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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中国县域经济数据及北京大学县域数字乡村指数，证明并验证数字乡村建设对长江流域的农村

产业兴旺的促进作用及其影响机理。根据研究结果得出，数字乡村建设对长江流域的农村产业兴旺具有

显著且稳健的促进作用。从产业兴旺三个指标出发，相比于粮食产量和第一产业增加值，数字乡村建设

对设施农业的促进作用最显著。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兴旺水平较低的

地区促进作用更大，代表着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农村产业兴旺的同时，也在缩小农村地区产业兴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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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China’s county economic data and Peking University’s County Digital Rural Index, this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4111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4111
https://www.hanspub.org/


李扬羽 等 
 

 

DOI: 10.12677/sd.2024.144111 977 可持续发展 
 

article proves and verifies the role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n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ru-
ral indust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its impact mechanism.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
sults,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has a significant and steady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prosperity of 
rural indust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indicators of industrial pros-
perity, compared with grain output and the added value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digital rural con-
struction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facility agriculture. Through further hetero-
geneity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has a greater promotion effect on 
areas with low levels of industrial prosperity, which means that while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promotes the prosperity of rural industries, it also narrows the differences in industrial prosperi-
ty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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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稳则天下安，农村兴则基础强，乡村振兴是中国新时代农业强国的重要目标。产业振兴作为乡

村振兴“五个振兴”的物质基础、重中之重，如何让农业经营有效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成为重要议题。同时，数字乡村是乡村发展的数字化、信

息化和网络化，使其在农村农业经济发挥巨大能效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目

标。《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1》提到，在 2020 年数字经济规模发展高达 39.2 万亿元，维持着 9.7%的

高位增长速度同时又占 GDP 比重达 38.6%，足以显示数字经济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并且其已经成为我国

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强，数字化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应用逐渐深入，从智慧农

业到电子商务，数字乡村为农村产业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机遇。在数字乡村的框架下，农村产业得以通过

数字化技术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市场空间，从而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推动农村经济的

蓬勃发展。同时，数字乡村建设也为农村地区提供了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机会，通过数字技术的赋

能，有望缩小不同地区间的产业兴旺水平差距，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1]。由

此可见，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有助于促进农村产业兴旺水平，更能够实现农村产业兴旺水平之

间的良性互动与均衡发展。 
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的重要农业基地，数字乡村在长江经济带农村产业发展上有着重大效用。那么

数字乡村如何影响长江经济带农村产业发展，其作用有多深？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2.1. 文献综述 

数字乡村是指乡村依托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高科技现代信息技术如互联网等与大数据、云计算平

台、人工智能等发展前景光明的新科技技术的集成，促进农村发展与数字化相融合的新型发展形态[2]。
数字乡村作为新时代国家农业信息化发展的总体布局[3]，已经成为弥补城乡数字鸿沟，推进乡村振兴的

重大举措之一[4]。数字乡村建设涵盖了农村电商、智慧农业、智慧健康、数字文化、数字旅游等多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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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能够提升农村生产、生活、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推动乡村经济转型升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从而

促进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可持续发展。 
李练军，杨石美等[5]认为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产业链延伸、多功能拓展、生产服务智能化、新型主体

培育、产业化经营来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不断完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兴

旺，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由此可见，产业振兴作为乡村的“五大振兴”之首，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

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推动乡村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整体振兴。秦芳等[6]认为，电商发展能够提升创业

水平、增加非农就业以及提高土地流转的概率，促进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加速农村产业发展多

元化，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变革。方文英[7]认为，农业为农产品全产业链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农产品从种植到餐桌的全过程进行数据追踪与灵活调整，实现生产经营管理全方位的数字技术的融合应

用，更好地衔接产业链各节点，促进全产业链的有序衔接和高效运行，推动了农业生产升级转型，使得农

业生产更加智能化、精细化。总体来说，数字化建设不仅可以促进农业现代化，还有助于推动乡村产业升

级。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乡村企业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可以拓展市场，改善经

营管理模式，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优化整合，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地带，其乡村产业对全国产业链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郑峰[8]认为长江流域产业链高质量整合是全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郑小

碧等[9]认为数字经济带来的数字变革和新业态、新模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对长江经济带的经济

发展与乡村发展有明显的提质增效作用。朱启臻[10]认为产业兴旺不是单一农业的发展，而是乡村的整体

进步，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话语体系的产业特征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特点。通过扩展农业产

业链条，各环节功能与乡村的各类产业要素实现融合，构成纵横交错的立体产业体系。 
综合上述文献，本文将研究聚焦于长江经济带的县域层面，针对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构建产业兴旺

指标体系，并进行异质性分析，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发展产生的影响。 

2.2. 理论分析与假说 

数字乡村建设是将现代数字技术融入到农村地区，使农村地区生活条件、物理基础和经济情况等多

方面都能够得到巨大的发展。数字化建设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消除了传统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壁垒。

高效的信息传递能力显著增强，促进生产要素跨地域流通，解决了以往因为双方信息和生产要素所有量

等情况互不了解而导致的问题，对数字化建设试点乡村及其周围村镇都有经济效益影响。针对长江经济

带的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结合这些农村具备的交通优势、数字化基础设施完善以及村民受教育程度普

遍较高、面对数字化接受和利用能力更强的特点，农村居民经济收益会达到最大化[11]。将数字技术与乡

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很有望可观有效地促进长江经济带农村乡村振兴产业的兴旺以及缩小农村产业间的

兴旺差距。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有效促进长江经济带农村乡村振兴产业的兴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建设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在农村需要转型升级且

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作用会得到充分的发挥[12]。本文将从以下数字乡

村建设可实现的五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探讨：一是提升农村生产效率。数字技术可以应用于农业生产全

过程，包括精准农业、智慧农业等领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减少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二

是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通过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化营销手段，农产品可以更广泛地推广和销售，打破信

息壁垒，拓展市场空间，增加销售额和利润[13]。三是促进农村产业升级。数字化技术有助于农村传统产

业的改造升级，推动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特色产业等发展壮大，提升农村产业竞争力。四是改善农村

基础设施。数字乡村建设可以带来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智能化水利设施、智慧交通系统、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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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源设施等，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水平，提升乡村发展质量。五是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数字技术在乡

村治理中的应用可以提升农村管理效率，改善农村治理体系，推动乡村社会发展和文明建设。 
假说 2：数字乡村建设会缩小农村产业兴旺差距，对农村产业兴旺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产业兴旺的促进作用是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的。这种异质性可能源自不同地区的

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差异[14]。一方面，发达地区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的投入可能会

更多，技术水平更高，对农村产业发展的带动力也更强；另一方面，相对落后地区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

投入较少，可能面临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瓶颈，影响农村产业的兴旺。但是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实施，

生产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的流通会因互联网打破传统地理市场壁垒，加快其流动效率，把不同地域的

经济活动组成一个整体[15]。自身产业效益的提升也会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效益发展。对于经济效益较落

后的农村产业来说，可以学习借鉴其他产业的优势，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其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数

字乡村建设会促进不同地区产业的协同发展，实现资源优势互补，从而缩小农村产业兴旺差距。 

3. 模型变量与数据 

3.1. 实证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构建半对数模型，验证数字乡村建设对长江流域农村产业兴旺的影响： 

i,p i,p ,lnScore dig i p i pX cβ δ ε= +Κ + +,                            (1) 

其中，下标 i 和 p 表示县域和省份，被解释变量 lnScore 表示产业兴旺综合得分，取自然对数，综合得分

根据粮食综合生产力、农业现代化水平、乡村土地生产力三个二级指标采用熵权法综合测算得到；dig 表

示数字乡村建设，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X 是控制变量；δp 为省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县域所在

省份(州)的一些短期内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比如人文历史、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β、Κ 为

待估计参数(向量)；ε为随机误差项。 

3.2. 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数字乡村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引用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该指数从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生活数字化以及乡村

经济数字化四个维度根据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县域层面数字化进程进行综合评估。 
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是产业兴旺。根据刘灵辉等人在《数字乡村助力乡村振兴：内在机制与实证

检验》文中对乡村振兴指数进行的全面测度，本文筛选出产业兴旺的三个二级指标：粮食总产量、设施

农业面积和第一产业增加值，通过熵权法确定权重，对产业兴旺发展水平进行测算。产业兴旺指标体系

与权重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ndustrial prosperity indicator system and weights 
表 1. 产业兴旺指标体系与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单位 指标说明 权重 

产业兴旺水平 

粮食综合生产力 粮食总产量 吨 正向 0.213 

农业现代化水平 设施农业面积 公顷 正向 0.615 

乡村土地生产力 第一产业增加值 万元 正向 0.172 
 

为了避免遗漏变量误差，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① 经济结构，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② 城镇化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常驻总人口的比例表示；③ 政府干预，用地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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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一般预算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 

3.3. 数据来源 

本文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各省区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各地级市统计年

鉴、《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本文选取县域层面的数字乡村指数与乡村统计数据，将部分数据严重

缺失的县域剔除之后，最终选定研究样本为长江经济带 10 个省份(不包括上海)573 个县级行政区，采用

县域层面 2020 年的截面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2。 
 

Table 2.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数字乡村建设 573 14.426 92.897 51.501 14.370 

产业兴旺水平 573 0.0002 0.723 0.097 0.107 

政府干预 573 0.0196 1.162 0.312 0.264 

城镇化水平 573 0.315 0.706 0.543 0.084 

经济结构 573 0.007 0.164 0.102 0.034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分析 

使用模型(1)得到的长江经济带县域乡村振兴指数对数字乡村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本文在列

(1)未将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纳入其中，观察到指数每提高一个单位，可带来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水平提高

6.01%。此结论表现出数字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水平的促进作用显著。在列(1)的基础之上，本文

给列(2)加入了包括政府干预、城镇化水平、经济结构在内的控制变量。结果发现在 1%的水平上，数字

乡村建设对产业兴旺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存在。列(3)进一步在省区层次限制了不受时间维度影响的非观

测效应，结果显示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在平均意义上数字乡村指数每提高 1 个单位，

产业兴旺水平就能够上涨 2.18%。在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的依次加入后，干扰因素可以被不断抑制，在

这种条件下列(1)~列(3)中的回归系数逐渐减小。最终得出数字乡村指数对产业兴旺水平促进的“净效应”。

回归结果的结果充分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兴旺具有显著且稳健的促进作用，本文假设得到验证。 
 

Table 3. Baseline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数字乡村指数 0.0601*** 0.0277*** 0.0218*** 

 (19.84) (8.18) (5.3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观测值 573 573 573 

调整 R2 0.407 0.587 0.625 

注：小括号内的内容是在稳健条件下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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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影响机制分析 

在明确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兴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分析数字化建设对乡村振

兴的影响，本文着手于产业兴旺的三个指标，套用模型(1)得到表 4 所示的回归结果。在列(1)~列(3)的回

归中，系数均为正，且设施农业面积回归系数最大，由此得出，数字乡村建设对粮食产量、第一产业增

加值和设施农业面积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设施农业的促进作用最显著。可能的解释是设施农业面

积作为乡村数字化建设最起始的一环之一，受到数字化建设的作用最直接明显，随着乡村产业活动供应

链的循环，产业兴旺影响因子的逐步增多，数字化建设的促进作用也随之变化。 
 

Table 4. Subdivision index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细分指数回归结果 

变量 
产业兴旺指标 

(1) 
粮食总产量 

(2) 
第一产业增加值 

(3) 
设施农业面积 

数字乡村指数 0.0230*** 0.0220*** 0.0546*** 

 (4.58) (6.15) (6.2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573 573 573 

adj. R2 0.499 0.614 0.633 

4.3. 稳健性检验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水平差额都比较高，这些极端值有一定的可能性

会对回归结果形成干扰，进而影响到实证结论的可信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本文对样本数据按

1%和 99%水平进行缩尾处理，然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从表列(2)的结果可见，数字乡村指

数对产业兴旺的促进作用无论在有无剔除极端值的情况下都表现显著，所以极端值的存在对本文参数估

计的数值和显著性影响可以忽略，结论可信。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产业兴旺指数 
(2) 

产业兴旺指数(缩尾处理后) 

数字乡村指数 0.0218*** 0.0220*** 

 (5.33) (5.4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573 573 

adj. R2 0.625 0.625 

4.4. 异质性分析 

不同地区的乡村振兴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等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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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建设对乡村产业兴旺的促进作用也存在异质性。本文进行分位数分组，选取 10%、25%、50%、

75%、90%这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分位点，估计乡村建设在不同分点处对产业的边际影响。从表 6 回归的结

果可以看出，数字乡村建设对于像 75%、90%这种高分位点和 10%、25%这种低分位点都表现出了显赫

的正影响，并且总体上低分位点的系数要大于高分位点。由此可见，对于产业兴旺水平较低的地区，数

字乡村建设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代表着数字乡村建设在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的同时，也在缩小农村地区产

业兴旺差异。 
 

Table 6.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6. 异质性分析 

变量 q10 q25 q50 q75 q90 

数字乡村指数 0.0216*** 0.0300*** 0.0203*** 0.0111*** 0.0059 

 (1.87) (4.67) (5.27) (3.05) (1.5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570 570 570 570 570 

Pseudo. R2 0.487 0.431 0.379 0.395 0.427 

5. 结论与对策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以及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与中国

县域经济数据，采用半对数模型，加入省份固定效应，实证分析得出数字乡村建设对长江经济带农村产

业兴旺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研究发现：随着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的加入，干扰因素被不断控制，数字乡

村建设对产业兴旺始终具有显著且稳健的促进作用。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有效促进长江经济带农村乡村振

兴产业的兴旺。此外，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不同地区产业的协同发展活动会越发频繁，经济效益

发展良好的产业会带动周边产业的成长，从而缩小农村产业兴旺差距。 
针对以上数据模型及其结果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及启示： 
第一，加强因时制宜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覆盖能力，有针对性地建设数字乡村智能化基础建

设，比如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智能匹配销售渠道，精准定位农产品质量问题追溯等数字化

农业应用，整合农业信息资源，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实现农业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化管理，让村民切

实体验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和收益。 
第二，促进数字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建设、应用和成长。在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之上，

通过数据要素、农业经济的流动引导乡村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推广数字化农业技术和智能化设备，构建农产品全产业链的运行机制和保

障机制，能够使农业生产变得更高效、农业成果质量更高，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三，发展长江经济带特色产业集群。通过制定跨省合作计划，整合各自优势资源，合作形成产业

链条，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推动乡村振兴。省际合作可以促进农产品交

流、技术共享和人才流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还可以吸引外部投资，形成产业集群效

应，打破各地孤立发展的局面，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提升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发展水平。 
第四，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目前许多农村都开展了数字化建设，但普遍存在着前期资金人力

投入大，后期维护成本高的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会间接影响到村民的积极性。针对此问题，政府可以

制定相关政策激励措施，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推动乡村振兴取得实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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