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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1．中央网信办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人民银行、市场

监管总局、国家数据局印发《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部署开

展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 

链接: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3/content_6939366.htm 

  

2．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2024年国家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和《2024年国家

水生动物疫病监测计划》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加强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强化水生动物疫病

风险预警和防控,提升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和生物安全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兽药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

农业农村部组织制定了《2024 年国家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 、《2024 年国

家水生动物疫病监测计划》。 

链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3/content_6939391.htm 

  

3．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部长通道”上谈“三农”话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去年我国粮食生产遭遇了频繁、极端的自然灾害，在

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有关地方部门和广大农民共同努力，全年粮食产量达到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3/content_6939366.htm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3/content_6939391.htm


13908亿斤，比上年增产了177.6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93公斤，继续高于国际公

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唐仁健表示，以前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粮食增产减产有

周期，比如“两丰一歉一平”，在传统生产技术条件下有可能确实是这样。但经过中国共

产党人一代接一代矢志不渝的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空前的力度大抓特抓实

抓粮食生产，现在农业的装备条件、抗灾能力、生产经营组织方式，跟以前已不可同日

而语。 

链接: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3/content_6936864.htm 

  

4．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ensp;国务院总理李强5日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今年政府工作任务时提出，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

成果。 

链接: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3/content_6936351.htm 

  

5．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中国文联办公厅关于印发《“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

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根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一号文件部署要求，近

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中国文联办公厅联合印发《“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

动”工作方案》。&ensp;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

关键一年。“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以打造“有影响力传播力的管用平

台”为抓手，坚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部署了“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粮安天

下”农民公益培训、“爱中华爱家乡”中国农民诗会、“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农民文艺作品

展、“新国潮”乡村优秀文化艺术展演、乡村记忆工程、乡村文化地图发布、乡村大讲堂、

农耕农趣农味文化体育活动、乡村文化产业创意大赛、乡村文化艺术基地培育、全国乡

村文化艺术展演季等十二项重点活动，广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全面加强乡村文化保护

传承，推动农耕文明优秀遗产与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促进乡村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

和乡村文化产业创新性发展。&ensp; 

链接: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3/content_6936864.htm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3/content_6936351.htm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3/content_6938267.htm 

  
【文献速递】 

1． 中国省域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其空间关联研究  

作者：李烨；秦琴；张人龙 

文献源：知网,2024-03-18 

摘要：乡村数字经济作为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推手，研究其发展水平及特点具有

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5-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乡村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在省份间的联系逐渐紧密，且省份之间

的溢出效应、虹吸集聚作用、资源整合力、资源辐射力以及中介作用与地域位置、经济

发展程度、农业发展程度等方面有关。基于此，区域之间需带动式发展；应打好数字基

础性建设的地基，完善乡村电商平台体系的框架；进一步做好城乡统筹。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C/Csgk0WX5i6eAe8z-ABSS7u4UCA8861.pdf 

  

2．中国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其演变趋势 

作者：苏荟；任梦珂；时晓青 

文献源：知网,2024-03-12 

摘要：推动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对于探寻我国

中、东、西部地区新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12—2020年省域数据，采用熵

值法建立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指标评价体系，通过耦合协调模型测度我国数字经济与乡

村振兴协同发展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和核密度分析对我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协

同发展的区域性与时序性差异以及演变形态进行分析，采用马尔科夫链模型探讨不同空

间滞后条件下我国及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演进趋势并作出预测。

结果表明：首先，全国及各地区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程度在时序上呈现稳步增

长态势；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和“相似集聚”的基本格局。其次，从全国尺度看，我国

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水平虽呈现非均衡状态，但总体差异呈现缩小态势，区域

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从区域尺度看，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差异排

序依次为东部地区各省份间差异高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再次，我国数字经济与乡村

振兴协同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东部地区内部省份协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存在极化现象

递减；中部地区整体协同发展水平差距在持续缩小，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仍较大；西

部地区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水平比较均衡，但仍较落后，且多极分化现象呈现

增强趋势。最后，我国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呈现中高水平向高水平转移的趋势；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3/content_6938267.htm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C/Csgk0WX5i6eAe8z-ABSS7u4UCA8861.pdf


东部地区在良好的协同发展基础上发挥既有优势，在三年后大概率会转移至高水平，反

之会抑制其发展；中部地区内部不同省份协同发展水平在未来三年中向高水平收敛，并

呈现出明显的“在提升中趋同”的演变特征；而西部地区两系统的协同程度未来三年里随

着时间跨度延长不断降低且持续表现出下降趋势。据此，提出如下建议：贯彻落实国家

政策，巩固发展成果稳中求进；施行因地制宜方针，打造区域协调发展优势；实施差异

化发展战略，构建区域交流学习机制。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E/Csgk0EGi2DuAQHWsABL0-Pr_Mow852.pdf 

  

3．要素组态形式如何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44个乡村案例的模糊集定性

比较分析 

作者：沈国琪；陈万明  

文献源：知网,2024-03-11 

摘要：在乡村地区林地、耕地、水域等资源禀赋空间差异显著的现实背景下，总结乡村

产业发展领先地区的实践经验，给其他地区启发和示范，对全面带动乡村振兴具有重大

意义。文章以浙江省44个未来乡村创建示范点为研究案例，采用“技术—组织—环境”理

论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技术、组织、环境等维度下不同要素对乡村产

业发展的联动效应及其组合形态。研究发现：（1）所有要素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0，

不构成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产业融合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不同的路径

中有着一定的普遍性。（2）技术、组织和环境等维度下不同要素组合，形成4类驱动乡

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多样化组态，且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为0.93，大于阈值0.90，表明

这些要素组态形式是未来乡村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充分条件。（3）乡村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要素组态模式可以概括为生产组织创新型、政策支持引导型、政府主导推动型、

数字技术赋能型4大类，分别能够解释37.70%、32.90%、25.60%和28.40%的乡村产业高

质量发展案例数。文章拓展了基于要素组态视角下我国乡村产业发展的理论体系，揭示

了不同地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有针对性地强化

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发挥现有优势要素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充分激发要素活力、因地

制宜制定支持政策等政策启示。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C/Csgk0WX5h1-AS7_jAAyeeodyO3g345.pdf 

  

4．可持续性VS政治经济学：西方农村生计方法研究进展与启示 

作者：后雪峰；陶伟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E/Csgk0EGi2DuAQHWsABL0-Pr_Mow852.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C/Csgk0WX5h1-AS7_jAAyeeodyO3g345.pdf


文献源：知网,2024-03-11 

摘要：生计概念因消除农村贫困和促进农村发展而产生，农村生计始终伴随着生计研究

并始终是生计研究的中心。农村生计思想和实践起源于西方并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最

典型的是以国家干预为导向的农村援助性生计、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户能动性生计以及基

于权利的可持续性生计。西方农村生计思想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农村生计的概念化和生计

方法的兴起，强调行动者能动性的可持续生计方法增强了人们对农村生计的理解和实

践；而另一方面，可持续生计方法因过度物质化、层次化和忽视社会结构而饱受批评，

从结构、时间和空间对其进行修正已成为农村生计研究的重要方向。政治经济学的生计

方法有效规避了可持续生计方法的缺陷，其融合了结构和行动双重属性而为构建包容性

的农村生计提供了可能。政治经济学的生计方法为我国农村生计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

角，对我国当前迈向全面乡村振兴阶段的乡村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指导意

义。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E/Csgk0EGi1OKACU4mAA7SfpPZxrg431.pdf 

  

5．市场潜能降低了城乡收入差距了吗？——基于时空双固定的SPDM与PTR模型的探讨 

作者：徐永辉 

文献源：知网,2024-03-11 

摘要：城市的市场潜能从物质资本配置、产业结构优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等方面对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日益突出，而在空间维度中，市场潜能是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的？为了解释上述问题，本文以2010—2021年长三角地区31个城市为数据样本，探讨市

场潜能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市场潜能对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该效应符合地理距离衰减规律，同时300千米是其空间溢出效

应的作用边界。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外商投资水平的机制调节中，市场潜能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影响呈现逐步缩小的特征，与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U型变动关系，但是在城乡物

质资本配置扭曲水平提高下，市场潜能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此外，产业合理化机制介

入中，市场潜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一个“先减后增”的作用过程。大城市的城乡收

入差距受到市场潜能积极影响的作用最大，特大城市次之，随后为中等城市。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C/Csgk0WX5hnWACXV2ABJasbUq9qk1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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