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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

程”①。“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

农村”②。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大力推进数

字乡村建设，着力发挥数字乡村的信息技术创新的

扩散效应、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数字技术释放

的普惠效应，助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截至 2020

年，全国行政村 4G覆盖率超过 98%，农村互联网普

及率明显提升，数字乡村建设以信息流带动资金

流、技术流、人才流及物资流向农村集聚，数字乡村

建设成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新动能。由于

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不

完善、城乡数字鸿沟较大、产业融合薄弱、数字经

济渗透率偏低等问题。那么，正确认识数字乡村

建设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发展现状，厘清两者

之间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农民农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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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形成了两种代表性

观点。部分学者认为实现共同富裕要效率优先兼

顾公平(许成安，2006；张艳丽，2008)。另一部分学

者从“效率”和“公平”两个层面阐释共同富裕内涵，

形成了“共同富裕要更加注重发展共享”的代表性

观点(黄健和邓燕华，2021；陶纪坤，2020；李炳炎和

余飞，2019)。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应有之义，但是学术界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

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学者着重对共同富

裕的内涵进行阐释，主要从“发展”和“共享”两个角

度对共同富裕的内涵进行界定(Klugman等，2011；
万海远等，2021；唐任伍等，2022)。从共同富裕的测

度层面看，已有文献对共同富裕的测度主要从发展

和共享两个角度进行，在发展层面，共同富裕不仅

包括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且包括精神财富增长(万海

远等，2021；黄祖辉等，2021)，在共享层面，通过测度

收入、消费等指标的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

的缩小效应，共同富裕的测度从单一物质维度向物

质和精神的双重维度拓展。综上来看，学术界尚缺

乏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研究。有学者重点探讨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已有文献认识到促

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构

建科学有效的实现路径，这些文献大多围绕产业融

合、乡村振兴、分配结构调整等展开研究。具体而

言，第一，产业融合路径。学界普遍认为农村产业

融合通过产业联动、体制机制创新，促进资金、技

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促进农民农村共同

富裕 (郑瑞强等，2021；涂圣伟，2022；肖华堂等，

2022)。第二，乡村振兴路径。现有研究认为城乡发

展差距是共同富裕面临的重大挑战，可以通过乡村

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来推进共同富裕(夏英等，

2021；叶兴庆，2022；胡凡等，2023)。第三，分配结构

调整路径。有学者提出从需求结构出发，通过影响

供给结构来影响分配结构调整(郭凯明等，2022)，进

而促进共同富裕。

随着数字经济的推进，学术界关于数字乡村的

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学术界从理论分析和影响效

应两个层面对数字乡村进行研究。从数字乡村的

内涵层面，伴随数字化技术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应用，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乡村通过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赵成伟等，2021)、农业信息化(王胜等，

2021)、乡村社会治理(沈费伟等，2020)、农村新产业

新业态(殷浩栋等，2020)等渠道推动乡村振兴；从数

字乡村的测度问题研究来看，现有研究对数字乡村

的衡量逐渐由单一指标评价(汪亚楠、王海成，2021)
向综合指标评价发展(齐文浩等，2021)。在数字乡

村建设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影响效应方面，现有

研究逐渐发现数字经济的“财富创造效应”和“普惠

共享效应”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就数字乡

村建设的财富创造效应而言，其主要体现在对农

业、农村和农民的影响。第一，数字乡村对农业增

收的影响。大量学者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

进农业信息化与家庭经营相融合(钟秋波，2021)，促
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第二，数字乡村对农村治理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农村信息服务

模式的改变。第三，数字乡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数字乡村提升了农村信息服务水平(毛薇等，2019)，有
利于增加农民收入(齐文浩等，2021；曾亿武，2021)。
就数字乡村的普惠共享效应而言，主要体现在促进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向均等化发展。有学者认为数

字乡村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网购和消费水平均等

化(汪亚楠等，2021)。现有研究更多聚焦于数字乡

村财富创造效应，尚缺乏对数字乡村普惠共享效应

的研究。

上述研究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重

要支撑，然而已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局

限。其一，已有研究并未科学阐释数字乡村赋能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本文将深刻回答

“什么是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为什

么要依靠数字乡村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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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有研究并未从“财富创造效应”和“普惠共享

效应”阐明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的作用机理，本文将重点阐释“数字乡村财富创造

效应的作用机理”“数字乡村普惠共享效应的作用

机理”。其三，已有研究并未从数字乡村建设的角

度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本文为促

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政策支撑，系统回答“如

何构建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

径”的问题。

二、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演进

十八大以来伴随着“数字中国”和“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数字乡村建设经历了由“基础夯实阶

段”到“加速推进阶段”再到“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

历程(图1)。
第一阶段：基础夯实阶段(2012-2016年)。伴随

着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数字化技术为农

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遇，逐渐与农业农村发

展紧密结合。因此，在基础夯实阶段，主要强调农业

农村信息化建设。2016年11月农业部《关于全面推

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通知》提出信息进村入户要

基本覆盖全国所有行政村。2016年《“十三五”全国

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旨在推动信息技术与农

业农村全面深度融合，充分推动物联网、大数据、移

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在线监测、精准作

业、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开展不同程度应用，为数字乡

村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加速推进阶段(2017-2020年)。党的

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数字中国”这一关键词，推动

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

展。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实施数字乡村战

略，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和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

覆盖步伐，弥合城乡数字鸿沟。2018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指

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加快物联网、地理信息、智

能设备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的全面深度

融合。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的文件《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阐明了数字乡村建

设的重点任务和战略目标。2020年发布《数字农业

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要求以产业数字化、数

图1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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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产业化为发展主线，着力建设基础数据资源体系，

加强数字生产能力建设。随着数字乡村战略的实

施，浙江、河北、江苏、山东、湖南、广东等22个省份相

继出台数字乡村发展政策文件，政策体系更加完善，

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快速发展阶段(2021-2022)，数字乡村

建设由加速推进阶段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21年中

央 1号文件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

展工程，推动农村千兆光网、第五代移动通信(5G)、
移动物联网与城市同步规划建设。“十四五”规划明

确提出面向农业农村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建立涉

农信息普惠服务机制，推动乡村管理服务数字化。

2022年中央 1号文件发布的《关于做好 2022年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意见》指出大力推进数字乡

村建设，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加快推动

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研究制定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持续开展数字乡村试点。2022年《数字乡村发

展行动规划(2022-2025)》提出加速推进乡村信息基

础设施优化升级，推动乡村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

造升级。

三、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

本部分从财富创造效应与普惠共享效应阐释数

字乡村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从“数

字乡村+农业”“数字乡村+农村”“数字乡村+农民”三

个方面阐明数字乡村建设的财富创造效应。从技术

扩散效应、资源普惠效应、网络共享效应三个方面阐

释数字乡村建设的普惠共享效应。图2直观展示了

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

(一)数字乡村建设的财富创造效应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增加农民的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发挥数字乡村建设的财富创造效应，促进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数字乡村+农业”促进农业高质高效；“数字乡村+
农村”提升乡村治理效率；“数字乡村+农民”培育智

慧农民。

1.“数字乡村+农业”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的

作用机理

(1)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

根据生产要素理论，数字乡村建设借助数字化技术

和手段能够有效盘活农村生产要素，促进城乡生产

要素的自由流动。其主要表现在：①数字乡村建设

促进了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利用网络化、信息化和

数字化技术，逐渐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由“单向流动”向“双向流

动”转变。传统农业经济的要素流动方向主要表现

图2 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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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村生产要素向城市流动，数字乡村建设的网络

交互式特征促进了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乡村

振兴过程中逐渐利用城市数据要素、资本要素、劳动

要素、技术要素等，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促进了

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富裕富足。②数字乡村建设

提升了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水平。数字乡村建设有

助于提高乡村互联网接入率，提高农村数字基础设

施的覆盖率，有助于发挥数字乡村的信息共享效应，

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闲置资

本和优质人才参与市场竞争，使农村生产要素参与

到全国统一大市场中，有效改善农村生产要素的配

置扭曲状况，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2)数字乡村建设拓宽了农业产业链。数字乡村

建设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手段，有助于整

合农业生产经营信息，促进数据要素在农业产业链

的流动，拓宽了农业产业链。这主要体现在：①数字

乡村建设促进农业产业链转型升级。数字乡村依靠

数字化、物联网等技术，可以建设农业相关的大数据

系统、农产品质量检测系统以及电子销售系统等，促

进了农业产业链发展向信息化转移，从而为传统农

业注入新的数字化动能，向数字化农业转型升级。

②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了农业产业链一体化。一方

面，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将农副产品生

产、仓储、物流、销售、配送融为一体，提高了农产品

附加值，以数字化的形式优化了农产品供应链，延伸

了农业产业链。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农业

与二三产业深度融合。随着数字化技术在农业生产

上的使用，农业高质量发展开始由单一传统种植业

向多元产业转变，涌现出智慧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

态，从而重塑了农村产业结构。

(3)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生产经营相结合。根据

产业组织理论，数字乡村依靠现代信息技术促进农

业生产组织调整，具体表现在：①供给侧视角。大数

据和物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在种植业及养殖业领

域进行了推广和应用。例如，在轮作休耕监管、农机

精准作业、动植物疫病远程诊断、精准饲养等方面取

得显著成效(王胜等，2021)，促进了智慧农业建设。

②需求侧视角。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数字乡村建设

促进了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抖音直播、快手直播带

货等自媒体手段日益成为销售农产品的重要渠道，

使部分地区的“难买难卖”困境得到极大缓解，在增加

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齐文浩等，2021)。
以云南楚雄市为例，通过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

项目，2021年网络交易额突破 29亿元，农产品网络

销售额约 7261万元，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近 2000
人，带动农户增收近2513万元③。数字乡村建设利用

电子商务数据明确消费者的偏好，进而在农业生产

经营中，优化供需匹配，极大解决了由于农产品过剩

所带来的“增产不增收问题”(董志勇等，2022)，增加

了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

2.“数字乡村+农村”优化乡村治理的作用机理

(1)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建设。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服务共享，使得政府的公

共物品供给可以惠及到每个人(沈费伟等，2022)。其

具体体现在：第一，在医疗方面，互联网发展推动了

远程医疗就诊服务体系的建设，使农民就近享受先

进的医疗资源。第二，在文化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

可以将乡村自然风光、传统故事传说、原始建筑形态

等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乡村文化新样态，有利于

传承优秀乡村文化；此外，以网络为载体，实施农民

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水平。第

三，在养老方面，通过物联网、AI技术、5G等信息通

讯技术应用，实现老人、家庭、村委、养老机构等有效

对接，充分满足农村老人在娱乐、健康管理、生活服

务等方面的需求。

(2)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治理效率提高。伴随

着数字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数字乡村建设在推进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突破了农村信息服务系

统的最后一公里障碍，“互联网+社区”等农村信息服

务模式的建立有助于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王胜等，2021)。具体表现在：①互联网+政
务服务。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汇聚了强大的信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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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与管理功能，使得农民由过去的“有事到处去找村

干部”转化为“线上沟通好，线下再解决”，提高了管

理效率。②互联网+党建。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将

数字乡村与党建相结合，构建乡村云上党员管理体

系，组织党员通过单元云平台进行学习与交流，增强

农村党员教育的体验性、主体性以及互动性。③互

联网+减灾。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大数据和物联网等

数字技术手段，建立更为完善的农村数字化防灾减

灾应急处置机制，能够做到灾害信息的快速获取、人

与科技手段最佳结合等，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经济

发展的不利影响。④互联网+防疫。面对新冠疫情

常态化防控的要求，数字乡村基于各类智能监控平

台，使传统“人防”转变为新型“技防”，大大提升疫情

防控效率，助力基层治理。综上所述，数字乡村建设

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效率。

3.“数字乡村+农民”培育智慧农民的作用机理

(1)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了高质量人才集聚。高质

量人才是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能

够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根据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有效改善

城乡人才分布不均的现状，助力乡村人才振兴。其

主要表现在：①数字乡村建设改善人才流失状况。

基于人工智能、5G、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等新一代的数

字技术的发展，通过智慧医疗、智能物流等数字化服

务平台将乡村地区的民生需求与城市服务供给相衔

接，有效缩小城乡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从而有利

于吸引具有本地户籍的优质高校毕业生返乡，改善

乡村人才流失现状。②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

民高质量就业。通过吸引农民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

的过程中，增强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并通过数字化来

推动各乡镇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就业信息平台的建

立和完善，这样就能够对农村青年、剩余劳动力等群

体的就业情况进行科学检测，并汇集岗位信息，从而

真正实现就地就近的高质量就业。

(2)数字乡村建设提高了农民数字素养。数字乡

村战略的实施，对于提高农民素养并缩小城乡数字

鸿沟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在：①数字乡村建

设有助于促进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均等化。互联网普

及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前提，城乡互联网普及非

均衡发展一直是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伴

随着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数字乡村建设提升了农

村互联网普及率。②数字乡村建设降低了农技信

息的检索成本。农技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与推广有

助于农民获得农业科技信息，并实时接受有针对性

的农业生产培训，使得农民能够不断提高自身农业

科技素养，进而促使农民实现了由经验型劳动者向

科技型劳动者的有效转身。③数字乡村建设提升

了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互联网+教育”通过教育

类线上直播、网上课堂等方式，解决了长期以来农

村地区教育资源缺乏、师资力量薄弱的难题，数字

乡村建设有助于将优质教育资源延伸至农村地区，

互联网教育依托教育共享平台，加快推动义务教育

的优质均衡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教育水平的整体

提高。

4.数字乡村建设为土地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

创新提供新思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包产到户”“包干到

户”具有分散性和脆弱性的特点，无疑阻碍了数字化

生产和规模化经营的推进。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向规模化经营形式的转变具有历史必然性。根

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理论，数

字经济逐渐与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相结合不仅促进了

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促进了生产关系实现形式

的变革。从生产力的角度看，数字乡村建设具有“财

富创造效应”，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有助于农业数字技

术的跃升、智慧农民的培育，而且有助于促进基本公

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数字

乡村建设有助于提高乡村数字化治理水平，实现乡

村治理平台化以及农业技术和信息的共享化。数字

乡村推动土地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①数字乡村建设提高了承包地的使用

效率、保障了土地流转收益，有助于促进土地承包经

··29



农业经济研究 2024.4
AGRICULTURAL ECONOMY

营权的流转。数字平台建设能够有效解决承包土地

流转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土地资源

的配置效率。②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了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的规模经营。大数据和互

联网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农业资本、农业人才、农业技

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从而增强了农业企业规模化

经营的内生动力，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农业企业和

农民合作社做大做强，对分散土地具有吸附作用和

辐射作用，规模化经营能够有效破除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分散化、脆弱化的局限。③数字乡村建设

有助于建设公平、有序的承包经营权市场。数字技

术与土地经营管理的深度融合促进了土地流转的数

字化管理，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全农村土

地流转服务网络，能更好地推动承包经营权流转在

公开市场上公开、公正、规范运行。数字乡村建设通

过对承包经营权市场进行数字化监督，可以迅速推

动承包经济权市场从“无序自发”的探索阶段进入

“有序规范”的规范运营阶段。

(二)数字乡村建设的普惠共享效应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普惠效应让农民共享互联网

发展成果，缩小农民农村发展差异，促进农民农村共

同富裕。技术扩散效应、资源普惠效应和网络共享

效应是其主要表现。

1.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扩散效应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数字技术重构了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模式(曾亿武等，2021)。数字技术是数字乡村

发展的核心支撑技术，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数

字技术主要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数

字技术扩散效应主要基于内部创新扩散因子以及外

部创新扩散因子使数字乡村建设具有一定扩散效

应。数字乡村建设的信息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①数字乡村建设具有示范效应。数字乡

村建设的示范效应主要指发达地区先进的农业农村

发展模式和治理经验对欠发达地区具有一定的示范

效应。先进的发展模式和治理经验有助于推动农村

地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提

升农村治理效率，培育智慧农民。鉴于此，欠发达农

村地区将会通过模仿先进地区的经验来振兴乡村经

济并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②数字乡村建设具有联

动效应。伴随着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大数据、互

联网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实现欠发达

农村与发达农村之间的高效联动，通过“1+1”“1+N”

等方式进行联合发展，实现以强带弱、以富带穷、以

大带小，构建农业农村信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

动共赢的数字乡村建设新格局，带动整个农业农村

的普惠共享发展。③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溢出效应。

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促进城市信息技术溢

出，主要表现为将城市优质资源以互联网形式向乡

村地区溢出，农民群体能够得到城市的相应的信息

化服务。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信息

技术由试点地区向非试点地区溢出，试点地区由于

率先推行数字乡村建设先行先试，能够积累宝贵实

践经验和总结出先进的建设模式，通过溢出效应可

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数字乡村建设模式，为非试点

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思想指引、模式引导和经验

借鉴，最终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2.数字乡村建设的资源普惠效应

在数字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在

助力城乡资源共享以及优质服务向农村下沉中扮演

重要角色。数字技术所释放普惠效应的主要机制

是：①数字技术拓宽了农村普惠金融的边界。数字

乡村建设有助于拓展农村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

用深度，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减少其金融服务

成本，推动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在城市

与农村之间、农村与农村之间的合理化及均等化配

置，从而缩小了城市与乡村以及农村与农村的发展

差距。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传统金融服

务难以实现市场下沉的状况，有利于促进农村地区

享受更普惠的金融服务，从而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

裕。②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民创业提供技术支持。数

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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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提供技术支持，为农民创新创业活动搭建数字

化平台。此外，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开发农村广阔

市场，从而吸引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推动乡村产业振

兴的多样性发展，促进农村地区充分就业，能够发挥

劳动要素在二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缩小农

民农村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农民农村共同致富。

③数字乡村建设拓宽了物流站点的覆盖广度。数字

乡村建设利用数字化手段可以优化物流站点的总体

布局，形成“城—县—镇—村”的一体化格局，通过实

现农村物流产业的整体布局，有利于进一步形成城

乡统一大市场，使农民更公平地享受数字乡村建设

带来的发展权益。

3.数字乡村建设的网络共享效应

网络效应指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主体相互协同

并通过互联网平台产生的效果(曹婕等，2021)。①数

字乡村建设能够充分发挥网络效应。在数字经济时

代，数字化消费方式得到普及，使电子商务、冷链物

流、智慧旅游等新业态向农村延伸。与数字乡村建

设相关的企业利用大型互联网平台，以农村地区的

特色农业生产为“点”，通过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条将

“点”连成“线”，从而带动农村地区的“面”的发展，构

建数字乡村新业态的大市场，从而使农民能够共享

全国统一大市场红利。②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充分发

挥共享效应。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以农村宽带

通信网、物联网等基础网络为前提，以各类三农信息

终端及APP等为服务载体，三农大数据重心等信息

资源得到了极大发展，为发挥数字乡村的共享效应

提供了必要条件。一方面，依托各类相关的信息服

务平台及在线教育培训平台，实现各类农业生产培

训及资源的共享，保证科研人员、农技专家与农民之

间的互联互通，有利于提升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生

产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化服务通过信息化建设、数

字化治理、公共服务平台等途径逐渐向农村地区下

沉延伸，有利于形成“市—县—乡—村”联动的基层

治理平台，推动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提高了广

大农村地区的治理效率，能够优化农村发展环境。

4.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解决农村不同群体之间

的收入差距问题。①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搭建农村智

慧学习平台有助于培育智慧农民，进而提升农村人

力资本水平，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 (樊轶侠等，

2022)。数字学习平台大大减少了农民学习农业知

识的学习成本，提高了农民职业技能水平，进而可以

增加农民收入。农村智慧学习平台的普惠性和共享

性有助于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的高水平收敛，缩小农

民收入差距。②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数字技术与农

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催生了农业经营的新业态和

新模式，抖音直播、线上电商、大众点评等逐渐拓展

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增加了农民的就业途径，缩小

了农民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当

前我国电商服务站行政村覆盖率在八成左右，县域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超过 3000亿元，增长迅速，2021
年淘宝村数量已经突破7000个④。

四、数字乡村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面临的现

实挑战

(一)数字化财富创造能力有待加强

数字乡村建设是解决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重要措施，在数字技术逐渐嵌入农村的过程

中，农业数字化程度提升明显，但对于推进共同富

裕，仍存在一定的可改进之处。

1.农业数字化生产应用能力偏弱。目前，大部

分农村地区的产业较为单一，均以生产效率、质量较

低的传统农业为主，数字技术并未充分运用于生产

各个环节，使农产品缺乏一定的市场竞争力，而且在

数字乡村的建设过程中的产业间融合度较低，基本

处在“单兵作战”的阶段，并未充分利用好通讯信息

技术。使得农业产业体系及生产体系的现代化程度

仍有较大的可提升空间，从而对推进农民农村共同

富裕有所影响。

2.农业数字化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困难。随

着农业数字化建设的逐渐发展，物联网、AI技术、人

工智能等技术逐渐运用于农业领域，助力传统农业

转型升级。由于研究力量不足、推广力量不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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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积累较少等原因，使得农业的数字化新技术的

应用场景过于集中，在落地上遭遇了瓶颈，使得农业

生产效率实际提升效果有限。

(二)农村数字化治理能力仍需增强

数字乡村通过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使

广大农村地区共享数字红利，以稳步推进农民农村

共同富裕进程。然而，我国目前在农村数字化治理

方面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数字治理能力有限。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是

有效的基层治理，但农村数字化治理的实践表明，在

当前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利用互联网进行基层治

理仍存在一定可改进空间：一是面对复杂多变的乡

村问题，互联网基层治理平台在事务项与拓展项等

方面的应用受限，面对乡村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

现象，其处置和应变能力并不突出；二是农村干部的

数字化管理素养仍需加强，由于数字乡村的提出时

间较短，大多数基层农村干部在数字化管理方面的

培训不足，面对复杂基层治理局面时，仍习惯运用传

统管理手段，出现基层治理与互联网技术应用结合

不紧密的局面。

2.规划行动未完全跟上。数字乡村建设的全域

推进须有科学规划的引领，不可用一套指标来对所

有农村地区进行衡量与考核，尤其是西部偏远的农

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相对滞后，如果要求落

实所有的硬性指标，容易打击基层进行数字乡村建

设的积极性。此外，多数农村在进行数字化建设过

程中仍停留在点上出彩，未能通过对本地区进行因

地制宜的考量来编制和推行全域未来数字乡村建设

的规划。

3.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的

迭代更新速度越来越快，数字乡村建设离不开互

联网支持。但是，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西部偏远农

村地区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十分薄弱，5G、

光纤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并未实现全面覆盖，无法

满足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VR等新技术对网络

基础环境的需求。另外，大多数地方都未建立起

完善成熟的县乡级数据中心，无法支撑高效的数

字化乡村治理。

(三)农民的数字素养亟须加强

农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提升农民的数

字化应用水平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的必由之路，但在这一方面仍存在以下问题。

1.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农民的科技素质较

差。已有研究普遍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但当

前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现状并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

①农村现有人力资本水平较低。2020年中国大陆31
个省份城市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 10.513，而农村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7.244。区域之间人力资本具

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北京农村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为 8.778，而西藏农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4.784(高琳，2021)。这说明人力资本发展的不平衡

不充分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而且体现在农村与

农村之间，直接导致了居民互联网理念以及对信

息知识应用均存在较大差异，阻碍了农村数字化

生产力的发展。②乡村数字化人才引进存在困

难，整体科技素质较差。虽然目前数字乡村发展

迅速，但与城市相比，广大农村地区的信息化资

源、数字化应用空间等仍相对不足，制约了高素质

数字化人才的发挥空间，导致广大农村地区仍存

在乡村数字化复合型人才不足的局面。因此，广

大农村地区的现有相关人才难以准确掌握数字化

农业技术，整体科技素质较差，这阻碍了农民农村

共同富裕征程的推进。

2.农民数字技能培训存在短板、农民数字素养

低下。以智能手机为典型代表的数字设备在广大农

村地区已得到普及。当前，农民应用数字技术的能

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有效、快速提升农民的数字

素养仍有较大困难。①农民接受数字化培训的能力

与意识不强。由于外出务工农民较多，农村大多为

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等，对于数字乡村建设相关技

术的接受能力较弱，加之农活、家务较多，部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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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乡村培训过程中不能做到全程参与，且由于

培训内容单一、内容枯燥等缺点，使得农民参与培

训的主动程度较低。②相关培训的信息平台建设

仍不完善。现代信息技术平台的发展，使农民数字

培训逐渐由现场指导转变为网络在线教育，但由于

数字乡村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乡村信息的互通、

共享程度有待提高，使培训信息平台对于数字技术

与农业农村发展的融合度较低，专题课程的实用性

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农民进行数字化培训

的效果。

五、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一)大范围推动农业数字化水平提升，创新发展

智慧农业

目前，农业生产的数字化水平整体上还不够高，

以农业数字化转型来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一方

面应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应推动相关

技术的发展。

1.整合优化相关资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当

前，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正处于稳步推进的过程中，要

想通过数字乡村建设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地区的

发展潜力，需进行资源的整合优化以及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的完善。具体而言，一方面，应通过夯实数字

乡村新基建的基础，建立起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
农业”深度融合平台，构建农业动态信息数据和农业

自然资源数据库等，利用大数据助力农业高质量发

展；另一方面，需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与通

信运营商进行合作，推进农村地区尤其是较为偏远

或欠发达地区的数字电视网络、宽带通信网和移动

互联网的完善，为推动农业生产的智能化、数字化提

供坚实的基础。

2.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精细化、自动化、机械化。

为有效将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生产相结合。①推进

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

业生产上的推广及应用，以加快智能灌溉施肥、智

能温室建设、林业数字化管理、畜牧业数字化防疫、

渔业数字化养殖等方面发展步伐，改进农业生产方

式，实现农业生产管理的精细化。②推动农机装备

行业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基于各类传感器、视

觉采集终端等感知设备进行农机的数据收集和动

作反馈，增强农业装备的远程管理能力，提升农业

生产的自动化水平。③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农机农

具制造企业开展定制化生产，为农民提供契合自身

所需的智能化农机农具，并通过远程平台建设，提

供远程智能化运维服务，切实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

化水平。

(二)提高乡村治理效率，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

要路径，要从村民为代表的主体和基层治理方式的

改善入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

新格局。

1.激发主体内在动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农

民是农村治理的主体，由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开辟了新渠道。部分农村地

区通过微信群、网上协商平台等，把包括外出务工

群体在内的农民组织到一起，实行在线共同参与

村里重大事项的讨论，增强了决策的民主性和科

学性。另外，推动“互联网+社区”等新模式向农村

延伸，可借助数字技术进一步提高乡村治理精细

化、现代化水平。这种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基

层治理模式，可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不断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新格局的

形成。

2.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打造基层治理新模式。

要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

善治水平。数字乡村建设使数字化和网络化以及智

能化技术在乡村广泛运用，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

新路径。“互联网+党建”让广大农民群体得到更好的

组织引领，使农村智慧党建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镇、村延伸覆盖，

将与农民密切相关的行政审批等便民服务事项搬到

网上，为农民提供更多便利，进一步促进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实现社会保险关系网上转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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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进

一步提高了农村治理效能。

(三)提高农民数字化素养，完善乡村人才培养体系

提高农民数字化素养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重

要任务，由于农民数字化素养存在较大差异，使得

其愈发成为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的关键。

1.加大相关财政投入，实施“农民数字素养提升

工程”。当前，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正处于稳步推进的

过程中，要通过数字乡村建设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广

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潜力并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需着重加大有关提高农民数字素养的财政投入。具

体而言，相关部门应基于当地农业、农村、农民特点

和现实发展情况，整合优化各地在农村地区已布局

的站点资源，强化对数字乡村应用场景的宣传和示

范，通过加强农村电商培训等方式提升农民的数字

技能，同时，结合当地实际发展情况，引导企业、公益

组织等参与到提高农民数字技能水平的工作，以实

现农民对智能手机等设备的无障碍操作，让广大农

民群体更好分享到数字化红利。

2.加强城乡协同，开设并普及“数字乡村线上大

讲堂”。成功开设并普及“数字乡村线上大讲堂”，关

键在于对培训形式的丰富与分类。具体而言，在培

训形式的丰富方面，通过增加农业技术虚拟仿真实

验、农业技术远程交互式培训等，增加农业技术培训

的直观性、生动性以及便捷性，从而有效解决农技推

广与人力资源培训所面临的形式单调、难以理解、实

施成本高、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在培训形式的分类

方面，各地区应做好当地产业化发展的内外部环境

分析，紧密结合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围绕数字化技

能、互联网思维及应用等方面设置相应的培训课程

内容；同时，应针对不同受众群体进行分类培训，例

如，对普通农户应开展农业生产技术、农村电商入门

知识等的培训，对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负责人等

应开展农产品市场信息、现代管理能力等相关方面

的培训。

六、研究展望

本文对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

机理、现实挑战以及实现路径等进行了阐述，有助于

加深对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整体认

识，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学理支撑。目前

有关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学术研究滞

后于现实需求，相关实证分析也滞后于理论研究。

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与典型

实践需要被进一步掌握并加以总结和推广。围绕上

述问题，对数字乡村的相关研究未来关注的重点和

改进的方向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数字乡村的综

合评价和统计测度问题。随着大数据爬虫技术的发

展，未来学术研究将利用Python大数据爬虫技术搜

集并测算数字乡村数据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数

据，切实地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相应的实证研

究，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经验证据。第二，数字

乡村建设的空间溢出问题。数字乡村建设对于引导

生产要素的流动具有导向性作用，因此数字乡村建

设导致“溢出效应”或是“虹吸效应”将是未来的重

点。第三，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效果评估问题。2020
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了《关于开展国

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伴随着数据资源的

日益丰富，可以为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科学识别数字

乡村建设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因果关系提供数据

支持。第四，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的机制问题。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分

析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将

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注释：

①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 10月 16日) [N].人民日报，

2022-10-26(01)。
②引文见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年第 20期《求是》杂志上

发表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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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引文见光明网《数字乡村建设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

解》，https://www.gmw.cn/xueshu/2023-03/27/content_36457764.
htm。

④引文见2022年1月21日经济日报社第11版发表的《2022
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趋势报告——保障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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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Challenges, and Promotion Path of Digital Countryside
Enabling Farmer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 Rural Areas

Wang Shaojun

Abstract：Digital countryside is an important combination of "digital China"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countryside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aiming to clarify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between the two. Firs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impor⁃
tant policies of digital countryside development issued by the state and explain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digital country⁃
side enabling farmers and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alth creation effect, digita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promotes rural wealth accumulation by promoting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agriculture, im⁃
proving rur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cultivating smart farmers, which plays the role of "making the cake bigger".
Thi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 sharing,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helps rural inclusive sharing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diffusion, inclusiv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network sharing, and plays the role of "sharing the cake".
Fourth,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ere are still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low digital
wealth creation ability and digital governance ability,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farmers, weak rur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till prominent digital divide, and weak industrial integration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Finally,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digital countrysid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such as innovating and developing smart agriculture,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improving the rural talent training system.

Key words：digital countrysid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mechanism of action; ascens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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