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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数字化转型：

理论内涵、现实驱动与政策建议*

徐宏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91）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取得了重要成就。农业数字化转

型，既受益于全球数字信息技术快速进步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也内嵌于我国转变农业经济发

展方式的宏观背景之中，更是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振兴乡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意。依

据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原理，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内涵至少包含农业生产环

节的数字化转型、农业分配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农业交换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农业消费环节的

数字化转型四个基本方面，四者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即农业生产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是基

础，生产要素分配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是前提，农产品分配、交换、消费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是农

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农业数字化转型虽然具有良好的机遇，但仍然存在

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短板、农业数据挖掘利用不足、农民数字技能有待提升、农村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滞后等突出现实问题。我国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沿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的农业

农村改革思路，坚持“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在把握产业数字化转型一般趋势的基

础上，从“物质技术+制度保障”维度协同发力，探索适合各地实际的多样化转型模式，加快科

技自主创新，促进数字城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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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20世纪

9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数字经济概念。这一概念

的提出反映出数字信息技术对经济结构变革与

产业转型升级所具有的巨大作用。“进入21世

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

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

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1]，世界经济的

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顺应时代潮流，高度重视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

展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多

个场合强调，要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

机遇，明确提出“要推动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

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

度、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数

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2]党

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发展，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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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制定《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

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数字乡村发

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指导性政策文

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明确农业农

村改革思路。《决定》第6部分专门探讨了“完

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问题，并在第22条

中明确要求“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这一重点

任务。[3]这一要求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当

前，农业与数字经济融合深度不足、农业数字

化转型相对滞后是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过程中

的突出短板。落实《决定》第9条“健全促进实

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3]部署要求，

无疑要将农业数字化转型作为农业农村改革的

重点任务。在此背景下，农业数字化转型既受益

于全球数字信息技术快速进步所带来的历史性

机遇，也内嵌于我国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

宏观背景之中，更是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振兴乡

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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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而“农

业数字化转型”正是 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任

务。近年来，学界关于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

快速推进。学界高度认可农业数字化转型的价

值意义[5]，明确其在创新农业农村发展模式、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6]、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

化[7]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易加斌等学者从创新

生态系统的角度剖析了国家宏观政策与制度体

系、三次产业融合互动、企业创新与消费者需求

转型对农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8]。当前，我

国农业数字化转型虽然面临良好的机遇，但是

依然存在着城乡数字鸿沟较大等突出问题。因

此，理论研究的焦点不仅在于阐释农业数字化

转型缘何产生，更要明晰其有何内涵，进而探讨

如何优化？为此，本文尝试依据马克思社会再

生产理论，分析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内涵与

现实驱动，在此基础上为前瞻性政策优化提供

学理依据与决策参考。

二、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基本理论
内涵

不同学科对农业数字化转型内涵有不同的

理解。依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对农业数

字化转型理论内涵的理解有必要立足于数字信

息技术对传统农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环节

的渗透与变革进程进行系统分析和整体把握。

（一）农业生产环节的数字化转型

农业生产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是指数字信

息技术对传统农业生产环节的渗透与变革进

程，其基本理论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一

是农业生产要素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农业

生产数据已经成为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生

产要素，数据特别是大数据本身所具有的“高

容量、高速度、高质量”[9]特点，“对其他要素资

源具有乘数作用”[10]（P138），进而对提高种植业、

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的生产效率具有重要

的价值；另一方面，数字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到

土地、资金、劳动力、技术等传统农业生产要素

之中，带动了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数字化转型，

提高了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二

是，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这意味

着，一方面，农村5G网络、人工智能设备等数字

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普及；另一方面，农田水

利设施、供水、供电、道路等传统农业基础设

施经过数字化改造与转型升级，成为“融合基

础设施”[10]（P264）。三是农业生产过程的数字化

转型。数字信息技术广泛渗透进入农业生产过

程。以种植业为例，田间地头装配传感设备能

够及时收集土壤、水肥、农药、作物生长、病虫

害、天气状况等数据信息，并通过数据分析，实

现耕、种、管、收、加工、仓储等全流程的数字化

转型。数字信息技术的加持也使劳动者的劳动

形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劳动效率大幅度提升。以

山东潍坊的蔬菜种植为例，百度智能云联合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发“设施蔬菜智脑”，数字

信息技术精准投入农业生产领域，农户打开手

机APP就能实时查看大棚内的环境数据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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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的数据，不但节约了劳动力投入，减少了灌

溉用水、农药、化肥的施用量，而且，“‘云端’

种植使蔬菜产量提升了10%，商品果率提升了

15%至20%。”[11]农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为

农业生产要素和生产过程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

基础，而农业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的数字化转

型提出了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数字化

转型升级的要求，三者共同构成农业生产环节

数字化转型的三个重要方面。

（二）农业分配环节的数字化转型

农业分配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是指数字信

息技术对传统农业分配环节的渗透与变革进

程。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维度看，农业分

配不仅包括农产品的分配，还包含农业生产要

素的分配，因此农业分配环节的数字化转型至

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农业生产要素分

配的数字化转型。“作为生产前提条件的生产

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比例决定生产”[12]。伴随

着农业生产经营数据成为农业生产过程中的

重要生产要素以及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数字化

转型，特别是农业从业者数字化技能水平的提

升，数字信息技术能够深度渗透到农资、农机、

农技等农业生产要素配置过程，降低相关生产

要素的搜寻、匹配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

一进程也正是农业生产环节数字化转型的前提

和基础。二是农产品分配的数字化转型。农产

品是农业生产活动的产品，农产品分配状况在

实际经济运行中具体表现为农业从业者的收入

分配状况。从理论上看，农产品分配的数字化

转型，不仅强调依据数据要素的贡献和价值参

与分配，更强调数字信息技术融入农业收入分

配环节，“促进效率与公平更加统一”。继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围

之后，2022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出要“探索建立与数据

要素价值和贡献相适应的收入分配机制，激发

市场主体创新活力。”[13]数据的有效确权、科学

定价、顺畅交易是数据要素参与分配的重要基

础。但由于数据具有无限复制、归属复杂、动态

可变等特征，其确权、定价及交易难度较大。因

此，要根据产权一般原理，如产权可分性原理，

区分数据类型，并明确国家、集体、农户、企业

等多方对农业数据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

权利归属，使数据要素收益能为各方公平合理

共享。此外，农业收入分配环节的数字化转型，

还应强调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对传统农业生产要

素的改造升级作用，使土地、资金、技术、管理、

劳动力等要素对农业生产和价值创造的作用更

直观显现，进而使“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

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能够更加高效运转。

（三）农业交换环节的数字化转型

农业交换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是指数字信

息技术对传统农业交换环节的渗透与变革进

程，其理论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一是农

业生产要素市场的数字化转型。在现代社会主

义经济体系运行过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居

于决定性的地位。数字化时代，伴随着农业生

产要素的日益数字化，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数

字化转型迫在眉睫。其基本内涵包含两个层面，

一方面是完善农业数据要素市场建设，通过数

据合理确权，使农业数据要素通过市场定价并

进行顺畅市场交易；另一方面，运用数字信息技

术改造升级传统生产要素流通市场，通过线上

方式进行交易，提升生产要素的流通和交换效

率。二是农产品市场交易的数字化转型。农产

品市场交易的数字化转型，实现了农产品的线

上交易，即通过电商平台、网络直播、社交网络

等线上渠道进行流通与交易。相比传统线下市

场，农产品数字化市场交易方式，具有更加便

捷、高效、不受时空限制等优势。未来，随着农

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以及农民数字

化素养的不断提升，农产品线上交易规模还将

不断扩大，各种新的农产品电商业态也将不断

呈现，这就提出了加强农业市场监管数字化转

型的需求。三是农业市场监管的数字化转型。

有效的市场监管是市场健康有序运转的重要保

障。在数字化条件下，农业生产要素与农产品越

来越多地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交易，监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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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变化、不正当市场行为识别难度增加等一

系列新监管难题随之出现。这就要求市场监管

更新理念、优化监管工具和设备，适应形势的变

化，实现数字化转型与升级。

（四）农业消费环节的数字化转型

农业消费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是指数字信

息技术对传统农业消费环节的渗透与变革进

程，其理论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一是农

业生产消费的数字化转型。马克思在《<政治经

济学批判>导言》中分析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辩

证统一关系，不但深入剖析了生产对消费的决

定性作用，还分析了生产过程也是生产资料被

消费的过程，即“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

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14]（P14）。依据这一分析思

路，我们可以明晰在农业再生产过程中，农业生

产要素消费的数字化转型与农业生产环节的数

字化转型居于同等重要地位，都是决定农业数

字化转型方向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力量。二是城

乡居民对农产品生活消费的数字化转型。

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

消费领域，体现为不断优化升级的城乡居民消

费需求。城乡居民希望以更便捷、可交互、能溯

源、可比价、能体验的方式消费绿色、健康、营

养、安全的农产品，这就提出了农产品生活消费

的数字化转型需求。从基本内涵理解，农产品

生活消费的数字化转型包含消费理念、消费渠

道、消费方式的数字化转型等多层面内涵。例

如，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建设MAP beSide全

程品控溯源的小麦农场。消费者扫描外包装上

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从种植、仓储、加工、质

检、流通、销售六个关键节点采集信息，通过区

块链底层平台技术实现全部数据上链”[15]。区

块链不可篡改的技术特性也使得溯源信息更可

信赖。

综上，基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原

理审视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可以发现，农

业生产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是基础，生产要素分

配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是前提，农产品分配、交

换、消费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是农业数字化转型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驱动

农 业 生 产和再 生 产 过程涉及 到生 产、分

配、交换、消费诸多环节，因此，对农业数字化

转型现实驱动机理的分析不能脱离对农业生产

和再生产过程的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科学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

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原理，为把握农业数字

化转型的现实驱动机理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一）数字信息技术变革驱动农业生产方

式创新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

展”[16]，数字信息技术不断向传统产业渗透，推

动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进程。正如，施瓦布所

提出的对全球经济社会转型发挥巨大变革作用

的“第四次工业革命”[17]正是立基于数字革命。

在全球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升级，极大推动

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然而，我

国三次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并不平衡，其中，

农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相对滞后。据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农业数字经

济的渗透率为10.5%，远低于工业数字经济渗透率

24%和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44.7%的水平[18]。我

国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10.5%，远低于英国30%

以上[19]的水平。相较于工业和服务业，农业生产

受到自然因素影响极大。

数字信息技术在数据收集、监测、分析、处

理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可以广泛应用于土壤

水肥监测、灾情预警，有助于提升农业抗风险

能力。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

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

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

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

自然条件。”[20]数字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可以与

劳动过程紧密结合，具有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极

大潜力。当前，我国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还远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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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业和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这就迫切需

要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信息技术在

农业生产中的运用，使其与劳动者、生产资料紧

密结合，发挥其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由于

“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

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14]（P23），因此提

升农业生产创新能力的现实压力，是驱动农业

数字化转型的根本因素。

（二）数据要素化驱动农业收入分配方式

革新

数据已经成为数字化条件下具有典型时代

属性的生产要素。鉴于“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

的乘数作用不断凸显”[1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正式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畴，指出要“健全

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

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

机制。”[21]数字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

所形成的海量农业数据可以广泛应用于农林

牧副渔生产环节的长势与产出监测、水肥及饲

料精准投放、环境状况分析、病虫害与自然灾情

预警等环节，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具

有重要价值。此外，农产品产量、农产品电商浏

览量、销售量等数据对于“农产品价格走势分

析”[22]、研判消费者需求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

伴随着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农业产

供销全链条所形成的数据资源规模持续扩大，

而农业领域的数据要素的价值与潜力尚未被充

分释放。

针对上述问题，进一步激活农业数据要素

的潜力，迫切需要加快农业数据确权定价进程，

优化农业收入分配方式。为此，《“十四五”数

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探索建立与数据

要素价值和贡献相适应的收入分配机制”[12]的

改革思路。概言之，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作用价值

的日益显现，提出了数据要素参与农业收入分

配方式革新的紧迫需要。

（三）要素数字化驱动农业交换方式变革

数字经济向农业融合渗透不但表现为数据

成为重要生产要素，还表现为传统要素的数字

化转型，即要素数字化。“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

素的作用下，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这些传统

生产要素迎来了数字化变革的新机遇。”[10]（P164）

土地要素数字化，为实时观测土壤 水肥药变

化、农作物产出状况提供了条件；劳动力要素的

数字化使迅速匹配农业生产环节所需的劳动力

资源成为可能；资金要素的数字化，为提供及时

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奠定了基础；技术要素的

数字化，为农技精准投入提供了便利。传统农

业生产要素的数字化转型，提出了农业生产要

素市场数字化转型的迫切要求，以便提升农业

生产要素交换的质量和效率。

此外，从农产品市场交易的状况来看，数字

信息技术为农产品线上交易提供了技术支撑，

但农产品市场交易的数字化转型相对滞后。根

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提供

的数据，“2021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3.1万亿

元”[23]，其中全国农产品的网络零售额仅为4221

亿元[23]。同年度“农产品网络销售额占农产品

销售总额的14.8%”[24]。可见，我国当前农业生

产要素和农产品市场交换的数字化转型准备不

足。究其原因，城乡数字鸿沟特别是数字应用

鸿沟仍然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城乡数字鸿沟，

“可分为接入鸿沟和应用鸿沟。接入鸿沟主要

体现在城乡之间在数字基础设施和互联网使用

上的差距，应用鸿沟主要体现在个人数字素养

和技能上的差距。”[25]

近年来，我国加快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弥合城乡数字接入鸿沟。农业农村部信息

中心牵头编制的《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

年）》显示，“截至2022年6月，农村互联网普及

率达到58.8%，与‘十三五’初期相比，城乡互联

网普及率差距缩小近15个百分点。”[24]乡村数字

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数字接入鸿沟的缩小，为

进一步弥合数字应用鸿沟奠定了基础。然而，受

农民的数字化技能水平普遍偏低等因素影响，

农村电商发展依然相对滞后。概而言之，农业

生产要素数字化，提出加快农业交换方式数字化

变革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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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居民消费变迁驱动农业消费方式转型

数字信息技术深刻重塑人们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以及思维观念，将带动城乡居民消费

方式的大幅度变迁。城乡居民的数字化消费方

式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随时消费。数字化时

代，线上消费日益便捷，消费方式不再受到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消费者形成了“全时全域的

消费行为”[26]。第二，参与消费。数字化消费方

式注重消费者的参与反馈。数字化时代的消费

者，一方面，往往根据网上浏览量、购买量、好

评量以及评价反馈等情况做出消费决策；另一

方面，消费者也通过点击、浏览、购买的行为产

生参与数据，对其他消费者的消费决策产生重

要影响。第三，多元消费。数字化消费渠道、对

象日益多样。数字化时代，消费者可以通过电商

平台、手机小程序、社交平台等渠道实现网购消

费，消费对象不仅包括产品，还包括服务、体验

等多元化内容。此外，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改善，居民的数字化消费需求的转型升级，

还体现在对消费过程的公平、法治，以及消费产

品的绿色、安全等多维追求上。整体来看，我国

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的

显著优势，“中国的数字化消费已经在人口和市

场规模上领跑全球”[27]。但目前，我国农产品消

费的数字化转型水平整体还较低，这不但表现

为全国网上零售总额中农产品零售额占比较低，

还表现为农业响应居民消费转型升级的能力较

弱，以城乡居民极为关注的农产品安全为例，

2021年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的信息化率仅

为24.7%[24]。当前，面临复杂的内外形势，要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扩大内需。概言

之，激活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理应及时响应居

民消费方式的变迁，推动农业消费方式适应性

调整与转型升级。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作为社会生产和再

生产的四个环节，是“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

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14]（P23），之间存在

内在的辩证统一关 系。从社会生产的角度 来

看，生产居于决定性的地位，而交换、分配和消

费则反作用于生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

一基本理论为探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驱

动提供了基本框架。农业生产创新相对滞后，

是驱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根本因素，而数字化

时代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方式革新、交换方式变

革、消费方式转型的迫切需求也是不容忽视的

重要驱动因素。

四、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
挑战与政策建议

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分析，可以发现，推动

我国农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是“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28]的客观要求，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

要求。但当前，数字农业发展相对滞后，迫切需

要在把握农业数字化转型基本内涵和规律的基

础上，聚焦现实挑战，探寻针对性的优化发展

路径。

（一）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挑战

当前，农业数字化转型虽然具有良好的机

遇，但仍然存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短板、农业数

据挖掘利用不足、农民数字技能有待提升、农

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突出现实问题。

核心 技 术自主创 新 短板，制约农 业 生 产

环节数字化转型。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着

“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供应链受制

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13]这一突出的问题。

2021年，我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仅为25.4%[24]。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农业数字化水平相较欧

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农业作为国民经济

的基础性产业，其数字化转型能否摆脱“受制于

人”的局面，事关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大局。

农业数据挖掘利用不足，制约农业分配环

节数字化转型。当前，我国农业数据的挖掘、分

析、利用不足，具体表现为农业数据庞杂、来源

多样，数据整合度不高，数据确权定价机制不清

晰。从供需关系来看，一方面，优质农业数据供

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涉农组织和个人虽然具

有依据数据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意愿，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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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数据供给质量较低、处理难度较大等方面

的现实挑战，客观上制约了农业数据要素参与

分配的多样化探索进程。

农民数字技能有待提升，制约农业交换环

节数字化转型。当前，我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比

重偏低反映出农业交换环节数字化转型相对滞

后的客观现实。究其原因，一方面，城乡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农民数字技

能水平亟待提升。2021年，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

究中心发布《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

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农民群体在电脑工具

价值开发、数字化增收能力等方面平均得分显

著落后于整体人群的平均得分。

城乡生产要素流通不畅，制约农业消费环

节数字化转型。当前，城乡统一的土地、资金、

劳动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滞后，制约了城乡之

间生产要素的顺畅流动。在此基础上，城乡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差距依然存在。近年来，我国

虽然不断加大对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力度，

但是城乡之间在宽带带宽、移动和固定宽带网

络覆盖范围，5G和千兆光网升级方面仍然存在

较大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及时响应

城乡居民消费数字化转型能力的提升。

（二）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实现到2035年

“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 [28]这一目标，需要总结我国农村改革

历史经验，将农业数字化转型作为农业现代化

发展的重点任务，聚焦上述难点问题，沿着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的“实体经济和数

字经济深度融合”“城乡融合发展”等农业农村

改革思路，在把握产业数字化转型一般趋势的

基础上，从“物质技术+制度保障”维度协同发

力，探索适合各地实际的多样化转型模式，突破

现实瓶颈，加快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第一，把握产业数字化转型一般趋势，探

索多样的农业数字化转型模式。数字信息技

术、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具有“高渗透”[29]特

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现，从全球来看，

“三次产业数字经济逆向渗透”[30]趋势明显，即

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快于工业数字化转型，进而

快于农业数字化转型。这一趋势可以从互联网

应用变迁进程中得到印证，“从最初的信息互联

网到消费互联网，再到当下的工业互联网，互联

网的发展经历了三代。”[31]由此可见，农业数字

化转型虽然相对滞后，但却可以在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数字化转型所提供的技术支撑、平台

设施、服务模式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国内外产业

数字化转型的经验与教训，抓住机遇，应对挑

战，实现快速发展。一方面，各地需要以目前国

家大力推动的数字乡村建设为契机，因地制宜

制定本地农业数字化转型政策，加大对本地数

字乡村建设的资金、技术、人才等支持力度，拓

宽乡村公平享有数字化转型机遇的渠道；另一

方面，各地政府需要结合本地实际鼓励农户、企

业、合作社等多元主体探索多样化的农业数字

化转型模式。参与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组织，既

要结合不同区位条件与农业发展的既有基础，

也要结合自身的特色与优势，选准“结合点”与

“共赢点”。在具体模式探索过程中，既可以选

择副业、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特色化的综合

性数字化转型模式，也可以聚焦于农业生产、分

配、交换、消费环节开展重点环节的数字转型

模式探索。比如，百度智能云在山东寿光聚焦蔬

菜生产环节的“设施蔬菜智脑”探索模式，京

东重点围绕农产品流通环节的“生鲜电商”探

索模式，都是较好结合乡村优势与企业优势的

有益尝试。

第二，加快科技自主创新，为农业数字化转

型奠定物质基础。其一，全面提升农民的数字化

素养与能力。以落实《提升全面数字素养与技

能行动纲要》为机遇，加强农民的数字化素养

培训，提高农民手机电脑操作、网店运营、直播

技巧等方面的能力。其二，强化农业数字化转

型不同场景技术创新供给。将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创新落地应用并覆盖至农业生产、分

配、交换、消费环节，提升农产品长势监测、环

境预警、质量追踪水平。其三，加快种子等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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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攻关。依托我国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协调电子科学、计算机科学、集成电路、数

学、生物学等多学科力量，加快良种的数字化研

发，提升良种培育的质量和效益。

第三，促进数字城乡融合，为农业数字化转

型提供制度保障。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

提出的关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各项

部署要求，能够为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提供重要的

制度保障。数字经济具有极强的融合渗透特征，

例如“‘互联网+农业’可以促进农村第一、二、

三产业之间的融合渗透和交叉重组”[29]。但是，

当前城乡之间要素双向均衡流动的障碍依然存

在、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较大、城乡数字

化治理水平差异依然显著。因此，亟需通过完

善相关政策，促进城乡数字融合。一方面，通过

加大政策供给，引导城市的高科技企业投资于农

业领域，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

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为

牵引，鼓励涉农企业探索按照数据要素参与分

配的多方共赢的农业数字化转型新业态、新模

式。同时，各地政府也需要加大对涉农数字资本

的监管力度，提高对垄断行为与侵农行为识别精

准性，增强税收征管等方面的科学性，实现城

乡数字化治理的精准衔接与水平提升；另一方

面，进一步破除制约农业数字化转型的障碍，

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资金、劳动力、数据等要

素市场，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生产、分配、

交换、消费数字化信息平台，整合全国农产品产

供销全链条数据资源，打破农业“数据孤岛”

现象，使农业数据要素在城乡之间畅通流动，

发挥促进公平与效率提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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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Reality Driven an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XU Hongxiao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 has actively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achieved important achievement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benefits from the historic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rapid progress 
of global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embedded in the macro background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It is also the purpose of bridging the digital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vitalizing the countryside and achiev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ccording 
to Marx’s theory of social reproduction,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agricult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t least includes four basic aspects: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agricultural 
distribu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agricultural exchang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consump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re is a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the four factors: firstly,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foundation; secondly,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tors 
distribu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prerequisite; thirdly,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re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gricult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in our country, we need to follow th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reform ideas clearly defined b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general trend of industr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material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through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explore 
diversified transformation models suitable for local conditions, accelerat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romote digita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village; rural vitaliz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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