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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数字乡村建设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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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以下简称为《指南》），提出到 2025 年初步建成数字乡村标准体系。《指

南》提出了数字乡村标准体系框架的七部分内容，并结合标准制修订工作

要求，从标准应用、标准制定、标准修订、标准转化 4 个方面提出了数字

乡村标准化建设路径。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数字乡村建设稳步推进，数字化转型持续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近年来，我国乡村数字化进程步伐加快，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

全面覆盖。截至 2021 年底，我国 99%以上的行政村实现了光纤宽带和 4G

信号双覆盖，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57.6%，农村网民规模已达 2.84

亿，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偏远落后地区通信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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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解决。同时，数字经济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持续注入新动

能。一方面，以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为代表的线上交易渠道实现了农业

商品的线上交易，扩大了农村产品销售的渠道和范围，突破了以往因城乡

地理空间限制导致的供需匹配失衡，推动农业经济的全面提升。农村电商

强化农产品供应链韧性，在疫情期间对农产品稳产保供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8.9%，其中全国

832 个脱贫县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 406.6 亿元，同比增长 43.5%。另一方

面，数字技术加快向农业全产业链延伸，深度渗透到农业生产、加工、流

通等环节，推进农产品在生产、组织、管理、加工、流通、储运、销售、

营销、品牌、服务等环节数字化转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020 年农业数

字经济渗透率仅 8.9%，数字经济对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升潜力巨大。 

第二，标准体系建设有望解决数字乡村建设中凸显的问题和风险。当

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在转型过程中不断暴露的问题进

一步彰显了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一方面，部门、行业、区域间缺乏统

一的顶层规划。多数地区仍处于自下而上的自主探索阶段，各部门、行业、

地区间尚未完全实现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数据信息重复采集、数字标准

参差不一、数字平台重复建设问题较为普遍，导致资源浪费和数据冗余。

推进整体、统一的标准体系建设，有利于形成兼具顶层设计和分类指导的

数字乡村规划设计。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创新性有待提升。我国农业

数字生产中的智能农业装备、农业数据采集设备和农业机械设备等创新能

力相对不足，且农村电商蓬勃发展下运营人才缺乏和经营模式落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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