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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重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数字经济的快速崛起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当前，中国

城乡融合发展已经进入数字经济赋能新阶段，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不可回避问题。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城乡融合发

展过程中，误区表现在认知和实践两个方面；存在数字鸿沟、信息孤岛、城乡要素流动受阻、公共服务资源不均衡等制

约因素。应在准确把握乡村振兴和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动向、矫正数字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误区、缩小城乡数字化发

展差距、打破信息孤岛、强化要素双向流动、整合公共服务资源等方面寻找突破路径，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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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发展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城乡关系经历了从分割到统筹，再从一体化发展到

融合发展的过程。多年来，中国城乡融合取得明显

成效，城乡关系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发展过程中

仍然存在生产要素流动不畅、公共服务资源发展不

均衡、基础设施建设差距明显、乡村产业发展不充分

等误区和制约因素。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

与产业变革的产物，正在快速融入城乡经济社会发

展的各个领域，积极发挥着强力“赋能”作用。近年

来，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升温，学术界对数字经济赋

能城乡融合发展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现有研究多

集中在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数字经济如何

促进城乡融合的分析上，本文主要是对数字经济与

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误区和制约因素进行剖

析，并尝试从中找出突破路径，为中国城乡融合发

展的相关决策提供依据。

一、近年来中国城乡融合政策演进及

进展

21世纪以来，中国开始探索和解决城乡发展均

衡问题，而后，城乡发展政策经历了城乡统筹→城

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的演进过程。数字经济作为

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动

能，目前城乡融合正处于数字经济赋能新阶段。

（一）中国城乡融合政策的脉络演进

1.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国家政策不断完善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发展形成了严重的二元结

构，城乡之间的分割和差距不断扩大，“三农”问题

日益突出，要解决城乡关系面临的各种难题，必须

实行统筹城乡发展。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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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成为这一时期

处理城乡关系的指导方针。之后，多个中央一号文

件相继出台，统筹城乡战略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完

善。为促进农村发展、改善民生，各级政府相继出

台政策，“农业补贴政策”的出台是这一时期城乡关

系转变的标志性事件。2004年，中国开始实施种粮

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2006
年，开始实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合称“四

大补贴”，强化农业补贴制度是健全强农惠农政策

体系的重要举措。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村庄规

划、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农村社

会事业等作了具体部署。此后多措并举，对上述工

作进行详尽落实。这一时期，农村义务教育、新型

合作医疗、养老保险、农村低保等各项工作都取得

了较大进展。

2.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形成城乡发展

新格局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形成城乡一体化的

新格局”。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建立以工促农、以城

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

新格局；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城乡发展一

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2006年1月

1日起，中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该举措不仅减轻

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还符合“工

业反哺农业”的趋势。之后 10年间，中国一直在探

索“城乡发展一体化”之路。2014年，《关于建立统

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发布，标

志着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体系进入走向城乡一

体化阶段；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保障农村流动人口享

受公共服务的权益。2015 年 11 月，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

知》，要求统一城乡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进一

步完善了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3.提出“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关系升级和

深化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政策方针。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

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政策是在

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基础上的升级和

深化，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工作指明了方向。近年

来，中国以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抓

手，各地因地制宜，持续完善各项具体举措。如：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升农业产业现代化水平、

优化空间规划、推进城乡产业深度融合、畅通城乡

要素双向流动等。随着数字经济赋能能力的凸显，

中国陆续出台了数字经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相

关文件及措施。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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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国

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

发展重点任务》等。在前期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

上，在数字赋能的作用下，各级政府统筹规划数字

乡村与智慧城市建设，合力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阶

段。中国城乡融合政策的脉络演进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1 中国城乡融合政策的脉络演进

时间

2002年11月
2007年10月

2012年11月

2017年10月

2019年5月
2022年3月
2022年10月

政策名称

党的十六大报告

党的十七大报告

党的十八大报告

党的十九大报告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
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

相关内容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

题的根本途径
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

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
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

坚持城乡融合，创新城乡信息化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引导城市网络、信息、技术和
人才等资源向乡村流动，促进城乡要素合理配置

加快推进城市智慧化水平。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城镇基础
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向乡村覆盖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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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经济促进中国城乡融合的进展

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城乡发展

的重要因素和空间载体，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

和生活方式。目前，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的核心动力，在城乡网络基建和城乡智慧服务方

面取得显著突破。

1.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序推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于提升城镇化质量、释

放巨大内需潜力、构建新发展模式具有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户籍改革制度的进一步深化

和市民化配套政策的有序实施，中国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10年来，中

国已有1.3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

镇。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5.22%。未来，城镇化仍有较大增长空间，预计到

2035年，将新增城镇人口1.5亿人左右，农村迁入人

口仍是主力军①。

2.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效显著

农村土地制度是中国农村最根本的制度，土地

制度改革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也是城乡融

合发展的决定性变量。多年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方面，农村土地产权制

度不断完善。国家通过建立农地“三权分置”制度，

推进各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由“单一产权”走向“三权分置”，将所有权、承包权、

经营权分置并行，不是简单拆分，而是农村土地权

利的重新配置，既保护了农民土地权益，又适应了

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农民宅基地政策不断完

善，盘活了农村大量闲置宅基地，极大地推动了乡村

土地集约化利用。另一方面，农村土地市场化水平

不断提高。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地要

素自主有序流转，要素流转总体规模不断扩大。

3.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经过多方艰苦努力，中国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

战，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一是历史性

地整体消除贫困。经过八年艰苦奋斗，随着扶贫开

发和脱贫攻坚力度的加大，2020 年，现行标准下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民生活实现全方

位改善，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二是区域性整体

贫困得到解决。针对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

区的区域性整体贫困较为显著的问题，中国采取了

突出战略和特殊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

支持特色产业和民族产业、加强精准扶贫等制度的

完善，使区域性脱贫取得显著成效。

4.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提质增效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积极推进城市优质教育、

医疗、公共服务等资源向乡村下沉。“十三五”期间，

中国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数字接入鸿沟有一定程度

的弥合，互联网扶贫成效显著。“十四五”时期，中国

将进一步依托数字经济高效发展，不断优化要素配

置，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增强区域综合实力，加快走

好城乡融合均衡发展之路。

5.促进城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快速覆盖

中国已实现4G网络全覆盖，全国110个城市达

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千兆光网具备覆盖超过5亿

户家庭能力。到 2022年底，中国已累计建设 5G基

站231.2万个，5G服务用户达5.61亿户，全球占比均

超过60%，实现“村村连宽带、县县通5G”②。随着移

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乡村地区不再被边缘化，

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网民数量

的快速增长刺激了农民的网络需求。这与近年来智

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的快速发展也密不可分。

6.促进城乡数字经济方兴日盛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城乡电商、数字金

融、智慧旅游、智慧农业等融合型业态的出现和发

展。农村直播带货、社区生鲜电商、直采基地建设

等新模式发展迅猛。2022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13.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4%，随着乡村旅游和休闲

农业的发展，全域旅游智慧化快速推进。围绕农业

各领域和农业产业链，依托各主体不断创新完善精

准农业生产管理体系、农产品质量溯源体系和农业

专家服务系统，智慧农业快速发展。随着传统金融

服务的数字化升级、基于电商平台的配套金融服

务、农业产业链金融等模式的发展，乡村数字普惠

金融加速推进。

二、现阶段中国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

发展的误区

近年来，数字技术以其高通用性、高渗透性、高

共享性等快速进入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为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创造了新机遇、提供了新动能。但是，

数字经济在城乡融合中的应用还存在着认知误区

和实践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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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知误区

1.行业工业化误区

很多人认为，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主要

是信息技术与工业领域的融合。事实上，目前 5G、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极大

地改变了服务业、工业、农业等产业形态，且行业渗

透率呈现出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高于

第一产业的特征。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数字产业化

与产业数字化，是将新信息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培

育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数字经济通过与城市

传统产业、农村特色农业、乡村旅游业等产业结合，

不断涌现出以智能工厂、创意农业、体验农业等为

代表的新产业，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

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途径。

2.重城轻乡误区

中国存在的“重城轻乡、城强乡弱”二元经济体

制，一定程度上长期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城乡融合的

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三大支柱是技术、数据和

设施。而这三大支柱在乡村的基础相对来说都比

较薄弱，从而导致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过程中，

农业数字化程度较低，数字赋能乡村效果不好。随

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成果显

著，在推动城乡融合中的地位凸显，要想进一步共

享城乡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长

效机制，需要矫正误区，进一步挖掘乡村数字蓝海，

不断提升城乡数字能力、数字生产力和数字平台的

建设。

（二）实践误区

1.“数”实割裂误区

提起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一些

人认为城乡各方面的数字化水平提高了，城乡关系

自然就能融合发展，因此，数字技术的应用才是问

题的关键。这只是形式层面上的理解，忽视了融合

过程中各主体要素自身的适应性改进和持续创

新。数字经济在城乡关系中的运用，不是数字技术

在城乡各主体中的简单叠加，而是转变传统观念，

重视和实施数字经济在乡村全产业链的赋能。例

如，乡村教育、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资源通过连接

数字平台，整合进入统一数据库，并通过平台均等

化分配公共服务资源，缩小了城乡资源鸿沟。但

是，平台资源共享不能替代对乡村教育和医疗人员

整体水平的优化提升要求。

2.拿来主义误区

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城乡差

距问题。欧美发达国家的城乡均等发展，亚洲一些

国家的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等，都是为了促进城乡均

衡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些组织和个人就

认为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照抄照搬，事实证明，一

味地根据国际经验“抄作业”，很可能因借鉴不当而

损失严重，中国需要走自己的城乡统筹之路。数字

乡村建设也不是智慧城市的翻版，有些地区没有独

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就跟风搞智慧旅游开发，结

果一塌糊涂；有的在乡村推广城市已经成熟的政民

互动 APP，农民的参与度很低。因此，数字乡村的

建设不能生搬硬套其他乡村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做

法，否则不但不能促进城乡融合，反而会让二者渐

行渐远。

3.急于求成误区

数字技术即便具有强大的赋能力，但是产业

数字化转型的效果不一定“立竿见影”，一些被数

字技术赋能后的项目需要资源和数据积累，效果

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凸显。究其原因有两个方

面：一方面，数字化技术类型较多，实施数字化转

型的各领域特征不同，有些领域可能见效较快。

比如在农产品销售过程中，通过电商平台替代传

统销售渠道，销量可能会迅速提高。但是，有一些

领域和环节可能近期看不到数字赋能成效，或者

数字技术与其他经济活动紧密融合在一起，很难

把数字化的作用单独剥离出来，数字化转型的效

果不太显著。另一方面，数字赋能并不是“法力无

边”，有些问题数字技术可以解决，还有很多问题

数字技术力不从心。

三、现阶段中国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

发展的制约因素

中国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

一些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数字鸿沟、信息孤岛、城

乡要素流动受阻、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发展不均衡等

方面。

（一）数字基础设施和人力基础存在鸿沟

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城乡数字鸿沟主要体

现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素质和技能水平等方

面。数字鸿沟的存在对城乡融合和区域发展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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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阻碍作用。

1.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薄弱，难以支撑

基本需要

2023年3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51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
年底，中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83.1%，农村地

区为 61.9%，差距为 21.2个百分点（见图 1）③。截至

2021 年底，中国行政村通光纤和 4G 的比例超过

99%，但乡村偏远地区的信号稳定性、网络速度与城

镇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异。各大运营商通常选择人

口较聚集、产业较发达的地区集中建设，因此5G网

络优先布局城市地区，5G基站建设在乡村地区仍处

于起步阶段。这使得城乡地区的承载能力与运营能

力差距显著，无法满足城乡一体化互联网络部署和

跨越城乡距离的实际需求。另外，乡村地区大部分

电商物流仅布局到乡镇一级，仍存在“最后一公里”

难题，城乡之间的要素流通依然不畅。

2.城乡居民数字素养高低不一，技能水平参差

不齐

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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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参差不齐，城

市居民平均得分56.3，农村居民平均得分35.1，差值

高达21.2分。具体而言，城乡居民得分差距较大的

5项分别为：数字安全意识43.2%、电脑使用31.7%、

数字化增收27.7%、电脑工具开发25.6%、手机工具

开发 23.8%。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的提

高，农村地区智能手机迅速普及。但统计显示超过

1/3农村居民使用智能手机仅是为了消遣娱乐，近

1/3农村居民认为手机或电脑的应用对农民就业、创

业及增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尽管数字化设备在

农村地区的普及率在逐步提升，但是数字化设备的

工具价值有待开发，增收价值有待释放。

（二）信息孤岛阻碍数字化改革进程

目前，中国进入数字经济新时期，数字技术已

持续渗透到各个领域，数据资源呈指数级增长，数

据颗粒度也越来越细。但由于各地区、各部门、各

层级之间的分割，导致数据资源存储在各自的系统

上，形成多个信息孤岛，彼此之间的数字信息无法

互联互助、互换共享。

1.体制机制不完善，公共数据资源共享不足

目前，由于各级政府、部门之间存在彼此分割

的问题，造成了公共数据分离的状态。由于公共数

据资源共享不足，造成了基础设施和应用程序的重

复建设，影响了智慧城市建设进程。另外，智慧城

市对数字乡村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受限。智慧城市

建设的数字技术成果，没有及时下沉到乡村地区，

导致数据无法共享。当前，在数字乡村试点中，农

业大数据也有共享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市场信息的

共享不充分，导致农产品供需之间存在错位现象，

严重影响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

2.统筹规划不到位，难以满足智慧城市和数字

乡村建设要求

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同属数字中国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两者既有区别，也相互联系、相互促

进。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起步于 2012 年，10 年来智

慧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建设成果逐步显现。预

计到2025年，全国将有500个智慧城市和1000个示

范区。智慧城市建设期间，除了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中国

数字乡村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2018年，中央一号

文件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2020年7月，

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数字

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开启数字乡村试点工作。

一些试点地区开展工作缺乏统筹规划，数字乡村建

设尚未纳入智慧城市建设的系统平台，城市和乡村

数字化发展相互独立，难以满足城乡融合发展对城

乡数字治理一体化的需求。

（三）城乡要素流动结构性失衡导致数字化发

展受阻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了加速建立工业化体

系，急需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原始积累，逐渐形成

了从农村单向汲取资源流向城市的城乡二元体制。

1.城乡人才呈现单向流动，农业现代化动力不足

在城市“虹吸效应”的影响下，大量乡村人才不

图1 2018年12月—2022年12月中国城乡地区互联网

普及率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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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涌向城市。“十三五”以来，中国农村转移人口落

户城镇 300 万人以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

65.22%，这意味着“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提高到65%”的目标提前实现。但由于制

度的壁垒，高速城镇化进程又处于“不完全性”状

态。据统计，2022 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49283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33 元，

相较于 2021 年两者都有所增长，但差距明显（见

图 2）。农村收入低、条件落后，发展空间有限，政

策机制不完善等状况，使城市人才很难流向乡村，

人才要素的单向流动，导致结构性失衡的特征。城

市规模越大，发展越先进，资本越集中；而农村随

着各项要素流出，空心化严重，逐渐衰落。

2.乡村生产要素利用率低，资源浪费严重

各要素结构的持续失衡，导致农村多种问题凸

显。首先，人才缺乏、融资难。受经济、政策等因素

制约，乡村人才“引不来、留不住”。资本下乡渠道

不畅，导致资金不足和资金利用率低，成为制约农

业现代化的主要瓶颈。其次，农村土地流转困难，

利用率低。特别是宅基地利用不充分，承包地也在

一定程度上出现撂荒或耕作不充分的情况。农业

农村部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农村宅基

地闲置率为18.1%。相关专家在其他可变因素基础

上分析得出，目前宅基地闲置率远不止 18.1%。如

此局面导致农村数字化产业转型异常困难，而实现

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双向畅通流动，是解决城乡发展

不平衡的关键。

（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发展不

均衡

在基础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方面，城乡

差距显著，阻碍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

1.城乡基础教育配置失衡，阻碍乡村教育数字

化发展

乡村基础教育师资力量贫乏、师资结构不合

理等现象一直存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

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2020—2022》显示，2021 年，全国小学平均师班比

城区为 2.04∶1，乡村只有 1.88∶1，乡村小学专任教师

配置明显不足；55岁以上教师占比中，乡村教师占

比高出城区 5.5个百分点，乡村教师老龄化问题依

然严峻；义务教育阶段连续工作 10 年的城区教师

获得一级教师职称的机会为 5.3％，而乡村为

3.5％，城区显著高于乡村④。调研发现，多数现任

乡村教师的学历提升是通过函授或成人高考等形

式。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提升教师综合素质的

举措，乡村教师学历层次和师资结构有所提升，但

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另外，由于乡村教育在教育

系统中受到的重视不够，导致资金投入增幅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基础设施供给缺乏等问题突出，严

重阻碍了乡村教育数字化发展进程。

2.城乡基础医疗服务不均等，数字化乡村医疗

体系进程缓慢

近年来，中国大力扶持乡村地区医疗服务水

平，但医护人员整体素质、基础医疗设施等方面，城

乡差距仍然很大。首先，农村医疗硬件设施尚不完

善。辅助医生诊疗的仍然是基础的血常规、超声、

XR片等基础设备，很难达到精准医疗的目的。其

次，农村医护人员整体水平不高。多数医生和护士

是专科学校毕业，缺乏整体理论学习，对疾病的诊

断和护理经验不足。最后，存在药品不全的问题。

乡镇卫生院基本都是基础性疾病治疗的药物，不利

于及时对危重病人开展抢救。由于青壮年人口的

外迁，老龄化问题凸显，乡村“适老性”医疗体系尚

未建立，乡村数字化医疗体系建设规模与范围仍然

存在较大上升空间。

四、中国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

突破路径

为了更好地推进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的发

展，要从把握政策动向、矫正融合误区、解决制约因

素上寻找突破路径。

图2 2021—2022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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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确把握乡村振兴和数字经济相关政策

动向

1.注重乡村振兴引领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中对乡村振兴作出了深刻论述和全面部

署。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各地政府要

多管齐下，多方采取强有力措施，加快补齐农业农

村发展短板，推动“三农”成果共享，进而不断缩小

城乡差距，加速城乡融合进程。乡村振兴是城乡融

合发展的目标，它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增加

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城

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它可以促进城乡资

源共享和优化配置，提高乡村经济的竞争力和发展

水平。由此可见，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二者相辅相

成、互促互生。政策表明，目前城乡发展格局中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中国要着眼城乡

融合发展重点，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五个振兴”，紧紧围绕“五个振兴”重点任

务，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2.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赋能作用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

擎，赋能成效凸显。2022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显

著成效，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50.2万亿元，稳居世

界第二，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同比名

义增长 10.3%。2022年初，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

合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

明确指出“要着力发展乡村数字经济，坚持统筹协

调、城乡融合”，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

核心驱动力。目前在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

的过程中，拓宽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广度、促进了城

乡融合发展的深度、加快了城乡融合发展的速度。

接下来，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优化要素布局、均

衡基础公共服务资源、破解产业空间束缚等方面的

赋能优势，推动形成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二）矫正数字赋能城乡融合的发展误区

1.实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在

新型数字科技的支撑和引领下，以数据为要素、价

值释放为核心、数据赋能为主线，对传统产业进行

全方位、多角度、全链条的升级、转型和改造。不能

单纯地认为数字化转型是工业发展的任务，要将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多领域融合，

为城乡融合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工业数字化转

型的同时，大力助推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和农业的

进程。通过服务业数字化给消费者带来便利，帮助

商家提高服务质量。利用外卖和物流的智能化衔

接，开拓社区服务店线上服务范围，拓展城市餐饮

网络销量等。通过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提

高农业产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促进城乡经济互促互融、协同发展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因为城市基

础资源优于乡村，就认为数字赋能城乡融合的重心

在城市，出现“重城轻乡”的现象。要顺应城乡融合

发展大势，坚持城乡两手抓。一方面，充分发挥中

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引领作用；分类推进城市群和都

市圈发展，在城市群内部推进中心城市，推进大中

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分工协作、共同发展。另一方

面，坚持工业反哺农业，根据城乡资源基础，合理规

划产业结构，实现资源有效整合和优化配置。持续

增强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和带动，促使城乡优势有效

发挥、潜力得到充分释放，促进城乡经济有机融合。

3.数实融合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为新发展阶段

正确认识和把握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

机遇指明了方向。第一，数字经济与农业生产的融

合能够创造出生产率较高、可预测性更强的生产系

统。一方面，可以应用数字、大数据技术等推广，改

善农民农资信息获取与投入状况；另一方面，利用

数字技术及时提供基于动态气象信息的农业生产

服务，帮助农民预测极端天气和病虫害。第二，挖

掘产业发展新机遇。比如，电子商务为农村地区产

业发展创造了新的增值渠道与方式。第三，创造更

多新型就业岗位。通过培训具备一定数字技能的

农村居民，不仅让他们可以从事农业生产，还能借

助数字技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与更高的经济

回报。

4.形成特色数字化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推进城乡融合，不是复制粘贴其他地区的成功

经验，目前看来，很多地方为了尽快落实国家政策，

存在拿来主义的现象，出现多地“乡乡雷同”“城乡

雷同”。在中国数字化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

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城市示范引领、帮扶协作的作

用。以数字化转型为手段，着力推进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向乡村覆盖、现代文明向乡村传播。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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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打开乡村经济发展通道，发展农业新经济，创新

特色新产业。加快构建彰显地域特色和乡村价值

的产业体系，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多

方协调发展；应因地制宜，在正确选择当地主导产

业的基础上，搭建一批产业发展平台，培育一批龙

头企业，通过“平台+企业”的合理推进，不断创新，

进而满足市场需求，促进全产业链发展；全面构建

农业绿色发展技术体系，形成特色品牌。要认真调

研和分析所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和城乡差异

所在，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尊重基层首创精

神，最大程度地调动地方积极性，分类施策、梯次推

进，试点先行、久久为功，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

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5.谋划布局，保障融合发展稳步进行

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一过

程必然是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走具有中国特色

的数字化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

段而急于求成，要做好中长期战略布局。比如在数

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因地制宜，夯实数字乡村

转型基础。根据不同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确

定先后升级顺序，渐进式升级改造，稳步推进数字化

智慧农业、智慧物流等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其次

要分类实施，探索数字乡村产业创新路径。在推进

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普及过程中，可以先在生产端

植入“互联网+”技术，然后，创新产品销售端经营模

式，探索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随着城乡数字化转

型有序进行，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稳步发展，二者在

数字赋能空间中彼此交融，全面发展，数字经济赋能

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就会越走越宽。

（三）合力解决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的制约

因素

1.缩小城乡数字化发展差距，释放数字经济

价值

在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中，要想缩小数

字鸿沟，重点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提高农村互

联网普及率，加强乡村5G、物联网平台、大数据服务

中心等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探索基于“智

慧交通”“智慧物流”等基础设施的升级和优化，实

现城乡全域引导、指挥、调度和应急处理的数字

化。第二，培育专业型人才队伍。政府要通过全盘

谋划，建设乡村新型农民队伍。要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高素质农民及年轻人对数字经济的认知，引导

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培训，提高村民整体的数字化水

平；发挥高校振兴地方经济的职能，积极开展科技

下乡活动，实现知识的生产力转化；高校要深化校

企合作，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数字化技术人才等。

2.打破信息孤岛，实现城市与乡村信息共享

第一，各政府、各部门要树立“数据公有、共享

增值”的理念，完善政务大数据共享的相应法律制

度，建立绩效考核和问责制度，督促大数据共享，充

分开发政务大数据新价值，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高

效发展。第二，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由大城市

向中小城市广覆盖。推动智慧城市成果深下沉，带

动数字乡村快发展。多方整合城乡公共服务大数

据核心资源，打造智能化信息服务平台，城乡居民

共享平台信息，实现城乡智能化共同升级。第三，

统筹发展新型城乡智慧经济，强化一体设计、同步

实施、协同并进。建设一批以数据驱动为支撑的园

区和示范区；推动一批“智慧旅游”“智慧养老”等新

兴产业落地，构建绿色化、功能化、智慧化的现代智

慧产业集群。

3.强化要素双向流动，增强农村发展动力

第一，要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通城乡人

口自由双向流动渠道，通过政策改革破除农民进城

和人才入乡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健全农村转移

人口市民化的配套政策体系，保证农业转移人口到

城市后能落得下、稳得住，加快建立城市人口向乡

村流动的保障制度。第二，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

革。稳妥有序地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稳妥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最大程度地激

发农村土地的生产力。第三，强化农村发展资金保

障。当前，中国农村发展资金不足问题突出，这其

中既有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原因，也有财政资金支

持不足、社会资本入乡面临障碍等因素。要统筹谋

划、利用各方面的资金，尤其注重以制度改革引导

工商资本注入农村农业。积极探索“政府引导工商

资本+村集体”的合作共赢模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要建立健全工商资本租赁农村土地的监管和

风险防范机制，确保农村集体产权和农民合法权益

不受侵害。

4.整合公共服务资源，补齐乡村数字基础设施

短板

在乡村教育方面，完善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

置，多措并举使教育资源向农村学校倾斜，稳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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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乡村教师待遇，提升乡村师资力量，改善师资结

构，补齐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短板；建设教师数字能

力培养平台，开发数字化学习共享资源，打造数字

素养教育专家人才库，增加乡村教师数字能力研修

机会。在乡村医疗方面，通过提供在线培训、远程

教育等形式，为农村医务人员提供更多培训机会，

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积极引入信息技术，通过互

联网和远程医疗设备，充分利用5G远程医疗、AI辅
助诊断等数字化手段，打破时空制约，远距离连接

优质医疗资源，满足患者需求，提高医疗的便捷性

和效率。构建数字养老综合服务平台，整合政府机

构、社会组织、志愿者团队和养老服务提供商等资

源，通过养老运营方的呼叫中心、运营中心来满足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注释

①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sj/sjjd/

202302/t20230202_1896587.html。②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据计算和汇总。

③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官网https：//www.cnnic.

cn/n4/2023/0303/c88-10757.html。④参见东北师范大学官

网http：//edu.nenu.edu.cn/info/1072/7660.htm。

参考文献

［1］姚毓春，张嘉实.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政治经济

学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3（2）.

［2］孔祥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N］.农
民日报，2021-05-25.

［3］禹怀亮，王梅梅，杨晓娟.由统筹到融合：中国城乡融合发

展政策流变与规划响应［J］.规划师，2021（5）.
［4］孙祥栋，王红雨，刘锐剑.中国式城乡融合政策演化、理论

框架及其突破进路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3（1）.
［5］姚毓春，张嘉实，赵思桐.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

实现机理、现实困境和政策优化［J］.经济纵横，2022（12）.
［6］陈海鹏，彭思雨，沈倩岭.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

发展［J］.统计与决策，2023（10）.
［7］杨骞，金华丽.新时代十年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
［8］李悦，郜春莲.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新发展探究［J］.边

疆经济与文化，2022（9）.
［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 计 报 告［R］. https：//www.cnnic.cn/NMediaFile/2023/
0807/MAIN169137187130308PEDV637M.pdf.

［10］郑颖瑜.新技术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创

新路径［J］.经济与社会发展，2022（5）.
［11］熊磊.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

路径［J］.农业经济，2023（1）.
［12］邓智团.加快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J］.新型城

镇化，2023（4）.
［13］霍鹏，李昭.以数实融合助力乡村振兴［J］.通信世界，

2023（9）.
［14］崔凯.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基础、实践道路与推动

策略［J］.科技管理研究，2022（19）.

Research on the Constraints and Breakthrough Path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Chin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Yang Wenzhen
Abstract：Th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rapid ri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provides new momentu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China’s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igital economy empowerment，while achieving achievements，it is also
inevitable to avoid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China’s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the
misunderstandings are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cognition and practice；There are constraints such as digital divide，information
island， impeded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and unbalanced public service resourc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we will find a breakthrough path in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relevant policy trend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correcting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igital development，breaking information islands，strengthening the
two-way flow of elements，and integrating public service resources.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Breakthrough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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