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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新时代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商务在乡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它既有利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又有利于促进乡村生态振兴。与此同时，由于我

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原因，我国乡村电商经济发展面临着电商人才短缺、基础设施落后、品牌建设不

足、政策支持和落实不到位等诸多挑战。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加大乡村

电商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完善乡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乡村电商产品特色品牌、增强乡村电商的

政策扶持力度等路径大力推动我国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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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new era,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opu-
larity of the Internet, e-commerce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rural economic de-
velopment. It is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alent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reasons of un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e-commerce 
economy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e-commerce talents, backward infrastruc-
ture, insufficient branding, and lack of policy support and implementation. Therefore, in the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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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of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roblem-oriented, increase the introduction of 
rural e-commerce talent and cultivation efforts, improve rural e-commerc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
tion, create rural e-commerce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and, and enhance rural e-commerce 
policy support and other paths to vigorous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
ral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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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商务通常是指在因特网开放的网络环境下，基于客户端应用方式，买卖双方不谋面地进行各种

商贸活动，实现消费者的网上购物、商户之间的网上交易和在线电子支付以及各种商务活动、交易活动、

金融活动和相关的综合服务活动的一种新型的商业运营模式[1]。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进入新时代

后，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电商凭借便捷，高效，低成本，覆盖面广等优势，逐渐成为我国乡村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创新载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电商作为新兴业态，既可以推销

农副产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又可以推动乡村振兴，是大有可为的。”[2]与此同时，事物的发展前途

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当前，在我国乡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阻碍因素，为其发展带来了

不利影响。鉴于此，本文拟从电子商务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面临的挑战以及消解路径三个方

面进行探析，旨在为我国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可行参考。 

2. 电子商务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1. 促进了乡村产业振兴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对乡村产业振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拓展了乡村既

有产业的网络销售。当今，生活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各种上门服务，互联网发展

成果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消费习惯。与传统的农产品销售方式相比，电子商务这一互联网时代背景下

衍生出的新型营销方式，打破了地域区隔，扩大了乡村产品的销售范围，能够有效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和

农民增收[3]。其次，推动了乡村原有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电商平台这一信息中介，农户能够更为迅速

便捷地获取市场需求信息，方便农户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乃至生产组织形式，从

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最后，促进了产业融合发展。乡村电商

的发展不仅可以带动物流、包装、设计、营销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产业联动效应，而且有助于促

进农业与服务业、制造业、旅游业等其他产业的融合，从而推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 

2.2. 促进了乡村人才振兴 

人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主体，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电子商务在乡村经济发展促进了乡村人才振

兴。其一，吸引了人才回流。进入新时代后，随着乡村电商的兴起，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看到了家乡

既有广大的施展才华空间，又有创造财富的商机，因此，大量的农民工、大学生和其他社会群体纷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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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做电商，实现了乡村人才的回流[4]。同时，乡村电商的不断普及，也让很多城市青年看到了乡村电商

广阔的发展前景。尤其是近些年，由于严峻的就业形式，部分城市青年在城市地区难以寻得满意的工作，

而乡村电商产业的发展为这类人才提供了创业思路，组队组团共赴乡村开展创业活动的人才逐年增长。

其二，提高了农民素质。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农民掌握网络营销、在线交易、物流配送等技能，这促使

农民通过培训和学习成为具备现代商务知识的新职业农民。其三，优化了人才结构。电子商务的发展需

要各种类型的人才，从技术支持、营销推广到物流管理，这种多样化的人才需求促使乡村人才结构向更

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2.3. 促进了乡村生态振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乡村经济发展总是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近些年来，电子商务在乡村

经济发展为生态振兴带来新的机遇[5]。一是生态补偿机制。一方面，乡村电商的发展拓宽了农民增加收

入的渠道，改变了传统意义上靠砍伐树木、做手工艺、养殖业等赚钱养生的方式，实现了低污染的乡村

工商业复兴。与此同时，电商经济的收益还可以用于支持生态补偿项目，比如植树造林、湿地保护等，

这些项目有助于恢复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二是市场需求导向。在“大数据”时代

背景下，电商平台能够快速反馈消费者的需求，使得乡村生产者能够根据市场趋势调整生产结构，更多

倾向于生产绿色、环保、有机的农产品，这有助于减少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使用，保护生态环境，推动乡

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三是意识观念改变。电商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乡村居民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促进

了环保意识和生态友好型生活方式的形成。比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采用更加环保的生产方式，

如生物防治、有机耕作等，这些都有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土壤健康。 

3. 当前我国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3.1. 乡村电商人才短缺 

当前，虽然乡村电商产业的发展，吸引了人才回流，但是由于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绝大多

数年轻人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更愿意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与此同时，乡村电商产业发展水平

较低，缺乏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和创业平台，也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因此，乡村地区仍然普遍存在着

人才短缺的现象，尤其是偏远的山区更为突出。可以说，乡村电商人才匮乏是阻碍其发展的首要因素。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创新是引领发展的一切动力。我国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更新思

维、创新理念、掌握新技术作为支撑，但是这些都离不开既“爱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又具有一定

文化素养和专业水准的电商人才[6]。此外，乡村电商在运行和维护过程中，相关人员不单要具备一定的

网络技术知识，还要熟悉农产品品类、有农产品相关的电商知识和专业技能等，而当前除了部分乡村电

商平台有一定的人员配备外，更多从事农产品线上销售的人员，都是农业生产者，这些人虽然熟悉农业

生产，但是缺乏相关的网络技能和知识，这些都制约了乡村电商经济的发展。 

3.2. 乡村电商基础设施落后 

乡村电商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一是乡村道路设施薄弱。“要想富，

先修路”。乡村的道路设施是推进乡村电商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乡村道路受到“重

城轻乡”观念和城乡二元经济的影响[7]，乡村道路的投资、建设力度上均落后于我国乡村的实际需求，

乡村电商产业难以开展。二是物流配送体系不完善。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各地区物流基础建设发展不平

衡，仓储产品品种过多，库存量过大，导致仓储保鲜成本过高，同时加大了农产品的损耗。运输时间太

长，加大物流成本，农产品损耗有保障的农村物流覆盖范围有限，农村需求分散导致“最后一公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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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难题尤其突出[8]。三是网络通信条件较差。乡村地区的网络通信基础设施不足，互联网速度慢，覆盖

率低，尤其是偏远的山区，阴雨天信号非常弱甚至出现断电的情况，这就限制了电商活动的开展，影

响了交易效率和信息获取速度。四是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低。由于基础设施的限制，乡村地区在信息技

术应用方面落后，缺乏必要的电商平台、数据分析工具和网络安全措施，这些都制约了电商业务的拓

展和升级。 

3.3. 乡村电商产品品牌建设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后，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注重生活质量，追求高品位生活，对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由于乡村传统的生产方式

和现实发展状况，导致乡村电商产品品牌建设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乡村产品的信赖度，进

而阻碍了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就乡村产品质量而言，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主要以家庭作坊式生产为主

[9]，农业分散经营、粗放经营的现象普遍，缺乏统一的生产模式和产品标准，导致乡村电商所销售的产

品质量参差不齐，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进而无法产生品牌效应。此外，由于乡村地区的农产品加工

设施和工艺相对落后的同时，又缺乏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导致产品在种植、养殖、加工、储蓄等环节

存在质量隐患，令人担忧；就品牌建设而言，乡村电商经营者往往缺乏品牌意识和营销经验，即不愿意

或不知道如何投入资源进行品牌建设，再加之，资金和资源的限制，乡村电商产品在市场上的营销推广

不足，很难树立起自己的品牌形象。 

3.4. 政策支持和落实不到位 

除上述原因外，政策支持和落实不到位也是影响我国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困境。虽然我

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乡村电商发展的政策，但在地方落实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到位的情况。主要

表现在：一是政策设计与实际需求脱节。政策方案只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够被地方政府和相关部

分理解接受，避免政策悬浮不实的问题，从而促进乡村电商政策落地生根，发挥其应有的效果。但是，

在乡村电商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由于未能充分考虑乡村电商的实际情况，或者未能因地制宜地进行乡村

调研工作，导致政策效果与预期有差距；二是资金和资源分配不均。政府在资金和政策资源分配上不均

衡会导致乡村电商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对于一些偏远地区而言，如果没有国家财政支持或者享受不到

政策红利，乡村电商就止步不前，高质量发展更无从谈起；三是监管和评估机制不健全。由于缺乏行之

有效的监管和评估机制，导致乡村电商市场准入和监管不力，出现了诸如假冒伪劣商品横行、不正当竞

争等问题，不仅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而且影响了乡村电商产品的形象，阻碍了乡村电商的健康发展。 

4. 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策略 

4.1. 加大乡村电商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 

电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是实现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必须引进和培育一大批电商专业

人才[10]。一方面，努力引进电商专业人才。通过提供优惠政策、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平台，吸引具有

电商经验和专业技能的人才到乡村地区工作的同时，积极与城市的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引进外部专家和优秀毕业生，为乡村电商注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大力培育电商人才。针对乡村当地

居民，开展电商知识、运营管理、网络营销等方面的培训，提升其电商技能和创业能力。其具体途径可

以通过在乡村建立电商实训基地，对学员进行实操培训，让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学习和掌握电商技能。同

时，还可以充分利用利用网络平台，开展远程教育和在线培训，以打破地域限制，让乡村人才能够接受

更广泛的教育资源。除此之外，为了留住人，还必须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创造良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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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环境，为电商人才提供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和持续的学习机会，帮助他们实现个人价值和职业成

长，从而增强人才留任的吸引力。 

4.2. 完善乡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完善电商基础设施是实现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首先，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交通运

输是物流配送的基础，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既可以减少运输时间，提高物流效率，降低运输成本，又可以

减少运输过程中因震动、颠簸而造成的产品损毁问题，保持产品的完整性，而且道路畅通还能够使得乡

村产品更容易进入城市市场，甚至远销海外，扩大市场覆盖范围，进而提高经济收入。其次，优化物流

配送体系。物流是电商的命脉。我国乡村电商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努力打造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

体系[11]。尤其是要充分运用供应链管理技术与方法，实现生鲜农产品从产地到销地的一体化冷链运作，

推动冷链物流服务由基础服务向增值服务延伸。再次，加强网络基础设施。过去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更

多在于城市电子商务，未来更多的机遇在乡村，而目前乡村市场开拓的一个难点就在于网络基础设施的

不完善。因此，加快乡村地区的光纤宽带和移动网络覆盖，以确保乡村电商活动的稳定性和高效性[12]。
最后，提升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在乡村学校开设信息技术课程和信息技术培训班，教授农民和返乡创业

者们电商运营、数据分析等知识和相关技能，推动乡村电商经济向更高质量方向发展。 

4.3. 打造乡村电商产品特色品牌 

打造乡村特色品牌，就是让“绿色”成为农产品的“本色”，就是让特色品牌成为当地乡村经济的

一张名片[13]。质言之，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品牌是推动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第一，挖掘本土

特色。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只有通过研究和发掘本地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农产品特色等

方式来确定自己的品牌定位和核心价值，才能避免同质化，从而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主动

位置。第二，加强品牌宣传。宣传是提升品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针对不同受众人群选择有效的宣传手

段和渠道，如电商平台、农产品专业展会、线下销售点等，实施专业化的品牌推广策略，可以最大范围

扩大产品的知名度。第三，建立品牌信誉。品牌信誉建立在品牌的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之上，是品牌

理念长期贯彻的结果。品牌一旦在用户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信誉，就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因此，通

过质量认证、参与评奖、建立消费者反馈机制等方式，努力提升品牌信誉[14]。第四，持续创新。创新有

助于品牌打造独特的品牌文化和价值观，增强品牌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根据市场

变化和消费者需求，不断进行产品创新和品牌升级。 

4.4. 增强乡村电商的政策扶持力度 

我国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与引导。无论是电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还是电商基础

设施的完善，抑或是乡村特色品牌的打造，都需要寻求政府政策的支持。其一，制定总体规划。2021 年

10 月，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发展改革委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明确指出，

实施“数商兴农”行动，不仅为我国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将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

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的巨大引擎[15]。其二，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政府通过财政和税收优

惠政策，支持乡村电商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和品牌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地激发乡村电商活力，给

乡村电商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推动乡村电商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农产品上行和农民增收，加

快乡村振兴步伐。其三，强化监管服务。加大对乡村电商市场的监管力度，打击假冒劣质商品、虚假宣

传等违法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持续开展农村网络市场专项整治行动，着力解决事关乡村电

商行业健康发展和消费者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推动乡村电商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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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和生态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然

而，在推进这一进程中，我们仍需面对电商人才短缺、基础设施落后、产品质量和品牌建设不足等挑战。

未来，我们应从加大乡村电商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完善乡村电商基础设施、打造乡村电商产品特色品

牌、增强乡村电商的政策扶持力度等方面，大力推动我国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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