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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

问题。自 2004 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连

续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三农”工作是

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中之

重。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2018—2022 年）》，进一步确定了乡

村振兴战略的规划目标和实施路径。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高校是助力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的强有力保障。2018 年，教育部

印发《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2018—2022）》，旨在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地方高校具备

融入地方经济、贴近地方建设实际、了解地

方需求等多重优势，能够针对地方乡村特色

及实际需求提供服务和人才支撑，是助力乡

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目前，很多地方高校正积极推动实施

“乡村振兴班”“乡村定向班”“乡村试验基

地”等专项计划，发挥人才培养和专业技术

优势，为农村发展提供精准服务和专业人才

保障。同时，深入挖掘乡村需求，提供精准

服务，不断提升服务乡村振兴的实际效能。

但在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实践中，也存在

诸如找不准切入点、提供服务同质化等现实

问题。因此，本研究试图从地方高校精准服

务乡村振兴视角出发，挖掘地方高校精准服

务乡村振兴的逻辑起点，探索构建地方高校

精准服务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以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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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作用和实效。

一、研究综述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学术界高度

关注乡村振兴相关研究。针对高校服务乡村

振兴方面，学者们从高校助力乡村科技振兴、

乡村人才振兴、乡村产业振兴等多个维度，

研究了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服务角度、服务

范围、服务方式、服务内容等，为高校服务

乡村振兴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 高校助力乡村科技振兴

高校在技术储备上具有相对丰厚的资源

优势，这使其在促进乡村振兴的功能指向上

拥有更为有效的技术选择空间和更具联动性

的技术组合方式 [1]。课题下乡、师生下乡、

项目下乡是有效的“校—村”结合方式 [2]，

农业高校可以通过校企合作搭建农业技术公

共服务平台，整合科教资源和产业要素，打

通农业科技服务乡村的“最后一公里”[3]。

同时，高校在掌握学术科技前沿方面具有较

大优势，可以帮助农村运用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构建现代化农

业发展模式，推动高尖端技术赋能乡村发展 [4]，

助力乡村科技振兴。

（二） 高校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高校助力乡村人才振兴主要通过以下三

种途径。一是培养学生切实解决农村问题的

能力。引导学生知农爱农，深入农村实践调

研，助力乡村发展振兴 [5]；优化农业相关专

业课程体系，培养应用型农业人才 [6]；鼓励

学生到农村创业，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鲜

活力 [7-8]。二是通过学历教育、成教、自考、

函授等方式对农民进行系统培训 [9]，培养农

村本土人才，充分适应农村特色 [10]，实现农

民学历水平、职业素质与应用能力全面提升 [11]。

三是优化高校智库服务乡村振兴路径，加快

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提高农业创新成果的推

广和应用，为乡村振兴提供能量源泉 [12]。

（三）高校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地方高校立足本地资源和产业需求办

学，服务区域经济发展，通过深入挖掘乡村

特色，探索适合乡村发展的特色产业。例如，

助力农村电商发展，扶持地方有特色的农

业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13]；助力乡村旅游产

业，为农村提供乡村旅游运营方面的专业指

导，培养既懂农业又懂旅游的新型农民，实

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14]；助力农村文化产

业创新发展，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推动农村

文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创新，使农村文化

产品不断增值 [15]。

通过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发现学术界主

要针对高校助力乡村振兴的方式方法进行了

理论和实践探讨，但在高校服务乡村的精准

度和匹配度方面探讨较少，尤其是在结合大

数据技术挖掘乡村振兴需求方面仍需要进一

步探索。因此，本文以提升地方高校精准服

务乡村振兴为研究目标，对其产生的逻辑起

点、实施路径进行探讨和研究。

二、地方高校精准服务乡村振兴的逻

辑起点

乡村差异性是地方高校精准服务乡村振

兴的逻辑起点，不同的乡村在地理位置、人

口结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以及历史民俗

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乡村振兴的扶持政策

也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应该根据各

村的特点和差异，进行精准匹配，实现资源

的最合理配置和智力资本的最优化适配。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结合我国乡村差异的

实际情况，可以从地理位置、人口结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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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经济发展以及历史民俗等 5 个方面，进

一步论证目前我国乡村振兴对地方高校服务的

精准化需求，探讨地方高校精准服务乡村振兴

的逻辑起点，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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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方高校精准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起点

（一）地理位置差异

地理环境是乡村地域类型分异的决定性

因素 [16]，不同的乡村地理环境不同，其发

展的重点和方式也有所不同。从乡村的地形

来看，高原、山地、丘陵地带的乡村与平原

地区相比，人均耕地少，土壤贫瘠，交通不

便，发展更为不易；从乡村与城市的距离来

看，城郊村在交通、人才、资金等方面的资

源更为丰富，有利于发展工业、休闲旅游、

绿色农业等；从自然环境来看，部分地区自

然条件恶劣，如两河流域易发生洪涝灾害，

北方地区易发生冰冻等，受自然灾害影响，

部分乡村缺乏农作物发展优势。地理位置的

差异要求乡村在发展过程中对地理条件进行

深入的研究，寻找适合自身条件发展的突破

口。因此，需要地方高校精准识别地域类型

差别，为乡村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和支持。

（二）人口结构差异

农村人口结构包括农村人口的年龄结

构、学历结构、性别结构等，由于农村在地

理位置、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致使其

在人口结构上也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如城

中村、城郊村等交通便利，经济发展较好，

村民年龄和学历结构就较为均衡，而交通不

便的山区，会有更大比例的留守老人和留守

儿童，村民学历差距也较为明显。2021 年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各地农

村人口在年龄结构、学历结构等方面存在明

显差异，其中重庆市 65 岁及以上的农村人

口占比最大，河北省农村大专及以上学历人

口占比最低 [17]，详见图 2、图 3。人口结构

的差异致使乡村发展的需求各不相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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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援手段和支援视角也各不相同。例如，

对于学历水平较低的乡村，对知识和教育普

及的支持需求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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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地区乡村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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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地区乡村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

（三）资源禀赋差异

农村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重

点在自然资源，除地形、环境等因素影响第

一产业发展外，自然风光、人文风光等对于

旅游产业的支撑在农村发展中也占据重要作

用。例如，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由于美丽

的自然风光以及有特色的民族风俗，可以通

过发展特色旅游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在临

近海域的农村，水产资源丰富，可以发展水

产养殖及水产品销售产业；位于交通枢纽附

近的农村，可以选择发展物流业等。由于资

源的不平均分布所产生的发展差异，也会影

响到农村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产生的需求也

各不相同，需要高校根据农村发展需求和条

件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四）经济发展差异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农

村居民的生活条件、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的发展路径也各不相同。根据 2021 年

农村统计年鉴 [18]，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上海，为 34 911.3 元 / 人，

最低的是甘肃省，仅有 10 344.3 元 / 人，差

距非常明显。目前，农村的经济和发展特色

也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如浙江省以数字经济

为发展方向，重视数字经济“一号工程”，

因此，浙江省的农村互联网经济发展迅速，

涌现出了一批淘宝村、快递村等，由于阿

里巴巴等大型电子商务企业的扶持，农村

电商发展优势明显。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和发展特色对知识助力的需求不同，更需

要地方高校根据当地乡村发展情况提供精

准服务。

（五）历史民俗差异

不同地区历史民俗差异明显，历史民俗

的积淀以及农村形成的机制造成了农村的强

关系性，这种强关系之间相互影响，往往会

形成相似的价值取向、谋生方式和文化素质

水平，从而影响乡村的发展风格以及发展主

体选择。部分农村以历史及自身发展历程为

契机，着重打造历史文化名村，以古村落特

色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从而带动周边经济发

展。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应重点关注历

史民俗村落的特殊性，挖掘契合本地特色的

发展路径。

综上分析，由于地理位置、人口结构、

资源禀赋、经济发展以及历史民俗的差异，

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区

农村的特点筹划发展路线，而地方高校作为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技术发展的

后盾，应针对农村的差异，挖掘助力乡村振

兴的契合点和切入点，精准匹配农村需求，

为农村发展提供更有价值的智力支持。

三、地方高校精准服务乡村振兴的思

路设计

随着大数据及数据挖掘技术的深入应

用，通过数据挖掘获取农村发展的真正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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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并进行针对性地帮扶和服务，能够有

效解决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目前，农村

数据平台在实践中已得到了有效应用 [19]，农

村数据可视化为政府部门、高校及农业相

关企业了解农村现状提供了丰富且直观的

视角 [20]。精准挖掘农村发展需求并将其与

高校资源精确匹配是高校助力乡村振兴的

关键，本文通过对乡村振兴需求、现有数

据基础、农村具体情况以及地方高校发展

的深入调研，结合现有数据挖掘分析技术，

构建地方高校精准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思

路，详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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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地方高校精准服务乡村振兴路径

从图 4 可以看出，地方高校精准服务乡

村振兴，以地方差异为逻辑起点，首先构建

农村数据资源库和高校数据资源库，用于存

储农村经济发展相关基础数据以及高校专业

知识和人才数据，在数据的基础上，应用大

数据分析及数据挖掘技术，将乡村发展需求

与高校专业知识及人才精准匹配，形成人才

匹配、产业匹配、服务匹配、科创匹配、文

化匹配等高校精准服务乡村振兴的方案，共

同推进乡村发展。

（一）农村数据资源库

数据资源库基于分布式的处理技术，由

于 Hadoop 的可靠、高效、成本低等特性，

本框架选择 Hadoop 作为数据分布式处理的

软件框架，根据地方高校精准服务乡村振兴

的逻辑起点，构建数据资源库，包括地理空

间数据库、自然灾害数据库、人口数据库、

自然资源数据库、人文资源数据库、经济发

展数据库以及历史民俗数据库，数据来源于

历年农村统计年鉴、农村地方上报数据、各

部门上报数据、人文民俗研究机构、国家基

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等，可以对有权限的数据

进行数据整合管理。

（二）高校数据资源库

高校数据资源库构建的方式与农村数据

资源库相同，数据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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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生和教科。其中，学科情况包括高校

的专业情况、课程设置情况、实践教学情况

以及学科竞赛情况，重点关注高校在学科专

业方面的知识储备；学生情况包括学生的生

源以及与学生专业背景相关的知识库，了解

学生的基础信息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

建设家乡、助力乡村振兴的意识和专业技

能，并能够根据学生的知识储备，更好地匹

配农村发展需求；教科情况包括高校教师基

本情况（师资库）、高校科研情况（项目库、

论文库）以及校企合作情况，尤其是校企合

作情况，可以将农村、高校、企业联系起来，

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三）数据挖掘分析

应用整合、归并、清洗、标准化等数据

处理技术，对数据资源库中的多元数据进行

重新架构，并进行标签化分类，采用相关性

分析、因子分析等数据统计方法获取数据间

相关关系匹配，建立数据资源库。采用聚类

分析、神经网络、社会网络等数据分析方法，

对数据资源库中的数据进行深入挖掘，识别

各农村地区的发展特色、发展缺口、发展方

向、发展评价等，获得农村发展的深层次需

求，为进一步的村校匹配提供有力依据。

（四）村校匹配层

根据数据挖掘的结果，结合地方高校的

专长，通过科学的推荐算法，将农村的发展

需求与地方高校精准匹配，制定地方高校精

准服务乡村振兴的方案，从数据出发，科学

实现村校合作，助力乡村振兴。例如，浙江

丽水农村电商发展基础好，拥有多个农村电

商示范基地，地方高校可以从助力农村电商

着手，一方面增加学生农村电商方面的专业

知识讲授，培养学生农村电商思维；另一方

面通过村校合作，向农村输送互联网知识和

技能，助力农户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农产品商

业模式，从而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农

户收入。

四、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地方高校作为助力

乡村振兴的理论阵地、科研阵地、人才阵地

和实践阵地，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

进提供坚实的智力保障。高校要根据农村地

理位置、人口结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以

及历史民俗等方面的差异，根据农村的具体

发展条件，立足于满足农村的真实需求，不

断挖掘农村特色，为农村发展提供有针对性

的支持和服务。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深入挖

掘农村发展需求提供了技术保障，本研究从

地方高校精准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起点出

发，基于农村多元数据，充分利用大数据分

析相关技术，力图精准挖掘农村发展需求，

为农村和高校精准匹配提供理论和技术支

持。地方高校应以农村需求为基础，充分将

自身的专业知识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

学科优势，加大科研成果转化力度，为乡村

振兴培养地方经济发展所需的高素质专业化

人才，不断提升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价

值和成效，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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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 Design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viding Accurate 
Servi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CHEN Peng, CHEN Xiaofang

（Zhejiang Colleg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hua Zhejiang 321013, China）

Abstract: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are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local economy 

development, are strong guarantee for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viding accurate servi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aper explore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curate servi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country difference. On this 

basis, implementation path of accurate service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was constructed. The village data reposito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brary as a data source, the rural 

development needs obtained through the data mining technology accurately match with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achiev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promot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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