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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电子商务市场也逐渐走向成熟阶段。农村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了电子商务平台从而形成农村电商，农村电商则为乡村振兴战略注入新的活力，在

连接农村生产与电子商务平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江苏作为电子商务的大省，围绕产业发展、基层

治理、民生服务等需求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农村电商发展模式。因此，本文将基于SWOT模型分析法对乡

村振兴背景下江苏省农村电商发展策略进行研究，并提出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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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e-commerce market has gr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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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y moved to a mature stag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rural 
market combines the e-commerce platform to form rural e-commerce. Rural e-commerce has in-
jected new vitality int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
necting rural production with e-commerce platforms. However, as a large province of e-commerce, 
Jiangsu actively explores diversified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models around the needs of in-
dustrial development,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livelihood services. Therefore, based on SWOT 
model analysis,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rural e-commerce in Jiangsu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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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提出，

坚持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收入致富渠

道[1]。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提出，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

要内容[2]。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和《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强调：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引领

作用，整体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3]。另

外，学界在研究电子商务的发展策略大多常用 SWOT 模型的定性分析方法。因此，采用 SWOT 模型分析

法来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江苏省农村电商发展策略，并提出参考建议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和现实价值。 

2. 江苏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 SWOT 分析 

2.1. 江苏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势分析 

地理位置优越。江苏地理位置是十分优越的，湖泊众多，地势平坦，依托长江入海口，跨越长江、

淮河，水资源十分充沛。江苏气候温和为农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

久的历史。因此，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江苏农村电子商务提供便利的条件。 
经济基础稳中有进。根据《2023 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2023 年江苏全省地

区生产总值 128222.2 亿元，同比上年增长 5.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075.8 亿元，即增长 3.5%。居民

消费价格小幅上涨，全年居民消费价格相比于上年增长 0.4%，其中城市上涨 0.5%，农村上涨 0.3%。居

民收支平稳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2,674 元，相较于上年增长 5.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63,211 元，增长 5.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488 元，增长 7.0%。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为 2.07，
同比上年缩小 0.04。除此之外，江苏省的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始终处于扩大状态，发展的环境也逐渐优化，

拥有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5 家、国家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12 家，并拥有 106 家省级数字商务企业、65
家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以及 23 家省级县域电商产业集聚区[4]。因此，江苏省良好的经济基础为江苏省

农村电子商务提供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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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农产品资源丰富。江苏省具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例如，阳澄湖大闸蟹、无锡阳山水蜜桃、南京

雨花茶、南京盐水鸭、高邮咸鸭蛋、镇江香醋等。除此以外，江苏省跨越长江、淮河，东临大海，水资源

十分充沛，导致海鲜、鱼虾产品种类多样。因此，江苏省特色农产品资源的多样性增进了江苏省农村电子

商务的产品生命周期以及提高了江苏省农村电子商务市场的竞争力，同时，推动消费者需求的多元化选择。 
交通基础建设良好。江苏省是长三角交通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三个地级城市间都有高速公路相

连。其中，高速公路网络实现了“县城通”以及十万人口以上城镇的全覆盖。全省公路里程达到 5135 公

里，预计 2035 年达到 10,354 公里。在航空设施方面，全省拥有 9 个运输机场和 8 个 A1 类通用机场实现

了地面交通 90 分钟车程全覆盖市。在内河航道方面，全省通航总里程约 2.4 万公里，占全国的 1/5。更

重要的是，江苏省 2024 年度计划安排投资 2200 亿元，将围绕更大力度发挥交通基础建设设施。因此，

江苏省强大的交通基础设施为江苏省农村电子商务的物流发展奠定了基础。 

2.2. 江苏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劣势分析 

农村居民相应专业知识的缺乏导致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短缺。电子商务专业的出现是在历史必然发生

的，会结合着每一个时代的不同出现新的变化。电子商务专业人才一般在一线、二线城市居多，在农村

具有电子商务专业知识的人才是较少的，但是，农村电子商务经济的发展是离不开人才的支持。江苏省

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引进专业的电子商务人才，发挥人才优势。农民理论知识的缺乏，导致无法在

实践操作中占据优势。除此以外，农民的思想观念保守，消费观念较城市居民落后，信息也相对孤立。

因此，这需要政府在观念上潜移默化的引导与政策上的扶持。 
信息设施不够完善。江苏省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相比于江苏省城镇地区较低，信息技术建设水平

还不够。虽然江苏省农村的交通运输方面比较有优势，但在农村物流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不足，例如未能

构建农村物流服务体系，物流成本较贵，物流速度慢等问题出现。农产品的保质期较短，对运输的要求

也就相对较高，需要冷链仓库等仓储设备，但农村的冷链物流设施还较为落后，运输工具种类有限，制

约了江苏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因此，需要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调控，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

强化宏观政策调节，引导农村电子商务市场规范有序发展。 
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不高。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不高则会导致电子商务的品牌口碑难以建设。农村电子

商务产品主要以各类农产品为主，但各类农产品缺统一的标准，产品质量出现鱼龙混杂的市场乱象，导

致消费者无法做出正确的评价进而影响农村电子商务的良性发展[5]。另外，农村的养殖户相对分散无法

形成统一的定价标准，难以对农村电商大品牌从而无法进行推广。因此，做好农产品的包装，提升农产

品的质量，树立农产品的口碑与形象，需要政府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并进行强化监管标准化与规范化

体系，适度引导农村零售新业态进而推动农村产品的高质量发展。 

2.3. 江苏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机遇分析 

政府出台政策扶持。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江苏省政府一直将“三农”问题置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

新实践中研究、提炼与发展，始终以理论之思回答实践之问，并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导“三农研究”，结合江苏农业农村的巨大变化，打造好江苏省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实践上

的“样本”。根据《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新时代鱼米之乡的意见》与《高水平建设

农业强省行动方案》中提出加强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要求。培育乡村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扩展“水韵江苏”的品牌内涵，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鼓励发展农产品电商直采、

定制生产、“生鲜电商 + 冷链宅配”、“直播电商 + 产地仓 + 寄递”等新模式。因此，需要江苏省人

民政府的政策扶持，农村电子商务的平台在江苏才能更完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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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发展迅速。在信息化时代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市场对农产品尤其是对原生态农产品、特

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绿色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新的机

遇[6]。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必然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7]。随着信息化时

代的飞速发展，大数据能更为精准的为消费者提供个人偏好的推荐，网络平台能使消费者更直观的感受

到产品的好与坏，主播可以通过在电子商务平台直播的方式进行对农产品的介绍，并可以在评论区进行

咨询。因此，O2O 模式的出现大大提升了农村电子商务平台交易的效率。 

2.4. 江苏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威胁分析 

同类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农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大与其他农业大省外部竞争逐渐增大。每个省份因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具有因地制宜的特色农产品。例如，山东的苹果、丹东的草莓、西湖

的龙井等[8]。这些农产品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江苏省农村电子商务市场的份额。除了与外省进行竞争

还要跟力量悬殊的电商大平台相竞争，例如京东超市、天猫超市、拼多多等电商大平台竞争。商家若想

拥有流量，则需要支付高昂的推广费用，而农村电子商务大多是个体散户，无论是个体散户还是地方政

府都并未形成自己在农村电子商务中的核心竞争力。 
网络信息安全难以保证导致信任感难以建立。由于农村居民的思想意识观念具有相对保守和消费观

念较城市居民落后的特点，对电子支付的安全性采取保守且怀疑的态度，这对于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是

很不利的。除此之外，部分农村居民对网络购物自身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是由于对产品质量的怀疑，认为

在电子商务平台购买的农产品与实际宣传的农产品是不匹配的，还存在电商平台刷单好评的现象。这种

信任感与消费观念的怀疑导致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滞后性。因此，需要政府部门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使农

村居民的不信任感转变为信任感，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离不开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 

3. 乡村振兴背景下江苏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策 

3.1. 多方位支持江苏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引进工程” 

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人才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而电

子商务市场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立足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的培养，江苏省政府可以通过

设置人才补贴、与高校合作、设置相应岗位、建立人才库等政策壮大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的队伍。除此以

外，更要注重对农民的电子商务知识的培训，农民在电子商务方面的知识和意识还很浅薄，需要政府的

协助进行科普电子支付工具及互联网大时代带来的经济转变，让农民深入了解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行

流程，进而达到转变传统理念、改变思想意识。 

3.2. 高质量推进江苏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工程” 

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支持。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继续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

政府应加大力度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加强光纤网络、提升网络覆盖率、改善网络宽带速度、物

流配送、仓储设施等方面促进江苏互联网与农业的融合发展，为农村电商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投资

农村地区的道路建设，“缩短最后一公里”的配送距离，改善农村物流配送、仓储物流配送、冷链运输

设施，解决运输速度快、运费成本低、农产品损失小等问题，进而提升消费者购物的满意程度[9]。另外，

江苏政府可以鼓励农民采用先进的物流技术及设备，降低物流成本。 

3.3. 全面提升江苏农村电子商务“诚信品牌工程” 

对于农产品的诚信品牌的提升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提升农产品本身的质量，另一方面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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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标准体系[10]。鼓励江苏农民打造特色品牌，深化拓展“水韵江苏”的品牌内涵，打造“水韵系列”

的农产品。推进“苏农云”的深化应用，构建上下贯通、业务融合、数据共享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政

府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创立诚信政府品牌，制定统一标准，并利用多种渠道进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市

场推广，树立品牌形象与故事塑造，增加品牌的知名度[11]。政府还可以通过鼓励农民采用高新技术和设

备，提升农产品的质量与包装速度进而提升农产品的口碑。另外，政府可以通过以江苏农村龙头企业为

核心打造特色优势农产品诚信品牌。 

3.4. 不断完善江苏农村电子商务“法治监管工程” 

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飞速发展下，为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防止出现恶性循环的农村电子商务市

场，需要完善相关的政策与相关的法律体系[12]。因此，江苏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对农村电商市场的监管，

增加企业的诚信理念，建立奖罚制度，而企业应规范农村电商的经营行为，对农村电子商务市场进行内

部约束。立法部门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升法治水平，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市场的公平竞争与有效

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认真开展行业内部的监督工作，对农村电子商务市场进行外部制约。另外，要做好

具有品牌特色的包装设计，提升产品竞争力，树立农产品的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设计防伪标识，保

护农村电商的乡村特色[13]。 

4. 结语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电子商务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价值。江苏省农

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但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江苏省农村电子商务更应该充分发挥

优势、克服自身劣势、抓住发展机遇、应对威胁挑战，通过农民、企业与政府的共同努力打造“水韵江

苏”系列特色品牌建设，实现农村电子商务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江苏农村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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