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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带动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江苏省农村电商涌现出

一批新业态、新模式，其中以宿迁、沐阳、连云港为代表的农村电商创新模式最为突出。基于对三类典

型模式的分析，探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存困境，主要体现在主体认识不足、

产销模式单一、专业人才匮乏、产业筹资困难等方面。为此，需要从强化政策宣讲、加强品牌建设、完

善培训体系、多元筹资融资等多方面努力，以实现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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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gres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the Internet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has led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n recent years, a number of new business forms and 
new models have emerged in rural e-commerce in Jiangsu Province, among which th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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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of rural e-commerce represented by Suqian, Muyang and Lianyungang is the most promi-
n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hree typical model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xisting difficul-
ties of rural e-commerce enabl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ack of main body understanding, singl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mode, lack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difficulties in industrial financing.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policy propaganda, strengthen brand building, improve the training system, 
multiple financing and other efforts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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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的政策导向，突出了农业农村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数智化时代背

景下，互联网技术与农村发展的结合，推动农村电商蓬勃发展，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助力。2024
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明确推进县域电商直播基地建设。从最

初的“快递下乡”，至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再到后来的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当前我国农村电子商务

发展已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农村电商，即与“三农”紧密相连的电子商务，指的是通过互联网技术搭建的网络平台，将农

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环节与消费者直接连接起来的一种新型商业模式，主要涵盖工业品下乡和

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的电商，如农产品电商、农村服务业电商和农村扶贫电商等[1]。近年来，江苏

省凭借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持续探索创新发展模式，大力推动农村电商健康

快速发展，已稳居国内农村电商发展的第一梯队。为此，本文基于江苏省农村电商发展实践，系统

分析典型模式，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的现存困境与优化策略，以期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有

益借鉴。 

2. 江苏省农村电商发展概况 

2.1. 政策扶持力度加大 

近十年，江苏省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措施，在税收优惠、创业补贴、平

台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16 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

济新动力的实施意见》，明确电子商务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2022 年，江苏省

17 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要求补齐乡镇商贸流通基础设施短板，促进农

村电商和物流融合发展；2023 年，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印发《加快推进农产品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从优化环境、加大宣传、强化协同等方面提出保障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各类措施。此外，在农

村电商人才培养方面，江苏省提出将电商人才纳入乡土人才职称评价体系，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电子商

务市场主体的培育措施，以提升农村电商的整体运营效能和服务质量。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71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左苏齐 等 
 

 

DOI: 10.12677/ecl.2024.133712 5793 电子商务评论 
 

2.2. 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江苏省产业规模庞大，门类齐全，产业链协同能力强，在全国范围内享有显著地位。目前，江苏已

创建多个国家和省级电商示范县、镇、村，省内 13 个设区市均成功打造了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支柱产

业与新兴产业集群，如高淳螃蟹、东阳水晶、南通家纺、常熟服装产业带等等。2021 年，江苏省商务厅

发布《江苏产业电商发展报告》，展现了省内优势互促、发展互补的产业布局，同时突出了“以农村电

商示范引领乡村振兴”是江苏产业电商发展的独特经验。以徐州沙集为代表的“淘宝村”，从 2014 年的

20 多家迅速增长到 2021 年的 740 多家[2]，彰显了利用农村资源促进产业振兴的巨大潜能。通过示范点

的带头引领作用，促进了地方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化和市场化，增强了农村电商的竞争力。 

2.3. 网络零售增长显著 

基础设施的完善与信息技术的应用为江苏省农村电商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随着物流网络的扩展和

冷链技术的升级，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和商品质量大大提升，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此外，大数据分

析、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农村电商的运营更加智能化和精准化，贴近消费者购

买需求。近年来，江苏省农村网络零售额连续多年保持增长。2022 年，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为 3000.5 亿

元，居全国第 2。2023 上半年，江苏省农村地区网络销售额高达 1511.4 亿元，同比增长 8%，增长势头

强劲。同时，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到 661 亿元，同比增长 12.2%，可见江苏省的农产品网络销售也呈现

出快速增长的趋势[3]。通过电商平台，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得以走出乡村，进入城市市场。这不仅拓宽了

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也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新的途径。 

3. 江苏省农村电商的典型模式分析 

3.1. 以宿迁为代表的“一村一品一店”模式 

除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江苏省宿迁市抢抓互联网发展机遇，率先探索出将电子商务与特色产业融合

发展的“一村一品一店”模式，该典型模式作为宿迁市推进农民创新创业的重要领域，为当地农业发展、

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做出显著贡献。具体来说，“一村一品一店”模式就是以村为单位，依托区域产业

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每个村至少打造一个主导的特色产品、建设一个标准网店，通过“互

联网+”发挥虚拟经济的独特优势，实现“一村”作响“一品”，“一品”带动“一店”，“一店”致富

“一片”[4]。“一村一品一店”模式通过推进电商营销网络延伸覆盖到镇村，指导帮助更多新农民开展

网络创业，提升新主体的电商营销技能，让他们足不出户就能“买全国、卖全国”，使农村电商正成为

便农、惠农、利农、强农、育农的新平台，为农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 
现如今，宿迁市已创建多个国家驰名商标、著名商标和省级名牌产品，推动了农产品的品牌化发展。

“一村一品一店”模式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肯定，并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成为其他地区学习和借鉴的

典范。此外，宿迁市政府出台《宿迁市“一村一品一店”提档升级行动计划(2019~2021 年)》，正式对“一

村一品一店”开展提档升级行动，进一步推动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化和市场化，发展生态、高效、规模的

现代农业。 

3.2. 以沐阳为代表的“互联网 + 三农”模式 

沭阳作为“全国唯一的农产品淘宝村集群”，与全国其他淘宝村集群相比，“互联网 + 三农”是其

显著特点。沐阳走出了一条充分体现互联网与农民、农业、农村三者同步融合、全面融合、深度融合的

县域电商发展道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沭阳县委、县政府出台花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开始扶持花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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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大户带农户”“公司 + 农户”发展模式建设。2000 年，随着“花木兴农”战略实施，沐阳花木

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发展，花木面积扩大到约 1.23 万公顷，从业人员约 6.5 万人，年销售额

约 8 亿元[5]。在线下交易稳健发展的同时，线上交易模式也悄然兴起。从 2001 年开始，沭阳就有花木农

户“触网”搞花木推广、销售。到了 2007 年，花木种植户尝试使用淘宝、天猫、1688 等电商平台进行

线上营销，“花木电商”逐渐崭露头角。截至 2015 年，沐阳县电商突破 4 万家，其中约 80%的电商从事

花卉苗木销售，电商交易额达 70 亿元，快递发货量 6000 万件[6]。2023 年，全县花木种植面积约千万公

顷，带动约 30 万人就业，花卉苗木类商品的年销售额约 200 亿元。此外，全县拥有 16 个淘宝镇、104
个淘宝村，各类花木网店 30,000 余家，集聚了淘宝、京东约 60%的花木类卖家，沐阳县花木交易总额中

网上交易额占比超过一半，花木农产品网络电商销售额位居全国首位[7]。沐阳县实现了从“贫困生”到

“优等生”的逆袭，如今正积极探索花木产业转型机制，全力打造“中国花谷”。 

3.3. 以连云港为代表的“电商 + 直播 + 产品”模式 

21 世纪以来，连云港全市上下大力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将农村电商的加速发展视为乡村振兴

和富民增收的重要驱动力。在此过程中，农村电商在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就业、惠及民生方面发挥了显

著作用，全市农村电商发展潜力进一步释放，农村电商产业展现出蓬勃向上、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一

方面，借助直播电商的东风，连云港市各县区特色产业优势，东海水晶、赣榆海鲜、灌南食用菌和海州

运动服饰等成功实现了从市场拓展到销售增长的华丽转身，完成了产业的提档升级；另一方面，在农村

电商模式创新过程中，直播电商已成为连云港经济发展中一张亮眼的名片，充分展现了其独特的经济价

值和影响力。 
连云港市依托其区域优势产业，通过“互联网 + 产业”的深度融合，积极推动特色电商的集聚式发

展，为全市电商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近年来，借助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互联网的巨大优势，连云港市

年轻一代的新型职业农民，开始通过淘宝、京东、快手、微信等网络平台进行农产品直播，转型为网红

电商。2019 年，连云港全市农村网络零售额约 259 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近 90 亿元，同比去年翻 2
番。2020 年 3 月 29 日淘宝公布的 10 大直播之城名单中，连云港市位列第三，仅次于杭州、广州[8]。直

播经济的崛起有效弥补了乡镇经济与广域市场之间的“最后一公里”，“电商 + 直播 + 产品”的模式

使那些原本“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优质产品得以走进更广阔的市场，促进了农业增产，实现了农民的增

收，为连云港市的农业农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4. 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局 

4.1. 主体认识不足，接受程度有限 

依据江苏省农村电商的发展实际情况，当前农村电商市场主体对农村电商的经营模式与专业概念的

理解仍较为片面，多是简单地认为农村电商就是销售场所的转变，即从集市转移到网络，却忽视了其背

后的网络营销和品牌推广策略，容易造成企业生命周期短、经营模式落后等困境。并且，由于教育水平

和信息接触的限制，部分农民对电商的概念、运作模式及潜在价值认识不足，缺乏通过电商平台进行农

产品销售的意识和主动性，这使得他们对新兴的电商模式持保守态度，不易接受新事物带来的变革。与

此同时，一些地区对农村电商的宣传推广力度不够，导致农民对电商的优势和操作方式了解不多，影响

了他们参与电商的积极性。 

4.2. 产销模式单一，品牌效应不强 

当前农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的产销模式同质化严重，存在产品间相似度高且特色不明、销售模式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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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农产品生产者和电商平台在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时，往往选择效仿已有成功案例的销售模式，

如模仿爆火短视频的拍摄手法、直播话术等，尽管该做法具有较高的容错率，但却容易导致产销模式趋

同，形成单一化的市场定位，致使产品差异化缺失，产品销售范围仍局限于本村本市，难以在市场中脱

颖而出。此外，农产品在销售过程中，常存在包装简陋、设计感和专业性缺失等问题，淡化了其品牌特

点和品牌文化，品牌效应被忽视。加之大部分农产品缺乏规模化和产业化种植，并未形成标准化管理的

产业群，导致产品后续供应不足，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有待提高[9]。 

4.3. 专业人才匮乏，培训效果不佳 

近年来，电商经济迅猛发展，对于专业电商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尤其是对于能够适应互联网发展、

具备电商运营能力的人才更为迫切。而与城市相比，在电商发展起步较晚的农村，更加缺乏适应新技术

背景下的电子商务专业人才[10]，系统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加之农村教育资源相对匮乏，

普遍存在文化水平较低的问题，受学习能力的限制，仅依靠当地原住民发展农村电商经济十分困难，如

何提升乡村对青年和电商人才的吸引力是一大难题。此外，加强对电商从业者的培训是实现农村电商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当前一些地区所推出的针对农村电商的人才培训和教育项目屈指可数，电商培训

内容重理论而轻实操，知识应用性不足；培训后缺乏有效的跟踪服务和实践机会，使得培训效果难以转

化为长期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培训效果仍需提升。 

4.4. 产业筹资困难，配套服务滞后 

对于农村电商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而言，仍面临较大的融资难题。因缺乏足够的抵押物和信用记录，

这些企业很难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必要的贷款和资金支持，而政府帮助筹措资金的实际措施较少，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农村电商的创业门槛和运营成本。同时，配套服务体系的不完全建立进一步为农村电商企

业发展增阻添堵。从政策保障来看，在金融服务、用地用电、物流运输、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

度有待进一步加强；从物流网络来看，在一些偏远或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物流配送体系仍不完善，直

接制约了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影响了电商的效率和成本；从网络基础服务来看，信息化设备和技术支持

的缺失限制了农村电商的业务拓展和效率提升，使得农产品生产者和电商从业者难以进行市场营销、品

牌推广和客户服务，限制了电商平台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5.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的发展对策 

5.1. 强化政策宣讲，激发参与意识 

首先，应定期组织政策宣讲会，邀请政府官员、电商专家和成功企业家向农民介绍农村电商的相关

政策、成功案例和操作流程，加深农村电商市场主体对于农村电商经营模式和专业概念的认识和理解；

其次，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以及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明确政府对农村电商的扶持政策，如税收

减免、创业补贴、贷款优惠等，以降低农民参与电商的门槛，同时做好农村电商政策和电商知识的宣传，

传播农村电商发展理念，提高农民对电商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再次，在良好政策环境和完善基础设施的

基础上，加强对农村电商的宣传推广力度，建立相应激励机制，鼓励农民与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建立合

作关系，共同参与电商，形成规模效应。 

5.2. 创新产销模式，加强品牌建设 

其一，通过升级改造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吸引直播电商平台、专业服务机构等入驻，完善选品

展示、内容制作、数据分析等设施设备，并联合企业、院校加强直播团队孵化，打造一批功能完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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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突出、带动力强的直播电商基地；其二，在深入了解乡村地区的特点和优势的基础上，挖掘地方特色

的自然风光、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品等资源，将其作为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同时，结合乡村特色资源，

设计独特的品牌名称、标志、口号等，塑造有故事、有温度的品牌形象；其三，推动农产品的规模化、

产业化种植，通过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在产品生产各环节推行标准化生产和管理，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鼓励和支持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

展，形成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的农业生产模式，保障农产品的稳定供应，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5.3. 吸纳专业人才，完善培训体系 

一方面，应建立人才引进机制，设立专门的农村电商人才引进计划，通过政策优惠、资金扶持等方

式，吸引具有电商经验、创新思维和专业技能的人才到农村从事电商工作。而对于电商高层次人才，如

头部主播、营销专家等，可以设立系列奖励措施，以激励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农村电商事业。同时，应建

立农村电商人才库和人才市场，通过线上线下的招聘活动、人才对接会等形式，促进人才与企业的对接。

另一方面，应建立统一的农村电商培训体系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培训计划、课程内容和培训标准，并整

合各类教育资源，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培训格局。此外，可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培训效率和效果。同时，注重实践操作环节的设置，让

学员在实践中掌握电商技能和知识。在培训结束后，应加强对学员的后续跟踪服务，建立学员反馈机制，

以便不断改进和完善培训体系。 

5.4. 多元筹资融资，提升服务质效 

首先，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市场推广等方面，为农村电商提供稳定

的资金来源，并通过政策优惠、税收优惠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农村电商领域；其次，应鼓励银行、

信用社等金融机构为农村电商提供贷款支持，降低融资门槛，简化贷款手续。同时，探索发展农村电商

的供应链金融、应收账款融资等新型金融产品，并借助互联网金融平台，为农村电商提供多元化的融资

渠道；再次，加大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包括网络覆盖、物流配送、仓储设施等，提高农村电商

的服务能力和效率；此外，可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创新农村电商的服务模式。例如，开展“互联网 + 农
业”模式，推动农产品上行；开展农村电商扶贫项目，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6. 结语 

本文在乡村振兴的政策导向下，深入探讨了江苏省农村电商的创新模式与发展策略。基于对以宿迁

为代表的“一村一品一店”、以沐阳为代表的“互联网 + 三农”及以连云港为代表的“电商 + 直播 + 产
品”三种典型模式的重点分析，总结出当前江苏省农村电商在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困局，包

括主体认识不足、产销模式单一、专业人才匮乏、产业筹资困难等方面。为进一步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

村振兴，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强化政策宣讲、创新产销模式、吸纳专业人才和多元筹资融资等对策，以

期实现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发展。 
尽管本文所提出的发展对策有助于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经验，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本文的研究范围局限于江苏省，对其他地区农村电商的发展情况缺乏全面阐述，因而对策建议可

能欠缺普适性和推广性。其次，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和案例存在时效性问题，市场环境和政策导向随着时

间的推移会发生何种变化尚无定论。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进行跨区域的比较分

析，以揭示不同地区农村电商发展的共性和特性。此外，也可运用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等方法，更加全

面、准确地评估农村电商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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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智化时代背景下，随着互联网技术与农村发展的进一步结合，农村电商有望实现更加蓬勃、稳

健的发展。为此，笔者期待看到更多富有创新性和地方特色的农村电商模式的涌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的活力。同时也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运用跨学科知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农村电商发展模式的认识，为

农村电商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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