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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数字技术赋能与实现路径

张志彬１，陈　卓１，张四梅２

（１．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２．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６）

摘要：数字技术是推动辣椒产业链现代化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通过提升产业

链组织能力的信息联通机制、提高产业链创新能力的技术溢出机制、增强产业链获利能力的价值增值机

制赋能辣椒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总结数字技术助推我国辣椒产业链特色发展的经验，通过打造一体化信

息共享平台、拓宽灵活性引智引技渠道、构建创新性运营管理体系等路径助推辣椒产业链现代化发展，从

而发挥数字技术赋能辣椒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正向效应，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关键词：辣椒产业；产业链现代化；数字赋能；实现路径；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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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要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１］。农业产业链的
现代化发展促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
升。推进辣椒产业链现代化，旨在打破辣椒产
业传统的种植加工模式，以混合产业组织为主
体来联结产业链各环节，形成合理分工、综合协
调、技术持续提升、价值多元共享的产业链，表
现为组织能力、创新能力和获利能力的持续提
高。目前，我国辣椒产业链主体间存在联结较
松散、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利益目标难兼容等
突出问题。２０１９年５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
确要着力发挥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信息
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２］。立足我国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充分发挥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辣椒产业链现代
化发展的正向效应，对突破辣椒产业发展瓶颈、
助推辣椒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技术正在成为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
的新动能和新引擎［３］。数字技术依托去耦合化
和去中介化等内部特性，能充分释放生产要素
价值，畅通组织架构间的信息传递，在生产模
式［４］、全球价值链［５］、产业结构升级［６］、农业高
质量发展［７］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推进产业链
现代化，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现实需要。
产业链现代化是一个包括产业基础能力提升、
运行模式优化、产业链控制力增强和治理能力
提升等内容的现代化过程［８］。从企业和产业层
面来看，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就是要解决缺少核
心技术和“拳头产品”的问题，缓解在产业链的
关键环节被“卡脖子”的不良现象［９］；从国家层
面来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对我国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至关重
要，直接影响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１０］。
数字技术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创新赋

能效应和精准配置效应对产业链现代化发展产
生影响。第一，技术溢出效应。数字技术推动
了企业生产模式的变革，通过畅通主体间信息
交流渠道，促进知识在产业链各环节的扩散与
转化。信息通信产品的零边际成本极大降低了
企业交易成本、信息获取成本、学习成本和新技
术传播成本［１１］。第二，创新赋能效应。数字化
浪潮下，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物
联网等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了
互联网制造、人工智能制造等数字化新业态，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链韧性提升注入新动
力［１１］。第三，精准配置效应。大数据、物联网
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实现产品全生命周
期的精细化管理，提高全产业链各环节的联结
效率，为企业决策提供更精准的信息支撑。而
且，通过数字化的调配技术和智能分析系统合
理安排生产，将使传统产业的生产过程更加精
细化，生产环节资源浪费最小化［１２］。

现有文献主要以制造业产业链为研究对
象，缺乏对农业产业链，特别是农业中某一细分
产业链的针对性研究。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
的可能边际贡献如下：其一，数字技术与辣椒产
业链现代化发展的融合研究，既拓宽了数字技
术赋能农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应用场景，又
推动了智慧农业发展的新实践。其二，探讨数
字技术赋能辣椒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作用机制
和实现路径，是运用产业链理论研究农业农村
现代化发展的有益探索。

　　二、辣椒产业链现代化发展中的现实瓶颈

农业产业链现代化运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其逻辑表现为：将某“中间产品”作为核
心，联结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混合产业组
织”，形成相对完善的“综合一体化产业链”［１３］。
农业产业链现代化是横向拓展的农业产业链横
向现代化和纵向延伸的农业产业链纵向现代化
有机融合的结果，最终形成又宽又长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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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链。因此，本文基于横向拓展和纵向
延伸的一体化产业链，从组织联结、技术扩散和
利益目标兼容等视角探寻制约我国辣椒产业链
现代化发展的现实瓶颈。

（一）产业链主体间联结较松散
产业链主体间联结紧密是辣椒产业链高效

运行的基础。推动辣椒产业链高效运行，需要
龙头企业、种植农户、农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
和政府等主体间联结紧密的协同合作。目前，
我国辣椒产业链主体间呈现典型的“有利则聚、
无利则分”的合作态势，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契约
关系，故产业链主体间联结松散、关系不稳固、
组织化程度低、运行低效等问题较为突出。一
方面，传统的辣椒产业组织模式导致种植农户
与种植农户之间、种植农户与上下游企业之间
缺乏紧密联结和相互信任。在我国，虽然部分
辣椒主产区实现了大规模种植，但多数地区仍
然采用“一家一户”为基础的辣椒分散种植模
式，辣椒种植农户独立分散、规模较小、品种参
差，组织化程度一直较低、联结比较松散。组织
化程度较低的辣椒种植农户与下游的辣椒加工
企业间的联结也松散，互不清楚彼此生产规模，
辣椒采摘主要是由农户或农业合作社负责完
成，采摘后与辣椒加工企业对接不及时，甚至出
现结构性过剩，产出的辣椒不能被加工企业及
时消化，辣椒种植农户只能通过粗加工方式，将
储存时间短的鲜椒转换为方便储运的辣椒粉，
势必降低了辣椒的加工效率和质量。辣椒种植
农户与上游的辣椒种子公司、农机公司、化肥公
司之间联结也松散，造成了生产资料供需不匹
配问题，不利于种植农户开展正常播种、施肥等
生产活动。另一方面，辣椒产业链各环节的空
间布局分散，制约了辣椒产业链主体间的紧密
联结和区域协同。辣椒产业链的研发、生产、储
存、加工、营销、运输和消费等环节涉及农业、工
业和服务业，但受限于资源环境和供应链的现
实约束，难以在相对集中的空间形成完整、高效
的辣椒产业链，使得辣椒产业链各主体分散在
不同区域，不利于辣椒产业链主体间的紧密联

结和专业分工，进而阻碍了辣椒产业链整体运
行效率的提升。

（二）产业链主体间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
在农村地区，先进的育种、种植、储存和加

工技术难以快速在辣椒产业链区域间及各环节
推广与应用，使得辣椒产业链的技术溢出效应
不明显。目前，我国辣椒产业链技术溢出效应
不明显的原因主要有四个：其一，辣椒是耐旱型
作物，河南、山东等主产区普遍采取辣椒与小麦
或玉米等粮食作物套种的种植方法，在品种研
发、生长监测、智能化采摘、园区设计等方面有
许多创新技术，这些主产区的创新技术如果在
辣椒分散种植地区推广应用，一旦没有政府指
导资源整合和提供补贴，其经济效益的提升作
用并不明显，从而阻碍了主产区先进技术在产
业链区域间的扩散、吸收与转化，不利于辣椒产
业链横向现代化发展。其二，虽然辣椒是一个
全国性种植和消费的经济作物，但种植品种和
加工方式受自然环境和风俗习惯的影响较大，
种植方式也存在明显的地区特点和区域差异，
使得某地区的创新技术只适合在本地区推广应
用，技术扩散的空间受限，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技
术创新的市场效应。其三，辣椒产业链的数字
化程度低，主体间的信息交流渠道不畅，存在信
息不对称现象，加之辣椒产业链从业人员整体
素质不高，也制约了创新技术在产业链各环节
的扩散与转化。其四，虽然辣椒是大类调味品，
但是辣椒的市场集中度不高、产品标准化程度
较低，难以吸引社会资本投资辣椒技术的研发、
推广与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辣椒产业
链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三）产业链主体间利益目标难兼容
在农业产业化与产业链纵向延伸过程中，

产业融合面临一个巨大的利益瓶颈：龙头企业
带动的生产性利益联结，由于资本的逐利本质，
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相对公平的利益分
配［１４］。产业链主体间分配不公平、风险不共担
的利益关系，难以促进主体积极参与、模式多元
创新、能力不断增长的现代化辣椒产业链的形

８８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７卷



成。其一，辣椒种植农户生产规模普遍较小、组
织化程度低，在辣椒产业链分工中处于弱势地
位，对上下游企业基本不具有议价能力，不能公
平分享增值收益，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模式常
常表现为“有利则聚、无利则分”，制约了辣椒种
植农户与上下游企业之间构建长期稳定的价值
共创共享机制。其二，龙头企业作为推动辣椒
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主体，无论是“企业＋
农户”的合作模式，还是“合作社＋基地＋订单”
的合作模式，均发挥着推动辣椒产业链专业化
分工的关键作用，也从中获取了较高的经济收
益，却未能分担辣椒种植生产周期长、市场价格
波动大的经营风险。其三，在实现利益有效联
结的过程中，金融风险成为现代农业发展面临
的新风险类型［１５］，限制了辣椒产业链的发展。
金融机构基于信贷风险的考虑，其服务难以延
伸到辣椒价值链上的种植农户和中小企业，无
法有效纾解种植农户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融资不足的现实困境，制约了辣椒价值链的
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

　　三、数字技术赋能辣椒产业链现代化发展
的作用机制

　　以５Ｇ、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融入
辣椒产业链全过程，可以为纾解辣椒产业链现
代化发展中的现实瓶颈问题创造条件。本文认
为，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提升产业链组织能力的
信息联通机制、提高产业链创新能力的技术溢
出机制、增强产业链获利能力的价值增值机制
赋能辣椒产业链现代化发展。

（一）提升产业链组织能力的信息联通机制
数字技术通过信息联通机制，打破了辣椒

产业链主体间的信息藩篱，有助于主体间信息
交流畅通、联结紧密、关系稳固、协同一致，从而
提升辣椒产业链的组织能力，确保辣椒产业链
高效运行。其一，区块链技术可以增强辣椒产
业链主体间的信任和交流。区块链作为底层技
术，是以机器信任代替人的信任，克服了信息不

对称、信息不可追溯等一系列问题，能够让互不
相识、没有信任基础的主体建立信任，实现不同
主体的相互信任、高效合作以及一致行动［１６］。
也就是说，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缓解龙头企业、
种植农户、农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政府等辣
椒产业链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互不信任等问
题，从而促进主体间沟通、联结、协同，进而提升
产业链的组织能力。其二，数字技术通过信息
联通机制可以增强辣椒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发
展。利用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构建辣椒产业链一
体化信息共享平台，发挥信息共享平台对辣椒
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发展的组织作用。龙头企
业、种植农户等供给侧主体可以通过辣椒产业
链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施行结构性改革，缓解
结构性过剩问题，提高产业链供给侧各环节的
匹配效率，实现产业链供给侧各环节的均衡发
展。独立、分散的辣椒种植农户通过辣椒产业
链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可以增强与上下游环
节的协同一致。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辣椒产业链
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精准施策，制定具有科学
性和前瞻性的辣椒产业发展规划，发挥政府在
辣椒产业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改善、政
策引导等方面的组织能力。

（二）提高产业链创新能力的技术溢出机制
数字技术通过技术溢出机制，既可以激发

辣椒产业链各主体的技术创新，也可以推动创
新技术在辣椒产业链各主体间的扩散与转化。
其一，数字技术通过技术溢出机制可以激发辣
椒产业链各主体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数字
技术为实现辣椒供给侧和需求端的精准匹配提
供了可能，增强了辣椒供给侧各主体的价值识
别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从而激发辣椒供给侧
各主体技术创新的精准性、主动性和积极性。
辣椒供给侧各主体通过挖掘和分析辣椒需求端
的大数据，逆向精准推动辣椒种植环节与加工
环节的技术创新，促进辣椒生产经营模式的根
本变革。其二，数字技术通过技术溢出机制可
以实现辣椒产业链技术的标准化、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数字技术催生出以数字农业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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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辣椒播种采摘机械化、种植过程管理数字
化、辣椒初加工标准化、辣椒储存智能化、辣椒
交易线上化、辣椒社会服务数字化等为核心的
技术赋能系统。数字技术赋能系统本身易于在
区域间推广应用，还可以带动产业链其他环节
的技术创新、扩散与转化。其三，数字技术通过
技术溢出机制可以实现辣椒产业核心技术的融
合创新与扩散转化。辣椒产业的一些核心技
术，需要辣椒产业链主体间、区域间的协同推进
和融合创新，数字技术为不同主体的协同推进
和融合创新提供了可能，也降低了核心技术创
新的信息获取成本、学习成本、传播成本和转化
成本，可以促进辣椒产业核心技术的创新、扩散
和转化。

（三）增强产业链获利能力的价值增值机制
数字技术通过价值增值机制，有利于形成

“价值共创、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格局，实
现基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空间布局。其
一，产业链各主体依托数字技术，将数据作为重
要生产要素融入辣椒产业中，通过对辣椒种植、
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等环节的实时监控和数
据追踪，促进辣椒全产业链的决策优化、计划科
学、执行有效、反馈及时、控制精准，推动形成辣
椒产业链主体间“价值共创、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的新格局，激励产业链各主体发挥自身比较
优势，增强产业链各主体间的组织化程度，提升
辣椒产业链获利能力。其二，利用辣椒产业链
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整合“种”“储”“加”“销”
“服”等辣椒产业链各环节，打造以辣椒产品为
核心的产业园、加工园、物流园、销售城等聚合
经济体，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增加辣椒产
业链附加值，从而显著提高辣椒产业链获利能
力。其三，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
智能等信息技术实施的数字金融，可以改善传
统金融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高风险溢价
和高运营成本问题，为拓展金融服务范围和触
达能力提供稳定的技术支撑［１７］，为辣椒产业的
延链、补链、固链、强链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特
别是为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的辣椒种植农户、

中小企业提供发展所需的资金，解决当前融资
难、融资贵以及融资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提升产
业链的获利能力。

　　四、数字技术助推辣椒产业链特色发展的
主要经验

　　目前，河南省临颍县、贵州省虾子镇等辣椒
主产区通过实施数字技术，逐步形成了辣椒产
业链特色发展模式，对其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
结，能够为辣椒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提供借鉴。

（一）数字技术助推辣椒产业链特色发展的
典型实践

１．河南省临颍县：数字化管理助力辣椒产
业链升级

临颍县，位于河南省中部，是中国重要的辣
椒产地，拥有数十年辣椒种植传统。“临颍辣
椒”已经是河南省临颍县的“名特优新”农产品，
并入选２０２１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目前，临颍县已认定标准化生产基地３０
万亩、绿色食品原料基地５．２万亩，成功创建了

１０．８万亩的省级辣椒现代农业产业园［１８］。临
颍县辣椒产业的一大特色是“麦椒套种”种植模
式，既确保了小麦等粮食作物的产量稳定，又通
过辣椒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实现了农民增收。通
过实地调研后发现，与传统的纯麦种植模式比
较，“麦椒套种”的种植模式每亩每年可以增收

２　０００元以上［１９］。
为发展壮大辣椒产业，临颍县积极创新发

展理念、把握数字辣椒的产业发展趋势。首先，
建设数字辣椒社会化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
为产业链各主体的信息畅通和决策优化提供保
障，推动数字技术在产业链中的推广应用。其
次，实施５Ｇ＋智慧农业，将“天－空－地”一体化
的大田物联网测控、遥感检测、智能化精准作业
等数字化系统应用于辣椒全产业链，充分利用数
据生产要素创造价值。最后，通过数字辣椒社会
化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转变辣椒生产经营组
织方式，创新辣椒产业发展模式，提升产业链附
加值，进而强化价值链主体的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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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贵州省虾子镇：智慧化园区推动辣椒全
产业发展

虾子镇，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是全
国有名的辣椒集散地，素有“中国辣椒之都”的
美誉。虾子镇辣椒种植历史悠久，所产辣椒个
小、饱满、色红、味辣、香浓。“虾子辣椒”２００９
年被批准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虾子镇以辣椒
产业良好发展为基础，积极推动基地、研发、育
苗、生产、加工、品牌、营销等全产业链整合。目
前，虾子镇已打造“一城三园”（中国辣椒城、辣
椒加工园、辣椒物流园、辣椒智慧产业园）的辣
椒产业发展格局，推动了辣椒产业链各环节和
全过程协同发展，已形成完整的辣椒深加工产
业链。

辣椒智慧产业园是虾子镇产业智慧化、现
代化发展的重要支撑。辣椒智慧产业园是集辣
椒“产学研”为一体的专业辣椒产业园区，为辣
椒产业链的延伸提供技术支撑。辣椒智慧产业
园积极开展辣椒育种科研中心、辣椒制种基地、
辣椒博览中心、辣椒体验中心、辣椒大数据中心
和辣椒文化中心等多种产业创收项目，不断向
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强化相关主体参与
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积极性。虾子镇的中国辣
椒城，以辣椒智慧产业园为依托，使用物联网等
数字技术收集有关辣椒种植、生产、加工、流通
和消费的实时数据，强化了虾子镇辣椒产业链
各主体和各环节的配合效率和精准服务市场能
力。同时，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利用电子商务
建立了“中国虾子辣椒云”，进一步拓宽了“虾子
辣椒”的市场销售渠道。

（二）数字技术助推辣椒产业链特色发展的
主要经验

河南省临颍县和贵州省虾子镇依托数字技
术助力其辣椒产业链特色发展的实践，为数字
技术融入辣椒产业链全过程，赋能辣椒产业链
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借鉴。首先，在
推动辣椒产业链现代化发展中，必须利用数字
技术减少产业链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加强产业
链主体间的信息沟通和市场信任，为信息联通

机制、技术溢出机制和价值增值机制的发挥提
供基础性的保障条件。其次，在辣椒产业链现
代化发展过程中，为了延链、补链、固链、强链，
应利用数字技术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中介、专业
协会、农村合作社和种植户等各主体的作用，积
极开展辣椒产业标准化、数字化、网络化、智慧
化的创新合作和技术推广。最后，在数字技术
赋能辣椒产业链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全
过程赋能和各环节均衡赋能，避免产业链各环
节间发展差距的扩大，造成产业链现代化发展
的不平衡，甚至产业链的断裂。

　　五、数字技术赋能辣椒产业链现代化发展
的实现路径

　　为了促进数字技术赋能辣椒产业链现代化
发展，需要在打造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拓宽灵
活性引智引技渠道、构建创新性运营管理体系
等方面持续发力。

（一）打造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
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是数字技术赋能辣椒

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技术保障。一方面，地方
政府应积极协调辣椒产业链各主体的利益，引
导龙头企业、种植农户、农民合作社等相关主体
共同建设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健全信息
联通机制，增强辣椒产业链主体间共享信息、互
相信任和协同一致。另一方面，辣椒产业龙头
企业要依托自身资源和能力优势，带领其他主
体积极参与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的标准化、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将育种、栽培、生产、
加工、物流、销售、消费等产业链各环节的数据
标准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从而降低产业
链主体的数据采集成本、数据清洗成本、数据挖
掘成本和数据可视化成本，进一步发挥数字技
术对辣椒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助推作用。

（二）拓宽灵活性引智引技渠道
灵活性引智引技渠道是数字技术赋能辣椒

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人才保障。目前，农村公
共技术服务水平普遍不高。辣椒产业由于种植
生产周期较长、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收益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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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实原因，难以吸引优秀专业人才来全职工
作，政府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和配套人才政策拓
宽引智渠道，鼓励优秀专业人才采取兼职、合作
等灵活方式投身辣椒产业发展，实现促进辣椒
产业技术创新的目的。辣椒产业链主体也可以
积极参加到政府举办的线上线下人才培训项
目，建立辣椒产业人才储备库，优化辣椒产业链
人才结构。辣椒产业链各主体也可以在价值共
创共享、风险共担的基础上开展技术联合研发
模式，引进和开发先进适应性技术，实现辣椒产
业技术的持续创新，不断提高我国辣椒产业链
的现代化水平。

（三）构建创新性运营管理体系
创新性运营管理体系是数字技术赋能辣椒

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制度保障。创新性的运营
管理体系旨在整合辣椒产业链各种优质生产要
素，协同辣椒产业链各主体行为，保证辣椒产业
链的高效运转。优化融资管理体系，积极利用
数字普惠金融拓宽辣椒产业融资渠道和创新辣
椒产业融资方式，吸引社会资本，特别是战略性
资本投入辣椒产业，缓解融资约束。创新产业
组织管理体系，明确产业链各主体自身参与专
业分工的功能定位以及利益分配，强化辣椒产
业延链、补链、固链、强链的行为激励，推动形成
又宽又长的现代化辣椒产业链。

［参考文献］
［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ＥＢ／ＯＬ］．中国政府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２０－１１／０３／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５５６９９１．ｈｔｍ．

［２］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

略纲要》［ＥＢ／ＯＬ］．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９－０５／１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９２２６９．ｈｔｍ．

［３］戴翔，张雨，刘星翰．数字技术重构全球价值链的新逻辑

与中国对策［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１）：１１６－１２９，２０７．

［４］王梦菲，张昕蔚．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变革对生产过程的

影响机制研究［Ｊ］．经济学家，２０２０（１）：５２－５８．
［５］郭周明，裘莹．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典型事

实、理论机制与中国策略［Ｊ］．改革，２０２０（１０）：７３－８５．
［６］孙勇，张思慧，赵腾宇，等．数字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

级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以长江经济带为例［Ｊ］．软科

学，２０２２（７）：１－１６．
［７］罗千峰，赵奇锋，张利庠．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理论框架、增效机制与实现路径［Ｊ］．当代经济管理，

２０２２（７）：４９－５６．
［８］戴圣良．“十四五”时期福建省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

路径研究［Ｊ］．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１）：

７３－８０．
［９］刘志彪．产业链现代化的产业经济学分析［Ｊ］．经济学家，

２０１９（１２）：５－１３．
［１０］黄群慧．以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推动经济体

系优化升级［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２０（６）：３８－４２．
［１１］陈晓东，刘洋，周柯．数字经济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的

路径研究［Ｊ］．经济体制改革，２０２２（１）：９５－１０２．
［１２］祝合良，王春娟．数字经济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

机理与路径［Ｊ］．财经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０（５）：２－１０．
［１３］张耀一．农业产业链现代化运作逻辑及实现路径研究

［Ｊ］．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２１（１１）：１２５－１２８．
［１４］肖婧文，冯梦黎．农村产业融合嬗变：利益联结与生产

要素的互动和共演［Ｊ］．财经科学，２０２０（９）：６４－７８．
［１５］何军，王越．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机制及风险管理分

析［Ｊ］．现代经济探讨，２０２０（１１）：１２８－１３２．
［１６］芦千文．区块链加快农业现代化的理论前景、现实挑战

与推进策略［Ｊ］．农村经济，２０２１（１）：１２６－１３６．
［１７］唐松，伍旭川，祝佳．数字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结构特

征、机制识别与金融监管下的效应差异［Ｊ］．管理世界，

２０２０（５）：５２－６６．
［１８］临颍县广播电视台新媒体中心．临颍县：大力开展农业

品牌建设［ＥＢ／ＯＬ］．搜狐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ａ／５７５６４３７２８＿１２１１０６９９１．
［１９］临颍探索“麦椒套种”种植模式 亩均增收２０００元以上

［ＥＢ／ＯＬ］．大河网，ｈｔｔｐｓ：／／ｃｉｔｙ．ｄａｈｅ．ｃｎ／２０２１／０４－１４／

８２５７７０．ｈｔｍｌ．

２９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７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