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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的转型升级，数字经济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力。新质生

产力背景下应充分发挥数据与应用场景的优势，促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本文以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经济赋能

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与实用政策入手，分析与完善数字化进程中乡村振兴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提出基础设施完善、

提升人才素质素养等措施，全面推进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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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data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to promote digital technology to enabl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arting with the logical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olicies of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improves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igitization, proposes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accomplishment of talents,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s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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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内涵

（一）新质生产力

2024年国家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列为2024年中国政府工作十大任务之首”，充分体现了新质

生产力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新质生产力是

以创新为主导，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

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

态。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具体体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

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创新和实践，凝聚了党领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的深邃理论洞见和丰富实践经验，是科技创新交叉融合突破所产

生的根本性成果 [1]。

（二）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伴随着全球数字化浪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中孕育兴起的经济模式。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经济指

出“数字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形式之一”。数字经济是

指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

新兴技术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经济形态 [2]。

（三）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由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是新时代我国“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一

项全面振兴乡村经济、改善农村发展环境的战略 [3]。2024年国家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生态宜

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三方面。《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

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提出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提升我国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我国

乡村建设水平、提升我国乡村治理水平、加强党对“三农”工作

的全面领导等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

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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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作用

机理

（一）数字经济优化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乡村经济结构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经济对我国乡村发展有很强的渗透

融合作用。数字经济与现代农业、乡村文旅等各类产业相结合，

实现农业数字化、乡村宜居化，在促进乡村振兴的同时，推动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使我国乡村经济结构不断优

化 [4]。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就业结构更加合理，为新产业新业态的

茁壮成长培育了丰沃土壤，并实现了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有效分

工，增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

（二）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城乡融合发展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加快了我国城乡融

合速度。数字技术有效推动了我国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助推我

国数字乡村与智慧城市融合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城乡深度融合发

展。数字化传播方式显著提升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认同感、亲切

感，密切了城乡之间的联系。数据要素有助于提高劳动、资本、

技术、土地等传统要素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提升公共服务供

给能力和质量，从而推进形成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新型数字城

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升级数字环境，构建“数字化技术 +产业 +

平台”新模式 [5]。

（三）数字经济完善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体系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经济能够有效助力乡村治理体系完

善。通过建立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乡村政务云平台，把农村土地

确权、商业生产经营等信息整合为易分析、易利用、易转化的高

价值数据，从而提升行政审批等政务服务效率，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政务支撑。数字

技术可有效监督和管理环境污染，推进我国农村生物质废弃物、

农业废弃物等循环利用，推动农业绿色生产，助力我国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 [6]。

三、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问题

分析

（一）乡村基础设施不足

我国大多乡村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导致与经济发达地

区的联系较为薄弱，这使得对这些乡村的投入的回报率过于低

下，大多企业往往会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从而减少对于乡村基础

设施的建设投入。我国许多乡村的基础设施严重匮乏，据农业有

关部门调查，部分地区的有效灌溉面积占比不足60%，约70%的

农村地区未具备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并且相关数据显示，一些

地区的农村教学队伍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比不足半数，这些

基础设施的落后导致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面

临着巨大的阻碍与困难。

（二）农业市场信息不对称

对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而言，多数村民面临着严重的市场信

息不对称，多数农村地区信息建设较为滞后，信息流通不畅，只

能通过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例如口耳相传、广播收听以及坊间

传闻等等，这些信息不仅大多不准确，还具有滞后性。国家统计

局曾有数据显示，我国农产品供求缺口曾一度高达13亿吨，这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场品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

（三）村民普遍数字素养低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2021年发布的《乡村振

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城乡居民数

字素养存在整体差距。这使得他们缺乏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技

术方面的能力运用和掌握，更没有足够的意识把握市场，占领先

机。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由于缺乏使用数

字技术的能力，村民们无法熟练运用新兴技术了解农作物信息，

市场需求等等关键信息，从而难以进行点对点养殖销售，同时，

也无法通过电商物流等快捷途径对作物宣传以及销售，进行产量

提升、利润最大化。缺乏数字素养同时也会使得村民没有意识与

想法去了解学习新兴数字技术，仍依赖于传统销售渠道，错过了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机遇。

（四）乡村资金短缺困境

乡村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然而，根据农

业农村部抽样调查显示，全国70万个行政村中，村级债务总而已

经达到了9000亿元，村组织平均债务达到了130万元。由此可

见，我国许多乡村面临着资金短缺困境。数字化建设改革需要从

多个层面进行，包括基础网络建设、先进设备引进、尖端人才吸

纳等等，这些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由于乡村的整体发

展水平较低，导致难以承担如此庞大的费用。而通过银行借贷方

式筹集资金，同样具有一定难度，我国乡村大多缺乏足够的抵押

物而导致银行借贷风险提高，难以获得支持。同样，个人投资意

愿也严重不足，投资者对于收益最大化有着痴迷的意愿，从而使

得我国乡村的融资渠道极度单一，仅仅能依靠少量的财政拨款与

银行贷款，这使得我国乡村建设资金严重短缺 [7]。

（五）政策支持力度不足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近几年我国对于数字经济在宏观上有

所关注，但当具体到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发展方面，依然缺乏

针对性与独一性。乡村数字经济需要独特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理

念，这意味着需要专门的政策扶持与支撑，而目前现有政策未能

满足这些要求。

四、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

路径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是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经济赋能

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不断完善基础设置建设，物流体系完善，

线上实体双结合，犹如荒漠中种下一棵棵树苗。通过对网络基础

设施的建设，使农产品通过网络信息平台面向五湖四海，充分发

挥优势，为乡村振兴带来全新机遇；通过对物流体系的完善，使

乡村产品快速高效的送到消费者手中，增加收入；通过在在新质

生产力背景下推动农业生产智能化、精准化、高效化，提高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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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效率，促进我国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改善村民生活环境与质

量，缩小差距，打开网络与现实的链接，改善我国农村产业数

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建设，由点及面的让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

兴 [8]。

（二）创新数字信息技术应用场景

在数字技术迭代更新中，围绕低耗、高精、经济、可靠的四

大数字经济理念，缓步进行我国农业农村新兴数字技术研究与实

际应用推广。充分考虑能源高效利用，运用节能系统规划优化数

字技术的运营和发展，降低能源损耗，实现绿色环保发展模式，

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农业生产中，追求高质量的技

术精准度，提升产品质量，满足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消费者日益增

加的需求。

（三）提升人才数字素质

我国政府要积极吸引数字化人才返乡创业，为我国乡村发展

注入新鲜血液，并适当给予一定的福利与补贴，体现出政府对于

人才的培养与重视。同时，持续深入了解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

变革，不断转变人才培养模式与方法，为数字乡村建设人才培养

提供可行性措施，提供高新技术平台以及小微企业的科技创新，

夯实乡村振兴之“骨”、打造数字经济平台，激发人才积极性与

创业热情。我国乡村企业还可以与高校进行合作，高校作为人才

培育的摇篮，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大量数字化人才，二者合作，

可以让学生们在实践中了解乡村产业，积累实践经验，共同解决

乡村数字化转型中所遇到的难题。两者相互依存，互帮互助，共

同培养和吸引数字化人才，为我国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动力，推动

全产业复兴。

（四）拓宽融资渠道

鼓励企业通过自身优势与市场经验参与到乡村振兴数字经济

建设中，投资电商平台、智慧项目等，推动我国乡村产业转型升

级。同时，政府可以开设专项资金，支持各类乡村数字化技术的

项目转型与发展，体现政府对于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经济赋能

乡村振兴的重视程度与坚定决心，政府同样可以制定优惠政策，

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与金融企业参与到建设改革之中。利用 PPP

模式等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充分发挥政府、企业与社会资金的优

势，共同推动数字化改革与建设。PPP模式下，政企合作，共同

投资建设运营相关项目，实现利益共通。并且大力推动网络覆盖

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打好基础，为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提供

现实支撑 [9]。

（五）完善政策支持

我国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企

业的税负压力，对积极建设乡村振兴事业的企业或集团提供政策

优惠，提高企业投资的回报率，激发企业的投资热情。建立健全

科学高效的项目评估体系，对于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项目进行

全面、客观的分析评估，从多维度进行考量，确保符合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与发展需要 [10]。总结经验，对不合理不规范的项目进

行整改或撤销，确保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项

目具有良好的预期收益和效应。

参考文献

[1]李妮、黄超 .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视角 [J].科技济 ,2024,37(04).

[2]刘巧、马晓荣 .数字化技术助推乡村振兴的途径与实践研究 [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3,34(24).

[3]吴云志、郑泽众 .数字经济赋能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 [J].农业经济 ,2024,(07).

[4]徐旭初 ;徐之倡 ;吴彬 .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吗 ?——基于801个县域的 PSM—DID检验 [J]. 学习与探索 ,2023(12).

[5]欧阳日辉 .创新城乡融合的数字生活场景 [J]. 人民论坛 ,2023(17).

[6]马豪 ;张筱 .乡村产业兴旺的底层逻辑、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05).

[7]杨志玲 ;周露 .中国数字乡村治理的制度设计、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J]. 经济与管理 ,2023(05).

[8]付慧雅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路径、困境与策略 [J]. 湖北农业科学 ,2023(08).

[9]马改艳 ;杨秋鸾 ;王恒波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机制、现实挑战与突破之道 [J]. 当代经济管理 ,2023(08).

[10]金福子 ;卢衍航 .数字化精准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逻辑建构及增能路径 [J]. 学术交流 ,202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