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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数字乡村指数亮眼
全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年达

到55，比上年增长6%。其中乡村数字

基础设施指数、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

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和乡村生活数字

化指数分别增长5%、15%、4%和5%。

这组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最新发布的《县

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

“县域数字乡村四大分指数排序依

次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78）、乡村治理

数字化（49）、乡村生活数字化（48）和

乡村经济数字化（47）。这表明我国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中等以上水

平。”报告项目主持人、北京大学新农村

发展研究院院长黄季焜说。

日前，在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开幕式上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2021年）》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

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特别

是行政村、脱贫村通宽带率达100%，

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提升到57.6%，

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缩小11.9

个百分点。

“通过一系列‘数字乡村指数’的变

化，可以看出，数据要素与生产要素、数

字技术与农业产业的融合逐步深入，农

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快。农村数字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化服务供给和

公共服务场景日趋丰富。”无锡数字经

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说。

数字化为数字化为““三农三农””发展添新翼发展添新翼
全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同比增长

6%；数智乡村发展指数年均增幅超过

20%；近3年线上服务在县域农村成交额

年均增长率超过100%……“数字乡村”既

是乡村振兴的方向之一，也是建设数字

中国的重要内容。相关指数变化的背

后，是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生产数字化

的转型，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映射

出“三农”领域的新发展、新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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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业生产流通成本高

企，农民在现代信息化经济中仍然

面临“数字鸿沟”，小农户有被现代

农产品产业链边缘化的风险。在

这一背景下，如何实现农产品市场

化增值和农民可持续增收的有机

统一，是必须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是“好产品”有待深度挖掘，
数字化产品开发难，“网销难”和
“爆品缺”并存。要通过文化赋能

等营销策略提升数字乡村产品的

“故事”属性。例如，魏县商务部

门结合电商进村综合示范工程，

为“魏县鸭梨”制定了专属的营销

策略，借助“孔融让梨，让的是魏

县梨”这一成语典故，为普通的鸭

梨赋予了“温良恭俭让”的文化符

号，一定程度上打响魏县鸭梨的

知名度。

二是“好主体”仍需加强支撑。乡村

空间分散，数字乡村经营主体小散乱杂的

问题依然存在。据估计，开展在线经营农

产品业务的企业和商户达到 100 万家。

这类主体规模小、分布散、种类杂、监管难

等问题突出。要通过促进种养大户转型

和农户内部培养并举培育数字乡村经营

主体。发动在外的同乡生意人、外出务工

人员、在校大学生等共同从事数字乡村经

营，是一种重要的数字乡村经营主体培育

方式。

三是“好技术”需要多方参与。农产

品数字技术应用滞后。由于农产品附加

值较低，投入产出比低，使得农产品数字

技术应用滞后。在这方面乡村市场主体

很难成为投入主体，要通过促进产学研、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破解技术应用难题。

四是“好渠道”需要因业制宜。数字

乡村市场主体表现为量小、利薄。目前我

国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已超3万家，其中农

产品电子商务渠道平台已达 3000 家，但

绝大多数难以走出“烧钱经营”的怪圈。

要注重培育促进本地市场互联互通的渠

道，可以充分利用乡土的熟人信任优势，

共享物流渠道，在县乡村联动形成数字乡

村集群，然后对接进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五是“好人才”亟须内生外引。数字

乡村人才育不出、留不下是个老大难问

题。需要内生外引相结合，提升本地数字

乡村人才实用技能。引进外来培训机构

的同时，要大力培养本土数字乡村带头

人，形成传帮带。可采取“知名专家外聘+

本地能人分享”的组合策略，有效缓解培

训与实际需求脱节、缺乏针对性等问题。

六是“好平台”需要整合资源。平台

企业要在数字乡村中进一步发挥作用。

研究显示，我国县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较高，这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投入，

而在经济、生活方面，则需要更多发挥市

场作用，也就是让平台企业参与得更广、

更深。

区域发展差距缩小 未来数字乡村建设潜力巨大
专家认为，尽管在数字化建设方

面，城市和乡村侧重点不同，无法进行

精确比对，但总的来看，数字乡村建设

速度不断加快。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推进，未来发展仍有巨大潜力和空间。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农业农村数字

化转型探索，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

地方政府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引导、各类社

会资本积极投入，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实

现了很多从无到有的突破。”黄季焜说。

不过，专家也坦言，城乡数字鸿沟

目前依然存在。赵春江举例说，5G覆

盖率在农村地区较低，部分地区4G信

号不稳定，通讯资费较高。西部地区、

丘陵山区IT信息基础设施依然薄弱。

“为进一步发展数字乡村，壮大农业农

村数字经济，亟待进一步完善乡村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

吴琦认为，加快数字乡村建设，除

了加快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外，还

要构建数字乡村科技创新体系，推动乡

村治理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建立乡村

智慧绿色生态模式，加大数字乡村人才

的培育和引进力度。

数字技术 向农业全产业链渗透
与指数反映的趋势相一致，据了

解，在广袤的乡村地区，借助数字新基

建，农业生产数字化逐渐兴起。

智能施肥、AI诊断虫害、区块链防

伪追溯……在陕西铜川的物联网智能

农场，通过智能化种植金银花药材，降

低了种植风险，大幅增加了农民收入。

在四川广汉，种粮大户使用智能农机预

约小程序进行农机预约，距离自己最近

的农机设备将被按时送到农田。在黑

龙江佳木斯，借助“智贷云”，农信社农

贷申请通过率提升5%，自动审核率提

升60%，审批时效提高80%。

而在黑龙江省的北大荒集团逊克

农场有限公司，数字化和农业的结合，

打造出了区域现代农业科技示范样板

田。“农场现在450马力以上的先进大

马力联合整地机就有15台套，每台一

天可以作业1300多亩，联合整地替代

以往翻地作业，可以打破犁底层深松耕

层，秸秆全量还田。打好底儿以后，标

准化作业起110厘米大垄，秋起垄蓄

水保墒抗旱抗涝。春季在垄上进行双

层施肥农艺科技措施，为作物一年的

生长提供保障。”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

展部总经理齐会喜对机械作业力量如

数家珍。

“场部东南方向出现积雨云，极有

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形成冰雹灾害，

各位请做好作业前准备工作，密切关注

天气形势发展，及时进行防雹作业。”正

在进行雷达监测的气象观测员李然，通

过各种观测仪器对全场范围内的气象

要素以及变化过程进行系统的记录和

整理并及时进行灾害预警。

这些监测数据不但可以精准反映天

气系统变化，还可通过数据同化技术融

入数值预报模式，进一步提升预报精度。

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数字

化使农业生产从未知走向已知，将被动

化为主动。

与此同时，从“数字化供应链”到

“数字化营销”，数字化应用不断按下

“加速键”。

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依托宠物

食品产业发展优势，建立电商公共服务

中心，引入专业团队为商家提供直播、

店铺运营等服务；设立占地面积超1万

平方米的数字化产地仓，优化供应链体

系，设计峰值每天可发货10万单。“目

前全区从事宠物食品销售的商家达

8300多家，淘宝村40个，年销售额超

20亿元。”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副区长

刘岩斌说。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信息

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赵春

江看来，数字技术向农业全产业链渗

透，推动了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根

据我们团队的预测分析，农业数字经济

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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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中国农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