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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后小康时代，我国形成精准脱贫基本方略，逐步建立起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扶贫方式更注重“人的振

兴”、数字素养的内生式扶贫和“造血式”扶贫，贫困主体应在数字经济浪潮中抓住机遇，实现可持续

脱贫。本文以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通过剖析民族地区贫困问题与未

来发展趋势，探索民族地区结合数字经济实现精准扶贫的模式与路径。结合民族地区的区位优势和民族

传统特色，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打造更具可持续性的脱贫与经济振兴模式，并提

出相应的数字经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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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ost-well-off era, China has formed the basic strateg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system.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method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people”, the endogenous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digita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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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acy and the “blood-forming”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main body of the poor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in the wav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is 
paper,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develop-
ment of digital econom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overty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explore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combined with digital economy 
to achiev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 and path. Combined with the regional advantages of 
ethnic regions and traditional ethnic characteristics, the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poverty al-
leviation should be better played to create a more sustain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model, and the corresponding digital economy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put for-
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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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世界进入了以数字经济为主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新

时代，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和各行各业的融合发展也成为时代发展

的一个大命题和大趋势。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的背景下，数字经济与民族地区产业融合发展

的步伐明显加速。 

2. 数字经济精准扶贫内涵与发展现状 

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5.8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36.2% [1]。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不仅赋

予经济发展新动能，也给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与巩固小康成果提供新路径。数字经济精准扶贫是以数字导

向创新为驱动，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实现精准扶贫。在后小康时代，民族地区必须巩固小康建

设成果，避免返贫情况发生，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国家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内容。但是当前民族地区

数字经济扶贫情况不容乐观。首先，贫困人口应对风险能力较差，本身不具备数字化指数技能；其次，

民族贫困地区数字基础建设仍然落后；再者，民族地区尚未形成成熟的数字经济产业，产业结构主体仍

然以传统产业为主，数字技术含量低，且具有不稳定性。根据统计数据，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破解返贫问题是后小康时代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要务。民族地区借助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态势，

实施数字经济精准扶贫以适应十四五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需要。 

3. 实施数字经济精准扶贫面临的发展瓶颈 

3.1. 数字经济基础配套设施落后 

针对于数字经济来说，最明显的优势就是高附加性，这是基于尖端的技术体系之下所形成的巨大优

势。但是对于我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尤其是一些更为偏远的农区地区，相关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

和发展还在持续地进行中[2]，而目前所拥有的技术条件，商业服务和运输水平都难以实现数字经济扶贫

的基本目标，没有办法达到正常的标准。从而，我们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直击贫困本质，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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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夯实脱贫基础，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切实规划好贫困地区基础建设

项目。 

3.2. 民族地区产业数字化程度不高 

民族地区数字信息产业起步较晚，在政策扶持、基础设施投入、大数据运用、人才储备等软硬件上

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导致产业数字化“少、散、低、弱”等问题突出。近年来，我国的经济

发展对于民族地区的重视程度不够，造成我国的民族地区在发展方向上相对落后，它的基础设施也不够

完善，这就使得它们的产业数字化水平建设较低。与国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民族地区各城市呈现

数字经济部分领域如芯片、基础软件、互联网、云计算等仍在跟跑，甚至有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 

3.3. 数字经济人才队伍匮乏 

民族地区人才总量少，面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专业人才、高新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严

重短缺。在人才引进计划和大、小、中城市人才竞争的背景下，满洲作为一个小城市，还没有跟上时代

的步伐，对网络人才缺乏，没有意识也没有有效的实质性措施。人才成长的环境需要优化，人才使用、

培养、引进、职称评定等方面没有有效的使用机制，政策落实不到位，人才合理流动不畅，广大年轻人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不高。外部人才难以引进，本土人才外迁的矛盾尤为突出。 

3.4. 贫困主体能力素养较为薄弱，抗风险能力不强 

我们仍然需要看到，庞大的贫困群体缺乏足够的数字化教育，欠缺甚至没有数字化能力，无法满足

产业升级对数字化知识和技能的需求，由于受传统思想的控制，大多数贫困户并没有从本质上意识到新

基建实施的重要性[3]。由于新基建项目并没有在边境民族地区得到成熟、广泛运用，使得民众对于陌生

的科技产品的投入运用往往会有一种“逃避”的心理，自卑、固执，不能承担任何风险。民众参与农区

新基建的积极性不高，导致贫困地区新基建很难得到有效推广及实施。因而，贫困地区全面实施数字化

教育才是消除根本性贫困的根本方法。 

4. 民族地区数字经济精准扶贫的实施策略 

4.1. 结合地区资源特色实施新基建建设 

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新基建强调的是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是由市场和政府共同推动，

而不是像传统基建那样由地方政府主导。在数字经济战略背景下，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离不开

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政府要加大对用于“新基建”项目的金融、财政及税收方面的优惠力度，放宽偏

远地区金融市场准入条件，促进企业增加对少数民族地区新基建的投资，提升企业创新活力，进一步对

民族地区财政深化改革，明确政府用于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投入资金，加大“新基建”在民族地区的

合理有效布局，同时，进一步完善投融资反馈体系，加强多方主体参与下财力的管理，发挥政府、企业、

民间的多方力量，进而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新基建”带动少数民族地区振兴。 

4.2. 推动民族特色产业数字化与培育数字化新业态 

民族地区相对于其它地区而言，一般处于偏远地区，区位条件较差。但也正因为如此，民族地区有

着自己特有的资源优势，有些民族地区因为自己独有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而被打造成旅游胜地，有些

民族地区也因为特有的气候条件成为某种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地。当地政府应出台相应优惠帮扶政策，营

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电子商务等中小企业，根据贫困地区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需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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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支柱，围绕地方产业，适应数字化时代背景，优势互补，整合资源，进一步加强当地政府与企业

的合作力度，为贫困群众搭建平台，引导广大贫困群众用自己的智慧与汗水实现脱贫致富。 

4.3. “外引 + 内培”式数字人才培养模式 

由于民族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差异性导致人才向发达地区的单方面流动，为更好地

解决人才流失和人才引不进的问题，首先，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一定程度上加大人才政策优惠待

遇力度，通过优势因素引进人才并利用人才[4]。同时，政府也不可形成只管“引”而忽略“留”的问题，

新基建是以技术创新为内生发展动力，政府及区委会必须形成一定的良好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完善数字

化、科技化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可通过与高校相关专业合作方式达到一种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

也给予相关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机会。 

4.4. 提高贫困主体数字经济融入度 

贫困地区振兴是以“人的振兴”为基础的，只有提高贫困人口自身的数字化能力，才可能在数字经

济浪潮中抓住机遇，甚至实现弯道超车，稳定脱贫[5]。从而，在现在的扶贫政策思想和方向中，我们应

该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提高以贫困主体数字经济融入度。首先，是要建立多层次教育培训体系，提高贫

困人口获取、接受和应用数字资源和知识的能力。教会方法引上路子，提高贫困群众的数字化能力，让

他们增强造血功能，功能大了，脱贫就会产生内生的力量；其次根据贫困主体的需要，发展数字知识技

术在线教育；此外，政府还可以引导社会公益组织在农村开展各种形式的数字知识和技术培训，为他们

提供加快脱贫的条件，着力改善贫困人口的基础数字技能。 

5. 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施网络扶贫行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扶贫工作随时随地、四

通八达，让贫困地区群众在互联网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后 2020”时代要从“脱贫”转向“防

贫”“物质贫困”转向“能力贫困”从“规模性”转向“可持续性”。因此，相关管理部门和产业的从

业者们应充分地认识到数字经济 + 精准扶贫协同发展给民族地区所带来的发展前景，并从政府扶植、产

业突围等多个维度实现与这一进程的高度契合，使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搭乘上后新常态时代数字经济

发展的顺风车，进而推动数字经济精准扶贫在后新常态时代的再一次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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