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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基于2012~2022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灰色关联分析和熵值法分别测度了数字经济和农旅融合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数字经济和农旅

融合发展水平均表现出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数字经济对农旅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

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农旅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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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 

China ushers in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paper assesses the degree of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China from 2012 to 2022 by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entropy value method, respectively, and on this basis explores the impact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using fixed effect model.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and digital 

economy both displayed an upward tendency. But there is an obvious non-equilibrium.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towards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policy proposals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findings in an effort to strongly support China'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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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经济作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深刻改变了传统

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模式,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新的动能和路径。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技

术广泛应用,极大提升了各行业的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1]。数字经

济的发展推动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逐渐缩小,同时有利于推动

农业和旅游业的深度融合[2]。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

术的应用,使得农业生产方式逐步向智能化、精细化转变,旅游服

务也更加个性化、多元化,二者的协同效应不断增强[3]。 

在此背景下,农旅融合作为一种新型产业形态,正在成为推

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4]。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使得农业生产和旅游服务能够实现无缝对接,从而形成一体化

发展模式。首先,电商平台的普及和应用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

道。传统农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农产品销售难题,特别是一

些偏远地区的农产品难以进入大城市市场。然而,电商平台使得

农产品通过互联网直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打破了地域限

制。同时,农民可以通过直播带货等新电商模式,增加农产品的

曝光度和销量,有助于提升农民收入,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5]。其

次,智能管理系统的引入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资源利

用率。传统农业生产往往依赖经验和体力劳动,效率低下且资源

浪费严重。而智能管理系统通过对土壤、气候、水源等数据的

实时监测和分析,科学指导农民进行播种、施肥、灌溉等农业活

动,减少资源浪费,提高生产效率[6]。再者,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技术的应用极大丰富了旅游体验,提升了游客的满意度。传统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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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主要依赖景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游客的体验方式较为单

一。而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则能够将游客带入一个全新的

虚拟世界,增强他们的互动感和参与感。 

尽管数字经济和农旅融合的发展前景广阔,但也面临着一

系列挑战,如数字基础设施的不平衡、农民数字素养低以及数字

技术的推广应用受阻。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

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潜力,推动农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提升

产业竞争力,已经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议题[7]。因此,本文旨在

测度数字经济和农旅融合发展的现状,探讨数字经济对农旅融

合发展的影响效应,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对推

进中国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1.1数字经济评价指标构建。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科学内涵,

参考相关文献[8],结合《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构建数字

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

数字创新能力角度选取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软件业务收入和

企业电子商务交易额等28个指标,多维度衡量数字经济参与主体

等方面内容,以此反映我国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其中,数字

基础设施指的是支撑数字经济活动的基本设施和网络环境,包括

互联网接入、通信网络和信息传输能力等。它涵盖了网络覆盖的

广度和深度,是数字技术有效应用的基础。数字产业化涉及数字技

术在产业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包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数字经

济核心领域。反映了数字技术在产业经济中的渗透程度及其对经

济的贡献。产业数字化衡量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程度,包括

企业在电子商务、信息化应用和数字金融等方面的表现。体现了

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运营模式的改变及其在企业中的应用普及情

况。数字创新能力指的是一个地区在数字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的

实力,包括研发投入、创新项目和技术成果等。衡量了地区在技术

创新方面的投入水平和创新产出,反映了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力。 

1.2农旅融合发展评价指标构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旅

融合发展水平,涉及农业与旅游业的产业发展现状与融合程度,

本文从产业关联度、融合效应和融合新业态层面综合评估农业

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水平[9]。产业关联度反映了农业和旅游业之

间的互动和协同作用。通过衡量两大产业在资源、市场和价值

链方面的连接,可以了解其融合的深度和广度。高水平的产业关

联度意味着农业和旅游业在融合过程中能够实现互利共赢,带

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增长。融合效应涵盖了农旅融合所带来的经

济、社会和生态多方面的综合影响。融合新业态反映了在农旅

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创新模式和示范区域。新业态的发展不仅提

升了农旅融合的质量和水平,还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

验和模式,推动了农业与旅游业的持续创新和共同发展。 

1.3评价方法。本文参考相关文献,运用熵值法对构建的综

合评价体系中的各项指标赋权重并对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

市数字经济和农旅融合发展进行综合得分计算,具体步骤如下： 

(1)为消除量纲的影响,且其对研究对象的正负关系具有差

异性,所以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注：公式中的p为所选指标总

数,m为研究年份的时序,n为研究样本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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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算2012~2022年各省数字经济和农旅融合发展综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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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模型设计。根据上述分析,为探究数字经济与农旅融合

发展之间的影响效应,在测度数字经济(Dig)和农旅融合发展水

平(AT)的基础上,选取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rans)、教育支出

(Edu)、财政支农(Fin)和劳动力水平(Lab)为控制变量,构建固

定效应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ܦ = 0ߚ + ܶܣ1ߚ + ݏ݈ݎݐ݊ܥ2ߚ + ݐ݅ߝ  
式中,i,t分别为省份和年份, 0ߚ 为常数项, 1ߚ 和 2ߚ 为

待估系数, ݏ݈ݎݐ݊ܥ 为控制变量, ݐ݅ߝ 为随机扰动项。 

1.5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份(西藏数

据缺失)探究数字经济与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数据主要来

源于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农

村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同时使用各地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补充,部分缺失指标使用线性插补法

进行补充。 

2 我国数字经济与农旅融合发展现状分析 

2.1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分析。2012~2022年,我国各省份的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上升态势,均值从0.064增长至0.189,极差

由0.2变为0.668,这意味着我国各省份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

较快发展,特别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和移动技术普

及、以及数字技术在各行业中的应用等方面。但地区之间的数

字经济发展仍存在非均衡性,区域差异扩大。整体而言,我国的

数字经济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发展初期(2012-2015年),

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普及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这

些地区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者。发展中期(2015-2018年),

随着国家政策的推动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深度普及,数字经济开

始向全国范围内扩展,较多省份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显著进展,

区域差异缩小。发展后期(2018-2022年),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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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各地在数字化应用和创新方面发挥潜能,数字经济对经济发

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 

2.2农旅融合发展现状分析。2012~2022年,我国各省份农旅

融合发展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均值从2012年的0.167增

长至2022年的0.255,尤其是2015年后,大多数省份均出现明显

增长,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份在农旅融合的投入产出呈

现回升态势。2012~2014年,各省份开始重视农旅融合发展,但由

于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尚未完全释放,整体进展较为缓慢,北京

从2012年的0.220增长到2014年的0.224,江苏从2012年的0.345

增长到2014年的0.357,浙江省从2012年的0.265增长到2014年

的0.330。2015~2018年是农旅融合发展的加速阶段,该期间,国

家政策的支持力度加大,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农旅融合项目的发

展,带动了各省份农旅融合水平的快速提升。河北从2015年的

0.203增长到2018年的0.334,贵州从2015年的0.185提升至2018

年的0.407。2019~2022年间,农旅融合发展进入了调整与巩固阶

段。尽管大部分省份的农旅融合水平继续保持增长,但部分省份

在某些年份出现了波动。北京2019年的发展水平为0.294,但在

2020年降至0.167,2021年和2022年有所回升；广东省在2018年

达到0.661的高水平后,2020年和2022年有所回落。 

3 数字经济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实证分析 
表1 数字经济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实证分析结果 

VARIABLES AT

Dig 0.369**

(2.23)

Trans 0.027*

(1.76)

Edu -0.121**

(-2.22)

Fin -0.015

(-0.35)

Lab 0.088***

(4.74)

Constant -0.415***

(-2.73)

R2 0.656

 

本文采用回归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效

应,结果如表1所示。首先,不难发现,数字经济对农旅融合发展

水平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具有正向影响。这表明,随着数字经济

的发展,农旅融合的发展水平显著提高。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提

高农业和旅游业的效率,推动新型商业模式的形成,增强旅游体

验,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业和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其次,

交通基础设施与劳动力水平对农旅融合发展水平也具有正向影

响。便捷的交通能够促进游客的流动性,提高景区的可达性,从

而促进农业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能够保

证农业生产和旅游服务的顺利进行,进而促进两者的融合发展。

教育水平对农旅融合发展水平呈现负向影响。金融发展对农旅

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现阶段金融体系尚未

完全渗透到农业和旅游业的融合领域,或者农旅融合项目的资

金需求特性和金融服务的供给存在不匹配。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2~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回归分析探讨了

数字经济对中国农旅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

与农旅融合发展均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在推动农旅融合方面起到了显著的正向

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建设。政府应进一步推动农村地区的

数字化转型,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提升农业和旅游业的

数字化水平。具体措施包括建设高速互联网、推广智能农业技

术以及支持数字化旅游项目的开发。通过发展电子商务平台,

促进农产品的线上销售和旅游产品的线上推广,从而扩大市场

覆盖面。 

(2)大力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交通便利性是促进农旅融合的

重要因素。政府应加大对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改善农

村公路网络,提高乡村道路的通达性和质量。同时,构建高效的

物流体系,提升农产品运输和游客出行的便利性。通过提升交通

基础设施水平,不仅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前往农村地区,促进旅游

业的发展,还可以促进农产品的流通和市场拓展,推动农业与旅

游业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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