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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技

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逐渐显露出来。尽管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乡村数字化治理水平得到了较

大提升，但当前数字乡村治理依然面临着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农民数字素养不高、城乡数字化发展不

平衡等问题，导致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着重重困境。对此，应从夯实数字化基础设施、提升农民数字素养、

多措并举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等主要方面共同发力解决上述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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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governance is not only the cornerston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the importance of digital tech-
nology to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gradually emerged. Althoug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level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in China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e 
current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weak digital infrastructure, low digi-
tal literacy of farmers, and unbalanced digital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
sulting in difficulties in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solve 
the above difficulties from the main aspects of consolidat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mpr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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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taking multiple measures to narrow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ur-
ban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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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首次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

战略[1]。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乡村治理作为我国社会治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而将数字技术运用于乡村治理之中对

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乡村数字化治理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

但仍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在充分把握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基础上，探

讨和分析数字乡村治理困境及路径，以此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2.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已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设施[3]，其在乡村

治理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不断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注入科技活力。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

为提升乡村治理决策科学性、增强乡村治理实效性、推进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内容透明化几个方面。 

2.1. 有利于提升乡村治理决策的科学性 

数字技术在我国乡村社会的运用，有效摆脱了传统经验主义的决策理论，更多的依靠大数据来制定

和验证乡村治理决策，使得乡村治理的科学性得以保障。通过数字化技术高效、精准地对乡村数据进行

统计和分析，能够更好的厘清数据间的内在联系，呈现村务治理内在共性和个性表现，并依据数据变化

准确把握乡村治理中各种情况的发展动向，从而能够针对不同情况，及时调用现状数据信息，制定乡村

治理个性化的应对方案，进行事中精准化处理和动态管理，以此提升乡村治理决策科学性。 

2.2. 有利于增强乡村治理的时效性 

数字技术一个众所周知的优势就是高效、快速。将数字技术运用于乡村治理当中，也能够有效增强

乡村治理的效率。大数据是涵盖各个层面的全样本数据，数据的变化能够实时反映事态的发展动向，及

时预判乡村治理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隐患，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村务纠纷，制定独特的事前预防

和事中应急举措，依照不同主体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即时传送数据信息并及时跟进、反馈处理意见，

实现乡村村务源头治理，增强乡村治理时效性。 

2.3. 有利于推进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内容透明化 

在以往的乡村社会中，乡村治理的主体主要是士绅阶层为代表的精英和以政府力量，而很少有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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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参与到乡村治理之中。数字技术在乡村社会的运用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乡村居民、其他

社会群体组织参与到乡村治理事务之中，从而推动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同时，数字乡村要求乡

村党务、村务、财务等公共事务在网络信息平台上公开，接受群众监督，这有利于增进群众对基层干部

的信任，构建和谐干群关系。 

3.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是当前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在农村的运用不仅能够有

效提升农村治理的效能，实现乡村治理形式的转型升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现。但不可否认，当前数字技术赋能我国乡村治理还存在着诸多现实困境，其主要表现为数字基础设

施薄弱、农民数字化素养不高和城乡数字化发展不平衡等主要方面。 

3.1. 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 

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一大现实困境，乡村要实现数字化治理必然需要数

字化基础设施作为保障。尽管当前数字化时代推动了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基础设施在我国各地的发展与完

善。但不可否认，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在我国乡村地区仍存在短板，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数字

化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薄弱，无法满足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边缘计算等新技术对网络基础环境的要

求[4]。此外，一些地区在数字乡村建设中“重宣传，轻实际”，为了完成相关指标，将建设任务停留在

表面，过于注重建设的“数字”、“速度”、“达标率”，忽视任务实施的初衷，呈现浮夸现象[5]。从

而导致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效率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效差。 

3.2. 农民数字化素养不高 

农民是乡村发展的主体力量，实现乡村数字化治理离不开农民的作用。但从当前来看，当乡村居民

数字素养总体偏低，对数字化服务参与程度不足，制约了数字乡村建设[6]。农民数字素养不高主要体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相比于城市地区，农村整体的教育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主要体现为

教育资源相对不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民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从而对数字技术的学习和接受能

力可能相对较弱。面对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所要求的数字知识和相关数字技术，农民群体存在一定的

进入门槛，从而难以有效参到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建设当中来。 
其二，乡村居民意识守旧。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从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7]。这一因

素在一定程度上就导致了农民的思想更多倾向于自己“习惯性”认知，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很多老百

姓更加相信自己的“经验”，不放心所谓的“数字科技”。 

3.3. 城乡数字化发展不平衡 

在数字化进程中，我国数字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数字化发展不平衡、“数字鸿沟”

问题开始日益凸显，尤其表现为农村地区信息化进程明显落后于城市地区，出现城乡“数字鸿沟”。这

也成为了制约乡村数字化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城乡数字化发展不平衡在当前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与城市地区存在明显差距。由于乡村在线上与线下互联互通方面相

对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的有效融合，导致了乡村地区基层党组织和自治组

织办理公共事务的效率偏低。同时，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相对较弱还表现为数字化教育、在线服务、

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城乡差距较大。这不仅阻碍了乡村实现数字化治理的步伐，同时由于数字技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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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够触及农村居民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未能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红利，导致乡村

居民参与数字化建设的热情较低。 
第二，数字化技术应用程度偏低。由于乡村的主体是农民，而该主体因其自身局限性及其它客观原

因导致数字化素养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阻碍了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应用程度，也成为城乡“数字

鸿沟”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4.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 

针对当前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当中所存在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农民数字素养不高、乡村数字

监管不足等现实困境，提出夯实数字化基础设施、加强农民数字素养、多措并举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等解决路径。 

4.1. 夯实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数字基础设施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必要基础，也是实现乡村振

兴的重要保障。只有在基础设施上实现数字化，才能推动乡村各领域像城市一样快捷，不至于出现滞后

的现象[8]。夯实数字化基础设施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要加大对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中央和地方财政将加大对农业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入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

农业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形成多元化、市场化的投资格局。 
二是要推动乡村传统基础设施在远程监测、物联网、大数据等方面的改造升级，完善农村公路电子

数据定期更新，加快农村电网与水利设施数字化改造，实现农村交通、水利、水电网等方面实现数字化、

智能化发展，为乡村治理实现数字化赋能。 

4.2. 提升农民数字素养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农民是乡村振兴实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行动主体，打造农村数字人

才队伍、培养农民内生动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9]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建立健全乡村教育平台。“高素质农民对信息的强烈敏感程度和较好的获取、理解及运用

能力，既有助于迅速获取与乡村振兴和农村发展的相关信息，又有助于快速掌握各种类型的线上政务平

台的应用。”[10]因此，要切实构建现代农业科教信息服务体系，优化完善农业科教平台，汇集整合技能

教育培训资源，全面提升农技推广服务和职业农民培育效能，提高农民数字信息技术素养。 
第二，要吸引、凝聚、培养优秀农业科技人才，充分发挥其在网络、信息、技术、数据等方面的突

出优势，搭建高效便捷的信息化桥梁，为各级农业管理部门、农业专家和农技推广人员提供在线学习、

互动交流、成果速递和服务对接，为广大农民提供多样化数字资源获取渠道。 
第三，要加大人才资本投入力度，培养造就支撑农业农村产业和学科发展的人才创新团队，并要大

力培养使用青年农业科技人才，鼓励和引导大学毕业生返乡就业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利用好驻村第一书

记和工作队的知识储备，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不断提升农民融入数字乡村建设的技能水平与适应能力。 

4.3. 多措并举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第一，教育是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关键因素。政府应制定并执行更加精细化的教育政策，确保农村

学校的数字教育资源能够与城市相媲美。此外，鼓励和支持农村教育工作者参与数字技术培训，提高其

数字化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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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技术创新是缩小差距的重要手段。政府和企业应共同推动数字技术在乡村的创新应用，例如

智慧农业、线上教育、远程医疗等。这不仅能够提高乡村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也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留

在乡村，促进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是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关键。建立数字文化融合的平台，

通过志愿者活动、培训项目等形式，促使城市青年深入乡村，为农村居民提供数字化生活方式的指导与

帮助。社会各界的参与不仅仅是填补资源空缺，更是实现城乡数字文化融合的重要途径。 

5. 结语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机遇，实现数字技术充分赋能乡村治理，推进乡村治理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当前，尽管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我国乡村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仍然面临着诸多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必须在充分把握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基础

上，探讨和分析数字乡村治理困境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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