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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数字时代的城乡治理与乡村振兴 
 

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  邱泽奇 
 

    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领数字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习近

平总书记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阐述，对城市和乡村治理更有具体要求。为切

实化解治理中的热点、痛点、难点、堵点，各地运用数字技术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重心下沉、

范围覆盖拓展，提升服务人民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探索政府企业社会各方参与、党务政

务事务务务相连、民情民意情意相通，可推广的城乡治理新路。 

    在城市，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机制创新是各地共同的实践，因地制宜的治理模式不断涌现。

典型的例子如上海市的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城市运行网把城市运行场

景划分为三大类：基本民生保障、陆海空动态保障、突发热点热线处置，在场景中感知城市运行

跳动的数据，为城市值守、为市民站岗。政务服务网则把为市民高效办理一件事”作为基本目标，

把市民散发的需求和诉求连入庞大的政务网络，市 50 余个委办局和 16 区的 1541 个政务服务事

项都在网在线。为适应人口极速老龄化的需要，“一网通办”还进行适老化改造，推出长者版。

不断挖掘数字技术潜力的“一网统管”和“一网通办”把对民生和城市的管理转化为对城市运行

和市民需求的预判、办理和回应，将治理融在为市民的服务中，让一座 3000 多万人口和 270 多

万市场主体的超大城市的运行变得更加便捷、有序、精细、高效。 

    在乡村，为实现乡村振兴，各地发挥地方性优势，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

形成了鲜明特色。 

    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组织创新。人地分离、人员失连、有效参与不足是乡村治理面对的首要挑

战。各地运用数字技术搭建参与平台，把断裂的社会纽带重新连接起来，让村民人不回但关注回、

意见回，实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

靖县迁陵镇茶市村是典型的人口净流出村，也曾是有名的贫困村。为实现村民“团圆”，村两委

在腾讯“为村”上建设虚实一体的茶市村，使 80%的外出务工人员在平台上“回归”村庄，让每

家每户都有主事的人参与村庄事务；通过直播和微店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一个偏远山区的空心

村在掌上重新欢实，从贫困村后进村变成了明星村先进村，用数字技术推动有效治理进而推进乡

村振兴。 

    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管理创新，突破需求与服务匹配错位瓶颈，增强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

有效性，满足村民精细化服务需求，是乡村治理面对的关键挑战。各地运用数字技术，在地广人

稀的地区重组治理单元，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以数据为依据回应民生热点和痛点，让数字化治理成

效惠及千家万户。在“枫桥经验”源头的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为回应村民“一有困难就

找我”的需要，村两委运用数字技术实现村庄重大议题“三上三下三公开”，预判村民需求和诉

求，让原来跑上跑下的 198项日常事务在村办理，其中，仅交管事务就有 25项实现了“零跑腿”。

不仅如此，村两委还把村里的数字设备连上村里没有的资源。其中，律师就有 4万多名，既可以

进行法律咨询、申请法律援助、预约鉴定和调解，还可以让村民学法。 

    数字时代的中国，数字技术早已把城乡连通为一体。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物质交换、信息

交流借助交通网络和数字网络连成一体。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效能推动乡村振兴是国家“十四五”

规划和中央一系列政策的重要内容。2019年 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数字

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了数字乡村发展的总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2020 年 7 月中央网

信办和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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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发展新模式。2021年 4月 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更是把乡村

振兴纳入法治化轨道。国家法律和一系列政策瞄准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历史性技术机遇。事实上，

只有充分认识数字时代城乡发展的新特点和新机遇，才能充分挖掘数字红利，让乡村融入数字时

代大潮，实现城乡一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促进产业兴旺需进一步运用数字技术。近几年，农业数字化转型明显加快，精准作业、在线

监测、精细管理等数字技术应用面不断扩大。农产品电商销售快速发展，2020年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达 5750 亿元，让中国成为农产品电商销售第一大国。不过，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只关注农业

是不够的，乡村振兴需要产业整体的兴旺，因地制宜推动农村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整体

的数字化才是真正的产业兴旺，数字化转型更需要纳入农村的产业整体而不只是农业。 

    实现治理有效需进一步运用数字技术。乡村“智治”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抓手，各地治

理实践的经验不仅在乡村快速扩散，也在融入城乡治理网络。不过，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乡村治

理不只是乡村的治理，治理有效还需要把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部分，清醒地认

识城市的技术和人才优势，以乡村治理场景梳理为重点，把乡村治理的技术清单、应用场景清单、

流程再造清单融入城乡治理整体，打造城乡统筹，区（县）、镇、村三级联动的智治，用互联互

通和开放兼容实现技术融合、业务整合、数据融通，实现三治融合。 

    完善民生服务需进一步运用数字技术。当下，数字乡村建设的益农服务已经覆盖超过 80%的

行政村，农民足不出村可以获取各类公共服务。不过，我们还需要认识到，村民不只需要益农服

务，也需要生活服务和其他服务，乡村需要打造数字服务平台，也需要把数字服务纳入乡村振兴

的数字生态，充分了解和调研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把教育、医疗、养老作为民生服务

的核心内容，把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作为民生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乡村服务新格局。 

    推动红利普惠需运用数字技术。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是推动中国城乡共同发展，数字技术下

乡推动产业兴旺、治理有效、服务普惠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不过，我们还需要认识到

数字技术和其他技术一样也可能扩大社会不平等，关注数字技术的包容性，开展技能培训，提升

村民应用数字技术的效能，预防数字鸿沟加剧，也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在数字时代建设数字城乡，既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动能新手段，更是推动城乡共同发展、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方向和战略制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