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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在我国，县域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新时代中扮演着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等多重战略的关键角色。在当前新的历史阶段，发展数字经济以及推动县域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我国大部分县域在人才和产业基础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从而导致数字技术产业的发展规模与行业应用相对滞后，进而对县域新旧动能的转换造成负面影响。

在数字乡村新战略以及新基建的推动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为县域创新发展提供关键的条件和空间。阿里云研究院从生产要素配置、发展模式变革、数字治理方案等三个角度对县域数字生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提出了未来发展的九大发展趋势。
 

一、 要素升级，激发县域数字发展新动力随着新基建的加速推进和数字技术的“下沉”，我国县域将逐步提升对要素的集聚能力、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加速县域生态价值转化，形成县域数字发展新动力。
趋势一：数字技术加速下沉全面赋能县域经济

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正与县域农林牧渔、工业产品制造等产业深度融合应用，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在农业方面，现代化技术如传感器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了土壤、气象等环境因素以及育苗、耕种等生产流程的智能感知与精准数据收集，进一步提升了农业生产中的智能化与精细化水平，例如智能灌溉、精准施肥、病虫害防治和作物长势监测等功能。在工业制造领域，智能化生产管理、产品质量控制等技术的应用将逐渐在县域相关制造场景中起到核心作用，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另外，在服务业领域，VR、AR等高新技术也将逐步渗透到县域旅游、文化、教育等领域，开创全新的服务模式。
趋势二：新型信息基础设施重构县域生产要素

通过加强县域范围内的实时信息连接、数据处理以及跨区域协同能力，我们可以更顺畅地进行远距离高效协同办公和远程教育等任务，从而提升偏远但具有优良生态环境和文化特色的县域和乡村对人口和经济资源的吸引力。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与传统的生产要素相互作用，激发出新的潜力，进一步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数字农业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提供了新的机会，而直播、电商等新兴业态则助力县域经济模式和路径的创新。
趋势三：数字化加持下县域生态价值逐步释放

绿水青山所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是县域经济未来潜力得以释放的决定性因素。通过物联网等技术，我们可以推动生态资源的登记和溯源，评估和交易，并转化为具有市场配置价值的生态优品等产品形态。在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下，生态县域也可利用丰富的林业资源，与先进城市共同探索创新的跨区域碳汇交易协作机制，从而更好地实现生态价值的转换和提升。随着消费升级的推动，智慧农业、休闲观光、体验经济等也将不断拓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二、 模式创新，开启县域数字经济新引擎趋势四：产供销协同的农业数字生态链逐步形成

农产品上行“触网”是县域乡村参与数字经济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也牵引带动了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深度应用。形成上游以技术设备为基础，以数据算法为支撑的数字农业生产，中游块链溯源、AI品质分级、全域物流支撑、普惠金融支持的数字服务体系，下游全渠道产销对接、区域公共品牌打造的产供销协同的新时代县域数字农业生态链。
趋势五：产业融合式创新驱动县域经济价值再造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引入，县域内的传统制造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通过创新和跨界合作，这些产业已不再是单纯的制造，而是与新思维、新技术、新消费等元素紧密结合。在新的领域中，县域传统制造业不断探索和延伸，实现更多元化的融合。借助新的科技力量，传统制造业与创意、文化等元素完美融合，进一步提升了特色制造IP的影响力。同时，制造、服务和旅游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也在双向拓展中得以推动和发展。
趋势六：基于特色集群数字化的产业新地标加速涌现

通过建设新型数字化集群共性基础设施，如共享制造中心、公共物流仓库和直播电商基地等，部分县域有效地推动了本地产业集群的数字转型。另外，还有一些县域充分利用本地特色产业资源优势，专注于深度开发某一特定细分数字产业，以此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数字“产业地标”。打造具有特色化、符号化的数字产业IP，进而争夺市场话语权，是县域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趋势七：区域一体化催生县域数字经济新增长点

在地域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县域逐渐融入城市群和都市圈的数字经济发展网络，积极推动“承接溢出”和“营造协同”两种模式。举例如，借助有利的自然环境条件，可以培育新兴产业，如轻型研发中心和移动分时办公等；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建立智能服务中心，专门从事图像和数据整理、标注、清洗等信息技术外包(ITO)服务。同时，搭建区域数字经济产教融合平台，实现教育培训、产业孵化、会议赛事等功能的一体化。针对数字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县域，建议通过政府引导推动民用数字化进程，深度挖掘数字产业的场景应用，开展数字康养、数字文旅、县域治理等的应用示范。同时，针对数字下沉市场，推动电商培训、MCN机构等的发展，进而带动当地数字生态的进步。



三、 治理优化，绘就县域乡村振兴新图景数字治理将深入县域基层，推动政务服务、经济决策优化。

趋势八：县乡村政务服务的一体化和协同化已成为数字治理的关键发展趋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实施各种创新实践，激励村民参与治理，建立乡村信用积分制度，并与其他领域如政务、教育、金融、人社等相互融合，构建信用生态，打造新时代的“信用村”。同时，县域政务服务也在上下级之间推动协同合作，以及横向促进各部门的协作，形成一体化的体系。

趋势九：县域经济的决策正逐渐转向更为智能化和高效化的路径，这一转变产业数据智能中枢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智能中枢作为县域经济智能化决策的关键基础设施，主要依赖于企业大数据、投资大数据以及人流大数据等多源数据的汇聚与多维度呈现。它们帮助县域政府全面、精准地评估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潜力，从而制定产业发展策略、精准对接以及经济治理决策。这不仅令各项决策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数据智能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广泛应用和持续发展。

随着新基建的不断发展，城乡之间的数字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县域内的数字化水平得到全面提升，进一步优化了县域数字生态。数字县域的推广，将为乡村振兴和县域高质量发展描绘出全新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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