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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加

快传统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和驱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提

供了强劲的引擎。发展数字经济、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逐渐

成为全球共识。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加快发展，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成为乡村振兴

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优先发展方向。 

全面系统地构建县域数字乡村指标体系是客观、准确把握我国数字乡村发展

水平及特征的现实需要。本报告突破已有的以城市或者地区为主要评价对象的数

字经济指数评价模式，首次以县域为基本单元，聚焦乡村发展实际，全面梳理乡

村基础设施、乡村经济、乡村生活、乡村治理等方面的数字化内容及具体表征，

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系统构建具体的表征指标，并充分考虑当前乡村发展中新出

现的数字化现象，系统构建县域数字乡村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汇集国家宏观

统计数据、行业数据和互联网大数据，全面评估了我国 1880 个县（不包括市辖区

和特区）数字乡村发展实际水平，明确发展短板和制约因素，为持续推进县域数

字乡村建设的政策优化提供决策参考。 

本报告的编制有助于丰富数字经济、数字乡村的理论探讨，拓展信息技术的

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等相关的评估框架，为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深化

数字乡村指标体系构建、进展评估及特征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奠定重要基础；同时

为政策制定者和相关产业领域的从业人员更加全面了解中国县域数字乡村的发展

现状提供重要参考，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因地制宜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有益

借鉴。 

二、县域数字乡村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依据国家有关数字乡村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并结合国内

外有关数字经济、数字乡村的文献梳理，本报告定义数字乡村为以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等新兴信息技术为依托，促进数字化与农业农村农民的生

产和生活各领域全面深度融合，以乡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助推乡村振兴的创新

发展新形态。本报告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

乡村生活数字化四个方面界定数字乡村内涵和外延，从理论层面构建县域数字乡

村指数的框架体系（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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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1.体现国家战略和社会对数字乡村发展的需求。县域数字乡村指标体系的构

建必须建立在深刻领会国家数字化战略的基础上，遵循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基本

方向，以保证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同时，县域数字乡村指标体系的构建

还需充分考虑广大农民对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需求。 

2.综合考虑数字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乡村数字化发展广度的提升有助于发

挥信息技术普惠作用，推动区域更多农户在更广泛的领域采用信息技术、跨越数

字鸿沟；而乡村数字化深度的改善有助于将最新的数字化技术与最丰富的行业发

展经验深度融合，促进相关行业的转型升级。 

3.强调数字技术在乡村生产、生活和治理中的作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因而对乡

村数字化发展水平的衡量需重视生产、生活和治理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

的统一关系。数字生产是数字乡村的核心，数字生活是数字乡村的根本，数字治

理是数字乡村的重要保障。 

4.兼顾指标选取的代表性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研究充分发挥阿里巴巴长期

关注农村市场形成的大数据优势，提取乡村治理、数字文化与数字教育等相关业

务指标数据。同时，通过查阅统计年鉴获取县域人口、乡镇数、第一产业增加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官方统计数据，通过网络整理乡镇微信公众服务平台使用、

线上旅游、网络医疗等相关公开数据，进一步增强了数据的可获取性和代表性。 

（二）县域数字乡村指数的测度方法 

1.县域定义及研究样本选取。根据 2018 年国家统计局资料，县级行政区域包

括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等共计 2851 个；本报告评估的县级行政单位仅包

括全国县级行政区划中的 1880 个县级市、县、自治县等，不包括市辖区和特区。 

2.数据标准化处理方法及数据可得性。为缓解极端值的影响，避免指数出现

过快增长，保持指数平稳性，本报告主要采取对数型功效函数法对相关数据进行

标准化处理。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报告评估 2018 年县域数字乡村指数。 

    3.指标权重确定方法。为科学合理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本报告咨询了来自

农业经济管理、农业信息化、农业产业政策、农村组织与制度、农村电子商务、

数字金融等专业领域的 16 位专家，并依据专家打分汇总计算各级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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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县域数字乡村指标体系及数据可得性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 2018 2019 

乡村数字
基础设施
指数（0.27） 

信息基础设施指
数（0.30） 

每万人的移动设备接入数  √ 

每万人的 5G 基站数   

数字金融基础设
施指数（0.30）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覆盖广度 √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使用深度 √  

数字商业地标指
数（0.20） 

单位面积抓取的商业地标 POI 总数中线上自主注
册的商业地标 POI 数占比 

 √ 

农产品终端服务
平台指数 

益农信息社村级覆盖率   

基础数据资源体
系指数（0.20） 

县域数据中心/数据中台   

动态监测与反应系统应用  √ 

乡村经济
数字化指
数（0.40） 

数字化生产指数
（0.40）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建设 √  

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建设 √  

所有行政村中淘宝村占比 √  

数字化供应链指
数（0.30） 

每万人所拥有的物流网点数 √  

接收包裹的物流时效 √  

物流仓库数   

数字化营销指数
（0.20） 

每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中农产品电商销售额 √  

有无直播销售  √  

是否是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  

每万人中的网商数 √  

每万人中的农产品电商高级别卖家数   

每万人中的批发平台的商家数   

数字化金融指数
（0.10） 

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 √  

乡村治理
数字化指
数（0.14） 

治理手段指数
（1.00） 

每万人支付宝实名用户中政务业务使用用户数 √  

所有乡镇中开通微信公众服务平台的乡镇占比  √ 

生态保护监管数字化水平   

乡村生活
数字化指
数（0.19） 

数字消费指数
（0.28） 

每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线上消费金额 √  

每亿元 GDP 中电商销售额 √  

每亿元线上商品消费额中智能消费金额   

数字文旅教卫指
数（0.52） 

人均排名前 100 娱乐视频类 APP 使用量  √ 

每台已安装 APP 设备的排名前 100 娱乐视频类
APP 平均使用时长 

 √ 

人均排名前 100 教育培训类 APP 使用量  √ 

每台已安装 APP 设备的排名前 100 教育培训类
APP 平均使用时长 

 √ 

每万人的线上旅游平台记录景点数  √ 

每万人的线上旅游平台记录景点累积评论总数  √ 

每万人网络医疗平台注册的来自该县域的医生数  √ 

数字生活服务指
数（0.20） 

每万人支付宝用户中使用线上生活服务的人数 √  

人均线上生活消费订单数 √  

人均线上生活消费金额 √  

每万人的网络约车人次   

每万人的数字地图使用人次   

注：打勾表示相应指标已经纳入了 2018 年县域数字乡村指数的计算。由于本指数的构建

开始于 2019 年底，部分 2018 年的时点数据已经不可获得，计算中用 2019 年的时点数据进行

填补。如果两年数据均不可得，则该指标不被纳入 2018 年县域数字乡村指数的计算。未来年

份在测算该指数时将根据数据可得性逐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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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县域数字乡村指数评估结果 

（一）我国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全国参评县县域数字乡村指数

平均值为 50。其中，处于高水平（≥80）、较高水平（60~80）、中等水平（40~60）、

较低水平（20~40）和低水平阶段（<20）的比例分别为 0.7%、16.9%、64.0%、

16.0%和 2.4%（见图 1）。浙江省分别有 80.8%和 15.4%的参评县域进入数字乡

村发展较高水平和高水平阶段，江苏省上述比例分别为 61.0%和 12.2%，河南省、

福建省和江西省分别有 50.9%、39.3%和 32.4%的参评县域处于数字乡村发展较

高水平阶段（见图 2）。 

 

 

 

 

 

 

 

图 1：2018 年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分布 

 

 

 

 

 

 

 

 

 

图 2：2018 年各个省份数字乡村不同发展水平的县域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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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县域数字乡村发展较高水平的百强县呈现“一强多元”的区域分

布格局，接近一半省份有至少一个县入围百强县。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排名百强县

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分布比例分别为 70%、24%、5%和 1%，且上

述地区入选百强县占相应区域参评县的比例分别为 17%、5%、1%和 1%。从省份

来看（见图 3），入选百强县数量最多的前五个省份分别为浙江省（39）、河南

省（14）、江苏省（10）、福建省（9）和河北省（8）。 

 

 

 

 

 

 

 

 

图 3：2018 年进入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排名前 100 县占该省参评县的比例分布 

全国县域数字乡村百强县（指数均值 74）和后 100 县（指数均值 19）的数字

乡村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且差距主要由乡村治理数字化导致。四大分指数差

距排序依次为乡村治理数字化（81：11）>乡村数字基础设施（93：24）>乡村经

济数字化（60：17）>乡村生活数字化（69：23）（见图 4）。 

 

 

 

 

 

 

图 4：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百强县和后 100 县四大分指数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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