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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1．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经济稳中求进开新局

【乡村振兴局】万物复苏的春天，正是踔厉奋发的时节。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8%，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货物进出口总

额同比增长4.8%&hellip;&hellip;4月18日公布的中国经济2023年首季成绩单，展现中国

经济在高质量发展中复苏向好的良好态势。“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在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我们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坚定明晰。奋进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推动中国经济巨轮乘风破

浪、稳健前进，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强劲的发展动力。

链接:

https://nrra.gov.cn/2023/04/19/ARTI4NyfRIweLifDstvfn1R3230419.shtml

2．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

【乡村振兴网】近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2023年数字乡

村发展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到2023年底，数字乡村发展取得阶段性进展。农村宽带

接入用户数超过1.9亿，5G网络基本实现乡镇级以上区域和有条件的行政村覆盖。产业

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农村网络建设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服务好农业生产。“当前农

业领域数字经济占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不高，整体情况与服务业、工业等领域水平相差较

大。大数据、遥感技术等在农业精准生产、预警、智慧物流方面的应用依然较为初级，

关键领域专利技术研发布局仍待加强。《工作要点》给出了具体目标，到今年底，农业

https://nrra.gov.cn/2023/04/19/ARTI4NyfRIweLifDstvfn1R3230419.shtml


生产信息化率达到26.5%。同时，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智慧农业，包括加快农业全产业

链数字化转型、强化农业科技和智能装备支撑。但也要看到，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

转型面临诸多制约。例如，农业数字化研发整个生命周期都需要持续的技术与资金投入，

具有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使得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意愿不强。此外，缺乏相对成熟

的解决方案和清晰的商业模式。一些解决方案对于农村实际、农业问题认识不够，导致

经济效益不显著、感知性不强、数字化进展相对缓慢。近年来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

名词层出不穷，名词概念拥堵带来了一个错觉，即技术供给无处不在。但实际上真正能

全面、稳定用于农业生产各领域、各细分行业的技术系统供给是不够的，供给能力距离

实际需求仍存在较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数字资源处理能力、数字

营销与应用水平较低。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

占农业从业人员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小农户在数字化领

域“不想用”“不会用”问题显著。“下一步，要以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智慧农场、智能

农机装备、数字供销综合服务平台的牵引作用，通过农业农村各环节数字应用的持续扩

展，带动5G和千兆光网的深化部署。加强互联网企业与农业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

高校院所的产学研合作，摸清农村居民、农业生产的需求，根据农村基层的现实推进数

字乡村建设。”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7301.html

【文献速递】

1．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基于国际经验视角

作者：孟立慧

文献源：知网,2023-04-19

摘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是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实现城乡共同富裕

的战略选择，二者互为推手且导向一致。目前，我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在

要素、生态、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方面仍存在一定梗阻，突出表现为城乡人口流动矛盾

凸显、城乡生态环境尚不协调、城乡金融体系建设不相匹配、城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失

衡。为此，本文在研判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人为中心”推进城乡联动“、以

环境为突破口”促进城乡蝶变“、以金融为抓手”助力城乡融合“、以服务均等化为载体”

赋能城乡共生发展的实践创新策略，全面加速城乡协同发展进程。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A/Csgk0GRA-amAQZNrABs7PGsN43U508.

pdf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7301.html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A/Csgk0GRA-amAQZNrABs7PGsN43U508.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A/Csgk0GRA-amAQZNrABs7PGsN43U508.pdf


2．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作者：曹哲；邵旭

文献源：知网,2023-04-19

摘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加快乡村产业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

强国的重要举措。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演进脉络，以“创造力—

驱动力—牵引力—支撑力—聚合力”为分析框架，论证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动

力机制，并总结了荷兰和韩国的模式及主要做法，以资借鉴。现阶段我国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业融合主体间的创造力差异较大，制约了合作稳定性；

技术和制度创新应用存在堵点，驱动作用发挥不充分；高品质农产品供给能力不足，影

响了需求端的牵引作用；产业园区和公共服务不完善，融合发展的支撑力不足；利益联

结机制不健全，聚合力作用有待提升。因此，要聚焦提升融合发展动力，强化经营主体

共同参与性，打通技术和制度创新应用的堵点，加强供给高品质农产品，优化产业园区

和公共服务，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8/Csgk0YiXrPGAKv9_ABzGJ6ApIGU554.pdf

3．乡村振兴背景下西部地区农村相对贫困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X省的实证

作者：朱琳；李文琢；廖和平；潘卓；尹悦娇

文献源：知网,2023-04-19

摘要：防止返贫是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

本文基于西部地区X省10 322份农户调查问卷，从家庭禀赋差异和政策干预因素两个视

角，利用Logistic回归方法实证分析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和典型特征.结果表

明：(1)当前政策背景下，西部地区农村宜采取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作

为相对贫困线.(2)一般村和脱贫村相对贫困发生率、相对贫困深度、相对贫困强度较为

相似；不同类型农户中，稳定脱贫户相对贫困发生率最低，其次为一般户，脱贫不稳定

户和边缘易致贫户相对贫困发生率较高，这两类农户的相对贫困深度和强度均高于其他

农户.(3)相对贫困的产生与家庭禀赋、政策因素相关，一般户与建档立卡户、一般村与

脱贫村的相对贫困影响因素大体一致.基于上述结论，要针对一般户、稳定脱贫户、脱

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等群体分别制定帮扶政策，并积极构建合理的公共资源分配

体系，注重帮扶政策实效性，多维改善农户家庭禀赋以提升其增收能力和生计韧性。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A/Csgk0GQ_tI6AFWrFABrR_m88vVc373.pd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8/Csgk0YiXrPGAKv9_ABzGJ6ApIGU554.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A/Csgk0GQ_tI6AFWrFABrR_m88vVc37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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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及障碍度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作者：徐梦琳；张嘉一；刘佳奇；张洋；吴成亮

文献源：知网,2023-04-18

摘要：[目的]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实施乡村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根

基，研究超大城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选取拥有超大城市典型特征的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

北京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以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1—2020年乡

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

展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北京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

行了分析。[结果]研究表明，（1）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振兴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

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产值和教育经费是制约该市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的主要

障碍因子；（2）同时北京市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为扩散的“W”型结构，在2009—2018

年期间，乡村治理协调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缓慢发展阶段，直到2019年，开始呈

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水土

流失治理面积是该超大城市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3）2001—2020年北京市

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结论] 超大城市乡村区域需要不

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继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生态建设，改善乡村生态环

境，创新治理方式，提高自治能力；充分发挥治理内生动力，挖掘乡土文化价值；促进

产业振兴，实现人才回流，以协调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展。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8/Csgk0YiWZiWABlTsABCL_8Inogo317.pdf

5．金融科技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作者：任喜萍

文献源：知网,2023-04-18

摘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要求。

金融科技以数据和技术为核心驱动力，正在深刻改变金融生态格局，为支撑高质量服务

乡村振兴提供新的有效路径。文章深入剖析金融、乡村与科技三者内在关系，探析金融

科技发挥资源配置效应和创新效应为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发现金融科技有

助于缓解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风险控制能力，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以及革新

生产技术与方式等。但当前金融科技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仍面临着金融数据问题频发、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A/Csgk0GQ_tI6AFWrFABrR_m88vVc373.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8/Csgk0YiWZiWABlTsABCL_8Inogo317.pdf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金融科技人才短缺、金融科技监管发展滞后等方面的现实

挑战。未来我国金融科技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应以着力消除数字鸿沟为重

点，强化金融数据治理工作；以推进数字化建设为支撑，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夯

实乡村金融人才为驱动，提高金融服务创新能力；以严格金融风险监测为抓手，完善金

融科技监管体系。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A/Csgk0GQ_qzuAZwVcABA3T6u02WQ051.

pdf

6．借势赋能:地方政府运动式政策执行与公共治理困境——以鄂东H县为例

作者：李玉霞

文献源：知网,2023-04-18

摘要：乡村振兴背景下,政策执行面临多中心工作、顶格目标管理、考核标准严格等强

制度约束。基于鄂东H县的乡村振兴案例叙事,研究发现为突破制度刚性约束,地方政府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确立运动式执行模式为常规政策执行增势赋能,并通过“一把手挂帅”

的强政治动员、跨科层的组织赋能与整合、权力下放的主体性激活等手段,促使常规工

作搭乘运动式治理便车,阶段性解决与应对乡村振兴发展中的治理之困,实现地方政府治

理理性与政策执行有效性之间的平衡。但其被广泛使用易造成基层政权行政化、自利性,

政策目标替代,农民去主体化、边缘化等困境。长远来看,运动式治理有待于通过“确权”

与“确责”等形式完善政府职责体系,保留合理政策调试空间,进而实现政策执行与治理能

力提升的双赢。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8/Csgk0YiWXOGAHMwoAApdUboU27c715.

pdf

7．金融科技赋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作者：张正平；董晶

文献源：知网,2023-04-15

摘要：中国经济已经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农

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农村

金融发展仍面临农信机构改制不到位、基础设施落后、风险分担机制滞后等问题,成为

制约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与此同时,金融科技行业迅速发展,金融业数字化转

型步伐加快,数字乡村战略稳步推进,为金融科技赋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前所未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A/Csgk0GQ_qzuAZwVcABA3T6u02WQ051.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A/Csgk0GQ_qzuAZwVcABA3T6u02WQ051.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8/Csgk0YiWXOGAHMwoAApdUboU27c715.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8/Csgk0YiWXOGAHMwoAApdUboU27c715.pdf


有的机遇。为此,本文基于对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挑战和金融科技发展机遇的分析,从缓

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改善风险定价等角度阐述了金融科技赋能农村金融高质

量发展的理论机制,从助力农村金融数字化转型、推动农村金融产品创新、重塑农村金

融发展模式等维度揭示了金融科技赋能的现实路径,进而提出金融科技赋能农村金融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对策。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A/Csgk0GQ_qCaADNUMAAv7a9JUkdE027.

pdf

8．乡村振兴时期脱贫地区村级金融服务站高质量发展研究

作者：周孟亮；彭雅婷

文献源：知网,2023-04-14

摘要：村级金融服务站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乡村振兴时期，要通过数量整

合、服务深化和功能升级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通过实地调研以

及规范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脱贫地区村级金融服务站发展中存在布局不科

学，发展定位不清晰、人才缺乏、可持续性不强等制约因素。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共

同富裕，提出实现村级金融服务站高质量发展的“四位一体”路径，要建成集普惠金融服

务、金融教育、信息采集为一体的“聚合”金融服务中心，实现金融、电商、政务融合。

因此，要将村级金融服务站融入普惠金融发展战略，通过政府、金融机构和全社会共同

努力，明确目标定位，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融入数字金融元素，完善政策支持和激励。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8/Csgk0YiWWQ2AXjk-ABQ8IQmTGVU318.p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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