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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意义、可行性及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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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乡村治理具有促进乡村善治的功能。加快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符合

中央政策的要求，符合基层治理的需求，也具有经济可支撑性。为了更好地推进乡村治

理数字化转型，应加强中西部地区新型基建的建设力度，实质性解决数字孤岛现象，在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丰富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应

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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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有效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面临着很多挑战。本文

试图以乡村治理理论为基础，结合在山东省淄博市和浙江省湖州市等地实地调研所获取的相关信

息，① 探讨能否以数字化乡村治理来应对这些挑战。

一、数字化乡村治理的功能与作用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要求。与传统乡村治理方式相比，数字化技术与乡

村治理深度融合而形成的数字化乡村治理，具有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功能与作用，主要表现为有

助于加快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中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从而促进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能够促进形成多元主

体参与的乡村治理格局。

( 一) 有助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五个民主”和党务、村务、财务 “三公开”是村民自治制度的

主要实现形式。数字化乡村治理对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具有促进作用。

1. 提高乡村“三公开”的时效性和精准性

信息公开是村民自治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要求，凡是涉及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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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务的信息，都应该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在实践中，各村大多按照这些上位要求，在村部

设立信息公开栏，实行党务、村务和财务“三公开”。应该说，这种信息公开的形式在总体上是有

效的，也适应农村的具体情况。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信息公开方式面临着很多挑战。一是村庄规模大，农民

居住分散，一些家庭与村部之间的距离比较远，相应地，那些距离村部较远的农民了解村务信息

要花较长时间; 二是因为刮风下雨和人为撕毁等原因，那些张贴村务、财务等信息的纸张很容易

遭受毁坏; 三是乡村的党务、村务、财务的信息越来越多，但信息栏的空间有限，于是，当有了

新的需要公开的信息，就不得不覆盖一些先前的信息; 四是外出打工者难以及时以了解村务公开

栏的相关信息。因为存在上述问题，一些地方的村务公开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形同虚设。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很多地方已经采用“互联网 + 村务”、微信公众号等数字化

工具，向村民推送乡村党务、村务、财务信息。显而易见，这种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信息公开方

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先前 “三公开”所面临的一些难题，从而有助于提升 “三公开”的时

效性和精准性。

2. 提升外出打工者在乡村治理中的参与度

目前，我国农村的基本情况是，大量的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与在村内生活的农民相比，常

年在外的打工者在农村公共事务中的参与程度较低。如何提升外出打工者在乡村治理中的参与度，

一直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所面临的难题。

近年来，很多地方在村内公共事务讨论、表决、村干部选举等事项中，已经不再要求普通农

民参与的比例，而是采取村民代表、网格长在征集农民意见的基础上，代普通农民发声。这种由

少数人代替广大村民行使权力的实践探索是无可奈何的被动选择，当然也是有价值的，在一些地

方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应该看到，由于不同家庭意见的差异，村干部、村民代表、网格长很

难充分反映普通农民尤其是外出打工者的意见。信息技术能够为个体提供不在场行动的可能，这

就拓宽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途径。那些外出打工者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

讨论、投票，行使其权利。

3. 更好地落实农民的监督权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村干部拥有的“小微权力”越来越多。由于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

设滞后，如何约束村干部的“小微权力”从而减少 “小微权力”腐败，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

要问题。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方的村支书、村主任和集体经济组织董事长 “三职一肩挑”，而且

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要求，村支书和村主任的任职期限也比过去延长了，这些新变化为村干部滥

用“小微权力”、以权谋私提供了便利。

民主监督是解决农村“小微权力”腐败的重要手段。与传统的农民监督方式相比，数字技术

为更好地实现农民的民主监督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例如，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就比较容易知道享

受低保者的收入和消费信息，相应地也就有了更加全面和准确判断低保评定中是否存在优亲厚友

的依据。又如，对于村干部是否存在多吃多占、贪污腐败的问题，信息技术也是一种很好的识别

手段，农民通过微信小程序、触摸屏查询机、LED 大屏设备，随时随地就可以了解相关信息，发

现问题，并通过微信等途径公开发布或向上反映。再如，近年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

在实地调研中有农民反映，集体经济收益成了由村干部控制的 “干部经济”。针对这一问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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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探索开展数字化赋能集体资产和收益监管，通过设置和拓展乡村治理平台的内容，采取全程

在线审批、实时公开、在线举报等方式，推进 “小微权力”运行和监督全程 “在线”，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

( 二) 促进乡村法治和德治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村民自治是乡村治理体系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

度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法治是以法律手段规范村民行为，具有强制约束力，村民自治的方式和

内容不能违背法律底线。德治是以道德和村规民约等方式规范村民行为。自治、法治和德治这三

种治理方式互为补充，相互衔接。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助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也有助于促进乡村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

近年来，我国各地主要通过法律援助进村、法律顾问进村等法律服务的形式，向农村干部和群众

普及法律知识，尤其是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相关法律知识。这些线下的普法教育是重要的、必要

的。但应当看到，如果线下的法律教育和法律服务能够与线上的法律教育和法律服务相结合，就

会产生更好的效果。浙江省近年来推进的 “共享法庭”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所谓 “共享

法庭”是利用数字技术而形成的虚拟法庭，以 “一块显示屏、一条数据连接线、一台电脑终端”

为标准配置，集成浙江解纷码、移动微法院、庭审直播系统、裁判文书公开平台等软件模块，具

备调解指导、网上立案、在线诉讼、普法宣传、基层治理等功能。① 长兴县吕山乡龙溪村 “共享

法庭”是浙江省第二批示范 “共享法庭”。作者在该村的调研中了解到，龙溪村的 “共享法庭”

在提升农民法律知识、化解矛盾纠纷、方便农民诉讼服务等方面，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农民肯定

并欢迎这种形式的法律服务。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在形成乡村德治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德治的核心是以道德、风俗习惯、

村规民约等手段来约束和规范农民的行为。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基于共同应对各种生产和社会风

险的需要，人们有合作的需求，也具有惩罚败德行为的内在约束机制，相应地，维护乡村公共秩

序的德治也就能产生较好的效果。但是，目前我国的城乡结构已经和正在发生快速变化，乡村熟

人社会在转向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与这种变化相对应，人们之间的合作和信任的基础弱

化了，这会导致一些人不再遵守社区和社会公德。同时，农民和村集体对于那些缺德者没有有效

的惩戒手段。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对乡村德治建设具有积极影响。这是因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能

够更快、更全面并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信息，一个人好的或坏的德行都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广为人知，

这有助于农民自我约束，也有助于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更准确地掌握村民的道德状况并进而采取

具有针对性的惩戒措施。

( 三) 促进形成多元参与的乡村治理格局

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群团组织以及平台企业等社会力量在形成乡村善治的过程

中具有独特优势。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治理体系，能够提高乡村治理的效能。目前，不同乡

村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信息共享性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建立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所面对的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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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技术可以整合各类社会力量的信息，促进信息资源在不同乡村治理参与主体之间的互

联互通，进而提升各种乡村治理参与主体的治理效能。例如，有很多社会慈善组织具有帮扶农村

弱势群体的意愿，但它们不知道哪些地方、哪些家庭、哪些人需要帮扶。通常，村级组织和村干

部了解村内各个家庭生存状况的基础信息。如果社会组织与村级组织都把其掌握的信息放到网上，

就有助于双方的沟通，更好地促成社会组织的帮扶行为。

( 四) 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乡村治理所要解决的是乡村公共事务处理方式以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问题。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由农民和农村社区承担的公共事务以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呈现减少的趋势。目前，

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救灾救济、老年保障等已经被明确为基本公共服务，不再要求由农民和农

村社区承担筹资责任。同时，国家还明确提出了要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实

现这一目标面临着财政能力不足等多方面的约束。而且，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村庄常住人口

规模普遍偏小，这就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更高。如何协调农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

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之间的矛盾，是一个现实难题。

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其应用，可以突破公共服务供给的时空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

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从而有助于缓解教育、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不平

衡问题，促进城乡之间教育、医疗卫生均等化程度。例如，浙江省湖州市吕山乡龙溪村共 808 户，

是浙江省“未来乡村”试点村。为了解决农民就医困难，该村建设健康小屋 ( 云诊室) ，通过智

能终端机实现与县级医院医生 24 小时连线问诊，开具处方，并可在云药柜通过医保结算自助取

药。又如，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梅溪镇红庙村共有 930 户、3472 人。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同，该村

的老年人习惯居家养老。由于老年人的子女大多在外打工，老年人在身体不适或突发疾病的情况

下，得不到及时救治。针对这种情况，该村建设了智慧养老系统。其功能和运作方式是，通过医

养多功能紧急救助一体机、老人特护监测设备等采集红庙村内的居家老人的健康数据，再把这些

健康数据反馈至红庙村养老数据监测系统，如果数据异常，就会自动报警，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居家老人紧急救助服务问题。

二、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性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乡村善治。同时，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也具有可行性。从

总体情况看，我国基本具备了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撑、经济支持和实践基础。

( 一) 明确的政策导向

目前，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已经明确提出了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要求。2019 年 5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着力发挥信息化在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支撑作用，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构建乡村数字

治理新体系。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

见》指出，推广村级事务 “阳光公开”监管平台，支持建立 “村民微信群” “乡村公众号”等，

推进村级事务即时公开，加强群众对村级权力有效监督。数字化是乡村治理转型的重要方向，数

字乡村治理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2 年 1 月，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委员会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十部门印发了 《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 ( 2022—2025 年) 》，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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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提出，着力提高乡村数字化治理效能。与国家层面的政策相对应，各地也都制定了推进乡村治

理数字化转型的政策。

政策具有导向、引领和分配资源等多种功能。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策，为各地推进乡村治理

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 二) 较强的需求基础

中央关于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要求，需要基层来落实。我国村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具有高

度响应上级要求的特点。同时，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也基本符合村干部、普通农民等相关利益主体

的诉求。

对于村干部来说，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可以给他们带来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能够减轻工作

负担。“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的各项工作都要在村级落实，村干部承担的工作繁重。

但是，目前村级组织的干部职数因村人口规模而有差异，通常为 5 ～ 7 人，与承担的工作任务不匹

配。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能够大幅度减轻干部的工作负担。二是能够增进群众对他们的信任。目

前，很多地方存在着农民对干部不信任的现象，这既可能是因为村干部违背了为农民服务的宗旨

甚至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也可能是因为农民与干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农民误解了村

干部。如果乡村党务、村务、财务等公共事务在网络信息平台上公开，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农民与村干部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有利于增进群众对基层干部的信任，构建和谐干群关

系。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功能，从总体上看，乡村干部具有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力。

普通农民也有较强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需求。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参与性

不足。村内公共事务中涉及农民个体利益的事务较少，是影响农民参与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像集体收益和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去向和分配方式、低保户的

确定办法、土地承包方案等涉及农民直接利益的事项越来越多，而且这些事项对农民家庭利益的

影响程度较大。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也提高了。在这种情况

下，农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意愿显著增强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要求村干部及时准确地公开那些

直接涉及他们利益的事项。数字化乡村治理有助于农民更好地实现这种诉求，相应地，农民也就

有了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动力。

( 三) 广泛的区域适应性

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必然要面对资金可支撑性问题。目前，我国县乡财政能力弱、村集

体经济薄弱。由此，一些人认为，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超出了多数地区的经济承受能力，在那些

经济条件不好的地区，没有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必要。笔者不认同这种认识，而是认为我

国具备全面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可支撑性，其主要的理由如下。

第一，乡村治理的成本具有可变性和可控性。其一，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那些缺乏政府和村集体财力支撑的地区，可以选择花费较少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方式。例如，

一些行政村通过建立“村民微信群”“乡村公众号”等数字化途径，让基层党务、政务、村务信

息公开透明，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得到维护。显而易见，这种数字化乡村治理的成本很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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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并不需要花费额外的资金投入。① 其二，数字化乡村治理转型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数字化平台。

随着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往往需要花费一定的资金来建立数字化乡村治理平台。但

是，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的电子政务平台越来越普及，而且涉农平台也越来越多。如果在这些平

台上添加一些乡村治理应用场景，就会以较低的成本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其三，数字化乡

村治理具有规模效应。如果每个乡镇、每个村都建平台，的确需要很多开支，而且覆盖区域小、

服务人口少的平台，效果往往不好。扩大数字化乡村治理的覆盖范围和人口，不仅效果好，而且

会降低成本。

第二，数字化乡村治理转型的成本可以由多元主体共同承担。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方向。

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中，除了基层政府和村集体，其他主体也可能愿意承担一定的成本。例如，

一些县乡医疗卫生机构为了吸收更多的患者，愿意开展线上问诊或者向农民尤其是老年农民提供

数字化的健康检测服务。又如，一些企业为了回报社会和承担社会责任，愿意建立数字化服务平

台，新东方的在线教学就是典型案例。自 2019 年起，新东方在线与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达成长期

合作，面向云贵地区的中小学捐赠优质的线上课程，并为学校班级配备 “班班通”教学系统，有

效解决了山区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痛点。②

第三，一些经济条件并非特别好的地区，有很好的乡村治理全域数字化转型实践探索。以山

东省淄博市为例，该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山东省的中游地位，近年来受经济下行和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但在这种情况下，该市前瞻性地确立了建设数字农业中心城市的目

标，全面推进农业生产、销售和乡村治理等农业农村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

方面，已经形成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主要包括: 一是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推行 “党建引领、一网

三联、全员共治”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二是聚焦农村产权交易、资产管理、美丽乡村、人居环境

等乡村治理任务，把乡村人、事、地、物、组织等要素纳入数字化管控 “一张网”，推广乡村数字

新服务; 三是将电子政务外网延伸至村居便民服务站，实现村居民政、社保、计生等 65 项业务

“一窗受理”，养老保险参保、求职登记等 15 项业务 “现场办结”，实现数据多跑路、农民少跑

腿; 四是建设“淄博互联网 + 大健康”全流程平台，85 家镇卫生院实现 “线上问诊 + 医保结算 +

送药到家”暖心服务，445 所农村学校实行交互式在线教学，“名师”课堂进乡村，优质教育资源

共建共享; 五是开发淄博市“齐富码”防返贫动态监测系统，以大数据支撑 “动态监测、即时预

警”。淄博市的实践探索表明，数字化乡村治理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只

要领导重视并采用适宜的数字化技术，那些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的地区也能够推进和实现乡

村治理数字化转型。

三、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与建议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也具有现实可行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则需要

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以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原则，制定针对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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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的确，一些地方的数字乡村建设投入较大，乡镇层面甚至行政村层面的平台建设都花费上百万元，还要

花费维护费用，从而形成了较大的财务压力。这是因为这些地方选择了过高的建设模式，但并非意味着数字化转

型就一定得高投入。

助学 | 新东方在线———让教育没有偏远的角落 ［N］． 中国青年报，2021 － 01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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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加强中西部地区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近年来，我国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中央网信办等五部门印发的 《2022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指出，到 2022 年底，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5G 网络实现

重点乡镇和部分重点行政村覆盖，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超过 60%。第 5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上半年，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 2. 93 亿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

及率为 58. 8% ; 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覆盖，在 2021 年我国现有行政村在实现 “村村通宽

带”的基础上，又实现了“县县通 5G”。①

但是，我国幅员辽阔，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数字化乡村治理的应用能力相对较弱。在网络设施方面，4G 网络尚未实

现所有村落 100%全覆盖，并且网络基站建设也存在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一些农村地区宽带信号不

稳定、带宽受限等问题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乡村网络教育、远程医疗、

养老服务等应用质量。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是提高乡村治理的效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实现乡村善

治的基层治理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建设的硬件和软件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公共财政应

承担投入责任。相应地，各级政府不能以财力不足为理由延迟或放弃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当前，

我国处于经济下行和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的重要历史时期，为了应对这一特殊时期所面临的挑战，

国家正在实施一批新基建项目。在此背景下，应加大中西部乡村地区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并进一步完善乡村学校、卫生室的数字信息设备建设以及人员的信息技术能力培训。

( 二) 实质性解决数据孤岛现象

由于我国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同部门、不同区域的平台数据信息难以共享，从而形

成“数据孤岛”，这会提高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成本。2020 年 7 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

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 “加大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力

度，打通已有分散建设的涉农信息系统，大力推进县级部门业务资源、空间地理信息、遥感影像

数据等涉农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开放、有效整合。研究制定乡村信息服务资源整合共享规范，充分

运用农业农村、科技、商务、交通运输、通信、邮政等部门在农村的已有站点资源，整合利用系

统、人员、资金、站址、服务等要素，统筹建设乡村信息服务站点，推广一站多用、一机多用。”

由于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少，而且因为一些政策和制度性障碍，试点地区在数字信息共享

方面的探索并不顺利。为了有效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应扩大数字乡村试点的范围，并制定

有针对性的政策，促进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跨层级间数据的互通共享。

( 三)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数字化乡村治理的效果，主要取决于现有的乡村治理状况，而不是所采用的数字技术和建立

的数字化平台。应以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为目的，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技术更方便农民对村庄公共事务表达意见、反映诉求。但是，乡村干部或者管理者如

果不尊重农民的表达权，数字化技术就会无效，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例如，村民微信群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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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民及时发表意见建议，也有助于外出打工者参与村庄事务的讨论，但如果微信群的管理者不

允许大家发表意见，微信群也就失去了促进农民参与的功能。实地调研发现，在部分数字赋能乡

村治理的实践中，公共事务的治理权掌握在建立群组的村支书或其他村干部手中，乡村治理的数

字空间成为信息传达和通知公告的单向空间。又如，如果在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上不设置农民反

映意见的模块，或者尽管设置了相关的模块，但不理会、不回应农民的意见，甚至打击报复那些

提意见者，那么这些数字化治理平台也就难以增进农民实质性的参与度。由此可见，一些地方的

这种数字化乡村治理，不仅没有改进农民的权利，反而使得侵害农民权利的行为变得更容易。

概而言之，数字化乡村治理能够解决乡村治理中面对的一些难题，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

则需要以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为前提。也就是说，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效果取决于乡村治理

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转变程度。目前，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村级组织行政化现象突

出，为农民服务的理念弱化甚至缺失; 农民的民主权利尤其是监督权得不到有效落实; 村干部滥

用权力、“小微权力”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干群关系，影响了农村

社会的持续性稳定。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因

此，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出发点、措施和落脚点，都应以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为依据，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保障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政治权利。

( 四) 以实现乡村善治为目标，丰富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应用场景

数字化乡村治理由不同的应用场景构成。乡村治理全过程的数字化，集合成数字化乡村治理。

目前，从各地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来看，数字化的主要应用场景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

“互联网 + 党建”。通过建设农村基层党建信息平台，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和网络党课。二

是政务服务。通过在村庄建立网上服务站点，实现网上办、马上办、全程帮办、少跑快办。三是

平安乡村建设。通过实施农村“雪亮工程”等建设项目，实现村庄的智能化防控。

应该说，这些数字化治理技术降低了乡村治理的成本，有效提升了政府部门的服务管理效能。

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应继续完善在这些领域的数字化应用。但同时，应拓展新的应

用领域，形成更加丰富的数字化乡村治理应用场景。数字化乡村治理的目标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实现乡村善治。这就要求从识别乡村善治的影响因素入手，有效回应乡

村治理的现实问题，探索利用数字化的应用场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数字化赋能城

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发展“互联网 + 教育”，推动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以远程教育的方式与偏远

农村地区的中小学对接; 通过“互联网 + 医疗健康”，推动城市医疗机构向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提供

远程医疗、远程教学、远程培训等服务; 通过“互联网 + 养老服务”，以智能手段对农村老年人的

身体状况进行检测，从而在他们身体状况出现异常的情况下能够给予关爱和照顾。二是以数字化

赋能集体资产和收益监管。设置和拓展乡村治理平台的内容，通过全程在线审批、实时公开、在

线举报等方式，推进“小微权力”运行和监督全程“在线”。三是“互联网 + 脆弱群体救助”。完

善面向孤寡和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的信息服务体系。四是为农

村转移人口提供针对性服务，加快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社会保险关系

网上转移接续。

( 责任编辑: 赵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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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Feasibility and Path Choi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Ｒural Governance

Cui Hongzhi Zhang Lin

Abstract :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has the function of promoting good rural governance. Acceler-
a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s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olicy，the needs of farmers and Party members and officials working at the grassroots
level，and is also economically supportable.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con-
struc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s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substantially solving the
digital island phenomenon，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rural governance situation，and enriching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Key words : rural governa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unction feasibility promo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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