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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20th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financial input guarantee system,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rural financial reform,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the work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industries, digital economy enterprises will not only cultivate a large numb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personnel, 
will also cultivate a batch of new technology, new mode, but there are imperfec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rural digital level is 
not high, the lack of financi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service management level is not high various 
problems, thes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till exis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digital talents, innovate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 mode and build the r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Data is a new type of infrastructure in the economic era. The digital economy is integrated with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ata center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data elements, which provides a better development platform for 
rural economy and provides mor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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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融合发展——以青海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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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二十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投入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与传统产业相比，数字经济企业不仅会培养大量的科技和管理人才，也
会培养出一批新技术、新模式，但还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农村数字化水平不高、金融环境建设不足、综合信息服
务管理水平不高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在与农村振兴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为提升数字经济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
用，本研究提出一些对策，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数字化人才建设、创新普惠金融服务方式以及搭建乡村信息
化服务平台。数据是经济时代的一种新型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与农村振兴战略的接轨，数据中心是数据要素的一种重要载
体，为农村经济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也为农村经济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关键词

数字经济；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基础设施

【作者简介】魏文静（1998-），女，中国天津人，在读硕

士，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

1 引言

1.1 国内发展背景
经省政府审定的《青海省 2022 年度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工

作要点》对全省数字经济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强调要从加快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推动产业数字化

转型、提升关键领域数字化治理能力、抓好推动落实五个重点

领域发力，依托我省资源能源和生态优势，加快数字技术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数字经

济向纵深发展，实现 2022 年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规

划》中指出未来三年我国数字经济要全面深化重点产业数字化

转型，大力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推进“三农”综合信息服务，

创新发展智慧农业，提升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各环

节数字化水平。因此，数字经济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1.2 文献综述
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开展数字经济对农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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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影响的研究，首先是理论方面，知识技术创新和人力资

本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而且数字经济的主要生产要素是数字

化技术，杨剑（2022）认为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

主要是通过知识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这两条路径实现的 [1]。

邢昭（2022）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的逻辑关系，信息化是提

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非静态过程，而发展乡村产业要

与信息化相联系起来，通过信息和科技知识为载体，使用通

信、网络技术及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来实现信息化 [2]。

唐红涛等（2022）的文章在理论层面证明了数字经济的非线

性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有效连接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再用 2011—2018 年的省级数据证明了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

振兴的空间关联性 [3]。在实践方面，杨志龙等（2022）通过

用黄河流域九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

评价指标体系，在金融发展的背景下，分析出黄河流域数字

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4]。王家庭等（2022）针对农村在推

进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数字经济赋能农村振兴

的意见和建议，通过数字经济的帮助，在促进农村产业发展、

解决人才匮乏、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

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 [5]。

2 数字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青海省紧跟数字经济发展前沿，出台多项加

快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划，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

核心，创新提出构建独具青海特色的“1119”数字经济发展

促进体系，大力提升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推进数据要素

汇聚流通，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创新数字治理

模式，把大数据产业作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抓手，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加快数字经

济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主要表现在：从数字经济

的总体规模来看，数字经济也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这得

益于数字经济向全省各领域、各行业的融合渗透。统计数据

显示，2018 年，青海省数字经济总量仅为 623 亿元，占全

省生产总值的 21.74%，到 2020 年，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到

739.64 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24.61%，增速为 18.72%。

这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数字技术在各行业、各领

域的赋能和成果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

从产业数字化形势看，青海省两化融合水平快速提升，

目前多项两化融合指标位居全国前列，企业生产管理全过程

深度融入数字智能系统，企业生产经营效益得到有效提升。

另外，两化融合指标在全国处于前列的行业大数据渗透率。

传统的生产、运营和管理体系，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更具

有智慧和敏捷性。

3 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

青海以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与数字乡村建设、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相结合，数字乡村经济的一个重要建设内

容是农村电子商务，将为青海带来更多福祉和市场红利，在

这一大好机遇下，青海省正扎实推进产业“四地”建设。青

海自 2015 年全面启动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工作以来，

截至目前，全省初步建成以县城为中心、辐射乡镇、村的三

级物流支撑体系，截至 2021 年 6 月，全省 41 个县（市、区）

相继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工作，建成国家标准 36 个的

县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织网连片，

特色产品上行规模不断扩大，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织网不

断扩大，已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辐射乡镇青海特色

数字乡村建设要让青海的优质产品资源、环境资源、旅游资

源纳入电子商务体系，更加积极地推进农畜产品生产、销售

等各个环节的信息化改造，把农牧区乡村打造成农畜产品销

售的主战场，变过去被动的等待式销售为主动的宣传推广和

搭建销售网络，提升青海农畜产品“青字号”品牌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为青海农畜产品销售注入生机和活力，为青海的

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促进农村的品牌影响力。

4 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在融合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

4.1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
大力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够对青海省的数字经济发

展产生较大的正向影响，青海省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

有较大发展空间，这主要是因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潜力及对

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较大，产业基础也有待加强，一定程度

上可以与数字经济发展形成协同与互促，可因地制宜。科学

制定数字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与短期目标，在结合区域自身

发展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和成本优势推动数字

经济发展。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方面，青海省虽然在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等产业领域发展较快，但与国内数字经济发

达省份相比，在竞争力、影响力、创新力等方面仍有较大差

距，以区块链、人工智能、5G 等为代表的新型高端领域在

全国版图中位列第四梯队。缺乏省级数字经济统筹管理机

制，统一标准和统一数据共享，制定符合新形势的数字经济

政策，及时修改不适合形式的政策措施，全面评估信息资源

建设的影响。

4.2 农村数字化水平不高
能够带动数字经济发展的 ICT 龙头企业相对较少，青

海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科研资源和教育资源

较少，导致个别企业被细分行业过度依赖，发展存在一定瓶

颈和发展风险。尽管各地工业园区纷纷落地建设，加快推进，

但数字经济产业生态系统在发展上的聚焦，在全省的协同发

展，还没有建立起来。产业指数这一指标，青海等省份远远

低于平均水平，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数字经济

产业指数》显示。根据国家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指数考核结

果显示，工业基础较为薄弱。从产业主体指数看，中西部产

业主体近年来增长较快，但在激发数字产业发展潜力方面，

青海省仍未能在细分领域取得较大突破，需要进一步加大



6

世界农业经济研究·第 04卷·第 02 期·2023 年 06 月

力度。

4.3 金融环境建设不足
纵观全国，广东、浙江、四川、福建等在数字经济领

域取得先发优势的地区，都是较早抓住发展机遇，通过数字

经济专项资金、领跑数字经济发展前沿等多重政策举措，抢

占了数字经济发展高地。多项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或规划密集

出台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环境近年来，青海省把发展数

字经济提升到区域发展战略的高度。但在政务数据资源体系

建设、政务新媒体建设、政府网上服务改进等方面，青海省

在“数字政务”领域仍有提升空间。

5 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对策

5.1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要以“5G+ 工业互联网”为牵引，加快推动制造业、

服务业、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要以“互联网 + 社会服务”为牵引，持续优化全州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提升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

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水平，推进政府服务和社会治理精

细化。要以“数字网络安全”为牵引，强化跨领域网络安全

信息共享和工作协同，健全完善网络安全应急事件预警通报

机制，确保重要系统和设施安全有序运行。

5.2 加快农村数字化产业特色化发展
数字经济和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是现代化的信息

网络、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和数字化的平台为数字科技带来了

巨大的积极意义。现代信息网络为数据的存储和传输提供了

必要的条件，数字化基础设施加强了人、机、物的互联互通

和融合，提供了数据来源和交互基础，现代信息网络在数据

的存储和传输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不断突破的信息技术推

动形成多技术群体相互支撑、齐头并进的链式创新，不断从

实验室向规模化应用迈进，为蓬勃发展和应用数字产业提供

支撑。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壮大作用，要加强建设综

合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推动

数字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大数据中心和数

据平台为依托，完善产业供应链体系，加速产品和服务的变

革，以技术和发展需求为基础，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区块链

在信息安全、数据保护、容灾备灾等方面，要依托西宁高校

集聚优势，结合青海省特色产业优势和发展需求，开展针对

性、应用型研究，促进融合创新和集成应用。加快推动与资

源能源等领域融合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

5.3 创新普惠金融服务方式
对此，中国青海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创新“党建 + 扶

贫攻坚”工作方式，立足基层党组织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破解精准扶贫信贷服务信息匮乏、信用缺失的问题。个人线

上贷款平台，灵活弹性的贷款方式与简化易行的信贷流程，

减轻农牧户的融资成本。 “双基联贷”就是农牧社区基层

党组织与基层银行业机构加强协作，使用双基连带的方式，

与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数据接口也已全面启用数字化管理平

台，将信用等级评定还有贷款发放等工作，以及农牧户、城

镇居民贷款管理等工作完成。基层村委党组织可选派村干部

到基层农商行兼任“副行长”，发挥金融业务调查员、管理员、

监督员等作用，全程参与贷前调查、贷后管理等工作。农商

行选派行长或信贷员到基层党组织兼任“副书记”，发挥金

融宣传员、推销员、服务员等作用，形成上下联动、逐级联

动的协作机制，重点解决普惠金融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如

脱贫攻坚、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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