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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赋能四川彝区
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与实践经验

 葛雯雯　王　强　高　杰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发展，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实现脱

贫摘帽后，四川彝区进入全面现代化的新阶段，但由于发展基础薄弱、市场机制相对滞

后等一系列问题，彝区乡村需以跨越式发展同步实现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历史目标。

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溢出效应、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等赋予彝区乡村发展新动能。四川凉

山州雷波县以数字经济赋能彝区乡村振兴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证明了数字经济赋能彝

区乡村振兴的现实可行性，也为全面推进彝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

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面对国际经济形势日趋

复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日趋增加等多重挑战，数字经济

已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

数 字 经 济 即 以 数 据 作 为 主 要 生 产 要 素 来 推 动 经 济

和社会全面变革的新型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四川省

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显示，四川省在数字基

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多个领域取得了积

极进展。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方面，为了全面推动全省

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缩小省内数字差距，四川省将

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有机结合。四川彝区原是

深度贫困的集中区域，在脱贫之前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产业结构单一、自然环境恶劣等问题，极大地限

制当地经济发展。伴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彝区经济发展状况得到显著的改善，特别是进入数

字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后，四川彝区充分利用当地民族文

化独特、产业特色鲜明等优势，形成了具有民族地区发

展特色的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近 年 来 ， 学 术 界 关 于 数 字 经 济 赋 能 乡 村 振 兴 的 研

究不断丰富，并且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学者

们均认同，数字要素是推进乡村产业发展、改善农民生

活、推进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1]而从发展规律上

看，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是一个从嵌入、渗透再到融

合的阶段性过程。[2]在数字经济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

研究视角方面，学者们强调落后地区更应依靠科技创新

提升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数字

经济对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作用。[3]如李珍刚认为应加

快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民族地区农村数

字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基础；[4]具体到四川彝区的数字化建

设，杨竟艺认为四川彝区仍有大规模返贫风险，应该利

用数字技术提升当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5]高静从“网

络扶贫”的角度阐述了数字经济对四川彝区的深度贫困

问题的解决方式。[6]

四川彝区进入全面现代化的历史新阶段，但由于存

在发展基础薄弱、市场机制相对滞后等一系列问题，彝

区乡村需以数字经济发展为契机，实现全面振兴和共同

富裕的新百年目标。因此，数字经济赋能民族地区乡村

振兴需要得到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但目前，基于民族地

区特殊性和发展实践探讨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

成果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从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

作用机理出发，以凉山州雷波县建设数字乡村的实践探

索为案例，总结民族地区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

经验与发展思路。

数字经济赋能四川彝区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助推器，随着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通信技术的普及，信息能够迅速地

在城乡之间、乡村之间进行传递和交流，提高了当地农

民获取到先进生产技术、市场消息、政策支持等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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