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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电商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形势，是带动农民增收的有效抓手，是促进农村消费、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向往的有力支撑。但是，在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一些法律问题。如农产品质量不合

格损害消费者权益，农村电商平台监管缺失，农村电商中的消费者难以维权。并且这些法律问题逐渐成

为农村电商发展的桎梏，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加强顶层设计间的协调统一，建立健全产

品质量监管体系，严把质量关，明确平台责任，健全维权途径，为农村电商的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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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e-commerce is a new situation of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ffective start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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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rive farmers to increase income, and a strong support to promote rural consumption and meet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some legal problem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and these legal problem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shackl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
m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and unification between the top-level 
design,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product quality supervision system, strictly control the quality, 
clarify the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and improve the way to protect the rights, so as to provide legal 
protec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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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的现状及意义 

1.1.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的现状 

当前，随着数字经济时代来临，使得广大农村地区的电子商务得以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农村电

子商务规模不断扩大。农村地区借助数字经济的优势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实现农产品的生产、销售。据商

务部统计，我国 2023 年全年农村和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分别达到 2.49 万亿元和 5900 亿元，同时，农村地

区的网店数量和网民数量急剧上升，交易额较往年逐年攀升，农村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态势良好。农村

地区由于具有较大的市场规模，许多电商平台开始把目标转向农村市场和农产品，试图加大投资打造农

产品品牌化。尽管如此，就我国的市场规模而言，农村还具有较大的潜力等待发掘。 
当然，农村电商发展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顶层设计，离不开政策扶持。例如：我国在 2017 年将农村

电商产业发展规划纳入中央一号文件，同时提出了：大力支持地方规范发展农村电商产业园[1]。2020 年

出台《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等多项文件，2021 年农规发[2021] 3 号文件指出深入发展

农村电子商务，加强电商主体培育和电商人才培训[2]。2024 年，出台了《商务部等 9 部门归于推动农村

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上文件为发展农村电商、创新商业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动农

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 

1.2. 农村电商发展的意义 

农村电商具有电子商务优势也具有中国农村的特色，是二者的融合。因此，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

四个方面：一是降低了农产品的流通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3]。电商商务本身具有流通快、成本低的特

点，在农村地区的适用，有利于缩短原本农产品复杂的流通环节，保证了农产品的新鲜度和时效性，进

一步扩大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二是增加了农民收入，进一步缩小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农村地区，

往往在基础设施上比较差，因此，农村地区的农产品往往是自产自销与某一小片下去，进而制约农产品

的外销，使得农村收入上难以增收，而电子商务的融入打破这一限制，实现农民的收入上升；三是增加

就业机会，农村电商的发展，会催生许多岗位，如平台经营、后勤、直播带货等，为解决就业发挥了重

要作用；四是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前文中曾说许多电商平台看准了农村广大的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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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打造农产品的品牌化，进而催生农村地区农产品的结构优化和升级。 

2. 法治视野下农村电商发展困境 

2.1. 农产品质量不合格损害消费者权益 

农村电商在推动农民增收、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对于农产品的质量危机逐渐显

现。如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三无产品、伪劣假冒产品等，引发了农产品质量危机进而危害到消费者人身

健康，如浙江广东韶关“硫磺椒”，1江西“毒粉条”2以及央视曝光的剧毒“假腐竹”3等，导致了电商

消费者对于农产品出现了“信任危机”。消费者之所以青睐农产品，不单单是价格上的因素，还在于其

农场平新鲜、健康、绿色。如果在质量上农村电商的农产品不达标甚至损害了人身健康安全，那么农村

电商反而会带来许多社会矛盾。但究其原因还在于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一味的“逐利”，通过以次充好，

以假充真的方式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4]。同时，加上电商平台或者相关检测机构技术缺乏导致在检测

上无法进行准确对不合格农场平准确定性，使平台和有关机关部门消费过程中处于劣势，无法有效区分

和把握质量问题。 

2.2. 农村电商平台监管缺失 

农村电商由于结合了网络的“虚拟性”特征，使得不同于线下的实体店监管模式。实体店由于具有

相对的稳定性，易于在实践中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但是，随着线上模式的建立和运营，市场监管部门需

要对线上和线下进行监管，加大了其工作量和难度，加之网络的虚拟性特征，更使得难以全面的监管。

同时，农村电商群体的不断扩大，入驻商家资质审核，信誉不一，农产品种类多样，致使监管部门无法

投入相匹配的无人力、物力，加剧实质性审查的难度。当前，我国农村电商销售常见的形式是直播带货，

但由于直播带货具有的时效性特点，使得相关管理部门以及平台对于直播内容难以监管[5]。同时，我国

当前的监管缺乏完整体系对其予以规制。因而，面对农村电商这一新兴经济发展方式，立法、执法层面

未与时俱进，极其容易出现监管缺位的现象。 

2.3. 农村电商中的消费者难以维权 

基于农村电商中存在的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消费纠纷，对于维护权益维护仍然具

有相当大的难度。尽管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享有多种维权的渠道和方式，但是实践

中，普遍基于两种：一是和商家协商沟通解决，然而这种方式必须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但纠纷发生

往往是在对抗的矛盾之下，通过协商一般难以解决；二是在协商不成的基础上出国诉讼的方式解决。然

而，实践中由于标的额太小或者诉讼多耗费的时间、物质成本太高，多数消费者对于侵权的事实都不了

了之。同时，由于农村电商中的交易往往以电子数据的方式呈现，如果不加以保存，容易丢失或者别删

除，甚至是篡改，在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的情况下一旦发生纠纷，没有保留证据就难以维权成功。基于

以上原因，使得农村电商中乱象丛生，主张不法经营风气，不利于农村电商的发展。 

3. 法治视野下我国农村电商发展应对策略 

3.1. 积极推动有关农村电商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 

有的学者认为要积极推动有关农村电商的专门立法[6]，对于这个建议我持怀疑的态度。原因在于，

立法要考虑成本的问题，而不单单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因而，笔者认为不如探索如何协调相关法律之间

 

 

1广东新闻，《今日一线》，2023 年 3 月 18 日。 
2江西发布，2023 年 7 月 20 日，https://author.baidu.com/home?from=bjh_article&app_id=1684507703628810。 
3特大制售有毒腐竹案告破制售地点涉及七省，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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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衔接问题。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中，民法典、电子商务法、公司法、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都有涉及了农村电商相关的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经营者、消费者等

立法规定[7]，因此，对于相关问题的解决是可以找到法律依据，也是有法可依的。但是，由于农村电商

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兴产物，与传统的交易模式大有不同，涉及的主体有经营者、消费者、电商平台、物

流行业、第三方支付等主体。因此，农村电商法律关系具有多层次、复杂化等特点。农村电商发展，需

要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在协调上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农村电商的良性发展。 

3.2. 建立健全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严把质量关 

由于农产品质量牵涉生产、加工、储存、运输等环节，也牵涉多个管理部门，其安全问题关系着民

生问题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对农村的电商产品的质量问题不容忽视。结合具体情况，笔者认为，

对于农村电商汇总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以及监管缺失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要实现农

产品追根溯源，实现责任倒查机制。这其中需要多部门配合，平台积极落实好信息留存，实现从哪儿来，

去往何处，清晰可查，这样不仅仅有利于监管，还能实时查看质量动态，层级负责；第二，有关部门和

单位要统一好质量认定标准[8]，不能出现标准太严，打击电商积极性，也不能毫无标准或者标准不统一。

同时，要善于开发利用新技术，以技术手段保障农村电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推动农村电商农产品在品

质上信得过，进而重新夺回消费者的信赖。第三，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执法监督[9]。这就需要提升执

法人员的水平，创新新的方式并于新技术来对产品的质量安全进行检测以及监督抽。同时，也要对违法

行为进行严格惩治，切实保障食用农产品的消费安全。 

3.3. 明确平台责任，健全维权途径 

首先，对于消费者权利的救济，可以先从电商平台方入手，从源头上防止纠纷的发生。电商平台作

为电商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枢纽，是电商交易完成过程中的主体。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

《电子商务法》规定的电商销售者负有资质审查义务和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10]。如果平台没有尽到

审查义务，未能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但是没有对于电商平台哪些属于“没尽到审查

义务”的情形没有标准，因而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平台推诿责任，消费者维权难以实现。因此，笔者认

为可以进一步明确平台责任，如可以把哪些属于“没尽到审查义务”的情形作一个例举或者把举证责任

倒置给电商平台使其“自证清白”，因为，电商平台和消费者比较具有强大的优势地位，对于证据的搜

寻较消费者而言更为简单，这样更有利于消费者维权。 
其次，由于消费者在实践中维权出现电商平台置之不理的局面或者便走司法救济途径也诉讼成本、

举证难等问题致使传统的消费纠纷救济途径，已经无法有效适应融合网络虚拟性的电商平台。因而，结

合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可以从以下几点急探索新的纠纷解决途径，健全消费者维权机制。一是建立专门农

村电商纠纷解决机构，加强法律援助和咨询服务；第二，电商平台积极搭建在线纠纷解决平台，实现快

速、便捷化受理以及解决。该平台的功能，不仅仅在于表达诉求，还应提供申诉和提交相关证据的功能；

第三，加强电商销售的法律素质养成，建立基本法律价值观。这需要各地政府要加强农村电商相关法律

法规的普法力度，做好对乡村电商产品销售者的普法工作，明确在经营过程中的法律权利以及法定义务，

以免侵害他人产品的知识产权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树立起具备运用法律进行维权的基本能力。 

4. 结语 

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使得广大农村地区的电商具有了较大的潜力

[11]，同时，也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做出较为突出的贡献。本文在法治角度分析当下农村电商发展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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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问题，并根据具体时间情况从三个方面对问题提出了应对策略，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打破制约农村电

商发展的桎梏，为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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