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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资源赋能乡村共富
———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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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东海洋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湛江52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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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数字经济在生态资源赋能乡村共富中的促进作用,基于空间异质性,构建“生态资源-数字经济-乡

村共富”的分析框架,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地理探测器工具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生态

资源价值对乡村共富具有驱动作用。其中,森林资源、草原资源、自然保护区资源通过生态经济化促进城乡财富转

移,而政府保护治理投资和污水再利用则保障乡村分享生态资源价值化红利的可持续性。2)数字经济对乡村共富

具有驱动作用。主要来源于数字经济通过赋能农业生产、丰富产业发展模式、重构人力资本积累方式和推动统一

大市场建设等途径直接或间接促进要素从城市向乡村流动,缓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3)生态资源价值和数

字经济的交互作用对乡村共富具有显著驱动作用。这主要源于数字经济赋能生态资源的产权界定过程,以及价值

核算、开发建设、市场交易和利益分配等产权实施过程,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使其真正变成生态产业,进而促进

乡村共富。因此,从推动乡村数字化发展,构建生态资源监管、开发、交易平台以及促进数字经济赋能生态资源价

值实现等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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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exploretheroleofdigitaleconomyinecologicalresourcesenablingruralcommonprosperity,

basedonthespatialheterogeneity,theanalyticalframeworkof“ecologicalresources-digitaleconomy-ruralcommon

prosperity”wasconstructed,andtheprovincialpaneldatafrom2010to2020wereusedtoconductanempiricaltest
withthegeographicdetectortool.Theresultsshowthat:1)Thevalueofecologicalresourceshasadrivingroleinrural
commonprosperity.Amongthem,forestresources,grasslandresourcesandnaturalreserveresourcespromotethe
transferofurbanandruralwealththroughecologicaleconomization,whilegovernmentprotectionandgovernance
investmentandsewagereuseensurethesustainabilityofsharingthedividendsofecologicalresourcevalueinrural
areas.2)Digitaleconomyplaysadrivingroleinruralcommonprosperity.Itmainlycomesfromthefactthatdigital
economyhasdirectlyorindirectlypromotedtheflowoffactorsfromcitiestoruralareasandalleviatedtheproblem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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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balancedandinsufficientdevelopmentbyenablingagriculturalproduction,enrichingindustrialdevelopmentmodels,

restructuringtheaccumulationmodeofhumancapitaland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aunifiedmarket.3)The
interactionbetweenecologicalresourcesanddigitaleconomyhasasignificantdrivingeffectonruralcoprosperity.This
mainlycomesfromtheprocessofdefiningthepropertyrightsoftheecologicalresourcesempoweredbythedigital
economy,aswellastheprocessofimplementingthepropertyrightssuchasvalueaccounting,developmentand
construction,markettransactionsandbenefitdistribution,topromotetherealizationofthevalueofecological

products,sothattheycantrulybecomeanecologicalindustry,andthuspromoteruralcommonprosperity.Therefore,

policysuggestionsareputforwardinthisstudyfromthreeaspectsincludingpromotingruraldigitaldevelopment,

buildingecologicalresourcesupervision,development,tradingplatform,andpromotingtherealizationofdigital
economyenablingecologicalresourcevalue.
Keywords ecologicalresources;digitaleconomy;ruralcommonprosperity;geographicdetector

  2020年底,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开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党的“二
十大”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现代化”“要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

入…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但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

元经济结构导致较为严重的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民

收入相对偏低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变,是制约我国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最大短板[1]。因此,共
同富裕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农村低收入群体能

否形成可持续的收入增收长效机制,为稳步进入富

裕状态奠定基础。
从农民经济来源分析,农民经济收入主要由工

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

入组成[2]。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作出大量努力:通
过加强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公共财力保障、调整和优

化城乡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土地流转、优化政策金

融等手段提高了农民的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通过

促进农民就业、创业的机会均等,培育和扶持农村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等手段提

高了农民的工资性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并由此取得

了可喜的成果: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1.89万元,较2017年(1.34万元)增长40%。
其中,2017—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

收入分别增长5783元、3221元、570元和253.7
元。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

长较慢,占比偏低: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财产净收

入为469元,仅占总收入的2.48%。而农民的财产

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住房等集体资产的流转与

开发,相对于工资性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具有抗风险

性和可持续性[3]。究其原因:土地确权因从制度和

法律层面赋予农民享有土地资源的排他性使用权,

提高了产权交易的稳定性,进而保障了交易主体收

入的稳定性[3];而且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相关法

律的逐步完善使其具有规范的开发与收益分配机

制,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因此,“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城

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并把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

从拥有资产“变现”所获得的收入。以往的研究认

为,土地是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主张宅基地退

出、土地流转等健全财产收入形式[4]。事实上,制度

和市场区位的制约导致的流动性缺失成为了土地作

为财产收入的阻滞[5]。例如,大多数农民的宅基地

以及经营性用地处于偏远地区,缺乏良好的市场区

位条件;严格审慎的土地流转法规在有效维护农民

的基本权益的同时提高了交易费用[6]。据此,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
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角度为提升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提供指导方针。理论上,贫穷地区通过出售生态产

品进而增加收入,富裕地区则通过消费生态产品增

加效用,最终在交易机制的统筹下,实现社会财富从

富裕地区向贫穷地区转移。而且集体所有制下的乡

村生态资源所产生的价值应由集体成员权下的村民

进行分配,更具有普惠性。需要注意到的是,生态资

源存在时空差异性,不仅使得产权界定相对困难,而
且生态资源在价值实现过程中依托的可核算机制、
交易价格机制、补偿机制及其背后的数字化应用场

景与规则本身具有空间异质性,不同时期、不同地区

生态资源的价值实现在进程、成效方面呈现不一致

性。这决定了生态资源在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始终

面临机会主义行为的长期挑战[7]。国家作出诸多努

力并出台了《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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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①、《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

意见》②等政策文件。这些政策的共同之处就是强

调数字经济的媒介作用。本质而言,数字经济消解

了生态资源产权界定及其价值实现环节的时空隔

阂,克服了机会主义的长期挑战。需要注意的是,数
字经济背后是一套精密的隐性权力治理术,直接表

现为通过大数据分析公众心理偏好。这对用户所接

收的信息流实施议程设置,进而强化了用户对市场

机会的利用及其信息禀赋。也就是说,当发现生态

资源价值实现的市场,需要足够的信息禀赋。信息

禀赋不足的用户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竞争劣势。他

们在某个初始时点上丧失了市场机会,将影响到后

续机会的获得与利用,从而造成经济分层,甚至加剧

收入差距。显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数字经济在生态

资源驱动乡村共富之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构建“生态资源—数字经

济—乡村共富”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我国30个省

份(统 计 数 据 未 含 西 藏 及 港 澳 台 地 区。下 同。)

2010—2020年面板数据,使用地理探测器工具,从
空间分层异质性角度,解构生态资源、数字经济对乡

村共富的驱动效应,并就数字经济叠加生态资源以

后对乡村共富的综合影响进行探究,以期正确地认

识生态资源、数字经济对乡村共富的复合影响,为制

定有针对性、差异化的措施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与

实践指导。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生态资源及乡村共富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人们不再停留于衣

食住行等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而是关注生态环境

等安全需求,以及生态资源、生态产品等情感与归属

需求[8]。这赋予生态资源驱动乡村共富两个可能

性:其一,开发和利用贫穷地区的优质生态资源,将
其培育为贫困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农户财产

性收入,促进乡村共富[9]。比较优势可以带来成本

的降低和市场占有率、利润率的提高[10]。相较而

言,乡村的生态环境质量较好,有着不可替代的土地

资源以及丰富多样的生态资源,但收入水平不如城

市。而城市居民虽收入水平较高,却缺乏优质的生

态环境资源[11]。就乡村有机食品、乡村休闲旅游等

生态农产品而言,存在生产成本高、生产风险大、产
品产量小特征,无法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这使其价格往往高于非生态农产

品[11]。而且,集体所有制框架下的资产不可分性、
成员权公平性以及收益共享性,构成了农户利用生

态资产增收的制度逻辑[12]。因此,乡村生态农产品

由乡村向城市流动,并通过市场交易使社会财富实

现由城市居民向农村居民的转移,最终推进乡村共

富。其二,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成本,给予生态环境保

护者一定的经济补偿,在保证生态经济可持续性的

同时促进社会财富向“生态高地”的贫穷地区转移,
实现区域间的富裕[13]。强调的是“生态补偿”,即通

过调整损害或保护生态环境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
包括现金、实物等直接补偿方式和岗位、职业和技术

培训等间接补偿方式,就现金、实物等直接补偿方式

而言,能够直接促进农户增收。而职业技术培训等

间接补偿方式则赋予农户生计能力,促进农户增收

的可持续性。在最大限度降低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

负影响的同时,保证生态经济化的可持续性,实现农

户增收长效。例如,以生态资源未来补偿及收益为

质押来获取银行信贷产品的“生态贷”和以平衡其他

利益主体占用生态空间进行开发建设的“生态券”。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直接补偿还是间接补偿,仍以

生态资源价值核算为基础。但在推进“两山”转化工

作中,生态资源价值评估尚未形成统一、标准的评估

框架。加之生态补偿要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补偿资金的来源主要是上一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利
益相关者之间的横向补偿仍在酝酿之中,补偿标准

受地区行政级别、地区经济实力的影响较大。特别

是贫困地区经济普遍落后,配套资金无法到位,投资

主体单一,补偿额度极其有限[14]。研究表明,我国

乡村农地、森林、草地等生态资源具有明显的固碳减

排潜力。而碳汇交易作为市场化补偿方式,按照“受
益者付费”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下供求的引导

作用[15],强调农户或集体组织作为供给主体,通过

植树造林、退耕还草等生态行为获得碳汇,并向其他

消费主体出售碳指标,促进生态无偿服务到有偿服

务,扭转“穷人”为“富人”的生态产品买单的格局,利
用“收益外的补偿”,促进农户增收。

于是,本研究提出假说1:生态资源价值对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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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1月17日发布。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4月26日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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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富具有显著驱动作用。

1.2 数字经济及乡村共富

数字经济通过赋能农业生产、丰富产业发展模

式、重构人力资本积累方式和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

等途径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促进乡村共富。首先,赋能农业生产层面。数

字经济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通过应用物联网与

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使其与农业各个环节实现有效

融合,精准把控生产资源的投入[16],在实现合理利

用农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降低农户生产成

本,并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进而增加农户的经营

性收入。其次,丰富产业发展模式层面。数字经济

在赋能农业生产的同时,加速了现代产业要素与乡

村传统产业的融合,培育了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例如,乡村地区依托独特的生态资源和乡

愁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旅资源。在开发建设阶段,
数字普惠金融因其兼具低成本、低门槛、交易便捷等

优势,为开发建设主体节省了交易成本,而且满足了

农户被传统金融机构长期排斥的融资需求[17];在经

营阶段,文旅资源可通过具有文字、语音和视频等多

种传播内容的数字媒体得以快速传播,进而推动乡

村旅游、餐饮等产业发展,同时带动了乡村居民创业

就业,进而增加农户的财产性、经营性、工资性收

入[16]。再次,重构人力资本积累层面。数字化信息

和数据的接入给农户提供了学习契机,提高了其劳

动生产技能以适应数字化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而
且数字化经济的发展使众多行业的从业规则发生改

变,降低了就业门槛使农户参与非农就业的机会趋

于均等化,显著提高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最后,推
动统一大市场建设层面。长期以来,现代化与落后

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将城乡市场分

割,难以促进农产品供需的有效匹配[14]。而数字化

打破了地区间、城乡间的时空界限,打通农产品供销

渠道,节省了交易费用[16],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农

业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例如,以互联网、大数

据等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电商平台或依托于电商平台

的直播带货,丰富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使得农产品

的销售辐射范围超越传统的线下辐射范围,实现供

需匹配,促进财富的城乡转移,增加农民收入,进而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此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催生的数字公益、网络众筹等新型慈善方式,拓展第

三次分配的体量和范围,从而改善了区域间收入不

均衡的格局,促进乡村共富[18]。

于是,本研究提出假说2:数字经济对乡村共富

具有显著驱动作用。

1.3 生态资源、数字经济及乡村共富

生态资源的公共性、外部性等特征决定了产权

界定比较困难,不同所有者之间的边界存在争议;而
且生态资源核算分类不统一,估价技术的选择同样

存在争议;这不仅引致机会主义的长期挑战,更意味

着生态资源驱动乡村共富必须解决“产权界定”与
“产权实施”两大问题。“产权界定”强调的是,清晰

地界定生态资源产权主体、划清所有权和使用权边

界,即资源确权;“产权实施”则强调的是,建立反映

生态产品保护和开发成本的价值核算机制、开发建

设机制、市场交易机制以及利益分配机制。这两大

问题均能够利用数字技术加以解决。换言之,数字

经济能够赋能生态资源确权、价值核算、开发建设、
市场交易以及利益分配等过程,促进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使其真正变成生态产业,进而促进乡村共富。
第一,在资源确权层面,任何产权都是以特定客体为

前提和基础,客体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明晰的财产和

资产等[19]。而数字技术助力生态资源确权的贡献

在于能够充分利用物联网“感知层—网络层—应用

层”的信息获取应用结构,即通过利用以传感和控制

等自动识别技术为基础的获取生态资源物质信息的

感知层,通过利用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无线传感

网络将物质信息实时准确传递出去的网络层,通过

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云计算平台对物质信息数据

进行存储分析的应用层[20],实现对乡村生态资源产

权边界的精确定位。第二,在生态资源价值核算层

面,大数据和物联网同样能够通过“感知层—网络

层—应用层”能够对乡村生态资源(森林、草地、水
等)进行数字化采集、存储和分析,实现对生态产品

的量化表达、核算审计和动态评估。第三,在开发建

设层面,生态资源作为自然生成物的碎片化资源,整
合利用水平较低、风险较大[21],需要更多的生产要

素投入,而数字化的信息、知识和技能具有有效性、
非竞争性、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特征[22],因此数字

化的信息、知识和技能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到生态资

源的整合上成本较低,正向效应较大。例如数字普

惠金融通过发挥高效率、全覆盖、低成本等优势,促
进了更多资金参与生态资源价值建设,助力生态资

源的整合及开发[23]。第四,在市场交易层面,数字

经济的发展打破了时空界限,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
使信息可以跨区域传递,生态产品的需求者和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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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易匹配,这使信息搜集更加便利从而降低了交

易成本,使生态产品产出更多惠及供给者。加之智

能合约、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助力生态资源账户记录、
登记交易及拍卖,深度赋能乡村生态资源交易市场,
推动其朝着规范化、合理化方向转变[22],使乡村生

态产品的交易更加稳定。第五,在利益分配层面,生
态资源的复杂性表明需要多元生产要素参与其开发

建设,生产要素的多元化与组合性意味着增加了各

主体参与分配的复杂程度。而数字技术利于各类生

产要素投入与产出的科学量化;大数据、云计算、区
块链能够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统计、分析和存证,科
学界定开发建设中不同要素的产权归属,合理计算

生产要素投入与产出的关联度,实现精准利益分配,
避免农户利益受损,进而增加农户收入[16]。因此,
数字经济明确生态资源的产权边界,赋能生态资源

的价值评估、开发建设、市场交易、利益分配等过程,
推进生态资源向生态资本、生态产业转变,促进区域

间财富转移,从而推进农户增收,促进乡村共富。
于是,本研究提出假说3:数字经济赋能生态资

源价值对乡村共富具有显著驱动作用。

2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

2.1 数据来源

该研究以201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

(鉴于数据可得性,未含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下同)
的面板数据为实证样本。其中,测算泰尔指数所需

的城镇或农村人口数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原始数据

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4](2010—2020年);自
然保护区面积、草原面积、森林面积、环境污染治理

投资占GDP比重、人均污水处理利用量等数据来源

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5](2010—2020年)和《中国

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6](2010—2020年);农村生产

活动中数字化智能设备投入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农

业机械工业统计年鉴》[27](2010—2020年);农村互

联网宽带普及率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

鉴》[24](2010—2020年)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

心;地理信息基础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理信息中心数

据库。部分缺失数据按年均增长率均值和插值法进

行估算插补。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因子

泰尔指数(Theilindex)作为衡量个人之间或者

地区间收入差距(或者称不平等度)的指标,被广泛

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
且对能体现城乡收入差距的两端收入变动相对于基

尼系数而言更为敏感[28],故采用泰尔指数作为城乡

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用来表示乡村共富,城乡收入

差距与乡村共富成负相关,计算公式为:

I(0)=∑
2

j=1

Pij,t

Pi,t
ln

Pij,t

Pi,t

Zij,t

Zi,t

(1)

式中:j=1,2分别表示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Pij表

示i地区城镇(j=1)或农村(j=2)的总收入(Pij=
城镇或农村人口数×城镇或农村人均收入);Zij表

示i 地区城镇(j=1)或农村(j=2)的人口数量,Zi

表示i地区的总人口。

2.2.2 解释因子

生态资源价值因子。包括自然保护区资源、草
原资源、森林资源、政府保护治理投资、污水再利用。
其中,自然保护区资源、草原资源和森林资源对地区

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维护具有突出贡献,同时又是

地区生态资源存量的重要体现,反映出某地区自然

生态资源价值的高低[21]。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省

份气候、温度、降水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自然和社会

条件存在差异,用生态资源总量衡量并不可比。因

此采用人均自然保护区面积、人均草原面积和人均

森林面积作为测度项。政府保护治理投资、污水再

利用表达的是为节约高效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的经济活动,可以显著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

理[29]。因此作为衡量生态资源价值化可持续性的

指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和人均污水

处理利用量作为测度项。
数字化因子。包括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数字化应用规模、数字普惠金融。其中,农村数

字化应用规模为衡量数字技术赋能农村生产活动的

指标,以农村生产活动中数字化智能设备投入占总

投入的比重为测度项[16];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为衡量数字化促进市场一体化程度以及为农户提供

学习契机,提高劳动生产技能的指标,以农村地区互

联网宽带普及率作为测度项[16];数字普惠金融为衡

量数字化缓解农户的融资约束的指标,以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作为测度项[14,30]。具体描述见表1。

2.3 模型选择

地理探测器方法是基于不同地理领域之间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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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Table1 Variabledescriptionanddescriptivestatistics

因子   
Variable   

含义

Meaning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城乡收入差距 Urban-ruralincomegap 泰尔指数 0.981 0.567

自然保护区资源 NaturalReserveResources 人均自然保护区面积/hm2 0.007 0.126

草原资源 Grasslandresources 人均草原面积/hm2 0.163 0.124

森林资源Forestresources 人均森林面积/hm2 0.113 0.321

政府保护治理投资 Governmentprotection
andgovernanceinvestment

环境 污 染 治 理 投 资 占 GDP比

重/%
1.384 0.686

污水再利用 Wastewaterreuse 人均污水处理再利用量/t 1.389 2.195

农村数字化应用规模

Ruraldigitalapplicationscale

农村生产活动中数字化智能设

备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
33.254 63.159

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Ruraldigital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

农村互联网宽带普及率/% 22.125 37.569

数字普惠金融 Digitalinclusivefinance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70.800 721.700

一属性的异质性,探究各解释因子对被解释因子的

驱动作用的统计学方法,其优势众多:第一,模型无

线性假设,较好的克服了多重共线性问题和内生性

问题;第二,重视“样本”坐落于地理空间之上的客观

事实,并强调层内方差小于层间方差的空间分层异

质性,并能够基于此种空间异质性揭示其背后的驱

动因子。第三,探测两个解释因子交互作用于被解

释因子,由于在回归模型中交互作用的识别方法为

相乘关系,然而两因子交互不一定为相乘关系,因
此,地理探测器的优势在于通过分别计算和比较各

单因子q值及两因子叠加后的q 值,可以判断两因

子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以及交互作用的强弱、方向、
线性还是非线性等[31],因此本研究主要运用因子探

测和因子交互探测来检验生态资源价值、数字经济

及其两者交互对乡村共富的驱动作用。

2.3.1 因子探测器

主要用于探测被解释因子Y 的空间分异及基

于Y 的空间分异,解释因子X 多大程度上解释了被

解释因子Y,计算公式如下:

q=1-
∑
L

h=1
Nhσ2h

Nσ2
(2)

式中:q值是分异及因子探测的衡量指标,q值越

大,解释因子 X 对被解释因子Y 的解释力越强;h

是因子X的子区域数量;N 代表整个研究区域的空

间单元总数(在本研究中为省份);Nh 表示子区域h
的样本数量;S和Sh 分别表示子区域h 的样本总方

差和方差。

2.3.2 因子交互探测器

交互作用探测为基于Y 的空间分异,识别解释

因子X1 与解释因子X2 之间交互作用时是否会增

加或减 弱 对 被 解 释 因 子Y 的 解 释 力,计 算 步 骤

如下:
首先计算解释因子X 对被解释因子Y 的q 值:

q(X),并计算他们交互时(即q(X1∩X2))的q值,
然后对q(X1)、q(X2)与q(X1∩X2)进行比较,判断

标准为:①当q(X1∩X2)大于q(X1)、q(X2)中最小

的一个时,解释因子X1 与X2 对被解释Y 的解释力

呈非线性减弱关系。②当q(X1∩X2)大于q(X1)、

q(X2)中最小的一个且小于最大的一个时,解释因

子X1 与X2 对被解释因子Y 的解释力呈单因子非

线性减弱关系。③当q(X1∩X2)大于q(X1)、

q(X2)中最大的一个时,解释因子X1 与X2 对被解

释因子Y 的解释力为双因子增强。④当q(X1∩
X2)等于q(X1)、q(X2)之和时,解释因子X1 与X2

对被解释因子Y 的解释力相互独立。⑤当q(X1∩
X2)大于q(X1)、q(X2)之和时,解释因子X1 与X2

对被解释因子Y 的解释力呈非线性增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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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结果

3.1 乡村共富的影响因素识别

3.1.1 生态资源价值对乡村共富的驱动作用

表2表达的是从因子对比角度,生态资源价值

因素对乡村共富的驱动作用,驱动力为0.402。具

体来看,自然保护区资源、草原资源和森林资源显著

驱动了乡村共富,驱动力为分别为0.412、0.601、

0.317。这说明乡村地区通过开发和利用贫穷地区

的生态资源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其生态产品

由乡村向城市流动,并通过市场交易使社会财富实

现由城市居民向农村居民的转移,最终推进共同富

裕。或者,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成本,依托市场机制给

予生态环境保护者一定的经济补偿,在保证生态

经济可持续性的同时推动促进社会财富向“生态

高地”的贫穷地区转移,实现区域间的富裕。政府

保护治理投资和污水再利用是指支持环境改善,
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
对乡村共富的驱动力为0.481、0.204,这表明经济

生态化通过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进而保

障农村分享生态资源价值化红利的可持续性驱动

乡村共富。

表2 2010—2020年全域生态资源价值驱动因子探测结果

Table2 Detectionresultsofglobalecologicalresourcevaluedriversfrom2010to2020

因子   
Variable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10—2020年

q值

qvalue

排序

Sort
q值

qvalue

排序

Sort
q值

qvalue

排序

Sort
q值

qvalue

排序

Sort

自然保护区资源

Naturalreserveresources
0.421*** 2 0.417** 3 0.399* 3 0.412*** 3

草原资源

Grasslandresources
0.612** 1 0.587*** 1 0.604** 1 0.601** 1

森林资源

Forestresources
0.347** 4 0.268** 4 0.332** 4 0.317*** 4

政府保护治理投资

Governmentprotectionand

governanceinvestment

0.417*** 3 0.504*** 2 0.523*** 2 0.481** 2

污水再利用

Wastewaterreuse
0.206** 5 0.187* 5 0.218*** 5 0.204* 5

因子平均贡献率

Averagefactorcontribution
rate

0.400 0.391 0.415 0.402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下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Note:*,**and***representsignificancelevelat10,5and1%,respectively.Thesamebelow.

  表3表达的是区域对比角度,生态资源价值因

素对乡村共富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东、中、西部

的核心驱动因子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看,东部地

区,森林资源对乡村共富的驱动力最高,为0.812;
对于中部地区来说,自然保护区资源为核心驱动力,
为0.624。这主要是由于东、中部地区工业化程度

较高,挤占了生态资源空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

高,人们对美好生态的需求也在不断攀升,因此生态

资源价值实现作为经济发展的新驱动力得到重视。
西部地区,政府保护治理投资对乡村共富的驱动力

最高,为0.658,究其原因,西部地区有着丰沛自然

资源,但由于气候变化、不合理的开采经营活动等原

因致使其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政府保护治理投资通

过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

用,维护西部地区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进而使生

态资源价值化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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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0—2020年局部生态资源价值驱动因子探测结果

Table3 Detectionresultsoflocalecologicalresourcevaluedriversin2010-2020

因子   
Variable   

东部 East 中部Central 西部 West

q值

qvalue

排序

Sort
q值

qvalue

排序

Sort
q值

qvalue

排序

Sort

自然保护区资源

NaturalReserveResources
0.512*** 3 0.624* 1 0.204* 4

草原资源

Grasslandresources
0.762** 2 0.463** 2 0.481** 2

森林资源

Forestresources
0.812*** 1 0.401*** 4 0.152* 5

政府保护治理投资

Governmentprotectionand

governanceinvestment

0.452** 4 0.213* 5 0.658*** 1

污水再利用

Wastewaterreuse
0.213** 5 0.412*** 3 0.321* 3

3.1.2 数字经济对乡村共富的驱动作用

表4表达的是从因子对比角度,数字经济因素

对乡村共富的驱动作用,驱动力为0.472,这说明,
数字经济通过赋能农业生产、丰富产业发展模式、重
构人力资本积累方式和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途径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
进乡村共富。具体来看,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对乡村共富的驱动力最强,驱动力为0.582,说明数

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市场一体化建设,丰富

农村产业发展模式,提高农户的劳动生产技能等路

径促进农户增收,进而实现乡村共富;其次为数字普

惠金融,驱动力分别为0.518,这表明其缓解了社会

各阶层和群体尤其是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

群等弱势群体融资约束,促进创业、就业机会的均等

化,增加农民收入,进而促进乡村共富;最后是农村

数字化应用规模,对乡村共富的驱动力为0.315,说
明数字经济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通过应用物联

网与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使其与农业各个环节实现

有效融合,进而赋能农村生产活动以增加农户的经

营性收入。
表5表达的是区域对比角度,数字经济因素对

乡村共富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东、中、西部的核

心驱动因子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

普惠金融对乡村共富的驱动作用最大,为0.712和

0.632;西部地区,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驱动

作用最大,为0.705。这表明西部地区由于区位和

资源因素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相较于东、中部地区较

低,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带动就业能

力、数字化的产出绩效偏低,但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

的边际效应较大,因此,增加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

设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乡村共富。

3.2 乡村共富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识别

为进一步探究基于空间异质性,不同探测因子

之间发生交互作用时对乡村共富解释力的变化情

况,依据生态资源价值、数字经济与乡村共富的理论

逻辑,重点选取6个核心驱动因子,定义为X1:数字

化基础设施建设、X2:农村数字化应用规模、X3:数
字普惠金融、X4:森林资源、X5:草原资源、X6:自然

保护区资源。由表6可知,数字经济因素与生态资

源价值因素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而并非相

互独立,两因子进行交互后的q值均会表现出不同

程度的提高。2010、2015、2020年样本和全时间样

本因子交互类型均为非线性增强,即数字经济因素

和生态资源价值因素之间或其本身之间的综合作用

会对乡村共富存在显著的驱动作用。
从横向因子交互对比角度来看,数字化基础设

施建设与森林资源、草原资源和自然保护区资源的

交互作用对乡村共富驱动力分别为0.733、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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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0—2020年全域数字经济驱动因子探测结果

Table4 Detectionresultsofglobaldigitaleconomydriversfrom2010to2020

因子   
Variable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10—2020年

q值

qvalue

排序

Sort
q值

qvalue

排序

Sort
q值

qvalue

排序

Sort
q值

qvalue

排序

Sort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Digital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
0.675*** 1 0.585*** 1 0.487*** 2 0.582*** 1

数字普惠金融

Digitalinclusivefinance
0.533*** 2 0.490*** 2 0.532*** 1 0.518*** 2

农村数字化应用规模

Ruraldigitalapplicationscale
0.312** 3 0.345** 3 0.289** 3 0.315** 3

因子平均贡献率

Averagefactorcontributionrate
0.507 0.473 0.436 0.472

表5 2010—2020年局部数字经济驱动因子探测结果

Table5 Detectionresultsoflocaldigitaleconomydriversin2010-2020

因子   
Variable   

东部 East 中部Central 西部 West

q值

qvalue

排序

Sort
q值

qvalue

排序

Sort
q值

qvalue

排序

Sort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Digital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
0.617*** 2 0.498** 3 0.705*** 1

数字普惠金融

Digitalinclusivefinance
0.712** 1 0.632** 1 0.611*** 2

农村数字化应用规

Ruraldigitalapplicationscale
0.154 3 0.508*** 2 0.523*** 3

0.833;农村数字化应用规模与森林资源、草原资源

和自然保护区资源的交互作用对乡村共富驱动力分

别为0.552、0.606、0.720。这表明在资源确权层

面,数字技术能够充分利用物联网“感知层—网络

层—应用层”的信息获取应用结构,实现对乡村生态

资源的产权边界的精确定位,赋能生态资源确权。
在价值评估层面,能够对乡村生态资源(森林、草地、
水等)进行数字化采集、存储和分析,实现生态产品

的量化表达、核算审计和动态评估。在市场交易层

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使得生态

产品的需求者和供给者更易匹配,这使信息搜集更

加便利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数字普惠金融与森林

资源、草原资源和自然保护区资源的交互作用对乡

村共富驱动力分别为0.765、0.698、0.779。说明在

开发建设层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发挥高效率、全覆

盖、低成本等优势,提升了更多资金参与生态资源价

值建设,助力生态资源的整合及开发。总而言之,数
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应用规模、数字普惠金融

与草原、自然保护区、森林资源的平均交互驱动力为

0.643,并且为双因子增强型,即数字经济要素与生

态资源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普遍大于数字经济要素

或生态资源价值要素内部之间的交互作用。这说明

数字经济能够赋能生态资源确权、价值核算、开发建

设、市场交易以及利益分配等过程,促进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使其真正变成生态产业,进而促进乡村

共富。
从纵向时间对比角度来看,数字化基础设施建

设与森林资源、草原资源、自然保护区资源的交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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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2010—2015年呈上升趋势,但2015—2020年

总体呈下降态势,这主要是由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深入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先后印

发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了数字化基础设施

建设,进而使我国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趋于完善。
因此,依据边际递减效应理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如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所
带来的产出增量就会下降。农村数字化应用规模与

森林资源、草原资源、自然保护区资源的交互作用对

乡村共富的驱动作用在2010—2020年呈上升态势。

这主要是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城乡

之间存在严重的“数字鸿沟”,但是,国家做出的大量

努力使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趋于完善,为扩大

农村数字化应用规模奠定基础,进而赋能生态资源

价值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森林资源、自然保护区

资源的交互作用在2010—2020年呈上升态势。这

主要是由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发挥高效率、全覆盖、
低成本等优势,提升了更多资金参与生态资源价值

建设,助力生态资源的整合及开发,进而驱动乡村

共富。

表6 因子交互探测结果

Table6 Factorinteractiondetectionresults

因子交互

Variable
interaction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10-2020年

q值

qvalue

类型

Sort
q值

qvalue

类型

Sort
q值

qvalue

类型

Sort
q值

qvalue

类型

Sort

X1∩X2 0.843 NE 0.840 NE 0.852 NE 0.845 NE

X1∩X3 0.811 NE 0.758 NE 0.764 NE 0.778 NE

X1∩X4 0.745 NE 0.732 NE 0.721 NE 0.733 NE

X1∩X5 0.854 NE 0.917 NE 0.841 NE 0.871 NE

X1∩X6 0.815 NE 0.887 NE 0.797 NE 0.833 NE

X2∩X3 0.691 NE 0.812 NE 0.792 NE 0.765 NE

X2∩X4 0.412 NE 0.557 NE 0.686 NE 0.552 NE

X2∩X5 0.614 NE 0.541 NE 0.664 NE 0.606 NE

X2∩X6 0.764 NE 0.729 NE 0.668 NE 0.720 NE

X3∩X4 0.646 NE 0.795 NE 0.834 NE 0.758 NE

X3∩X5 0.698 NE 0.675 NE 0.718 NE 0.696 NE

X3∩X6 0.698 NE 0.772 NE 0.847 NE 0.772 NE

X4∩X5 0.555 NE 0.561 NE 0.587 NE 0.568 NE

X4∩X6 0.721 NE 0.741 NE 0.724 NE 0.729 NE

X5∩X6 0.742 NE 0.722 NE 0.754 NE 0.739 NE

  注:以上因子交互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非线性增强(NE):Nonlinearenhancement。

Note:Alltheabovefactorinteractionspassedthe5%significancetest.NE:Nonlinearenhancement.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在构建“生态资源—数字经济—乡村共

富”的分析框架基础上,剖析了生态资源价值、数字

经济及其交互驱动我国乡村共富的内在机理,利用

2010—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空

间异质性,运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实证检验,结论

如下:

1)生态资源价值对乡村共富具有驱动作用,驱
动力为0.402,主要来源于生态经济化促进了城乡

财富转移和经济生态化保障了农村分享经济红利的

可持续性。从全国样本来看,草原资源对乡村共富

的驱动作用最强(0.601),比于全国样本,东、中、西部

地区的核心驱动力分别为森林资源(0.812)、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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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资源(0.624)和政府保护治理投资(0.658)。 
2)相比于生态资源价值,数字经济对乡村共富

的驱动作用更为显著,驱动力为0.472,主要来源于

数字经济通过赋能农业生产、丰富产业发展模式、重
构人力资本积累方式和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途径

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乡村共富。从全国样本来看,数
字化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对 乡 村 共 富 的 驱 动 力 最 强

(0.582),相比于全国样本,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核心

驱动因子分别为数字普惠金融(东部为0.712、中部

为0.632),西部地区的核心驱动因子为数字化基础

设施建设(0.705)。

3)进一步运用因子交互探测模型探究发现生态

资源价值和数字经济的交互作用对乡村共富具有显

著驱动作用,这主要源于数字经济赋能生态资源的

产权界定过程,以及价值核算、开发建设、市场交易

和利益分配等产权实施过程,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使其真正变成生态产业,进而促进乡村共富。其

中,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与草原资源的交互作用对

乡村共富的驱动力最强(0.871)。
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乡村共富不是一

个远景目标,而是要见成效的实质性进程,结合上述

结论,本研究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构建生态资源监管,开发利用及交易平

台。首先,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要加强对生

态资源的调查监测和确权登记,建立清晰完善的产

权制度。其次,健全绿色金融的基础性标准、配套措

施,深化绿色发展理念思想,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和公众参与度,推进农村生态资源集约开发利用和

保护修复。再次,大力挖掘生态资源的生态涵养、休
闲观光、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生态功能,推进生态

资源与旅游、文化、康养等第三产业融合,推动农民

走上产业兴村、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道路,探索农

村“两山”改造路径模式,依托农村独特的生态资源

优势、农业优势和人文优势,建立生态资源价值实现

的高质量示范区。最后,利益共享要综合考量多元

主体的利益诉求,建立公平合理的补偿路径和兼具

激励和约束作用的收益分配方式。
第二,不断推动数字化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的

数字化发展。首先,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特别

是弱势群体及偏远地区,例如建立大数据研究中心、
扩大5G网络等;创新投资建设模式,特别是注重发

挥社会资本的力量,财政资金要发挥好引导作用。
其次,加强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数字素养培训,加

强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教育,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

数字意识、数字思维,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预防电信

诈骗意识和保护个人隐私的自觉性。再次,推动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民众的数字金融素养,降低金

融排斥,使得民众能够享受更多数字化带来的红利,
实现共同富裕。最后,建立农户参与和反馈机制。
加快线上线下资源融合,促进优质服务资源向乡村

渗透,尤其是乡村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领域,不
断丰富以人为核心的数字乡村场景。并及时征求乡

村居民的需求和建议,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改善

数字化服务流程,切实增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第三,加快数字化助力生态资源价值实现。首

先,政府要加大力度支持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

发展,同时要加强引导,推动数字技术致力于乡村生

态资源价值的界定、核算和评估难题。其次,企业在

对乡村生态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和利用层面要充分

发挥数字化的信息、知识和技能作为生产要素对生

态资源的整合、开发利用方面的优势。再次,推动企

业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打破物理隔阂,推动生态

产品市场的线上线下结合,使供需匹配。最后,提高

民众的数字化素养,培养互联网思维,增强农户利用

信息的能力与鉴别信息的能力,提高劳动者技能,促
进就业的机会均等,使更多弱势群体共享收益,促进

乡村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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