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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字乡村研究前沿热点与建设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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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给我国数字乡村后续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提供参考，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使用

CiteSpace软件对 2016―2021年CSSCI来源期刊上有关数字乡村研究的 804篇文献绘制了知识图谱，并基于文

献计量结果对数字乡村核心知识元素、前沿热点和话域主题展开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数字乡村研究和

建设实践具有四大特征，即以历史任务为主线、数字信息技术为依托、经济建设为重心和多维领域共同发力。从

数字乡村研究力量、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重点任务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展望，并对数字乡村建设实践提出了 6条
系统性对策建议，即拓宽乡村数字化振兴路径；打造乡村良好数字生态环境；提高数字农业建设质量与效益；强

化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提升乡村数字治理绩效；坚持多维领域纵深推进。

关键词 数字乡村；CiteSpace；话域主题；热点分析；乡村振兴；乡村建设；建设特征

中图分类号 F323；F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21（2022）03-0011-09

在全球新一轮技术变革背景下，以人工智能、区

块链、云计算、大数据、5G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

应用到农业农村领域，促进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发

展。2019年 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数字乡村建

设的总体要求和战略目标，要求进一步发掘信息化

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潜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020年9月，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公布首批国家

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标志着数字乡村战略进入

全面推进阶段。2021年 9月国家七部委组织编制了

《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1.0》，指导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

数字乡村的建设、运营和管理，综合考虑本地实际，

因地制宜、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我国数字乡村

建设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

的重要内容，对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数字乡村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夏显力等［1］

研究了数字乡村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思

路和路径。殷浩栋等［2］提出了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

的推进策略。曾亿武等［3］总结了中国数字乡村建设

的概念和内容框架、理论逻辑与基本路径。肖若晨［4］

分析了大数据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问题与对

策。沈费伟等［5］阐明数字乡村的实践逻辑，提出了大

数据时代促进数字乡村治理绩效的优化策略。另

外，腾讯、阿里巴巴、中国联通等企业推出了一些有

影响的建设模式及经典案例，如“腾讯为村”探索“移

动互联网+乡村”的赋能模式；阿里巴巴“乡村钉”建

立“互联网+”数字乡村治理模式，提升乡村治理效

率和效果；中国联通打造数字乡村综合信息服务平

台，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搭建智慧金农平台助力实

现农业产融结合。这些为数字乡村后续研究提供了

借鉴。

现阶段学者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仅有崔

凯等［6］设计了数字乡村建设视角下乡村数字经济评

价指标体系，但是没有进行实证分析，缺乏从定量角

度对数字乡村研究内容与成果的归纳与总结。此

外，现有数字乡村研究成果多产生于数字乡村发展

战略提出之后，对近年来数字乡村发展演化轨迹和

研究热点的探讨较少，且少有研究对数字乡村建设

特征进行分析。因此，本研究利用CiteSpace绘制数

字乡村相关研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结合定量和定

性的分析手段厘清该领域的主要话域主题及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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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分析核心知识元素、前沿热点以及建设特征，

展望其未来研究趋势，有助于为我国数字乡村的研

究与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1 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1.1 研究方法

作为文献计量学的重要方法，知识图谱以知识

域为对象，将知识群落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可视化的

图形和序列化的谱系呈现。CiteSpace是基于 JAVA
程 序 语 言 编 写 的 一 款 可 视 化 分 析 软 件 ，使 用

CiteSpace绘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及数据统计结果，

有助于厘清数字乡村相关研究领域中的作者及机构

间发文情况、数字乡村知识域中的核心知识元素、研

究的前沿热点及主要话域主题等［7-8］。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基于研究目的、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及研究进展

等因素考虑，本研究的数据获取策略为：在中国知网

高级检索页面，选择“学术期刊类”文献，来源类别勾

选“CSSCI”，设定检索时间范围为 2016至 2021年，

然后进行主题词检索（检索日期为 2021年 8月 23
日）。依据《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对数字乡村的

定义：“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

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

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

进程”，采取核心主题词搭配式检索方法，初步获得

文献共 1 687篇，经人工筛选，剔除非学术研究型以

及与主题不符的文献后，得到 1 321篇文献。使用

CiteSpace 5.8.R1转换数据格式并去重后共得到 804
篇文献的相关数据。将最终数据集导入 CiteSpace
5.8.R1，在主界面设置时间切片为 1，将 2016―2021
年分成 6个时段，与检索时间范围对应，图谱节点选

择标准设置为 k=25，网络剪裁方法勾选 Pathfinder
and pruning sliced networks，其他均设置为默认选项。

而后分别绘制发文作者共现图、发文机构共现图、关

键词共现时区图、关键词主题聚类图和关键词突现

列表等，并对初步生成的图谱和列表进行调整优化，

以供本研究深入分析使用。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文量与发文主体分析

2016至 2021年数字乡村相关研究 CSSCI发文

共 804篇，其中 2016年发文 80篇，此后发文量逐年稳

步增长，2020年发文量达到 190篇，至 2021年 8月 23

日该年度发文量已经达到 142篇，预计未来仍将保持

迅猛增长趋势。使用CiteSpace分别绘制发文作者和

发文机构共现知识图谱，结果显示，近 6年数字乡村

相关研究发文量较高的作者有李瑾、冯献、沈费伟、

王继新等，发文量较高的机构有中国农业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和人文与发展学院、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

理与法学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全域

发文作者和全域发文机构间合作程度都偏低。

2.2 数字乡村核心知识元素分析

使用CiteSpace绘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同时

生成关键词词频及中介中心性列表（中介中心性可

以测度网络节点的重要性，其值越大代表该关键词

在整个知识域中起支点作用）。关键词能够反映一

篇文章的核心重点，高频次和高中介中心性的关键

词反映该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及主题转承，刻

画出数字乡村相关研究的核心知识轮廓。筛选出排

名前 5的高频次和高中介中心性的关键词，去重后合

计 7个：“互联网+”“大数据”“信息化”“数字乡村”

“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电子商务”，它们是当前数

字乡村知识域中的核心知识元素。其中，互联网+、

大数据、信息化是数字乡村知识域中数字技术类元

素，“互联网+农村经济”“互联网+现代农业”“互联

网+社会组织”“互联网+公共服务”“农业大数据”

“农村信息化”“教育信息化”等关键词反映了融合型

数字技术赋能向数字乡村建设各维领域的纵深推

进，相应赋能模式、实践路径与策略值得深入研究［9］。

“数字乡村”是相对新颖的术语，但词频增长迅猛。

数字乡村实践内容不断拓展的同时，其相关概念也

逐渐清晰化，一系列新的“数字”家族词汇相继出现，

“数字”一词逐渐占据学术术语主导地位。实施数字

乡村战略是实现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数字乡村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供路径支撑，数字乡村自身

的多维数字赋能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推动力［3］。

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情况，对贫困农户进行

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扶贫方式。在精准

扶贫整个历史过程和各个维度中，“数字化”无处不

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通讯与信息技术

为“三个精准”的实现发挥重要赋能作用，精准扶贫

的过程应是数字乡村建设过程的一部分。 电子商务

中的乡村电商是乡村数字经济的典型代表之一，它

是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途径，在精准扶贫和

乡村振兴过程中助力作用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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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字乡村研究前沿热点分析

关键词突现是指关键词在某一时段频次变化剧

烈，这种突增现象能够反映该研究领域各时段的前

沿动向。对当前仍处于突现期的关键词进行深入分

析，能够获得当前数字乡村相关研究的前沿热点及

潜在主题转承方向。使用CiteSpace生成关键词突现

列表，通过多次调整 Sigma值（Sigma的取值范围

是 0~1，取值越小，突现强度门槛越低，所获得的突

现关键词越多），筛选出突现强度大于 1且当前阶段

仍处于突现期的关键词，进一步分析关键词词频变

化趋势，筛选出词频处于增长阶段且累计词频≥6的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数字

经济”“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治理”“数字鸿沟”，它们

是数字乡村相关研究的前沿热点。基于这 7个热点

关键词的词名特征以及与它们紧密共现的关键词特

征可知，数字乡村相关研究前沿热点话题的数字化

特征十分明显。与数字乡村全域视角下的核心知识

元素相比，数字乡村前沿研究聚合性更强，数字化融

合特征更明显，数字赋能方向更清晰，数字技术嵌入

度更高。

高质量发展探讨的是数字乡村发展质量问题，

数字乡村建设需要在各维度提高发展质量，从而实

现整体高质量发展目标。现有“高质量发展”的探讨

主要针对数字经济和数字农业方面。楚明钦［10］分析

了数字经济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

问题并给出发展对策。马晓河等［11］提出了加快“互

联网+”推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政

策建议。齐文浩等［12］认为数字经济是助推乡村经济

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刘元胜［13］提出了我国

特色农业高质量数字化转型道路及实现对策。张鸿

等［14］构建了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实

证表明我国数字农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高质量发

展作为当前的前沿热点，未来将进一步向数字乡村

建设各维度渗透。

数字农业、智慧农业是农业信息化发展的高级

阶段。数字农业将信息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用现代

信息技术对农业对象、环境和全过程进行可视化表

达、数字化设计、信息化管理。智慧农业建立在数字

农业基础之上，是智慧经济形态在农业中的具体表

现。将数字（智慧）农业与农业产业链、信息化、高质

量发展、乡村振兴一起探讨较多。成德宁等［15］认为

“互联网+农业”促进农业产业链改造升级，物联网

技术促进农业生产智能化，电子商务创新了农产品

销售模式，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促进农村金融服务

发展。张在一等［16］认为信息赋能是农业产业各环节

改变的关键，“互联网+”重塑农业的本质是让农业

不断向着服务化的发展模式转变。曹冰雪等［17］给出

了智慧农业的概念定义，并基于调查数据，系统分析

了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龙江

等［18］认为智慧农业是未来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依

托“互联网+”发展战略，智慧农业呈现“销售模式增

多、电商主体增多、产品附加值增多、政策支持增多”

的繁荣态势。

数字经济在数字乡村知识域中渗透较广，尤其

是与数字农业、数字普惠金融、电子商务、旅游业、返

乡创业的探讨联系紧密，并依托数字技术服务于精

准脱贫和乡村振兴，其经济属性是数字乡村建设的

重心所在。乡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数字乡村发

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共同的要求。数字普惠金融

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应当继续完善数字普

惠金融服务体系，强化对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

战略的促进作用［19-21］。

当前，数字治理研究主要针对数字赋能乡村治

理维度。赵秀玲［22］将 21世纪以来的中国互联网乡

村治理发展分为 3个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互

联网治理不断走向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相关制度

机制建设得到政府高度重视。冯献等［23］基于实践调

查数据，研究我国乡村治理数字化的现状、需求和发

展对策，对完善我国乡村数字治理体系起到借鉴意

义。沈费伟［24］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的技术赋能

乡村治理是大势所趋，应当从个人、组织和社区 3个
层面提升乡村技术赋能绩效，助力乡村有效治理。

此外，还有学者对“互联网+乡村”治理格局、模式及

策略等进行了深入探讨［25-28］。

数字化进程中，不同主体和行业由于对网络信

息技术的拥有、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

成的信息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趋势即为“数字鸿

沟”。在数字乡村知识域中，主要探讨的是城乡之间

的数字鸿沟。吕普生［29］在解读城乡数字鸿沟及其带

来的问题基础上，从可行能力框架视角解读数字乡

村战略实施路径。

2.4 数字乡村话域主题及建设特征分析

在CiteSpace聚类图谱中，使用模块化值Q和剪

影值 S来判断聚类结果的稳定度，当Q＞0.3，表明聚

类显著，当S＞0.5，表示聚类可信，Q、S值越大，聚类

越显著、越可信。使用CiteSpace绘制关键词聚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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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图谱，模块化值Q=0.700 6，剪影值S=0.920 6，聚
类效果良好，共形成 12大话域主题：“精准扶贫”“信

息化”“数字乡村”“教育信息化”“互联网+”“互联网

金融”“乡村振兴战略”“减贫效应”“数字经济”“电子

商务”“数字普惠金融”“旅游业”。近 6年的数字乡村

研究成果主要由此 12个话域主题构成。各话域主题

都有平均所在年份，其中，“电子商务”在 2016年，“精

准扶贫”“互联网+”在 2017年，“信息化”“教育信息

化”“互联网金融”“减贫效应”和“数字经济”在 2018
年，“数字乡村”“乡村振兴战略”“数字普惠金融”和

“旅游业”在 2019年，这反映了数字乡村相关研究随

时间变化的主题演化路径。尽管各主题都有平均所

在年份，但结合关键词共现聚类时间线图可知，除

“数字经济”（主要研究时段横跨 2017―2021年）、“数

字普惠金融”（主要研究时段横跨 2018―2021年）、

“旅游业”（没有形成明显时间跨度）3个话域主题外，

其余 9个主题的研究跨度都贯穿 2016至 2021年。以

下对这 12个话域主题进行论述，并探讨数字乡村建

设特征（图1）。

1）以历史任务为主线。数字乡村建设在不同历

史时期有不同的主题任务，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中国梦”的重要保障，要做到“精准”，“数字化”建设

的推进尤为关键。因此，数字乡村建设的首个历史

任务就是要赋能精准扶贫，助力脱贫攻坚，如期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近 6年的数字

乡村相关研究包含“精准扶贫”“减贫效应”等符合时

代任务的话域主题。其中，话域主题“精准扶贫”包

含 33个关键词名，是最大聚类主题，其代表性关键词

有“精准扶贫”“网络扶贫”“电商扶贫”等。话域主题

“减贫效应”包含 16个关键词名，其代表性关键词有

“减贫效应”“多维贫困”“数字赋能”等。数字乡村建

设助力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以网络扶贫、数字赋能

减贫等话题的探讨为主。陆继霞等［30］认为网络扶贫

将“信息服务”与“网络扶智”相结合，网络扶贫的实

现得益于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政府与互

联网企业的合作。童佩珊等［31］指出“互联网+”精准

扶贫模式解决了传统扶贫模式中主体不清、技术偏

差、政策执行不畅、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匹配及监督

不到位等问题，认为“互联网+”是大数据精准扶贫

模式的基础。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

兴战略后，中央一号文件总体部署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和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工作。2021年 2月国家乡村

振兴局正式挂牌，同年 3月，《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要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

篇大文章”。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后，数字乡村建

设迅速承担其历史使命，精准扶贫任务和乡村振兴

使命在交融并行中顺利“交接”，乡村振兴已成为数

字乡村建设新的历史任务。与之对应的是近 6年学

术界对数字乡村相关研究中的“乡村振兴战略”话域

主题的探讨，话域主题“乡村振兴战略”包含关键词

名共 19个，其代表性关键词有“乡村振兴”“数字农

业”“创业绩效”“乡村文化”“相对贫困”等。

2）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依托。新一代数字信息技

术创新空前活跃，不断催生新产品、新模式，在各个

领域充当变革的催化剂。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信息

技术为依托，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移动通

信和计算机技术的深度赋能作用。“互联网+农业”

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新动力，“互联网+政务服

务”快速向乡村延伸，网络扶贫行动向纵深发展，乡

村互联网的普及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32-33］。

聚类结果显示数字乡村相关研究领域形成了以“互

联网+”为核心的话域主题，包含 24个关键词名，其

代表性关键词有“互联网+”“互联网+农业”“互联

网+教育”“互联网时代”等。关键词“大数据”聚类

到精准扶贫的话域主题下，这与大数据对精准扶贫

的巨大贡献一致。随着数字乡村战略的推进，大数

据将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支撑，进一步发挥深

度赋能作用。“信息化”则形成以其为核心的话域主

题，包含 29个关键词名，其代表性关键词有“信息化”

“农业信息化”“农业经济”“农业现代化”等。近 6年
信息化在农业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张兴旺等［34］认

为信息化有利于再造农业产业链、融合线上线下农

业、深化农业要素市场改革、提升农业公共服务能

力等。

3）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把

经济建设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数字乡村建设也必然

要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发展乡村数字经济：夯实数

字农业基础、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创新乡村流通服

务体系、积极发展乡村新业态。”，这是《数字乡村发

展战略纲要》制定的重点任务之一。当前较为突出

的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包括乡村电子商务、乡村智

慧旅游、新农人直播带货等。近 6年来，数字乡村知

识域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话域主题。话域主

题“ 数字经济”包含 14个关键词名，其代表性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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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智慧农业”“高质量发

展”等。话域主题“电子商务”包含 14个关键词名，代

表性关键词有“电子商务”“淘宝村”“网上供销社”

等。王柏谊等［35］在分析当前“互联网+”背景下我国

农业产业链发展态势及瓶颈的基础上，提出了“互联

网+”农业产业链未来发展模式及对策。王微微［36］

认为互联网的运用开创了商业交易新方式，“互联

网+平台”和新媒体策略的运用有利于特色农产品

营销模式创新。话域主题“旅游业”包含 5个关键词

名，代表性关键词有“旅游业”“乡村智慧旅游”“实现

路径”等。尽管目前乡村视域下的旅游业聚类强度

较弱、体量不大，但随着红色旅游、生态农业旅游、乡

村休闲旅游等特色旅游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在数字

信息技术赋能的作用下，乡村旅游业必将成为乡村

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劲生力军，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也

会更加丰富。

4）多维领域共同发力。着力发挥数字信息技术

和知识的扩散与普惠效应，遵循乡村发展和信息化

发展规律，统筹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信息化建设是数字乡村

发展战略总要求。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在

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智慧农业、乡村公共服务及社会

治理的数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农村电子商务等

数字经济领域全面发力。因此，数字乡村建设必须

多维领域统筹推进，共同发力。由聚类结果可知，数

字乡村知识域中形成了多维话域主题，主要包含农

业、经济、数字乡村、教育信息化和乡村数字金融等。

其中，话域主题“数字乡村”包含 29个关键词名，侧重

于探讨治理维度，代表性关键词有“数字乡村”“乡村

振兴”“乡村治理”“数字治理”等。深入推动乡村教

育信息化，发展“互联网+教育”是数字乡村发展的

战略要求。话域主题“教育信息化”包含 25个关键词

名，代表性关键词有“教育信息化”“教育公平”“数字

鸿沟”“城乡差距”等。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教育

的话域主题排名靠前，印证其在数字乡村战略中的

重要性。已有研究对乡村教育信息化实践模式及助

力脱贫进行了探讨。张伟平等［37］基于全国 8省 20县
调查数据，总结了当前我国乡村地区教育信息化建

设存在的现实问题，并提出了农村教育信息化实践

模式及其对应的政策建议。李华等［38］提出了信息化

助力深度贫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路径、方法与

策略，该研究成果对后脱贫时代仍具有借鉴意义。

陈超凡等［39］深入探讨了教育信息化对乡村贫困文化

的消解机制，这对乡村教育信息化更好助力乡村贫

困文化消解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创新乡村数字普惠

金融服务，改善网络支付和信贷等普惠金融发展环

境，降低农村金融服务门槛是数字乡村战略要求之

一。话域主题“互联网金融”包含 23个关键词名，代

表性关键词有“互联网金融”“农村金融”“影响机制”

等；话域主题“数字普惠金融”包含 14个关键词名，代

图1 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特征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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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关键词有“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体

系构建”“风险防控”等。相关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

融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作用明显，应当继续加强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来缓释农户多维贫困［40-41］。

3 研究展望与对策建议

3.1 研究展望

学术研究应当解决数字乡村建设实际面临的问

题，回应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发展需要，服务国家发

展大局。伴随数字乡村建设实践的稳步推进，数字

乡村相关研究发文量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维持迅

猛增长势头。

1）数字乡村相关研究应当形成更为广泛的合作

网络，加强作者间、机构间交流合作。鼓励组建跨学

科、跨行业、跨机构的数字乡村研究团体，形成一批

数字乡村研究带头人和“接地气”的“先行者”团队，

发挥对本领域学术研究及全域作者的辐射带动作

用。鼓励相关研究机构牵头举办数字乡村研究的学

术论坛和专门会议，加快知识的交流与融合。鼓励

组建直接面向和指导数字乡村建设实践的多主体复

合式团队，促进学术研究成果更高效、更直接地转化

为实践成果。

2）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明显的数字信息技术赋能

和数字化转型特征，创新意识和数字化技能被摆在

极为重要的位置。这就要求相关学者扩展自己的知

识储备并及时更新已有的研究方法与技能，特别是

量化方法的运用以及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融合使

用等，同时要提高对数字乡村研究学术动向及前沿热

点的洞察力，在创新中及时回应最前沿的实践需求。

3）数字乡村知识域中的核心元素将随着实践与

研究演化有所更迭，但未来一段时期内，“互联网+”

“乡村振兴”“大数据”“信息化”“数字乡村”和“电子

商务”仍将保持核心元素地位。此外，“数字普惠金

融”“智慧农业”“数字经济”“教育信息化”或将进入

数字乡村研究核心知识元素行列。从前沿热点来

看，数字乡村研究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部分研

究热点有“高质量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数

字经济”“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治理”“数字鸿沟”，相

关研究成果将迎来突增。从话域主题变化来看，未

来的数字乡村相关研究，尽管在具体话域主题上会

面临一定的更迭，但总体研究特征在较长一段时期

内仍将与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保持一致，呈现出前文

所述的四大特征。从研究的重点任务来看，当前我

国数字乡村建设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重

点任务应当是总结数字乡村试点经验、制定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及时分析面临的制约因素并探讨优化

路径与发展对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3.2 对策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应当服务于当前时代任务，对标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要求，政

府部门牵头推进，多主体协同参与，将数字乡村建设

的顶层设计层层落实，强化基层试点示范，在创新中

持续促进数字赋能向乡村多维领域推进，增强数字

化建设效益。

1）拓宽乡村数字化振兴路径。数字乡村为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现提供路径支撑，应当持续强化数字

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探索实践，拓宽乡村数字化振

兴路径，以数字化技术及其赋能模式的创新助力实

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乡村振兴数字化发展空间巨大，基层政府、

农户、企业等相关主体都应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参与

这场创新大潮，持续挖掘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源动力。

2）打造乡村良好数字生态环境。以数字信息技

术为依托，营造乡村良好数字生态环境，持续增强数

字生态效益。推动乡村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升

级，持续推进乡村网络和信息服务基础设施优化升

级，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加快推进物联网、大数据、

区块链、5G、3S、VR、AR等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应用

场景的深度融合，强化数字乡村新动能。加快网络

和算力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的迭代升

级，打造数字孪生乡村，进而探索构建乡村元宇宙。

着力提升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新农人、村民、涉农企

业等主体的数字素养，增强数字信息获取、管理和数

字技术应用能力。拓宽数字技艺向乡村输送的渠

道，吸引优质技术企业及数字专业人才。健全配套

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各方合法数字权益，在持

续拓展数字应用场景的同时，保障乡村数字化推进

的健康可持续性。

3）提高数字农业建设质量与效益。数字乡村建

设以经济建设为重心，数字农业建设的提质增效应

摆在首位。继续强化数字信息技术向农业生产、经

营、流通、管理、服务等全产业链的赋能作用，加强数

字农业的硬件、软件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充分调动各

主体积极性，协同推动数字农业稳步发展，引领农业

现代化转型升级。构建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

络，建设各级农业大数据中心及应用体系，搭建农业

生产、农产品供应、销售可视化数据平台，打造数字

农业应用先进县市和数字农业龙头企业，加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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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专门人才及技艺输送，加紧培训一批新型职业

农民，加快数字农业发展典型模式的推广。

4）强化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积极发展乡村电

子商务、乡村智慧旅游、新农人直播带货等乡村数字

经济新业态，对农民自主创业进行财政扶持，加速推

进乡村智慧物流建设、乡村公路数字化改造、乡村电

网改造升级攻坚。在强化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过程

中，政府应牵头搭建项目平台，吸引企业资金、技术

和人才投入，农民要抓住机遇，积极参与。此外，要

开展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创新与推广行动，

各地因地制宜，进一步解放和挖掘数字生产力，激发

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5）提升乡村数字治理绩效。提升乡村数字治理

绩效，基层党组织和政府责任重大。要合理引进数

字化设备和管理方法，提升数字化技能，创新性开展

政务服务，将文件规划落实到具体实践中，着眼解决

实际问题，实现乡村有效的数字治理。要引导村民

广泛参与数字乡村共建、共治、共享，打造专属数字

信息发布、话题讨论、问题反馈平台，及时公布政务、

村务、工程建设等信息，及时了解社情民意；构建多

元主体协同机制、居民参与和监督机制；构建乡村数

字资源治理和智能资源服务中心，打造乡村公共数

据平台和应用支撑平台，着力建设智慧乡村管理系

统，完善GIS地图管理、网格员管理、电子监控、应急

管理、预警决策等功能，提高乡村治理的科学性、民

主性和有效性。此外还应总结试点经验，提炼并推

广成功的数字治理模式。

6）坚持多维领域纵深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应保

持多方主体协同参与，持续性、创造性地促进数字赋

能向多维领域的纵深推进，增强数字化建设效益，惠

及各方利益主体。除进一步加强数字农业、乡村数

字经济、乡村数字治理建设之外，还应大力发展乡村

数字普惠金融，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加速乡村义

务教育、乡村职业技能培训、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乡

村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文化交流与传承等维度的数

字化转型升级，尤其是补齐乡村医疗、养老、托幼等

民生服务领域数字化发展不足的短板，增强居民获

得感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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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front hotspots and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rural stud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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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Wuhan Engineering University，Wuhan 430205，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up theoretical study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digital rural in China，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bibliometrics and uses the CiteSpace software to draw
the knowledge maps of 804 study papers from CSSCI on digital rural from 2016 to 2021. Based on the bib‐
liometric results，the core knowledge elements，front hotspots and domain themes of digital rural are ana‐
lyzed in dep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digital rural study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has four character‐
istics：taking historical tasks as the main line，relying on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focusing on eco‐
nomic construction，and making joint efforts in multidimensional fields. The prospects of studies are put for‐
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trength，methods，contents and key tasks of digital rural studies. And the six
systematic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digital rural including broaden‐
ing the revitalization path of digital rural，creating a good digit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rural areas，im‐
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digital agriculture construction，strengthening new formats of digital ru‐
ral economy，improving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f digital rural，and adhering to the in-depth promo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fields are given.

Keywords digital rural；CiteSpace；domain themes；hotspots analysis；rural vitalization；rural con‐
struction；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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