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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优先发展农业强国并推进农业现代化,以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苦

荞产业面临着规模化生产不足、数字技术滞后、资源浪费等问题,迫切需要培育新的发展动力。乡村数

字化的兴起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本次通过深入农业数字化在苦荞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展开研究,探讨如何推动苦荞产业的现代化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为我国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和提升农业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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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prioritize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and promot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China's bitter buckwheat industry is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large-scale production, lagging digital technology, and resource waste, and urgently needs to 

cultivate new development drivers. The rise of rural digitization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digitiz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ckwheat industry, explores how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buckwheat 

industry, provides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adjust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industry structur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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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业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而苦荞作为一种传统农产品,

在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苦荞具有耐旱耐寒、适应性

强、产量高等优势,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农产品。

然而,苦荞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生产效率

低下、市场开发不足、信息传递不畅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农业数字化已经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数

字化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还可以拓展市场渠

道、促进产业升级。因此,研究农业数字化对苦荞产业振兴的影

响,对于促进苦荞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通过

对农业数字化与苦荞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农业

数字化在苦荞产业振兴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为苦荞产业的发展

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优先发展农业强国并推进农业现代化,

以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苦荞产业面临着规模化生产

不足、数字技术滞后、资源浪费等问题,迫切需要培育新的发展

动力。乡村数字化的兴起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以

及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下如何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乡村

数字化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次研究通过深入

农业数字化在苦荞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机制,课题小组探讨如何

推动苦荞产业的现代化发展,而目前存在对于农业数字化与苦

荞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够深入,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其

次,对于农业数字化在苦荞产业振兴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和影响

因素的研究不够充分,以及,缺乏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无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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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生产提供有效的参考和指导。因此,开展农业数字化对苦荞

产业振兴的影响的研究,有助于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思

路和方法,为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农业竞争力提供有

力支撑。 

1.2研究意义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呈现扩大的趋势,并且增速

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然而,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

城乡数字鸿沟依然存在,数字技术在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应

用和融合仍然不够充分。若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将能更快地

实现我国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随着我国乡村数字化战略的不

断实施,各省各地纷纷将推进乡村数字化建设作为重要举措,期

望通过这一举措来缩小城乡数字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农业的高

质量发展,并实现乡村数字化成为现代农业和农村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证明了乡村数字化发展的重

要性,同时也为苦荞产业振兴的影响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旨在探讨农业数字化对苦荞产业振

兴的影响。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梳理,我们详细阐述了乡村数字化

通过直接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对苦荞产业高质量发展所起到的

作用。最后,我们进行了实证检验,旨在为凉山地区抓住乡村数

字化发展机遇提供理论支持和数据参考,帮助农村地区突破农

业发展瓶颈,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1.3文献综述 

朱秋博等(2019)认为信息化在农业中的应用将提高农业技

术效率,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吕普生(2020)指出,农村地

区存在较大的“数字鸿沟”,将阻碍农业数字化转型。吕小刚

(2020)认为农业数字化发展需要强有力的信息化支持,推动农

业标准化、技术创新和综合建设 

据统计,2023年我国荞麦种植面积约为64.0万公顷,占全球

比重35.4%。产量方面,自2020年以来,我国荞麦行业产量基本保

持稳定,2023年国内产量约为52.2万吨,占全球比重31.1%。近年

来,我国的荞麦进口数量明显大于出口数量。这表明国内市场需

求量较大,同时也反映了国内荞麦产量的不足。据中国海关数据

显示,2023年我国荞麦行业进出口数量分别为1.59万吨和0.89

万吨。国内市场需求量约为52.9万吨,同比增长1.4%。市场规模

及均价方面,受益于市场需求持续提升,荞麦种植市场的景气度

有所提升,产品均价也出现小幅增长。据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

荞麦行业市场规模约为24.2亿元,同比增长2.4%,产品市场均价

约为4.6元/千克。目前国内的苦荞企业也在数字化转型中进行

发展,库伦旗政府与京东农业科技的战略合作将对荞麦产业的

数字化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通过引入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双方将共同打造全国首例荞麦行业全链

路数字化项目,使得库伦旗荞麦产业正式迈入新阶段。由此可

见,苦荞茶在市场上备受欢迎,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信息化

和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荞麦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已成

为必然选择。 

2 理论分析 

2.1数字赋能理论 

数字赋能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所罗门(empowerment 

theory)提出,他认为数字技术在企业生产中的应用可以显著促

进企业的快速发展。具体来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数字技术的

两个重要方面,在企业中广泛应用时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

升服务水平和效率。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企业从海量的数据中

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和洞察,从而指导决策和优化业务流程。 

2.2乡村产业振兴理论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农业专家今村奈良仙提出了“第六产

业”概念,旨在振兴日本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和致富农民。这一

概念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组合起来,形成加法效应,

后来演变为乘法效应,即三大产业的连乘作用。农业生产数字化

转型的理论基础与影响因素,农村产业融合旨在通过整合第一,

第二和第三产业,协调它们的发展,拓展农业产业链条,促进“三

农”发展。农村产业融合包括农村内部和外部产业融合,以促进

农村产业协调发展为主要目标。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的关键措施

包括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实现农村可

持续发展和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通过这些措施,农村产业融

合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村生活质量,推动农业现

代化进程。 

3 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改进原则 

3.1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内涵 

“农业生产数字化”或称为“智慧农业”或“农业4.0”,

是指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来收集和分析数据,以支持农业高效发

展的过程。数据包括位置、天气、行为、植物检疫状态、消费、

能源使用、价格和经济信息等,以解释过去和预测未来,通过持

续监控或大数据调查做出更及时或更准确的决策。与“农业生

产数字化”相比,更突出“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强调了“转型”

这一关键词。随着农业生产数字化的发展,农业生产的组织形

态、管理和运营过程等将发生重大变革。这不仅仅是技术升级,

更是整个农业生产组织形态转型的过程。因此,“农业生产数字

化转型”的社会科学意义更为突出,不仅强调数字技术在农业生

产领域的应用。在当前经济社会背景下,推进传统农业或简单机

械农业向数字化方向转型是农业现代化战略的重要举措。 

3.2改进原则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生产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需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逐渐变化。为了推

动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对苦荞生

产数字化转型进行全面规划。这包括资源体系、生产经营、管

理服务和治理策略等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苦荞生

产数字化转型的具体目标。这可能包括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生产成本、优化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等方面的目标。为实现这

一目标,需要在苦荞生产层面展开工作,特别是围绕生产价值

链展开合作。 

4 策略实施 

4.1构建符合地方特征的数字化转型技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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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覆盖全部小农的数字化技能培育体系非常重

要。可以根据凉山地区的经济水平和教育程度等特征,进行数

字技能评估,开展差异化的数字技能培育活动。同时,创新产

学研交流机制,引导专业技术人员和有丰富苦荞生产经验的

劳动人员参与农业生产数字化建设活动。还可以拓宽数字技

能职业教育路径,探索非学历教育数字技能普及方式,提高农

业生产主体的数字化素养。此外,要建立完善的苦荞产业数字

经济收益分配制度,激发参与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农业

生产数字化转型。 

4.2发挥政务部门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引导作用 

在中国,农业生产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远大于其经济效益。因

此,具有公益性质的农业投资活动需要政府作为主导力量,统筹

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建设,协调各方力量共同推进工作。首先,

通过,苦荞的初加工和深加工,利用先进的食品加工技术,根据

市场需求进行研发,提高产业效益,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整合

苦荞生产、加工流通、终端销售等环节,建立起苦荞良种繁育、

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农业全产业链,有利于整个产业链条

的协调运作和提升整体竞争力。通过创新农民利益共享机制,

可以激励农民参与苦荞产业发展,实现农民持续稳定增收,为凉

山特色农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和活力,推动农业结构优化升级,

进一步加大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实践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投入,

根据经济水平、文化素养、区域条件等因素进行差异化投入。 

科学建设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示范区。创建农业生产数字

化示范园区的最终目的是改变地方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地方农

业生产效率以及展现地方区域农业特色。在建设过程中需要根

据周边地区的资源条件、生态环境、区位优势、发展规划确定

建设模式、主导产业和发展方向,以强化示范带动功能。在凉山

地区建立苦荞产业示范基地,并提高农民的种植技术水平。通过

示范基地,我们将开展苦荞高产绿色栽培技术人才培训,为农民

提供种植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培训,使他们掌握更先进的种植技

术和管理经验。同时,我们将采用订单农业模式,整合“企业+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让企业提供种子、肥料、农药等生

产资料,并提供技术指导,建立合作社来帮助农户实现规模化生

产。这一模式将带动全区农户种植苦荞,提升他们的种植技术,

实现规模化生产,并提高苦荞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水

平和经济效益。 

5 结语 

通过对苦荞产业数字化的影响进行研究,我们发现数字化

技术对苦荞产业的振兴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数字化技术可以

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生产流程,提高产量和质量,提升农民收入

水平,推动苦荞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和普及,农业数字化将成为苦荞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为产业升

级和转型提供新的机遇和动力。因此,我们期待苦荞产业在数字

化的引领下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为农民带来更多的福祉和收

益。愿苦荞产业在数字化的大潮中蓬勃发展,迸发出更加绚丽的

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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