文化主体性，激活内生动力

村民参与悬浮的根源在于技术逻辑与乡土文化的冲突，需通

过文化适配增强主体参与的能动性。一方面，设计“线上线下融

合”的参与模式，如“数字议事厅”与线下村民大会联动，既保

留熟人社会的协商传统，又拓展数字化表达渠道。另一方面，针

对代际数字鸿沟，实施“数字反哺”行动。组织青年志愿者与老

年群体结对，通过手把手教学提升其技术应用能力；同时，利用

乡村广播、宣传栏等传统媒介传播数字工具的成功案例，如电商

增收，逐步培育村民的数字信任。此外，还需尊重集体主义文

化，避免过度强调个体化参与，可通过组建“数字合作社”等形

式，以集体名义接入平台，降低个体技术排斥。

（四）培育内生性能力，夯实数字基础

能力建设是破解悬浮困境的长期保障。首先，建立分层培训

体系。采用座谈会、培训会、现场模拟等形式对村干部开展数字

治理与数据分析能力培训，对村民开设智能手机操作、信息甄别

等基础课程。其次，孵化本土数字人才队伍，鼓励返乡青年、乡

贤、退伍军人、党员干部担任“数字带头人”，形成“传帮带”

技术扩散网络，降低信任壁垒。最后，积极推动产学研协同，联

合高校开发适农化培训教材，与企业合作建立乡村数字技能认证

机制，将数字素养纳入乡村振兴人才评价体系，激发内生动力。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数字文化堕距视角揭示了乡村数字治理平台悬浮困境

的生成逻辑。研究表示，技术、制度、文化三维脱嵌导致数字治

理与乡土社会的适配性矛盾。破解数字平台悬浮困境需推进“技

术 - 制度 - 文化 - 能力”思维协同优化。当然，本研究侧重于理

论分析，还存在许多不足。未来研究可结合地域差异，平衡技术

效率和人文关怀，进一步探讨不同乡村、不同类型的数字治理平

台可持续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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