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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的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攀升，而农村电商则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电商成为新时代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手段。目前，

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包括缺乏完善的品质监管机制、农业产品结构层次低、农村

物流产业发展滞后、品牌化程度不高以及农村电商发展资金来源单一等问题，因此需要建立健全的质量

监管机制，推进农业产品结构升级，促进农村电商专属物流产业的发展，推动农村电商品牌升级，挖掘

社会资本的潜力，以更高效的方式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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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level of rural compr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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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ve development has been rising, and rural e-commerce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it.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rural e-commerce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means to promote farmers’ in-
come and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and realize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present,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has been restricted by many aspects, including the 
lack of a perfect quality supervision mechanism, the low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structure, 
the lagging development of rural logistics industry, the low degree of branding, and the single 
source of fun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ound quality supervision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structur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exclusive logistics industry, promote the upgrad-
ing of rural e-commerce brands, tap the potential of social capital, and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
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 more efficient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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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乡村振兴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其所提出的标准和要求也变得更

加严苛和苛刻。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必须积极推进我国乡村的全面振兴，而这一进

程必须建立在农村产业的坚实支撑之上。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农村电子商务逐渐兴起，为推动我国经

济转型升级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同时也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1]。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推

动产业蓬勃发展，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农村产业的潜力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热议的话题[2]。目前关于

农村电商产业与农村产业结构关系方面的研究较少，且多集中于理论层面。在此背景下，本文经过对国

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深入探讨了农村电子商务产业与农村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结合我

国独特的国情，详细阐述了其作用机制以及可行的路径。随着农村电商产业的兴起，农业、制造业和服

务业将实现深度融合，从而对农村产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进而推动农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3]；同时

农村电商产业也会改变农户经营模式，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农民收入。通过推动

农村电商产业的发展，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难题，同时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创业机遇，从

而促进他们个人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提升他们对自身价值的认可程度。此外，农村电商产业还能够带动

农产品销售，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提升农村整体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4]。因此，农村电商产业呈现出

广阔的发展前景，蕴含着无限的商机和发展潜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产业虽然正面临着新机遇，

但是其长远发展会受到目前重大阻碍的限制，因此，本文将聚焦于探讨农村电商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和发

展对策。 

2. 农村电商的发展阶段 

在 1994 年 12 月召开的第三次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上，提出了“金农工程”，旨在构建一个覆

盖全国的农业农村信息传输系统，以促进全国农业农村政策、经济等领域信息的共享和交流，从而推动

农业农村信息化的蓬勃发展[5]。金农工程是在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背景下启动和建设的一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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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我国农村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金农工程的启动和建设成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金

农工程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为农村电商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条件，并最终使之成为农村电商的运行载体

和运作平台。金农工程的实施为农村电商的起步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覆盖广

大农村地区的电信网络基础框架体系，并通过有线、无线网络向农村居民延伸。截至 2005 年末，电话网

络已经覆盖了 97.1%的行政村，而公路交通也已经覆盖了 96%的建制村，这充分满足了农村电商对硬件

设施的最基本需求。与此同时，农村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还带动了物流等相关行业的兴起和壮大，促进

了农业经济结构优化升级[6]。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电子商务行业的蓬勃发展，农村电商已

逐渐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目前，关于农村电商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内涵界定，模式构建等方面，而对于

其形成机理与动力机制则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根据学术界对农村电商的深入探究，我们可以将其发展

历程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萌芽成长阶段，跨越 2006~2015 年。这一时期农村电商主要集中在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

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商业模式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推动新农村建设与农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力量。在 2006 年，江苏、浙江、河北等省份相继兴起了由农民自主运营的农村电商，然而，我国大

部分地区仍以政府和龙头企业为主导，推动着农村电商的发展[7]。在 2010 年，宽带接入条件已经覆盖了

80%的行政村和 99%的乡镇，同时淘宝、京东等大型电商平台的兴起也为农村电商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

遇。在电商平台上，乡镇企业、合作社和一些农户开始涉足农产品的线上销售，然而，这些企业在产品

质量和经营模式等方面面临着普遍的不利局面。农村电商企业大多规模较小，且缺乏专业人员管理，导

致企业竞争力不足，难以维持正常运转。截至 2015 年，我国农村电商行业近 4000 家企业中，绝大多数

未能维持稳定的经营收入，导致 95%的企业亏损。在农村电商领域，尚未形成一套行业通用的规范体系，

因此其发展相对宽松。 
第二阶段是夯实基础阶段。时间为 2016~2020 年。在这一阶段里，“电商进村”工作将从试点向常

态化推广过渡，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内开展试点工作，形成长效机制和可复制、可持续发展经验[8]。随

着“电商进农村全面展示”的推进，农村电商领域涌现出了大量中小型企业。在政策和资金的双重助力

下，我国农村电商企业快速崛起，农村电子商务交易额呈现井喷式增长势头。2016 年农村电商零售额为

8945.4 亿元，较 2015 年增长 5415.4 亿元。在促进农村电商发展方面，阿里集团的“千县万村”项目取

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京东集团的“3F”策略也已经开始实施，苏宁农村电商学院已经为十万名农村电商

人才提供了培训[9]。此外，随着互联网金融模式逐渐兴起，线上销售成为农村电商企业主要营销渠道之

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电商在 2020 年的销售额达到了惊人的 17945.99 亿元人民币，同时，该行业

的基础也逐渐稳固。 
第三阶段为快速发展阶段，持续时间为 2021 年到现在。农村电商的参与度和参与度均呈现出更为广

泛和多元化的趋势[10]。农村电商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农民“买难卖难”问题，提升农产品销售速度，推动

农业现代化进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农村电商在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的完善和三大产业融

合度的逐步提升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农产品流通模式逐渐由传统渠道向现代渠道转变，农业电子商务

平台也开始出现并不断壮大。同时，各经营主体不断推陈出新，推动农村电商实现线上线下营销的规范

化和服务的精细化发展[11]。同时，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许多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积

极参与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通过建立电商企业，有效整合行业资源，组织农户生产和销售，从而有力

地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12]。农村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了新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之一，农村电商的发展对于农业现代化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农村电商在各大网络平台之间展开激

烈的竞争和协作，以提升其发展的品质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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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虽发展态势较好，但仍然面临着缺乏完善的品质监管机制、农业产品

结构层次度低、农村物流产业发展滞后、市场上的品牌化程度较低、农村电商发展资金来源单一等诸多

阻碍，会严重制约农村电商产业的发展进程。 

3.1. 缺乏完善的品质监管机制 

生鲜农产品从产地采摘，转运，贮存直至配送给消费者的全过程都要时刻处于低温环境下，所以冷

链技术要求非常严格才能保证生鲜产品质量，降低损失。随着互联网经济快速崛起和农村电商的蓬勃发

展，农村电商已成为新常态下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目前，农村电子商务的产品生产和供应仍缺乏完善

的质量监管机制，导致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亟待提高[13]。因此，加强对农产品网络营销

与物流过程进行有效监管，是提高我国农村电子商务服务质量的关键举措之一。在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

中，存在着一系列不规范之处，包括但不限于农产品的采摘和处置不当、配送时间过长、以及冰袋的配

置存在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导致了农产品质量下降，同时也增加了物流成本。一些商家将“冰块加

泡沫箱”视为破解农产品网络营销难题的万能钥匙，暴露出监管体制的缺陷和监管力度的不足。此外，

电商平台与农户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严重制约着农村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农村电子商务要想繁

荣发展，就必须建立起一整套标准化的营销链条与监管机制来保证其规范化运作。 

3.2. 农业产品结构层次度不高 

伴随着收入水平提升与消费结构升级，居民对于消费品质量要求日渐提升，但目前农业产品结构层

次较为低下，高端农业品牌构建不足，导致产品认同度不足，很难满足当前消费者需求[14]。目前我国农

村电商产业中还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缺少高素质的人才，农村电子商务人才严重短缺以及农村电商

产业的资金匮乏等等。当前，农业产品多为初级农产品且附加值不高，精细化加工欠缺，造成农业产品

价值不高，很难刺激城镇居民消费欲望。同时由于农民缺乏品牌意识，使得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不利

于农业经济发展。此外，部分农户将次品混杂于高品质在农产品中，造成农产品可信度下降，进而给农

业产品品牌效应的建立带来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研究农业产品认知度与农民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具

有重要意义。由于农产品往往会给人们留下“低贱”和“庸俗”的印象，从而在产品认可度上处于不利

地位，造成消费者为了满足消费需求往往会购买非农产品。基于此背景下，研究消费者意愿对于推动我

国电子商务向纵深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耿荣娜等采用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从产品质量，产品价格，

产品需求，服务质量等四个方面对消费者意愿在农村电商发展中的约束进行评价，结果显示：虽然消费

者意愿不是农村电商发展中最重要的约束因素，但是消费者意愿对于农村电商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忽

视[15]。此外，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当前农村电商企业对农业产品认知度不高，对农业品牌认知不足以及

农业服务不到位也成为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促进农村电商产业的长足发展，农村电商企

业需要采取措施改变以往对农业产品的印象，提高产品的认可度。 

3.3. 农村物流产业落后 

目前，农村电商的发展水平已经超越了当前农村物流产业的发展水平，这也是制约农村电商进一步

发展的重要瓶颈[16]。农村电商的兴起给传统物流业带来了巨大挑战，尤其对于农产品而言更是一种机遇

和威胁并存的局面。因农产品保鲜期短，易腐烂，易变质且易受天气因素影响等特点，给电商配套物流

产业带来更多需求与标准。农村电商物流产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其主要服务对象就是农户和农

民，具有较强的公益性特征，可以有效缓解“三农”问题，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然而，当前的物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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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两个主要因素：第一，农村电商物流团队专业化不足，多数农村电商企业选择了与第三方专业化物

流公司进行合作来降低运营成本的方式，此种合作方式造成了农产品个性化配送与物流公司常规化配送

不和谐，进而造成了农产品在输送过程中受到了大量破坏，产品质量受到了严重降低；此外，农村电商

的货物种类繁多，不同种类农产品之间也有很大差异，若采用传统的物流方式则无法满足客户需求[17]。
第二，农村电商企业物流管理机制不健全，不管是采摘前期或运输后期搬运，装卸和配送过程中，均需

构建规范化和标准化服务体系来保障农村电商服务质量。因此，只有提高了农产品采摘效率，才能保证

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产效率提升。如果不能对农产品采摘时间进行有效控制，或在搬运过程中没有专业

的引导，则极易造成农业产品的腐烂变质现象，进而为企业造成不应有的经济损失。 

3.4. 市场上的小品牌化程度亟待提高 

为了与大型电商平台保持长期合作，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建立一定规模，以提高品牌知名度[18]。
在政策支持上，政府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电商平台建设。但就目前而言，中国

原农村电子商务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规模偏小，品牌化程度不够，缺少独特特色，产

品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同时行业整体也有待创新与提升。因此，必须加快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

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在电商繁荣发展的背景下，更多农民开

始利用网络直播，淘宝店铺等各种营销形式致力于倡导绿色，环保，生态健康理念来推动农产品销售[19]。
同时，由于互联网普及率低以及消费者对信息获取渠道多样化需求不断增强，农产品直采也成为一种趋

势。尽管通过网络营销，各家各户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但由于规模有限，网络影响力有限，导致销售

量偏低。同时由于受地域限制以及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导致各地农产品直采基地难以形成品牌效应。为

了在电商平台上获得更高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农产品直采地必须进行全面的规模化、产业化和品牌化

升级，以满足市场需求。 

3.5. 发展农村电商的资金来源相对单一 

农村电商产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作为支撑，单一的资金来源会给其长远

发展过程带来制约[20]。农村电商企业想要提升市场营销效果就必须从农产品入手，以农业产品为基础进

行营销传播活动。当前农村电商行业资金来源主要靠银行贷款与个人投入，还涉及到部分政策性资金，

但是社会闲置资本的投入很难被发掘，从而使得农村电商发展遇到了资金来源简单的窘境。因此，本文

通过分析农村电子商务投融资现状发现存在融资渠道不畅、投资结构不合理以及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等问

题[21]。导致此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尽管涉农投资存在较高的风险，但其收益水平却相对较低，这给社

会资本流入带来了潜在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对农村地区经济实力不了解且缺少金融支持，

也会导致民间借贷市场活跃。其次，由于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其与城镇资本的互动受到限制，从而导致

了投资机遇的匮乏。因此，农村电商的发展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发力，其中包括政府引导、金融机构支持

以及农民自身投入。为了确保农村电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克服资金来源单一的难题，以提供足够

的资金支持。 

4. 农村电商的发展对策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关注乡村产业发展，针对乡村这一经济最薄弱区域，乡村经济

振兴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必然的选择，也成为了新时代经济发展中最重要、最困难的部分。

所以如何对农村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是这一阶段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电商产业作为我国农村产业

中重要的一部分，应承担起振兴农村经济这一使命，深入挖掘农业产品优势，架起城乡协调发展之桥，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8582


刘思成 
 

 

DOI: 10.12677/ass.2023.128582 4273 社会科学前沿 
 

在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为此，文章认为为实现中国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加快推进

电子商务产业发展[22]。然而，针对当前农村电商所面临的发展难题，探索全新的发展路径或将为农村电

商产业的蓬勃发展带来全新的机遇。 

4.1. 建立完善的质量监管机制，以提升农产品的品质水平 

为了推动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我们需要加强行业标准的制定和细化，这迫使农产品供应商更加

注重自身的质量和自我检测。在政策支持上，政府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电商

平台建设[23]。加强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各个环节的监管和监督，以确保其正常运转和发展。加强农

村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确立行业规范，构建备受行业推崇的行业联盟。完善农村电商平台建设和运行

管理机制。强化农产品生产采摘加工包装，网络宣传和物流配送全过程监督，保证监督工作进一步强

化。必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建立健全农产品生鲜消

费者信息反馈工作机制，重点关注消费者网上举报，投诉及建议等信息，及时进行反馈，保证农村电

子商务蓬勃发展关键时期全面掌握农村电子商务市场需求与预期。同时还要通过政府政策支持和引导

来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信用评价体系，构建诚信信息平台。在积极

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同时，必须要强化金融方面的监督与监管，才能保证农村金融资源合法合规的进

入到农村市场。 

4.2. 推进农业产品结构升级，走向高品质发展之路 

仅靠“价廉物美，绿色健康”农业产品属性很难满足目前消费者消费需求，只有走精品化道路，着

力提高农业产品结构层次才能增加市场份额。本文通过对我国农业产品品牌化发展中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促进农产品品牌发展的建议。在进行农业产品生产时，一定要做到向绿色化方向转变，这样才能

保证化肥、农药使用处于合理范围之内，还要对农业产品质量严格把关，让消费者身体健康放在企业发

展第一位；二是要重视农业产品的精细化加工和美观度的提高，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来强化

产品认可度；最后，电商企业需要建构品牌溢价效应、塑造独特产品系列、锁定长远消费需求、逐步提

高农业产品市场份额等。总之，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农村电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农村电商企业

必须重视自身农产品质量问题，从源头抓起，保证农产品质量。此外，为确保农村电商企业的长期发展

和信誉，制定严格的产品标准及奖惩制度很有必要，避免一些农民把劣质产品掺杂到高品质产品之中，

给企业发展带来潜在威胁。为了保证农村电商企业能够按照严格的体系与标准进行监管，分别成立监管

机构或许能够起到约束的作用。所以，要落实客户监管制度，从消费评价、意见反馈中及时掌握产品及

服务质量情况，才能及时纠正、调整，以增强消费者体验感、避免客户流失。 

4.3. 推进农村电商专属物流产业的发展，构建完善的物流服务网络 

在农村电商企业中，建立专业的物流团队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成本在短期内增加难以避免，但是从

长远看与第三方物流公司建立合作模式成本较低，可以有效地降低公司营运成本；其次，农村电商企业

需要组建一支专业性强的物流配送团队。对于农业产品的特性，专业化的物流配送团队拥有更为深入的

了解，他们能够在采摘、搬运、装卸、运输等各个环节中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产品的损害率，并确保产

品的新鲜度得到维护；在农村地区，专业的物流配送团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路况，根据实际路程情况

提高识别度，及时做出最优路线选择，从而有效地提升物流配送效率。另外，农村电商企业需要加强与

第三方物流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以更好地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因此，就农村电商产业发展而言，重

点发展农村电商专属物流产业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与此同时还需构建良好的物流服务体系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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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避免出现硬件水平过高和软件水平落后的尴尬局面。为此，我们可以推出全程视频贴心化服务，包括

采摘、装卸、搬运、配送等环节，旨在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4.4. 拓展产业规模，推动农村电商品牌升级 

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必将带来产业升级，规模扩大，品牌化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农村电子商务也将成

为一种必然趋势。所以加强农村电子商务研究、提升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为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必须加快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并把网络扩展到村，从而达到提高农村网络速度、降低成本的目的。

同时，我们还需要努力消除制约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多种限制性因素，为基础建设和短板补齐打下坚实

的基础。加强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和平台建设[24]。加强农产品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农产品物流骨干

网络建设，构建完善的冷链物流网络。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积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带动农户

生产、销售的主阵地，推动农产品流通模式创新。孕育出一批具备市场影响力的“本土特色”和“乡村

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在此基础上，还要大力培育农村新型职业农民、创业致富带头人等新型经营主体。

加大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力度，不断塑造独具特色企业与产品品牌，提高区域农业整体市场影响力与

竞争力。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培育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明显的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形成多元

化、多层次的经营格局。此外，应着重培育一种灵活的电商模式，在个性化、高端化特征下，加快整合

分散的网络营销主体、进一步强化农产品产地源头管控力度。 

4.5. 深挖社会资本的潜力，为农村电商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中小微企业长远发展受制于筹资难问题，农村电商企业在中小微企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也同样面临

筹资问题[25]。农村电商企业需要通过多种方式筹措资金，包括政府财政扶持、金融机构支持、民间借贷

等形式。尽管农村电商企业可以从单一的政策性资金和银行贷款中获得资金保障，但它们同样面临着政

策环境风险的高度挑战。农村电子商务平台在运营中存在着多种风险因素，其中社会资本的缺失对农村

电商企业筹资产生了较大影响，也成为其融资难的主要成因之一。只有通过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农村电

商企业才能有效规避潜在风险，从而为农村电商产业的长期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为此，需要对社会资本

进行深度挖掘，把闲置社会资本变为农村电商产业开发准备资金，从而达到资金高效分配与使用。同时

政府也需要在法律层面加强对农村电商行业的规范管理，建立完善的农村电商监管体系。为破解城镇资

本与农村电商接触难的问题，企业应善于发现产品优势与特点，制订严谨性强、可行性高的产品发展规

划，积极争取相关领域龙头企业的配合；对于技术密集型项目，企业可借助互联网平台或专业团队开展

网络营销，同时注重品牌建设、营销推广等工作，以此促进农产品销售。针对涉农投资导致高风险低收

益的现状，企业应探索加工，包装等多种手段来增加产品附加值，同时选择对农村产品进行投保，以此

千方百计减少投资风险，提高收益水平，以消除社会资本的投资疑虑。 

5. 结论 

综上所述，农村电商产业的兴起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同时也是我国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针对目前我国农村电商当前存在的诸多的问题，本文为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提

供了新思路。在未来，随着政策支持逐步完善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不仅能够进一步释放农村电商

潜力，而且还能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助力乡村振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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