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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角下徐州市智慧乡村建设现状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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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工程学院 金融学院，江苏 徐州 221018） 

【摘 要】：智慧乡村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路径，是提高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必然之路，是未来新型农村发展的

大势所趋。通过分析徐州市的智慧乡村建设现状，剖析智慧乡村的影响因素，建构智慧乡村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的层

次结构模型，并运用模型对徐州市智慧乡村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最后结合研究结果提出推进农业信息化、加强智慧

乡村建设的对策及建议，为加快乡村振兴视角下徐州市的智慧乡村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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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在十九大被提出，乡村振兴被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高新技术产业正

逐步迈入乡村，助力乡村基层的智慧型发展。2021 年党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发展智慧农业、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

和“加强乡村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的相关指导意见。2021年 12月 6日，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乡

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提出一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二要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三要突出农民主体作用，加强农村的内生动力，这些相

关文件和会议都为我国智慧乡村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我国智慧乡村建设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效，也涌现出众多的经济发达地区智慧乡村，如著名的华西村，但欠发达地区的智慧乡

村建设仍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在江苏省徐州市智慧乡村现状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对其发展现状进行评价，挖掘徐州智

慧乡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针对问题从不同角度给出徐州智慧乡村建设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性建议。 

1 徐州市智慧乡村发展现状 

徐州市位于江苏省西北部，地处华北平原东南部。2021年是徐州市农村现代化建设行动正式启动的一年。该市已于 2021年

年初发布《徐州市 2021年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了完善县乡村邮寄物流体系的目标，确定了 36项智慧乡村建设

重点工程，深入推进寄递服务能力和水平，以期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1.1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良好 

徐州市于 2021 年年初实施了数字村庄建设和发展项目，努力增强农村数字化程度。到 2021 年，已建设 2000 多个 5G 农村

基站，且农村地区宽带平均速率超过 100M。2021年全年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约为 358.15万，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超过 963.96

万。同时为提高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系统的智能化与便捷化水平，邳州市、沛县先后投入资金近 200万余元开展农村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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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 

1.2农业产业信息服务日趋完善 

徐州市到 2021 年年底，共开设了 5 个市级及更高级别的农村电子商务示范课程，培训了 20,000 多名从事电子商务的新农

民。同时为推动乡村清洁绿化，新建省市级美丽乡村达 54个。先后建设了 7个省级示范农业园区，并培育 21个农产业集群，成

功建立了第一批国家可持续农业发展试验区，徐州大蒜和邳州肉鸡被评为国家级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全市建成国家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示范县 2个(市、区)，国家休闲农业重点县 1个，全国美丽休闲乡村 4个。 

2 智慧乡村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的构建 

2.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1)指标体系的选取原则。 

根据相关报告和文献[1,2,3]，可知影响智慧乡村评价的主要指标有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智能设施、应用基础等，为了选取科

学合理的指标，采用全面性原则、科学性原则、时效性原则、简单性原则四项原则，依据指标和原则来选取合适的因素(图 1)。 

 

图 1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2)指标的确立。 

为保证本评价体系的科学建立，借鉴已有文献构建的指标体系[2]，结合徐州市智慧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3]，运用文献检索法

对其相关性进行分析，并分析各种因素的从属关系和重要性。根据上述原则和指标，确定评价智慧乡村发展情况决定因素的指标

(图 2)，从而构造层次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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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智慧乡村发展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 

2.2构建智慧乡村影响因素判断矩阵 

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结合 1～9标度法进行数据汇总，分别得到以下判断矩阵。 

 

2.3计算评价指标权重 

通过几何平均法求得各矩阵权重如下所示。 

A矩阵：WA=(0.2388,0.1310,0.0563,0.5738) 

λmax=4.0776CI=0.0259 

B矩阵：WB=(0.3333,0.6666)λmax=1.25CI=-0.75 

C矩阵：WC=(0.5462,0.2323,0.1377,0.0838) 

λmax=4.0511CI=0.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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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矩阵：WE=(0.1275,0.3824,0.4901) 

λmax=2.7689CI=-0.1156 

结果表明，各判断矩阵的 CI值均小于 0.10，说明各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均比较适宜，最后，计算相关合成权重向量，结果如

表 1所示。 

表 1智慧乡村发展影响因素评价指标权重 

指标层 权重 次级指标层 权重 

信息资源 A1 0.2388 

数据平台 B1 0.0796 

资源共享 B2 0.1592 

保障体系 A2 0.1310 

规划保障 C1 0.0716 

管理机制 C2 0.0304 

安全保障 C3 0.0180 

人员保障 C4 0.0709 

智能设施 A3 0.0563 网络条件 D1 0.0563 

应用基础 A4 0.5738 

互联网普及 E1 0.0731 

教育程度 E2 0.2194 

经济水平 E3 0.2812 

 

从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智能设施、应用基础四个分项来看(表 1)，有以下结论
[4]
： 

影响智慧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为应用基础，其次是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位居第三，其中，应用基础层面下的经济水平权重达

0.28102，教育程度权重达 0.2194，显然经济上强有力的支撑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于智慧乡村的建设来说意义非凡，城镇农村地

区信息化水平、智慧乡村发展不均衡，也主要因为这两点。信息资源层面下的资源共享和数据平台权重分别达 0.1592及 0.0796。

由此可见，信息化水平搭建的重要，要能做到信息化软件开发及应用水平的提高。保障体系层面下的人员保障权重达 0.0709，

对于新型智慧乡村，需要强化人才培育，农村信息化队伍。相比之下，安全保障和管理机制这两个因素对智慧乡村发展的影响较

低，且当前的农村组织形式与架构都已相当完善，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趋势，因而本研究暂不予考虑。 

3 徐州市智慧乡村发展存在问题 

基于上述模型研究，分析徐州市智慧乡村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几个主要指标所存在的问题[5,6,7,8]，给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

考与优化。 

3.1应用基础分项有待完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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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应用基础服务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总体战略，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重要手段，但徐州市基础服务建设往往只

集中在睢宁县、邳州市等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周边，仅邳州市运河街道就拥有 4341家企业，相当于铜山区最发达的新区街道的近

三倍。这表明智慧乡村基础建设还没有向欠发达地区全领域全方位进行拓展和延伸。同时通过相关调研可知泉山区的智能手机

持有率仅为 73.8%，且用途多为娱乐和基础功能，因此应针对农村村民的低教育程度和现实需要问题，开发和推广操作简单、维

护方便的智能手机和相关软件。 

3.2信息资源分享仍有待加强(资源共享) 

虽然从客观上看，该市农村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现有系统的信息平台和功能依然不够完善，农业农村信息

化服务覆盖率仅为 67.38%，而与之同属于苏北地区的盐城市在 2019年的农村信息化覆盖率就达到 66.3%，相对来说已不能完全

满足农村信息化便捷使用的要求。通过 2020年徐州市年鉴可知，新沂市及睢宁县的图书馆或文化站各村镇大多数只有 1所，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也大多低于 1亿元，新沂市墨河街道 2020年年预算收入仅为 3882万元，此时，迫切需要加强徐州市各农业(办

公)部门信息服务资源的整合共建。 

4 徐州市智慧乡村建设发展对策与建议 

4.1提升科技支撑，完善信息应用 

加强科技支撑，包括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智能村建设的关键技术、技术示范和推广应用，组织开展基础技术研究，为智能村

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智能村利用物联网技术增加农产品附加值[9]。随着智能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徐州智能村建设营地和

内容将逐步深化和丰富，主要涉及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能养老等方面。 

4.2区域精准定位，科学系统规划 

结合《徐州市“十四五”市政设施发展规划》的相关要求，因地制宜地对各村制定信息化建设规划，符合新时代发展规划要

求，尤其是对于基层信息服务站点的建设要注重科学性。在智慧乡村建设方面充分利用徐州市市区建设的优势和经验，将已发展

相对完善的智慧城市移植到智慧乡村上来。同时，根据各乡村不同的发展状况，整合当地特色资源，建立起现代化的智慧化乡

村。 

4.3开展示范性智慧乡村建设 

逐步开展试点乡村示范工作。选择一批信息化程度较高的村庄，加强智慧乡村建设工程，开发并不断积累经验，充分发挥这

一批村庄的示范和领导作用，带领附近村庄迈向信息化[10]。同时各智慧乡村的建设应该因地制宜，由于各乡村的地形、人口和发

展阶段等各不相同，充分考虑各乡村的特点和需求，遵循乡村建设规律，实现“智慧”与“特色”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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