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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共同富裕共生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命题，数字乡村是

推进数字中国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引擎，也构成了推动乡村共富发展的新动能。本文重构数字

乡村、乡村共同富裕和数字孪生指标体系，并基于2014-2021年我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探

究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共富效应以及数字孪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乡村建设显著

驱动乡村共同富裕，主要通过乡村的数字基础、经济数字化、治理数字化以及生活数字化来

实现；（2）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受到数字孪生的调节影响，主要通过乡

村的数字基础、经济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来实现；（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经

济相对滞后区域具有更强的共富效应，且数字孪生在不同发展程度区域的调节效应亦呈现显

著差异，进一步门槛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共同富裕存在基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单门

槛效应和数字孪生的双门槛效应。以上结论对研究乡村共同富裕和跨越式发展的实现路径，

以及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区域如何搭建数字乡村生态系统和实现

数字孪生技术赋能的政策方案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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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其最艰巨最繁重

的任务在农村，最瞩目最亮眼的成果也在农村[1]。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维护广大农

民根本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换言之，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是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可忽视的关键所在，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的外在表现。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加速到来和数字红利的加快转化[2]，数字化为赋能乡村高

质量发展、驱动乡村共同富裕提供了良好契机。自2018年起，中央持续在每年“一号文件”

中明确指出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数字乡村建设成为当前三农政策的关键内容和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加速器。实践中，一大批典型的未来乡村案例也积极回应了以上政策导向，如浙

江嘉兴墅丰村以打造共同富裕排头兵为使命，将地方文化与数字化工具相结合，探索农文旅

融合的数字发展模式，带动居民大幅增收。因此，深入解析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共同富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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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作用及其作用机制，既符合数字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命题，也对推进数字中国和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主要围绕数字乡村建设的分析测度、策略选择与驱动效应展开研究：分析测度

方面，数字乡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维度和乡村发展的重要形态，探索综合全面的评价

模式是值得深挖且急切的议题[3]，其测度既要关注大数据、互联网等如何应用于乡村[4],也要

探究乡村生产生活数字化转型的衔接问题，如数字农业等[5]；策略选择方面，当前乡村在数

字基础建设、经济数字化衔接、政务数字化治理和生活网络化服务等还有很大进步空间[6]，

乡村应抓住数字化优势，扩大数字赋能的价值创造效应[7]，补齐短板[2]，发展具有中国特色

的乡村模式，提升内生发展动力[8]；驱动效应方面，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数字技术及其应用场

景的技术赋能[9]，拓展劳动力生产空间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不仅推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

和消费升级，助力乡村宏观经济增长[10]，而且盘活乡村沉睡资源的同时激发创业活跃度[7]，

改善乡村发展环境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11]，助力乡村微观主体增收致富[8]。数字乡村的多领

域建设以数字化加速重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重塑乡村发展样态，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

供了重要动力，进而推动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12]。基于以上文献，本文通过测度数字乡

村建设和乡村共同富裕两大指标，进一步验证数字乡村建设能否以及如何有效促进乡村共同

富裕等关键理论问题。 

乡村数字化建设过程中亦催生一个新命题，即统一的数字化内核能否促进数字乡村建设

助推共富实现？以数字孪生为代表的信息可视化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9]。在数字乡村

建设中，信息可视化不仅能提高治理效率，优化服务供给，更能使乡村资源环境与发展需求

相契合，激发内生发展动力。要实现可视化管理，关键在于数字孪生的应用，即通过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13,14]，将简单的数据可视化向更高级的知识层面发展，实现

对数据、信息和知识的重新组合和有效认知[15]。基于此，数字孪生的应用一是可以将丰富的

乡村数据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呈现[16]，更好地实现乡村发展的空间架构和共富设施的合理布

局，如湖北英山的数字孪生乡村供水工程，通过真实水厂的数字映射，实现水质、水量等实

时数据整合和智慧化供水管理，大大提升了乡村数字化的共富效果；二是数字孪生可以利用

合理的信息组织和交互设计进而在更广范围内协同推进数字化战略[17]。如浙江德清的地理

信息小镇，数字孪生已融入小镇整体规划，并加速了县域层面教育、医疗等智慧一体化，让

乡村搭上数字快车，有效推动共同富裕。因此本文引入数字孪生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拓展

数字乡村影响乡村共富的边界条件，为理解中国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共同富裕提供新的研究

视角。 

综上，当前仍缺少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共同富裕影响的定量研究，对其作用机理的研究

更为稀少。这为本文创造了提供边际贡献的机会。本文的主要关注点：一是数字乡村建设是

否驱动乡村共同富裕发展？二是数字孪生是否能有效支撑数字乡村建设的共富效应？基于

此，本文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的共富效应，以及数字孪生在不同区域和不同应用阶段所发

挥的异质性调节作用，相关研究成果为数字乡村建设，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的应用和乡村共

富的实现提供决策支持。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假设 

数字乡村是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有效融合的综合性项目[12]，可以概括为乡村数字基础、

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四个方面，它们相互独立，各有区别，

而又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尽管有研究表明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共富效应，但对作用机制并未

展开系统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影响乡村共富的理论机制分析是开展后续研究的关键，梳理大



量文献后，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分析。 

1.1.1 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共同富裕的影响 

参考申云和李京蓉[18]的研究，本文试图将“乡村共同富裕”理解为：在实现全面脱贫的

背景下，乡村居民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的发展、共享与可持续繁荣。乡村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实

现物质和精神财富积累的可发展性，突出在量上的发展前景；还要实现乡村资源均等化，统

筹财政、生态的长效机制，形成乡村繁荣发展的可持续状态，反映在质上的动态持久。中国

多数乡村的传统发展模式已无法满足乡村共富的发展需求，而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提升乡村与

外部环境的技术连接程度，打破原有的封闭性，对乡村多领域进行全方位赋能，充分发挥数

字化的价值创造效应。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9]，其影响是多方

面且深远的：一能驱动乡村共富发展性，通过改善乡村经济的脆弱性和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进一步增加就业和创业的机会，推动乡村居民收入的跨越式增长和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二能驱动乡村共富共享性，通过拓展盘活乡村资源的数字化路径[8]，便利教育、医疗等公共

服务资源的获取，进而满足日益增长的均等化优质公共服务需求；三能驱动乡村共富可持续

性，数字化应用可以推动乡村绿色化和数字化协同发展，打造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激发乡

村可持续发展潜力，为建设美丽乡村增添动力。  

此外，数字乡村综合性建设从多领域正向影响乡村的生产和生活[12]。首先，数字乡村建

设通过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不仅帮助获取最新的外部环境信息，促进信息的共享，同时也推

动内部的交流与合作，形成发展共同体，而且能提高乡村居民的数字能力，增强创新意识[19]，

创造更多就业和创业的机会，帮助其实现增收致富。其次，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乡村经济数字

化，推动数字红利的渗透，不仅优化整合原有产业，而且催生和培育经济新业态[20]，如农村

电商等，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21]。这种乡村资源的发展性转化为乡村经济提供了不竭动力，

从而为乡村共富打下坚实的基础；再次，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乡村治理数字化，解决信息孤岛

和提高政务效率，增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互动，推动治理的民主化和数字化，为乡村共

富提供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政府支持；最后，乡村生活数字化带来的数字消费的提升和数字

服务的推广，带动数字产业的发展和乡村经济的增长，能够进一步促进乡村生产和消费的升

级，提高乡村生活品质，进而推动乡村共同富裕。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驱动乡村共同富裕，主要通过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

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来实现。 

1.1.2 数字孪生的调节效应 

数字孪生是可视化管理的关键要素，能对数字乡村的建设效果起到“放大器”的作用[9]。

数字孪生是指在数字平台内构建与物理实体高度相似的数字实体，通过全要素的实时感知来

实现物理实体的信息可视化[22]，并借助实时预测和互动功能实现全周期管理[23]，进而推动

物理世界高效有序发展[14]。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数字孪生将乡村拟作一个动态发展的有

机体，通过多维数据的集成共享实现可视化管理，构建智慧建设的闭环链条，重塑乡村发展

面貌。以上系统性数字化的做法与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树立“全周期管理”治理意识相契

合。 

数字孪生的应用可以帮助各利益相关者更好理解和处理发展中的挑战与机遇，克服复杂

性和不确定性[16]，加深各领域各主体内外部的信息共享和交流合作，重塑和谐稳定、友好奋

进的乡村面貌，使乡村发展状态与前景能达到各方期望，这与数字乡村的建设目的是契合的。

在数字孪生的技术驱动下，一方面通过实现乡村的土地、基建等资源的可视化管理，在有限

的资源条件下实现最佳配置，这有助于多领域协同推进乡村数字化，提高乡村的发展效益和

可持续性，进一步促进乡村共富。如浙江德清五四村，首创打造“数字乡村一张图”，通过

精准映射乡村“人地物事”关键因子，推动乡村智治新变革，以提升乡村幸福感；另一方面，

数字孪生能够强化“图钉效应”，将资源集中于乡村的文化、产业和风景等特色优势，为乡



村提供个性化的品牌建设机会。这不仅为乡村吸引投资、发展经济等创造机会，也为农民增

收致富拓宽渠道[24]，还有利于改善乡村无序扩张和“千村一面”的现状，进而为乡村提供多

样化的发展路径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数字孪生对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更进一步地，数字孪生推动下的信息可视化管理，能突破时空边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25]，

助力乡村各领域放大数字化的价值创造效应，加快实现乡村共富。具体表现在：乡村数字基

础方面，数字孪生有助于治理者综合考虑乡村的“人地物事”等因素，制定有效的规划方案，

避免出现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问题[23]；乡村经济数字化方面，数字孪生的数据分析和预测

功能不仅能从宏观上帮助乡村经济提质增效，加快数字红利的价值转化，而且在微观上能降

低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风险，减少资源浪费和实现敏捷供给，避免出现生产过剩和供给不足

的问题；乡村治理数字化方面，通过数据信息的可视化来展现乡村“人地物事”等关键要素，

帮助乡村治理者更精准地掌握乡村发展态势和资源供需情况，加强对治理问题的感知能力和

科学决策能力，降低治理成本，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乡村生活数字化方面，数字孪生对基础设施、经济以及治理的影响最终会辐射到乡村生活领

域，表现在，一能提供智慧基础设施，创造智慧化、便捷化的生活环境；二能创造丰富就业

机会，推动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三能打造高品质的“未来乡村”治理体系，增强安全感

和互动感。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数字孪生对乡村数字基础、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

等四个维度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关系中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本研究的模型如图1所示。 

乡村数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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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数字化

乡村生活数字化

乡
村
共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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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模型 

FIG. 1 Research model 

 

1.2 研究方法 

1.2.1 数据说明 

本文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选取2014-2021年全国30个省份（不包含西藏、港澳

台）为研究对象，所有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自然资源部和国家专利局网站、《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同时，考虑各指标量纲的不同，本文的指标体系均将原始数

据标准化，通过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后测算所需值。相比于主观赋权法，熵值法这

一客观赋权法，能够有效避免主观偏差，提高研究可信度。 

 



1.2.2 变量定义 

（1）数字乡村建设 

数字乡村是通过乡村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数字化融合与改造而内生的乡村发展新形态。对

数字乡村建设的考察应多维度多指标进行评价，以保障测度的全面性和合意性，本文以《数

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为行动指南，参考《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和朱红根等[3]的研究成

果，从乡村数字基础、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四个维度构建评

价体系，见表1。第一，乡村数字基础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撑，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和数字技术融合程度这两个核心要件来衡量，一定程度上可以表征信息技术的创新驱动水

平；第二，乡村经济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中之重，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智慧农业来

度量，其发展可以展现出乡村经济社会的未来前景；第三，乡村治理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

的动力保障，通过政务数字化和数字化舆情管理水平来体现治理单元的数字化改造水平；第

四，乡村生活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必要成效，通过数字产品与服务消费水平和数字惠民

服务来度量，可以表征乡村在生活服务上的数字化应用水平。 

表1 数字乡村建设评价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of digital villages construction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单位 

数字乡村

建设 

乡村数字基础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每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万 

每万人域名数 /万 

移动基站覆盖密度/万个 /km2 

IPV4地址数 /万 

数字技术融合程度 

互联网可及性：互联网普及率 /% 

固定设备可及性：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 /台 

移动设备可及性：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 /部 

乡村经济数字化 

产业数字化 

淘宝村数量比重 /% 

金融业数字化程度 

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比重 /% 

数字智慧农业 

农业数字化规模[5,26] /%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数量 /个 

农业气象观测业务——农业气象站 /个 

乡村治理数字化  

政务数字化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 

数字化舆情管理水平 
网络政务微博竞争力指数 

政务微博开通数 /个 

乡村生活数字化 

数字产品与服务消费

水平 

每万人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万GB 

人均快递量 /个 

移动支付指数 

数字惠民服务 
平均每万人邮政营业网点数 /个 

平均每万人金融机构数 /个 

（2）乡村共同富裕 

为实现乡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握好乡村资产、生态、基建、公共服务体

系等方面的建设。从理论上来看，乡村共同富裕亦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多指标的系统性

概念，相比于现有研究中的单一指标法，综合量表测度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此外，基于

乡村共同富裕这一多维概念，在指标选取上，不仅要体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指引性，也

要展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可行性。因此构建乡村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应以科学理解其

理论含义为基础：过程导向上，乡村共同富裕要兼顾“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即关注

乡村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发展性同时，还要探究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等服务的共享性水平[24]；

目标导向上，乡村共同富裕是动态发展的，不仅要考察共富成效，还要重视未来发展的可持

续性。因此，本文借鉴陈丽君等[27]的研究，围绕乡村共富的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大

基本点构建乡村共同富裕指标体系，见表2。 

表2 乡村共同富裕评价体系 

Table 2 Evaluation system of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单位 

乡村共同富

裕 

发展性 
货币资本发展性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 

农村人均消费支出 /万元 

文化生活发展性 农村电视节目覆盖率 /% 

共享性 

基础设施共享性 生活污水处理率 /% 

科教文卫共享性 
每千人拥有卫生人员数 /人 

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可持续性 

基础保障可持续性 农村最低保障人数比重 /% 

财政支持可持续性 人均财政预算收入 /万元 

生态治理可持续性 农村绿地比率 /% 

（3）调节变量 

数字孪生。目前关于数字孪生的定量测度罕有，因此有效衡量数字孪生是本研究需要突

破的重难点之一。为提高测度普适性和科学性，本文围绕数字孪生共性技术与核心技术两个

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原因在于，一是根据聂蓉梅等[28]的观点，在信息可视化的技术情境下，

数字孪生框架涵盖共性基础与专业交互两方面核心内容；二是数字孪生作为乡村发展的前沿

应用，其相关技术水平可以展现出数字孪生的发展特征与优化路径。因此，通过新一代信息

网络共性技术[28]和地信测绘、VR及AR核心技术构建起综合评价体系，以有效衡量数字孪生，

见表3。 

表3 数字孪生评价体系 

Table 3 Evaluation system of digital twin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单位 

数字孪生 

 

数字孪生共性技术 

 
ICT建设投资 ICT产业投资占全行业投资比重 /% 

数字孪生核心技术 

 

地信测绘技术 
甲级测绘资质企业数比重 /% 

卫星遥感总体覆盖率 /% 

AR/VR专利信息 VR/AR专利数占全年专利数比重 /% 

（4）控制变量 

为有效观测数字乡村建设的共富效应，还需要控制影响乡村共富的其他因素。本文借鉴

林嵩等[29]、张丽君等[30]研究成果，共选取4个控制变量:（1）农业机械化程度（Agri），用农

业机械总动力与农作物播种面积之比进行衡量；（2）经济发展水平（Eco），用地区生产总值

并取对数进行衡量；（3）对外开放水平（Open），用货物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进

行衡量；（4）社会消费水平（Consu），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衡量。 

1.2.3 模型构建 

为检验H1，本文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𝑅𝐶𝑊𝑖,𝑡 = 𝛼0 + 𝛼1𝐷𝑖𝑔𝑖,𝑡 + 𝛼2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𝑖,𝑡 + 𝜇𝑖 + 𝜗𝑡  + 𝜀𝑖,𝑡 (1)                                  

𝑅𝐶𝑊𝑖,𝑡 = 𝛼3 + 𝛼4𝐷𝑖𝑔_𝐵𝑖,𝑡 + 𝛼5𝐷𝑖𝑔_𝐸𝑖,𝑡 + 𝛼6𝐷𝑖𝑔_𝐺𝑖,𝑡 + 𝛼7𝐷𝑖𝑔_𝐿𝑖,𝑡 + 𝛼8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𝑖,𝑡 + 𝜇𝑖 + 𝜗𝑡 + 𝜀𝑖,𝑡  （2）      

上式中， 𝑅𝐶𝑊𝑖,𝑡表示乡村共同富裕；𝐷𝑖𝑔𝑖,𝑡表示数字乡村建设，𝐷𝑖𝑔_𝐵𝑖,𝑡、𝐷𝑖𝑔_𝐸𝑖,𝑡、𝐷𝑖𝑔_𝐺𝑖,𝑡

和𝐷𝑖𝑔_𝐿𝑖,𝑡分别表示乡村数字基础、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

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𝑖,𝑡表示控制变量，𝜇𝑖、𝜗𝑡分别表示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𝜀𝑖,𝑡表示随机扰动项。 

为检验H2、3，本文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检验模型：  

𝑅𝐶𝑊𝑖,𝑡 = 
0

+ 
1

𝐷𝑖𝑔𝑖,𝑡 + 
2

𝐷𝑖𝑔𝑖,𝑡 ∗ 𝐷𝑇𝑖,𝑡 + 
3

𝐷𝑇𝑖,𝑡 + 
4

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𝑖,𝑡 + 𝜇𝑖 + 𝜗𝑡 + 𝜀𝑖,𝑡  (3)                    

𝑅𝐶𝑊𝑖,𝑡 = 
5

+ 
6

𝐷𝑖𝑔_𝐵𝑖,𝑡 + 
7

𝐷𝑖𝑔_𝐸𝑖,𝑡 + 
8

𝐷𝑖𝑔_𝐺𝑖,𝑡 + 
9

𝐷𝑖𝑔_𝐿𝑖,𝑡 + 
10

𝐷𝑖𝑔_𝐵𝑖,𝑡 ∗ 𝐷𝑇𝑖,𝑡 + 
11

𝐷𝑖𝑔_𝐸𝑖,𝑡 ∗

𝐷𝑇𝑖,𝑡 + 
12

𝐷𝑖𝑔_𝐺𝑖,𝑡 ∗ 𝐷𝑇𝑖,𝑡 + 
13

𝐷𝑖𝑔_𝐿𝑖,𝑡 ∗ 𝐷𝑇𝑖,𝑡 + 
14

𝐷𝑇𝑖,𝑡 + 
15

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𝑖,𝑡 + 𝜇𝑖 + 𝜗𝑡 + 𝜀𝑖,𝑡 (4)                                                                     

上式中，𝐷𝑇𝑖,𝑡表示数字孪生，系数
2
、

10
、

11
、

12
、

13
为调节效应的核心系数，衡

量数字孪生的调节作用。 

 

 



2 实证分析 

 

2.1 假设检验 

（1）主效应检验 

首先，检验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关系（H1），结果见表 4。模型 1、2 表明，

数字乡村建设正向影响乡村共同富裕（β=0.258，p<0.01），主要通过乡村数字基础、乡村经

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H1 成立。这表明通过乡村与数字技术的有

效融合，能够有效优化乡村发展环境和放大乡村治理效力，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数字化动力，

推动乡村现代化进程，带动数字技术普及，为乡村居民致富指引可行方向，进而推动实现乡

村的共同富裕。值得注意的是，模型 2 的结果提示了乡村领域的数字化应用的成熟度和价值

转化会有所差异，对乡村共同富裕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应立足需求而推进数字乡村建

设。  

 （2）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研究数字孪生对数字乡村建设驱动乡村共同富裕的调节作用，本文在模型 1、2 的基

础上，增加了交互项，以考察数字孪生的调节作用。表 4 的模型 4、6 表明，数字孪生在数

字乡村驱动乡村共富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β=0.111，p<0.01），主要通过乡村数字基础、乡

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H2 成立，H3 部分成立。原因在于，一是数字孪生技术的

运用，有助于应用场景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乡村数字化建设效益长效化，实现更高水平

的乡村共富，这也是数字孪生日益受到重视关键所在；二是数字孪生的运用和普及有待加强，

现有应用更多是智慧交通、智慧农业、智慧政府等，与乡村生活领域尚未形成有效融合，对

其影响也相对有限。但不可否认，数字孪生的影响是积极和可预见的，能够有助于乡村实现

跨越式发展[16]，这也为乡村制定发展策略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表4 假设检验结果 

Table4 Hypothesis testing results 

  RCW 

 变量 （1） （2） （3） （4） （5） （6） 

解释变量： 
Dig 

0.258*** 

(4.32) 
 

0.260*** 

(4.37) 

0.178*** 

(3.55) 

  

 
Dig_B  

0.467*** 

(2.77) 

  0.441*** 

(2.60) 

0.302* 

(1.86) 

 
Dig_E  

0.196** 

(2.39) 

  0.199** 

(2.42) 

0.079 

(0.98) 

 
Dig_G  

1.610** 

(2.40) 

  1.551** 

(2.31) 

1.677*** 

(2.68) 

 
Dig_L  

0.327** 

(2.47) 

  0.343** 

(2.58) 

0.256** 

(2.00) 

调节变量： 
DT   

0.046 

(1.43) 

0.009 

(1.37) 

0.039 

(1.22) 

0.044 

(1.45) 

交互项： 
Dig*DT   

 0.111*** 

(4.73) 

  

 
Dig_B*DT   

   0.797* 

(1.71) 

 
Dig_E*DT   

   1.233* 

(1.71) 

 
Dig_G*DT   

   5.129** 

(2.01) 

 
Dig_L*DT 

     -0.772 

(-1.43) 

控制变量： Agri 
0.040* 

(2.31) 

0.044** 

(2.52) 

0.036** 

(2.07) 

0.022 

(1.28) 

0.041** 

(2.32) 

0.031* 

(1.88) 



 Eco 
0.056*** 

(2.99) 

0.052*** 

(2.76) 

0.059*** 

(3.14) 

0.073*** 

(3.99) 

0.056*** 

(2.90) 

0.058*** 

(3.16) 

 Open 
0.025 

(0.79) 

0.022 

(0.64) 

0.026 

(0.83) 

0.070** 

(2.21) 

0.023 

(0.67) 

0.054 

(1.64) 

 Consu 
0.028 

(0.70) 

0.017 

(0.41) 

0.025 

(0.63) 

0.070* 

(1.80) 

0.016 

(0.40) 

0.070* 

(1.80) 

 _cons 
-0.423** 

(2.36) 

-0.420** 

(-2.32) 

-0.455** 

(-2.53) 

-0.545*** 

(-3.09) 

-0.451** 

(-2.47) 

-0.408** 

(-2.29) 

 N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1%、5%、10%。（下同） 

2.2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实证的可信度，本文采取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由于主要变量均属

于双侧首尾变量，得分位于0-1之间，故参考张广胜等[31]的做法，使用Tobit模型进行检验；

第二，参考温涛等[32]采用改变控制变量的方法，引入可能影响乡村共同富裕的变量——乡村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Inv），继续采用Tobit模型来验证实证结果；第三，参考张丽君等[30]的

做法，通过更换评价指标来重新验证结果的稳定性，一是将数字乡村指标体系中的“平均每

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服务网点数”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代替，二是将乡村共同富裕指标

体系中的“农村电视节目覆盖率”用“农村广播节目覆盖率”代替。以上结果均与前文实证

结果一致，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限于篇幅，留存备索）。 

2.3 异质性分析 

为考虑数字乡村建设的乡村共富效应可能存在区域属性异质性，本文借鉴李光勤等[19]

的做法，根据人均GDP均值将样本分为高/低人均GDP省份，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1、5表明

数字乡村建设依然显著驱动乡村共富，且对低人均省份的驱动作用更强：一是因为高人均省

份拥有相对充分的资源与政策倾斜，乡村发展活力大阻力小，早已从乡村建设中获益，故所

获取的边际收益较小；二是因为低人均省份乡村长期处于发展基础薄弱、改革相对滞后以及

组织功能弱化的环境，发展需求迫切，而数字化正好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12]。模型2、6显示，

数字孪生在高人均省份起到正向调节，在低人均省份却起到负向调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

域的调节效应与基准回归存在一定的差异，原因在于各地区乡村发展禀赋并不平衡，具有不

同的自然资源特征和经济发展条件[33]，数字孪生作为前沿技术所能发挥的推动作用就会具

有区域异质性。 

更进一步地，为探究数字孪生的影响是否存在阶段异质性，按照技术成熟程度将数字孪

生划分为数字孪生共性技术和专用技术（分别表征初级阶段和中高级阶段）。模型3、4表明

对于高人均省份，数字孪生的两阶段均能起到正向调节，但模型7、8显示在低人均省份，专

用技术起到负向调节，仅有共性技术能起到正向调节。以上结果揭示了不同程度的数字孪生

在数字乡村建设驱动乡村共富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阶段异质性，究其原因是因为低人均省份先

后天的数字要素基础较差，数字乡村的深入建设会面临更多的发展壁垒，这一过程中对数字

孪生等前沿技术适应能力较差，从而影响数字赋能效果，导致其运用不仅不能够巩固数字化

建设成果，而且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数字鸿沟”进而抑制乡村发展。因此在制定数字乡村发

展战略时要遵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注重区域发展程度的适应性和差异性[8]。 

表5 异质性分析 

Table 5 heterogeneity analysis 

 高人均 GDP 省份 低人均 GDP 省份 

变量 （1） （2） （3） （4） （5） （6） （7） （8） 

Dig 0.164* 0.062 0.032 0.010 0.591*** 0.589*** 0.519*** 0.531*** 



(1.70) (0.73) (0.29) (0.11) (6.30) (6.40) (5.40) (5.92) 

DT  
-0.035 

(-0.84) 
   

0.008 

(-0.40) 
  

DT_generic   
-0.011 

（-1.42） 
   

0.004** 

（2.14） 
 

DT_special    
-0.149 

(-1.50) 
   

-0.006 

(-0.26) 

交互项：Dig*DT  
0.690*** 

(5.06) 
   

-0.454** 

(-2.54) 
  

Dig*DT_generic   
0.038** 

（2.27） 
   

0.026** 

（1.99） 
 

Dig*DT_special    
1.062*** 

(5.53) 
   

-0.846*** 

(-4.11) 

_cons 
0.702 

(1.59) 

0.272 

(0.68) 

0.535 

(1.21) 

0.020 

(0.05) 

-0.041 

(-3.18) 

0.090 

(1.31) 

0.100 

(1.44) 

0.109 

(1.6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①DT_generic 表示数字孪生共性技术，DT_special 表示数字孪生专用技术。 

②高人均 GDP 省份：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内蒙古、山东、湖北、重庆；其

余为低人均 GDP 省份。 

 

2.4 进一步分析：门槛效应 

为准确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共富非线性作用的分界点，本文借鉴赵涛等[34]的做法，

选用数字乡村建设以及数字孪生作为门槛变量，运用自荐法确定门槛数，结果表明数字乡村

具有单门槛效应，门槛值为0.1453，数字孪生具有双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1998、0.4506。  

表6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Table6 Threshold effect test results 

门槛变量 模型 F 值 
临界值 

1% 5% 10% 

Dig 

单门槛 36.88*** 30.647 22.088 18.363 

双门槛 13.60 30.022 19.334 15.798 

三门槛 10.30 21.624 17.386 15.496 

DT 

单门槛 25.47** 32.460 23.358 20.223 

双门槛 26.70*** 23.623 19.452 16.131 

三门槛 6.70 56.408 36.027 28.032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当数字乡村建设水平逐渐增强时，对乡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也会

进一步增强。原因在于，一是数字乡村建设能改善乡村长期的劣势发展处境，提高生产效率、

推动信息交流和有效管理等，因此当数字乡村建设指数低于门槛值时，虽然其推动作用较弱，

但仍能促进乡村共富。二是随着数字化的纵深建设，其影响逐渐辐射到服务、治理、经济等

诸多领域，帮助乡村开发新产业、吸引新投资、创造新就业等，带来社会发展的飞跃，从而

进一步促进乡村共同富裕。 

关于数字孪生：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共富的动态作用不仅受到自身水平的影响，还存在

着数字孪生的调节影响。当数字孪生处于初级阶段（DT≤0.1998），这也是多数样本所处的

阶段，数字孪生通过可视化管理，推动乡村产业拓展、农民增收以及治理优化，对乡村共富

产生积极作用；但当数字孪生进一步发展（0.1998< DT≤0.4506），即随着数字孪生规模的扩

张，可能会出现数字技术与乡村建设失衡发展的问题，受到“木桶效应”的支配，表现为数



字孪生水平上升，其积极作用反而会缩小；待跨越第二门槛值（DT＞0.4506），发展失衡问

题受到重视并改善，在“图钉效应”影响下，数字孪生得到更切实的应用和发展，实现更精

确和全面的数据共享、模拟预测和决策优化，与数字乡村形成友好互动，促进数字建设价值

最大化，从而推动创建美好家园，实现乡村共富，这也是发展数字孪生所努力的方向。 

表7 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Table7 Threshold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名称 RCW 

Dig（Dig≤0.1453） 
0.791*** 

（10.95） 
 

Dig（Dig＞0.1453） 
0.919*** 

（23.55） 
 

Dig（DT≤0.1998）  
0.821*** 

（13.15） 

Dig（0.1998< DT≤0.4506）  
0.720*** 

（20.92） 

Dig（DT＞0.4506）  
0.826*** 

（36.8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N 240 240 

 

3 主要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3.1 研究结论与贡献 

数字化已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引擎。本文以2014-2021年全国省域数据为样本，

研究了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并基于信息可视化理论，创新性地探究了数字

孪生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相关研究结论如下： 

（1）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多维度系统推进乡村共同富裕的发展。本文立足于数字乡村建

设的系统性特征，研究发现乡村在数字基础、经济数字化、治理数字化和生活数字化等不同

维度的建设均有助于推进乡村共富进程。不同于已有研究将数字乡村视为整体结果，本文基

于乡村数字化应用场景视角，通过对不同维度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共同富裕关系的检验，有

助于清晰地展现在推进乡村共同富裕过程中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工作内容，进一步丰富了区

域创新治理的相关研究。 

（2）数字孪生的嵌入能够更好地发挥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起到

“放大器”的作用。本文以信息可视化理论为支撑，理论分析和实证验证了数字孪生的调节

作用，结果表明数字孪生强化了乡村数字基础、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共富效

应。具体而言，伴随着数字孪生应用越广嵌入越深，乡村对数字技术的整合和利用能力越强，

能够降低试错成本并扩大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创造，进而推动乡村共富的实现。区别于已有

文献从AI农业、治理孪生体视角定性剖析数字孪生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场景赋能，本文创新性

地基于信息可视化理论剖析数字孪生在数字乡村建设驱动共富发展的作用机制，并从技术维

度进行量化研究，不仅突破了已有研究的理论视角，而且填补了数字孪生定量测度的研究空

白，为数字孪生更深入研究提供思路参考。 

（3）数字孪生在影响数字乡村的共富效应过程中需要考虑与地区发展水平和技术应用

阶段等情境的适配性问题。从异质性分析结果看，数字乡村建设对低人均GDP省份乡村共富

的驱动作用更强，而数字孪生的调节作用在高人均GDP省份表现更优，数字孪生的两阶段对

高人均GDP省份均起到正向调节，而对低人均GDP省份，仅有数字孪生共性技术起到正向调

节；从门槛效应结果看，数字乡村建设的共富效应存在动态性，受到数字乡村建设的单门槛



和数字孪生的双门槛影响。本文从多种角度探讨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特征，

上述结论有助于各区域主体从实际出发确定数字乡村建设策略实施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为政

府精准施策以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3.2 政策启示 

为扎实推进乡村共同富裕，必须坚持数字乡村建设方案的系统性、前沿性和差异性的制

定要求：  

（1）扩大数字要素供给面，搭建良好数字乡村生态系统以推动乡村共富。明确经济、

治理、民生等重点领域的数字化建设内容，形成有阶段性的数字乡村建设方案，提供系统性

指引。一方面政府可加大资金支持，发展数字基础建设，推动5G网络广度和深度覆盖，塑造

良好数字氛围；另一方面，政府可出台优惠政策，如设立人才补贴、制定倾斜性财税政策，

为数字乡村建设引进和吸纳多元主体，帮扶乡村数字经济基础力量发展和原有产业的数字化

转型；此外，政府可打造统一的乡村治理数字平台，规范数据的整合和共享，解决数据孤岛

问题，成为乡村共富的关键保障。 

（2）重视前沿数字技术赋能，利用数字孪生放大数字乡村的价值创造，加快乡村共富

步伐。第一，政府可统筹考虑乡村发展需要，对乡村数字基建进行适度超前的部署，为乡村

搭建有效的数字孪生底层架构；第二，政府可举办数字孪生论坛和展览传递积极信号，利用

专项资金政策鼓励发展数字孪生，促进数字孪生成果积累以提升乡村数字化核心能力，加快

实现乡村共富。 

（3）把握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因时、因地制宜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正确发挥数字乡村

建设的共富效应。高人均GDP地区争创优先，积极研发前沿数字技术，并注重其在乡村发展

的有效应用，发挥先富地区的带头作用；低人均GDP地区弥补短板，注重乡村数字基础建设，

以数字化应用盘活乡村资源，如“互联网+农业”等，同时增强与经济发达省份的交流与合

作，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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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and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are the new proposition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mpowered by dig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Digital villages serve as a new engine for advancing digital 

China and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reconstructs indicators to measure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digital rural areas, and digital 

twin, and,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4 to 2021, explores the common 

prosperity effect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igital twin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significantly drives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mainly through the digitization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economic activities, governance, and residents’ daily life; (2) The driving effect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on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is influenced by digital twin, mainly through the digitization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governance;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has a stronger common prosperity effect on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igital twin varies significantly in reg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Further threshold analysis 

shows that, for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has its own single threshold effect and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of digital twin. The above conclusion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and leapfrog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also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building a digital village ecosystem in the region and carrying out policy options empowered by the 

digital t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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