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163期）2023（1）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的防返贫数字治理
能力提升机理与路径

王 鑫 1，王文生 2，郭雷风 1*

（1.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81；

2.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北京 100125）

摘 要 防返贫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础和前提，防返贫

数字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高质量推进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从

信息技术应用的视角来看，当前我国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存在数据基础建设推进不够、智

能监测预警应用不深、协同精准施策研究不透以及动态监测管控支撑不足等四大问题。随

着数字乡村发展，数字乡村能在信息化总体水平、数字化参与程度和网络化应用场景等方

面全面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助力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的水平。在数字乡村

建设的推动下，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的不断演化升级，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

孪生等四项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能够构建一个与农村社会客观情况高度仿真与同步

的易返贫人群的“数字孪生”世界。虚实空间的双向互动将作为核心演化模式，促使防返贫

数字治理全过程形成以三次映射为主线的智能化调适升级机制。智能化的防返贫数字治

理机制将具备大数据和智能模型双驱动、实时预测赋能、去中心化决策与帮扶过程精准管

控的关键能力。与此同时，通过统筹协调、思路转变、规划引导、多级联动、过程可信等五大

路径，提升我国防返贫数字治理体系的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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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关于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大战略。在打赢脱

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

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是脱贫地区“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的主要任务。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我国贫

困治理的重心已由绝对贫困转向了相对贫困和返贫[1]。防返贫既是对脱贫攻坚战略成果的有效巩

固，更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支撑[2⁃3]。因此，防返贫工作的动态性、精准性与成效性对于一段时期

内乡村充分发展乃至国家整体平衡发展至关重要[4⁃5]。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在 2021年 5月发布的

《关于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见》（中农组发〔2021〕7号）中提出“健全防止返贫

大数据监测平台，进一步强化行业数据信息共享共用，共同开展部门筛查预警和监测帮扶”。从整体

思路上来看，防返贫需要开展实时动态监测，掌握动态变化，及早发现监测对象的返贫风险和致贫原

因等，及时为返贫家庭提出干预方案、提供针对性帮扶[6]。

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7]，如图 1所示。这些技术各具能力

和特色[8]，但在解决不同领域的复杂问题中，它们往往是以融合应用的方式出现，并在相互支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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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完成各自技术的演进和价值的提升[9]。在脱贫攻

坚时期，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精准

扶贫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为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提

供了坚实的信息化和数据保障[10]。近年来，随着技

术的不断进步，以数据和模型为驱动的理念，融合

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已

经成为全球各国政府优化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主流趋势[11⁃12]。顾名思义，防返贫数字

治理是指防返贫这项事务的数字治理，治理对象是

返贫问题，治理手段是数字信息技术，治理目标是

预防并消除返贫现象。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视角开展防返贫数

字治理能力提升的相关研究是对我国扶贫精准论[13]

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深刻理解把握党的二十大

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乡村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布局”等要求的可行路径。进一步，乡村振兴背景下的防返贫数字治理作为一个社会科

学范畴下的复杂系统治理问题也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提供了新的机遇。

一、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有关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方面已

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模式演化的向度来看，主要是初期阶段的

“单一技术应用”；演化阶段的“二项融合”，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区

块链”，以及由此自然演化而成的“三项融合”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1.“单一技术的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研究

在大数据应用与防返贫数字治理方面，随着数字乡村的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的数字化转型会产

生涉及农村社会治理、农业生产经营、居民生活行为，以及自然人居环境等各种海量数据[14]。大数据

技术可以作为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核心驱动力[5]，并能够聚焦每一位防返贫监测对象，形成

以人或家庭为中心的数据采集、管理、应用体系[15]；在区块链应用于防返贫数字治理方面，借助独特的

去中心化算法信任机制、时间戳和不可篡改等技术优势，区块链能够为防返贫帮扶提供全过程的可

信化“留痕”。智能合约可应用于返贫家庭身份确认、帮扶策略审批，以及帮扶相关资金的自动化划

拨等，能有效提高返贫帮扶过程管控和考核效率[16⁃17]；在人工智能应用于防返贫数字治理方面，以大

数据为基础通过结合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对隐藏在各类数据中的潜在返贫风险和已返贫人

口信息等实施及时和精准的挖掘[18⁃19]，能够实现对帮扶过程全程跟踪与动态退出的实时评价[6,20]。在

数字孪生应用于防返贫数字治理方面，从文献搜索情况来看，目前相关文章较少。数字孪生技术主

要应用于工业和城市管理中以物为主的信息物理融合管控[9,21]，但在农业农村领域也有非常广阔的应

用潜力[7,14]。

2.“单一技术的不足”：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需求逻辑

由于防返贫数字治理本身的特点，新一代信息技术中单一技术应用无法满足防返贫数字治理的

全部需求。首先，对于大数据技术来讲，防返贫问题本身具有复杂性，一方面某些脱贫户存在反复返

贫的可能性[22]，另一方面监测的瞄准对象和非瞄准对象状态之间也存在快速相互转换的现象[23]。因

此，传统基于大数据的防返贫数字治理模式在多部门数据整合、动态性和灵敏性等方面并不能适应

各地防返贫数字治理工作的需要。另外，尽管区块链技术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性、多主体博弈和外部

性方面理论上具有较好的表现[24]，然而，将现有防返贫数字治理相关数据全部“上链”管理以取代大数

据技术也不太现实。人工智能技术若单一应用于防返贫数字治理，则算法模型将局限于基于样本推

图 1 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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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总体规律的传统预测模型[18⁃19,25]。最后，在防返贫数字治理领域，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需要以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为支撑，才能够提供防返贫监测对象相对完整的数字足迹，使得防返贫

动态监测能够更快地、更准确地预测和预警已经出现或即将可能出现的返贫问题。

3.“技术的融合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研究

“大数据+人工智能”：彭玮等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提出了一种将警情自动分为“红灯、黄

灯、绿灯”的返贫预警机制[26]。孙壮珍等认为防返贫大数据平台从信息收集、预警、审核、帮扶、销号等

防返贫数字治理全过程进行监控，有助于形成防返贫机制不断智能修正调适的闭环[5]。

“大数据+区块链”：张利华等提出了一种基于区块链，依托智能合约和星际文件系统技术存储

和共享扶贫数据的方案，以区块链的开放性、加密性和隐私保护等技术特点弥补了单纯使用大数据

技术在防返贫数据社会共享方面的不足[27]。

“人工智能+区块链”：谢治菊等对比了区块链、大数据和传统的扶贫监管方式之间区别，认为区

块链和智能合约具有突出的去中心化、动态实时、可追溯等优势[16]。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这种模式虽暂未在文献上被明确提出，但从逻辑上来看，它是上

述三种“二项融合”模式的自然演化和综合。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这种模式在现有文献中虽并未见到，然而从理论上

来讲，这种模式有利用促进防返贫数字治理过程中的虚实互动，形成数字空间与农村社会物理空间

之间的交互反馈。整个防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将能够形成具备“自我”调适功能的“感知-分析-决

策-执行”闭环[9]。

当前学界在数字乡村发展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助力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方面的研

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热门技术单类或两两融合应用

方面。而从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融合的演化向度来看，数字乡村背景下的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还有

较大的提升潜力。与此同时，各地开展防返贫数字治理实践也对相关理论和方法提出了迫切需求。

因此，本文试图梳理当前全国防返贫数字治理面临的普遍挑战，以及数字乡村建设与新一代信息技

术融合应用的关系；提出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四项融合”模式，

探究并设计这种模式下进一步促进防返贫能力提升的机理和逻辑框架，并据此提出实现路径。

二、数字乡村背景下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面临的挑战

随着我国农村地区从脱贫攻坚战略向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衔接与换挡，防止返贫也从原先的兼

顾型任务演变为了重点型任务。国家设置了五年缓冲区，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从而为更好地推进

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2]。由此，乡村振兴战略对我国农村地区的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在国家先后出台的《关于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见》《数字乡村

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政策文件中，特别强调要建立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机制，依托防

返贫大数据监测平台，对重点对象进行常态化监测帮扶，对各种易返贫人群进行风险监测预警和提

前干预。然而，相对于城市，我国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较突出，尤其是在作为治理能力

现代化关键支撑基础的数字化转型方面更显得更为落后，例如数字基础设施、农民数字技能、农村产

业数字化等方面都存在突出问题[14]。乡村振兴背景下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主要面临以下四个方

面的关键挑战。

1.在数据基础方面推进不够

返贫人口的快速发现和响应是防返贫数字治理的关键和前提所在[4]。目前，返贫人口的发现主

要是三种途径：一是多部门数据比对；二是基层干部定期跟踪回访；三是农户自主上报。在具体防返

贫监测工作中，一般来说，这三个途径相结合构建了现有的防返贫监测大数据的数据采集基础[5，28]。

然而，在防返贫监测的具体实践中很难真正做到理论上所设想的真正大数据支撑。这种问题主要体

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多部门相关数据以静态数据为主，就整体而言，数据可得性和可靠性缺乏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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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其次，由于在生活方式上与现代信息社会脱轨，易返贫人口容易脱离大数据监测框架，从而导

致返贫态的自我屏蔽[29]，如此又将进一步导致易返贫人口在多部门数据库中的数据稀疏问题；再次，

基层干部定期跟踪回访机制很难实现对返贫人口的及时甚至超前发现；最后，当前我国农村农户自

主上报的渠道以及身份核查机制也并不健全。可见，尽管大数据驱动的防返贫监测已经在我国部分

地区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但就整体而言，由于监测信息全息化和动态化的不足，制约了防返贫数字治

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2.在预测预警方面应用不深

防返贫数字治理强调围绕着返贫风险和事件开展预测和预警。从全国各地实际需求的落实情

况来看，当前防返贫数字治理相关研究对脱贫人口返贫预测预警存在应用不深的问题。这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

首先，仅聚焦对已返贫家庭的识别，缺乏对将返贫家庭的预测。目前的研究和各地的实践大多

是对已返贫家庭进行识别，而对将返贫家庭的预测缺乏超前性。当然，作为乡村振兴阶段的防返贫

数字治理，能够实现对返贫家庭的事后精准识别是基本配置，而对返贫问题的超前预测和提前干预

较前者要更具社会价值。就目前的事前预测方法和实践来看，当前研究仅能做到对返贫因素的粗粒

度识别和返贫风险的定性分析[6]，无法在返贫时间和具体因素方面提供进一步的参考。

其次，预测预警的数据来源较单一，缺乏多源异构数据的融合。全国大多数地区防返贫数字治

理所依据的数据主要为建档立卡和普查等数据，来源比较单一，缺乏返贫预测预警所需的多维度特

征信息。部分有条件的地区能够整合各行业部门的结构化数据，如公安、工商、金融、卫生、农业等部

门数据，但这些数据也往往以静态为主，数据的时间颗粒较大、也不统一，无法满足预测预警实时或

准实时的现实需求。在国内外贫困识别研究中被证实有效的移动通讯[30]、用电情况[31]、夜光遥感[32]、

高分辨率遥感[33]等数据在国内防返贫数字治理中未得到普遍应用。

最后，仅基于历史数据的统计学习，缺乏其他方法的尝试。当前返贫预测预警主要采用的是基

于统计学理论的机器学习方法，例如随机森林[19]、支持向量机[20]、隐马尔可夫模型[18]、神经网络[34]等，这

些方法取得了不错的识别和预测效果。然而，这些统计学习方法能够泛化能力的前提是训练数据能

够反映真实样本空间中的实际分布情况[35]。在现实中，即使在大数据支撑的应用场景下，这种假设也

很难得到有效保证。因此，其他非统计学的方法，例如基于微分方程组的动力学方法[36]和基于Agent
的人工人口方法[37⁃38]，能够在方法论上对返贫预测预警进行有效补充。

3.在精准施策方面研究不透

在实践中，对返贫农户的帮扶往往具有多维性，即一旦返贫家庭身份得到确定，在现有的防返贫

帮扶体制下，返贫家庭将得到来自政府众多部门的政策、资金、就业、农产品销售渠道等多个维度的

帮扶[28,39]，形成了面向该返贫家庭的帮扶策略组合，从而在定性层面上可以较大程度地确保返贫农户

家庭尽快脱离贫困。但是，对于国家在多个相关文件中针对防返贫工作提出的干预及时性、帮扶常

态化和扶志“造血”等要求，需要面向帮扶策略组合进一步地研究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够不

够”的问题，即聚焦返贫人口，研究帮扶策略集合能否及何时最终实现脱贫不返贫；第二是“多不多”

的问题，即对于帮扶策略组合，需要聚焦帮扶对象的实际困难，研究如何确保提供的帮扶手段“恰到

好处”，又在“药到病除”时及时取消；第三是“对不对”的问题，即帮扶策略组合对于帮扶对象是否具

有促进其脱贫主动性和致富“造血”的功能，需要进行预见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分析。目前这三个方面

问题大多是依靠帮扶人员的经验来解决，普遍缺少更可靠的系统性和预见性，而新一代信息技术提

供的预测仿真能力能够更精准地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支持。

4.在过程管控方面支撑不足

将返贫人口发现、风险预测预警、核查与动态帮扶以及动态退出等环节形成一个不断积累循环、

调适的闭环，是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下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的原始诉求和自然逻辑[5]。以

其中一类具体场景为例：某脱贫户在用医保进行结账，系统能够根据疾病类型和支付金额等信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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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返贫预测模型进行识别和预警；接着，系统将动态生成入户核查工单，并自动推送给村委会和基层

干部，由基层干部进行核查；核查完成后，系统根据核查信息进一步优化模型，以形成精准帮扶的最

优策略组合推荐方案，并推送给基层帮扶人员以及参与帮扶的相关行业部门；在帮扶过程中，系统会

定期从相关部门数据库自动抽取或要求相关帮扶人员填报信息，以作为帮扶效果持续监控的依据；

最后，对于已经达到脱贫条件的返贫家庭，将实施动态退出机制，系统根据帮扶执行实际数据更新帮

扶策略等相关模型，从而持续动态提升系统在返贫人口发现、风险预测预警、最优帮扶策略组合推

荐，以及动态退出等环节的模型精准性。

要确保上述闭环调适机制的形成则重点需要两个方面的前提条件：第一，帮扶过程数据要完整、

安全、可信；第二，帮扶过程各环节之间的控制链条完整，便于过程的智能化辅助管控。然而，从各地

实际情况来看，我国防返贫监测存在数据重静态轻动态、信息管理重监测轻帮扶、过程管理重“留痕”

轻可信等问题，过程管理数据不具有透明性和不可篡改性。这些问题都对全过程管理的协同性和可

信性以及全程的智能化造成了影响，进而导致防返贫动态治理缺乏自我优化调适的关键能力。另

外，防返贫全过程涉及返贫边缘农民的大量隐私信息。这些信息如得不到妥善管理与保护，不仅将

制约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更影响广大农民切身利益和国家信息安全。

三、数字乡村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助力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

自 2018年起，连续五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数字乡村战略发展提出明确要求[40]。近期发布的《数

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更是对“十四五”期间数字乡村重点任务从八大方面进行了梳

理和细化（图 2）。从总体上来看，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作用就是为了“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乡村振兴的

驱动引领作用，整体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

发展”。随着数字乡村战略在“三农”领域的全面纵深，我国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也将会得到进一步

地拓展升级。

1.数字乡村建设将全面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所需的信息化总体水平

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水平也直接成为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的“天花板”。

数字乡村的建设具有普惠性特征，它能够有效弥补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14]。4G、5G移动和千

兆光纤等通信网络在乡村的进一步覆盖，将有益于基层对返贫监测家庭经济状况的及时核查反馈，

也能够确保农户主动上报返贫情况的有效途径。随着数字乡村的不断推进，数字化转型将在防返贫

监测家庭所处的各领域纵深，如交通、就业、电网、水网、教育、医疗、消费、金融等，这些易返贫人群将

产生更多的“数字痕迹”[29]，从而更有利于开展常态化地防返贫监测。

图 2 《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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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乡村建设将全面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所需的数字化参与程度

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薄弱是长期以来严重制约我国农村数字化转型的短板[14]。在传统农村社会

下，数字基础设施总量不足且分布不均，容易导致易返贫人口在大数据监测框架下的自我屏蔽[29]。数

字乡村战略实施引导的农村数字化转型将有利于提升防返贫监测家庭的数字素养，进一步地拓宽他们

主动融入现代数字化社会的渠道，并提升收入[41]。如此一来，一方面防返贫监测数据稀疏和可靠性等

问题将能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防返贫帮扶措施的实施过程和效果将具有更多元化的反馈渠道，从

而提高防返贫数字治理的动态调适能力[5]。同时，随着数字素养普遍提高，返贫边缘农民的隐私保护意

识也将不断得到加强，这也将有力推动防返贫数字治理中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机制的完善。

3.数字乡村建设将全面拓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所需的网络化应用场景

数字乡村建设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提供充分的“舞台”。从大数据应用的角度来看，农

村数字基础设施的拓展与延伸使得以返贫监测家庭为中心的多源异构数据种类更加丰富，高速的信

息传输网络和泛在的计算资源更有益于数据的采集、传输、集成与处理。数据驱动的防返贫数字治

理将具备更加完备、可靠的大数据基础。从人工智能应用的角度来看，在防返贫大数据的支撑下，随

着全国各地基层部门的计算能力整体提升，智能化驱动的防返贫数字治理将具有更加高效的模型运

算能力。智能化防返贫数字治理不再是某些发达地区的特有能力，我国西部等欠发达地区也能够借

助数字乡村发展的“东风”，较快补齐智能化短板。从区块链应用的角度来看，随着普惠金融在农村

地区的深化，区块链技术将能够惠及易返贫家庭，并成为返贫家庭获得相关保险、贷款等公共服务的

基本配置[42]。从数字孪生应用的角度来看，数字乡村中的智慧农业创新发展将会带动数字孪生在“三

农”领域的应用[7，14]。

四、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对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的影响机理

1.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助力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的总体逻辑

新一代信息技术之所以能够助力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其背后的根本驱动力来自常态化防

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实现需求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图 3）。从防返贫动态监测和

帮扶机制的内在逻辑[23]、实践经验[5⁃6]和国家相关文件具体实施要求来看，防返贫数字治理需要包括动

态数据整合、返贫家庭预测预警、返贫家庭身份确认、精准施策、过程管控以及动态退出等关键过程。

这些关键过程与返贫监测对象的过去状态、现在状态和未来状态之间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例如，

返贫家庭预警预测过程需要基于返贫监测对象的过去状态对返贫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识别，基于当

前状态对已返贫的家庭进行识别和预警，基于未来状态可以对将返贫的家庭进行预测。从精准施策

的角度来看，防返贫监测对象的现在状态能够提供帮扶的具体需求，而未来状态可以提供最终帮扶

效果的参考。对于返贫家庭身份确认、过程管控和动态退出，则均是基于防返贫监测对象的现在状

态。然而，在实际农村社会物理空间中，防返贫监测对象只存在现在状态，并不存在过去状态和未来

状态，如此也就造成了机制实现需求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认识，也就不难理解，当前部分地

区将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引入防返贫数字治理[5，16]，正是为了从数据层面解决实际农村社会物理空间

中防返贫监测对象的过去状态和未来状态不存在或过去和现在状态不准确的问题。但需要注意的

是，由于数据采集方式的欠缺，数据所承载的防返贫监测对象的过去、现在、未来状态信息并不连续，

进而导致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所基于的返贫监测群体数字化映像与现实中的防返贫监测群体存在

不对称的问题。正是这种不对称使得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有了提升的动力，并驱动新一代信息技术

不断进行融合尝试。

在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为

当前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中存在的上述不对称问题提供了合理、自然的解决思路（图4）。

从整体上来讲，数字孪生技术为农村社会物理空间中的防返贫监测对象建立了虚拟实体和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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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空间。在大数据和行为模型的双驱动下，防返贫监测对象的虚拟实体能够像真实实体一样

进行连续、动态地自我演化。同时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撑下，虚拟实体同时具有

过去状态、现在状态和未来状态的全部可信信息。如此，智能化防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也就自然演

变为在大数据和智能模型双驱动下的虚拟社会空间与物理社会空间之间的高度集成与双向校准过程：

动态监测过程是物理社会空间中的数据整合到虚拟社会空间，虚拟社会空间向物理社会空间校准；而

帮扶过程则是虚拟社会空间中的数据整合到物理社会空间，物理社会空间向虚拟社会空间校准。

2.监测数据全息化与动态化，构建易返贫人口快速发现和响应机制

数据的全息化和动态化是构建易返贫人口快速发现和响应机制的前提和关键[5]。新一代信息技

术融合应用于防返贫数字治理不仅可以在空间等维度上消除数据的稀疏性，而且可以在时间维度上

使得数据从静态变为动态、从离散变为连续。智能化防返贫数字治理所需的大数据基础不再单纯是

对监测对象各种状态的采样和近似，而是等比例复制的监测对象数字化的、“活”的虚拟实体。如此，

与传统的防返贫动态监测大数据平台依据的“物理实体-大数据”关系结构相比，新一代技术融合应

用下的防返贫监测更强调“物理实体-大数据-区块链-虚拟实体”的交互结构（图 5）；防返贫大数

据的内涵和定位得到了进一步地明晰和扩展。此外，虚拟实体将具有比物理实体更庞大的信息量，

包括监测对象的过去状态集合、现在状态集合以及未来模拟状态集合等。并且监测对象的这三种状

态是以连续的形态存在，与单纯依据“物理实体-大数据”结构的传统机制来讲，新的交互结构更能

够满足返贫人口快速发现和响应的现实需求。

图 3 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需求与现实矛盾的分析

图 4 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下的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的机制与总体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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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测预警超前性和精细化，形成返贫前风险预测返贫后状态预警机制

在防返贫动态监测机制中，返贫预测预警需要开展返贫因素与风险分析、已返贫家庭识别与预

警以及未返贫有返贫风险家庭预测预警等[6,18⁃19]。预测方法主要包括数据驱动的方法、模型驱动的方

法、模拟驱动的计算实验方法等三大类[43]。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下的防返贫预测预警采用数据

和模型双驱动模式，根据监测对象虚拟实体在数字化空间中仿真演化所基于和产生的各类真实和仿

真数据，在模型驱动下完成返贫因素分析、已返贫家庭识别和返贫风险预测预警等功能。在数据和

模型双驱动模式下，预测预警机制采用以全息化和动态化的大数据支撑，形成在机器辅助下的人为

主体的预测预警和在人的参与下的机器为主体的预测预警的双重保障架构，以“人在环中”[44]的方式

使得监测对象返贫的预测预警能够具备较好的超前性和精细化。

4.帮扶措施系统性和预见性，形成具有系统预见性的帮扶措施推荐机制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支撑下，帮扶措施能够在实际应用于监测对象之前，优先基于监测

对象虚拟实体开展各种可行性实验。这种基于计算实验的方法能够有效避免对现实世界中的监测

对象直接进行实验[7]。同时，虚拟实体实验结果可以作为依据来对帮扶措施的可行性、经济性和时效

性等进行综合评判，从而为帮扶人员和返贫家庭提供更具预见性和参考价值的帮扶措施及其执行方

案。另外，基于监测对象虚拟实体的实验还可以对来自多个部门的多种帮扶策略的叠加效果进行模

拟仿真，以研究虚拟实体的脱贫过程对各帮扶策略的敏感度等。由此，这些计算实验可以解答返贫

家庭需要什么样的帮扶策略组合、这些帮扶策略组合和执行方案是否最优、这些帮扶策略组合是否

社会成本最低以及如何执行帮扶策略能同时促进返贫家庭尽快脱贫和扶志扶智。

5.过程管理协同性和可信性，构建返贫人口发现与帮扶的动态调适闭环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防返贫数字治理将随着农业农村的发展体现出社会问题治理的复杂性。防

返贫数字治理机制只有被赋予反馈闭环和动态调适的能力，才能够不断适应复杂的变化并不断增强

自身的适应性[1,5]。以往传统的防返贫数字治理机制主要强调大数据融合和预测预警，而与其后帮扶

执行过程的衔接则关注甚少，导致预测预警和帮扶执行过程成为“两张皮”，从而降低了机制的智能

性和实用性。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支撑下，区块链技术的集成使得在物理社会空间中的各

主体，如诸多基层政府部门、基层帮扶人员、返贫家庭，以及社会力量等，能够在去中心化的协同机制

下共同推进帮扶对象的脱贫进程。同时，借助于区块链的不可篡改和时间戳等特性，帮扶的全过程

可以做到自动“留痕”和“举证”。更进一步，智能合约的自动化执行能力可以加快多主体的在线审批

和资金等要素的转移支付效率[16]。基于区块链的帮扶过程数据又能作为防返贫数字治理中大数据和

数字孪生的可信数据来源，助力防返贫数字治理全过程管控形成动态调适闭环。同时，通过聚焦防

返贫全过程建立完整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机制，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够消除制约能力拓展与提升的

信息安全风险短板。

图 5 防返贫监测对象的“物理实体-大数据-区块链-虚拟实体”交互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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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一代信息技术助力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

1.统筹协调，实现防返贫数字治理与数字乡村的融合全面提升现代化水平

尽管当前全国各地的防返贫数字治理实践大多都使用了信息化技术，但从整体上看，缺乏系统

化思维与规划的问题依旧突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充分和正确认识防返贫数字治理和数字乡村之间

关系是前提条件。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将扮演重要作用[7，14]。在近期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文件中，特别强

调了要建立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机制。可见，新一代信息技术助力下的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

既是数字乡村发展的部分重点任务，更是数字乡村发展成果作为整体支撑农村社会治理能力转型升

级。因此，各地在开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于防返贫数字治理机制建设时，要注意与数字乡村

发展相协调，既保持防返贫数字治理在数字乡村的框架下开展能力提升，又确保前者对后者建设成

果的全面吸收、融合，避免信息孤岛的出现[43]。同时，借助数字乡村建设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数据

资源开发与管理、乡村数字产业化、乡村产业数字化以及乡村治理数字化方面的全面推进[40]，防返

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管控下的资源能够获得持续地丰富，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能够得到持续优化、提

升（图6）。

2.思路转变，推进防返贫数字治理向数据驱动和虚实结合的模式换挡升级

各地在防返贫数字治理实践中普遍缺乏数据思维和模型思维，从而导致在返贫识别、预测预警、

精准施策等方面科学性、超前性和精准性不足[5,45]。当前，在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不

断带动下，社会问题治理的思维模式在哲学层面也发生了重大转变[45]：原先人力驱动的政务问题被转

换成数据驱动问题，集中式、多层级的决策问题也逐渐呈现向扁平化、去中心化的计算问题转化的趋

势。随着数字孪生和信息物理系统等技术[9]的不断应用，以往聚焦物理社会空间的单维治理，也转化

为虚拟社会空间和物理社会空间双向融合映射、互相逼近的“虚实结合”治理模式[14]。随着新一代信

息技术融合应用的深入，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首先需要社会各界，尤其是各级相关政

府部门，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进一步地完成从信息化到数据驱动[45]，从单纯数据驱动再到数据和

模型双驱动的治理思路的跨越转变[43]。从整体来看，转变后的防返贫数字治理更强调农村物理社

会空间和农村虚拟社会空间之间的三次映射[14]（图 7）。因此，各地的防返贫数字治理需要以本轮数

字乡村建设为契机，通过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在不断地提高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的同

图 6 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与数字乡村融合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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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加强防返贫数字治理思路向数据驱动和虚实结合的模式换挡升级。

3.规划引导，促进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从

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转型升级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导致

我国各地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也出现严重的发

展不平衡问题。要解决这一现状，就需要借助

数字乡村发展，以农业农村整体数字化转型为

依托[14]，分阶段逐步带动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的

全面提升。结合我国农村当前现实来看，防返

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图 8）：

首先是初级阶段，对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来讲，

通过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工作和脱贫普查的

大力推进，在多级政府共同发力下，各地已完成

了防返贫监测对象静态数据的收集与建库。同

时，不少地区也普遍建立防返贫监测“网格员”机制，实现监测对象动态信息并定期采集。但是，仍有

相当部分地区数字化发展水平较低，基层政府部门数据的“稀缺性”问题也较为严重，同时又由于标

准化和基础设施等问题，这些基层部门之间数据融合与更新也较为困难，“信息孤岛”现象十分突

出[46]。在预测预警方面，尽管部分地区采用了机器学习等算法手段，但数据驱动能力不足，大多是一

年或半年计算产生一次监测对象名单。数据采集、预测预警，以及帮扶执行等过程在数字化过程管

控方面相互脱节，缺乏集成。其次是中级阶段，对于数字化转型发展较快地区的基层政府部门，与处

于初级阶段的地区相比，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多部门数据采集、融合和更新机制等问题，但数

据的动态性和“稀缺性”问题仍较为突出。最后是高级阶段，随着数字乡村的全面推进，多部门数据

的动态性和完整性进一步提高。与建档立卡等静态数据和“网格员”等人工采集数据相比，防返贫监

测相关的动态数据在数量、质量等方面可占据主导地位。虚拟实体能够在数据和模型双驱动下开展

预测、预警、帮扶策略仿真与推荐以及帮扶过程动态管控和调适。防返贫数字治理从监测到帮扶全

过程形成了高度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闭环。

4.多级联动，促进国家级平台资源与省市县平台信息资源的融合互通

数字乡村建设主要是聚焦基层农村，而防返贫数字治理需要充分整合国家、省、市、县、乡村等各

级相关资源。随着全国各级扶贫办的转型与乡村振兴局的挂牌，我国防返贫相关资源横向上得到了

进一步地集中整合。从各级乡村振兴局掌握的数据来看，国家级平台掌握全国建档立卡和脱贫普查

等静态数据，而部分省级和基层平台掌握多部门的部分动态数据，基层人员如“网格员”采集的数据

主要在基层平台数据库中。因此，要进一步提升防返贫数字治理智能化水平，政府相关部门则需要

图 7 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助力防返贫

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的三次映射

图 8 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助力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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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纵向上融合分布在多级平台中的动态、静态、人工采

集等防返贫数字治理数据。同时，从帮扶执行过程来

看，这部分工作主要是由基层政府乡村振兴部门主导

推进完成。因此，帮扶执行过程的数字化管控需要在

基层建设或省市统一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地集成到

防返贫数字治理平台资源的纵向结构中，形成全国多

级联动、融合互通的智能化防返贫数字治理格

局（图9）。

5.过程可信，推动可信的智能化防返贫监测帮扶

保障体系的全面构建

我国当前的防返贫数字治理存在数据重静态轻动

态、信息管理重监测轻帮扶、过程管理重“留痕”轻可信

以及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机制不完善等问题。2015
年，国务院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提出要求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

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管理新机制[45]。数据是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支撑下的智

能化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的核心驱动力，而数据的可信性又是这种核心中的核心。只有将防返贫监

测相关的全部信息以真实、高质量、无稀缺的数据形态采集、传输、存储和应用，才能够确保模型驱动

下的返贫监测对象预测、预警、帮扶策略组合推荐和动态调适等服务的精准性以及实际帮扶过程的

有效性等。因此，在进行多部门数据融合时需要进行数据校验、识别和剔除噪声和错误数据，提高数

据的真实性；同时对于基层人员定期跟踪回访采集的数据和农户自主上报信息也需要根据多部门数

据以及AB组核查等方式进行交叉互验，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尤其是，帮扶过程的“留痕”信息，需要通

过区块链等技术，以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的技术手段确保过程数据真实可靠，从而为模型优化和帮

扶策略过程动态调适提供高度可信的数据和过程基础（图10）。

六、结 论

本文从数字乡村发展背景下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

视角，对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的研究现状、面临的挑战、提升机理和基本实现路径等进行了探讨和阐

释。通过对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需求与现实矛盾的分析研究，发现现实物理世界始终监测对象

的现在状态，缺乏过去状态和未来状态。然而，防返贫数字治理中返贫家庭预测预警、精准施策等过

程需要监测对象同时具备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状态。这一矛盾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进一步融合应用

于防返贫数字治理提供了根本需求和持续动力。本文提出数字乡村发展下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和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四项融合”模式为解决这种矛盾提供了解决方案：通过构建一

个与农村社会客观情况高度仿真与同步的易返贫人群的“数字孪生”世界，以及与实际帮扶过程双向

图 9 国家级平台资源与省市县平台

信息资源的融合互通

图 10 提高防返贫数字治理数据真实性与可信性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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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的模式，形成在虚实双向互动架构下，融合大数据和智能模型双驱动、实时预测赋能、去中心化

决策与帮扶过程精准管控的智能化防返贫动态监测与帮扶机制。在此机理研究的基础上，从统筹协

调、思路转变、规划引导、多级联动、过程可信等五个方面提出了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的实施路

径。通过加强数字乡村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中的融合应用，全国防返

贫数字治理的整体能力能够得到持续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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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and Path to Improve Digital Governance Capacity for 
Prevention of Relapse into Poverty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New IT

WANG Xin，WANG Wensheng，GUO Leifeng

Abstract Preventing the return to poverty is the basis and prerequisite for consolidating and ex⁃
panding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and effectively linking them with rural vitalization，and the effective im⁃
provement of digital governance capacity of preventing the return to poverty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
cance for high-quality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lication of 
New IT， there are four major problems in preventing return to poverty，namely,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multivariate data, poor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imperfect research on 
coordinated and precise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insufficient  support  for dynamic monitoring and 
control. The growth of digital countryside can promote the overall level of informatization，digital partici⁃
pation degree and network application scenarios，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he inte⁃
grated applic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help prevent poverty or the return 
to poverty. A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evolve and 
upgrade，driven by the digita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e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block 
chain，artificial intelligence，digital twin can provide a new mean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anti-poverty digital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improvement of anti-poverty digital gover⁃
nance capacity is not only one of the key tasks of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but als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supported by the achievements of digital rural develop⁃
ment as a whole. By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New IT，it can construct a “digital twin”
world of the population vulnerable to returning to poverty that is highly simulated and synchronized with 
the real situation of rural society. Through the two-way interaction of virtual and real space as the core 
evolution mode，the system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mechanism with three mapping as the main line 
can be form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poverty prevention.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lligent anti-poverty 
digital governance will have the key capabilities of being driven by big data and intelligent models，en⁃
abling real-time prediction，decentralizing decision-making and precisely controlling the helping process. 
The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level of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poverty alleviation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this paper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digital governance ability of preventing 
returning to poverty through five paths： change of thinking，planning and guidance，multi-level linkage，
credible process and overall coordination.

Key words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verty； new IT； digit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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