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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信息化视角构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与决策的大数据逻辑，有助于提高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与决策的科学性和

效率，可以助推数字乡村战略的具体实施。作者从数据维度、决策要素维度、过程维度构建了信息化视角下基于“大数

据-三表智慧-系统分析”逻辑的乡村振兴过程决策与效果评估模型，提出了大数据逻辑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对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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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ig data logic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c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was established in the pa⁃
per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zation, which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and efficiency of strategic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and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 the rural digital strategy. From the data dimension,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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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其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2018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又特别强调，必须通过“乡村产

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

振兴、乡村组织振兴”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落实 [2]。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的要素繁多复杂，既涉及物流、人流、资金

流、技术流、信息流，还涉及文化流和政策流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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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要素 [3]，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与决策问题面临的

农业、农村和农民相关的数据和信息浩如烟海。

因此，人们必然需要通过多个要素、多种信息的

有机融合和大数据的有效利用来实现乡村振兴系

统的整体功能。

信息化作为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的重要

手段之一，对于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推广应用

具有积极意义 [4],当然也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大数据是一类能够反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

运动状态和状态变化的信息资源，具有种类复杂

性、决策有用性、高速增长性、价值稀疏性和重复

开采性等特征，主要体现在人们在重大问题的战

略规划与决策之时面临的数据量更大、数据类型

繁多、数据复杂多变、处理速度更快、价值密度更

低等五个属性 [5]。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

段，也是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可以说大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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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已经触及到了所有可能的经济、社会、工

程、文化、政治等人类活动的领域 [6]。因此，2015
年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

确提出要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

管理、用数据创新”的体制，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

决策，足以看出国家政府对大数据的高度重视。

由于大数据包含的数据巨量化和多样化，因此大

数据的发展为农业科技信息的有效传递也提供了

历史性机遇 [7]，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也带来了许

多挑战。大数据技术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与决策

中的应用不仅是乡村振兴过程中客观上的现实需

求，也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有效途

径 [8]，已经成为政府、企业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在主

观认知上的共识。

本文从信息化这一视角出发，针对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与决策面临的现实问题，分析基于墨子

“本、原、用”原则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三表逻

辑，建立信息化视角下乡村振兴过程决策与效果

评估的系统分析模型，从而构建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与决策的大数据逻辑，并提出大数据逻辑下乡

村振兴的相关对策建议，以实现大数据背景下政

府决策、宏观管理、产业政策等活动高频、实时、

全周期、多主体决策的信息畅通和科学交互，进

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2 信息化视角下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的三表智慧逻辑

本、原、用的“三表”智慧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墨

子提出来的，是中国“轴心期”理性文化的精华，

它可与同时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名的形式逻辑

三段式相媲美，同时也有自己的特点 [9]。根据作

者的理解，“本”就是历史经验，“原”就是客观现

实，“用”就是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针

对乡村振兴战略问题，“本”就是国际上乡村振兴

的经验和一般规律、“原”就是中国情景和“三农”

现实、“用”就是必须经得起实践检验。在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制定过程中，坚持本、原、用的“三表”

原则，本质上就是强调要以整体涌现、动态演化

等系统科学原理为指导建立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

理论体系，构建中国式乡村振兴战略的系统逻

辑。

国外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许多乡村振兴模

式，总结出了成熟的乡村振兴规律，这就是我们

在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时必须借鉴的“本”，主

要包括日本的因地制宜型造村运动、韩国的自主

协同型新村运动、德国的循序渐进型村庄更新、

荷兰的精简集约型农地整理、瑞士的生态环境型

乡村建设、法国的综合发展型农村改革、美国的

城乡共生型乡村小城镇建设以及加拿大的伙伴协

作型农村计划等。这些典型模式虽然给中国式乡

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但由于中国

的特殊情景和客观现实又不可能直接照搬，这就

是必须面对的“原”。随着农业产业结构变化、农

业小部门化以及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加上

现代农业的发展和我国农业经营体制以及农村土

地制度的变迁，农业、农村、农民构成的“三农”系

统有了新的内涵和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农耕文明的国

家，农户的经营规模还很小，人均耕地仅有 0.097
公顷，家庭经营仍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

粮食基本自给仍是我国现代农业的关键目标；分

散小规模经营仍是农业建设的基本现状；区域多

样性显著仍是我国现代农业建设的前提；农业资

源紧张仍是我国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挑战；农业

基础薄弱仍是我国现代农业建设的突出问题。另

外，中国农业和农村 40多年改革进程中最重要的

经验是尊重农民意愿、顺应农民要求、及时推进

改革，所以如何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过

程中来，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原”。

因此，人口众多的中国之乡村振兴没有可以

直接复制的成功经验，中国必须走出一条属于自

己的乡村振兴之路。当然，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以来，我国各地也相继创造了许多成功的乡村振

兴模式和示范案例，比如田园综合体模式、文旅

结合模式、现代立体农业模式、休闲农业和农耕

体验模式等，被实践证明可以复制的模式就是制

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时要借鉴的“用”。2017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建设“三区、三园和一体”，

其中“一体”是指田园综合体，它集循环农业、创

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已经成为实现休闲旅

游型乡村战略转型升级的一个有效途径 [10]。

通过以上的分析，作者认为墨子的本、原、用

“三表”原则给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制定提供了

一个智慧逻辑和系统流程，如图 1所示。而本、

原、用三个方面都蕴含着大量的种类繁多、信息

量大而且结构化程度低下的数据，包括可以借鉴

的间接经验数据、直接经验数据以及可以复制的

示范案例数据等。这些数据的共性特征就是难以

描述、不好挖掘，因此大数据技术在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制定中的作用就显得尤其重要。借助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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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仅可以实现技术流、物质流、资金流、文化

流、政策流等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而且结合

“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可以大大

增进城乡信息技术连通性 [8]，实现智慧农村、智慧

农业和新型农民的协同发展。

3 信息化视角下乡村振兴过程决策

与效果评估的系统逻辑

除了前文提及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制定问题

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还涉及乡村振兴规划的

子系统优化设计、全局优化设计、实施决策和计

划以及实施效果的科学评估等问题，而整个过程

本质上就是乡村振兴过程决策和效果评估的问

题。大数据资源作为大数据的数据集合、管理和

开发过程中涉及的各种支撑要素的总称，在乡村

振兴战略决策中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因此将大

数据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以决策过程和效果评估

为具体应用场景，可以实现大数据资源服务乡村

振兴的客观要求。

首先，过程决策和绩效评估都离不开大数据

的采集和积累，这就是起到支撑作用的数据维

度。这里的大数据包括前文提到的“三表”数据，

还包括涉及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数据以及

涉及乡村振兴目标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数

据。其次，按照系统分析的 5W1H思想，乡村振兴

过程决策与效果评价的决策要素维度应该包括系

统目标、可行方案、预期绩效、决策模型、决策准

则、方案择优以及效果评估。由于乡村振兴涉及

的数据既包括可以结构化的数据，更包括大量的

非结构化数据，所以乡村振兴战略决策与评估需

要霍尔的“三维结构”模式和切克兰德的“调查学

习”模式二者的有机集成。一方面需要依靠专家

直接给出决策建议，如前沿性的理论决策等需要

创造性的决策，另一方面针对精准计算、快速响

应的决策问题可以发挥大数据技术的作用。最

后，通过智能算法优化得出决策建议，通过计算

机和决策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实现人脑电脑相

集成、定性定量相集成的人-机交互决策。因此，

乡村振兴战略决策与效果评估的过程维度应该包

括大数据的分析模型、智能优化模型、智能决策

模型、智能评估模型、智能优化算法、人机交互模

型等。

在过程决策的逻辑上，首先通过计算机智能

模型的自动化决策，将数据分析阶段的可视化结

果与决策问题的乡村振兴现实相结合。然后通过

多领域专家、数据分析师、决策者组建的多元决

策主体之间的交互，实现大数据驱动下的机械智

慧与专家智慧的集成，形成“计算机智慧-数据分

析师-专家智慧”的决策模式 [11]，从而降低决策者

因“认知有限”而产生的局限，确保决策结果的客

观性和科学性。

基于以上对信息化视角下乡村振兴过程决策

与效果评估的系统剖析，作者基于数据维度、决

策要素维度、过程维度构建了基于“大数据-三表

智慧-系统分析”视域下的乡村振兴过程决策与

效果评估系统逻辑，如图 2所示。该系统逻辑为

解决乡村振兴战略决策和评估问题提供了思维上

的启迪和程序上的明晰，整个过程不仅需要大量

的数据作为支撑，还需将数据转化成可用于决策

的证据。

4 大数据逻辑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对策建议

大数据的应用对于乡村振兴的作用是毋容置

疑的，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更为突出，管理就是

决策、决策就是运筹、运筹离不开数据。因此，如

何发挥大数据作为乡村振兴重要引擎的功能，实

现大数据和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破解

“三农”的前沿方向。虽然乡村各领域全面发展

大数据的前提基础已经具备，但在大数据的积

原

本 用

乡村振兴与
战略规划

中
国
情
景

大数据 大数据

大数据

三
农
现
实

 

图1 信息化视角下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三表智慧逻辑

决策问题 决策建议

   输入:数据源
（1）三农数据
（2）三生数据
（3）三表数据

数据维度 决策要素维度

    输出:目标
（1）系统目标
（2）可行方案
（3）预期绩效
（4）决策模型
（5）决策准则
（6）方案择优
（7）效果评估

（1）大数据分析模型
（2）智能优化模型
（3）智能决策模型
（4）智能评估模型
（5）智能优化算法
（6）人机交互模型

乡村振兴战略决

策与效果评估

过程维度

 

图2 “大数据-三表智慧-系统分析”决策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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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挖掘、管理、开发、应用等环节仍面临着许多

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在技术、人才、政策和机制

等方面的问题上。为此，作者受文献 [8]的启发，

基于大数据逻辑，提出如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

对策建议。

（1）做好大数据技术推广应用，助推数字乡

村战略稳步实施。通过宣传和培训推动乡村大数

据普及工作，不断提高“三农”队伍对大数据重要

性的认知，强化乡村干部的数据意识和数据思

维；通过对乡村大数据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深

入推进“互联网+农业”，推进重要农产品全产业

链大数据建设，深化现代“互联网+农业电子商

务”发展模式创新 [12]，推动“互联网+公共服务”向

农村延伸。

（2）培育大数据领域应用型人才，助推农业农

村信息化发展。要发挥大数据对乡村振兴的助推

作用，必须通过构建政产学研用的良性互动机

制，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大数

据领域应用型人才队伍，包括大数据的积累、挖

掘、管理、开发、应用等环节的技术与应用人才，

构建完善的人才层级体系，提高不同层次人才的

利用效率，切实解决大数据技术推广的“最后一

公里问题”。

（3）提高大数据标准化程度，建立大数据共享

机制。针对乡村振兴涉及的海量大数据，国家和

地方政府必须协同合作开展大数据的标准化建

设，提高大数据的标准化程度，出台乡村振兴大

数据的采集与管理长效制度，建立乡村振兴大数

据的共享机制，提高大数据的处理速度和对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和决策的信息支持效率。

（4）完善大数据政策法规，保障大数据整体安

全。大数据既有潜在的应用价值，也存在着信息

泄露的巨大风险，政府必须完善乡村振兴领域的

大数据政策法规，建立大数据从业人员的保密职

责，提高大数据队伍的风险意识、保密意识和数

据安全意识，通过技术手段、政策法规共同保障

大数据从采集、挖掘、开发、应用、管理整个数据

链条的安全。

5 结束语

基于信息化视角和大数据逻辑，针对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与决策面临的现实问题，建立了基于

墨子“本、原、用”原则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三

表逻辑、乡村振兴过程决策与效果评估的系统逻

辑。从数据维度、决策要素维度、过程维度构建

了基于“大数据-三表智慧-系统分析”视角下的

乡村振兴过程决策与效果评估模型，并提出大数

据视域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对策建议。

大数据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已经成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会给

大数据的应用带来广阔的平台和机会，会使大数

据如鱼得水；另一方面，大数据的应用也会为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插上飞翔的翅膀，会使乡村振

兴如虎添翼，将使乡村治理进一步走向民主化，

决策科学化，也会使城乡资源流动更加合理、城

乡收入进一步均等，实现农业发展、乡村美丽、农

民富裕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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