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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富 。 张 雪 玲 和 焦 月 霞 （ 2 0 1 7 ） 对 数 字 经 济 的 解 释 着

重强调了其基于信息通信技术构建虚拟网络，对传统生

产 和 生 活 方 式 产 生 改 变 的 特 点 。 赵 俊 湦 （ 2 0 2 2 ） 认 为

任何直接或间接运用数据来指导资源有效利用并促进生

产力增长的经济模式都应被视为数字经济的一部分。张

宇 、 苏 乐 和 李 莉 莎 （ 2 0 2 2 ） 提 出 了 另 一 种 看 法 ， 他 们

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即数据）

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依托于网

络化、智能化和平台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并将现代信息

网络作为关键载体。通过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的数字

化转型，实现了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及社会活

动的深度结合，进而推动效率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在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我国对数字经济的

定义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

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

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转型为

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和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二）关于数字经济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综述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专门针对其赋

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研究比较少，但近两年有

增长趋势。万小妹（2022）认为数字文旅可以推进乡村

旅游高质量发展，不仅表现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方面，

还表现在乡村经济增长方式由“高速度”向“高质量”

转变方面。王瑞、卫一超、张振宇、韩伟宏（2023）认

为，数字经济可以激发乡村旅游产业新动能，推动乡村

旅游实现高质量发展。刘珊删和陈伍香（2023）在研究

数字经济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时，指出了诸

如基础设施不足、产业转型挑战以及人才缺乏等存在的

问题，基于此提出了一系列策略，旨在通过数字经济赋

能来推动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制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数字基础设施覆盖率不足

数 字 赋 能 乡 村 旅 游 高 质 量 发 展 离 不 开 数 字 基 础 设

施的建设，而现阶段乡村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落

后 ， 与 城 市 的 数 字 基 础 设 施 相 比 仍 然 存 在 很 多 不 足 之

处，如5G网络普遍应用于当今社会，而在乡村，特别是

偏远山区，5G、4G网络覆盖率有限，卫星互联网、区块

链等先进技术也不普及，乡村的网络信号弱、智能化旅

游平台少、数字化转型面临障碍。农村现存的数字基础

设施限制了乡村旅游的数字化升级，无法进一步推进乡

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二）数字技术人才匮乏

乡 村 旅 游 高 质 量 发 展 需 要 人 才 支 持 。 城 市 化 发 展

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特别是具有一定教育背景

和技能的年轻人，这导致留在农村的主要是老年人和儿

童，从而造成了乡村地区人才特别是数字技术人才的短

缺。这种人才流失不仅影响了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也

对乡村旅游数字化进程带来了挑战。缺乏足够的数字技

术人才，意味着乡村旅游地区难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

升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

（三）乡村旅游产品创新力不足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乡村旅游业作为一种逆向

的休闲方式逐渐受到人们的青睐，大量的城市居民开始

寻求从繁忙紧张的城市生活中解脱出来，转而向往那些

风景宜人、空气清新的乡村地区，由此带动了乡村旅游

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乡村旅

游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和服务质量

较低等。这种现象归根到底是由于乡村旅游产品创新力

不足。一方面，乡村旅游产品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导致

游客体验单一、重复，难以满足不同游客对于新奇和个

性化体验的追求。另一方面，许多乡村旅游地区缺乏专

业的服务人员和高标准的接待设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和满意度。

（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不足

当 前 ， 很 多 乡 村 在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方 面 存 在 明 显 短

板 ， 这 些 短 板 往 往 制 约 着 乡 村 旅 游 高 质 量 发 展 。 一 方

面，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短视行为屡见不鲜，如对资源的

过度开发、不合理的建设规划等，严重违背了可持续发

展 原 则 ， 加 剧 了 生 态 环 境 的 恶 化 ， 更 破 坏 了 生 态 的 平

衡；另一方面，尽管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为乡村旅游带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尚处于初级阶

段，还未构建起高效且精准的数字化监测、预警和治理

体系，这往往导致环境治理的效率和精准度不高，从而

制约了乡村旅游的绿色发展。此外，乡村环境治理往往

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考虑，如只关注单一具体问题，部

门之间存在相互推诿现象，不仅不利于乡村环境的整体

改善，还可能加剧环境问题的复杂性。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强化乡村的数字化基础设施

是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首先，要提高乡村

网络的覆盖率和高速互联网的应用，包括扩大4G、5G网

络的覆盖范围、普及卫星互联网等技术手段，从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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