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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要健全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通过对

贵州农村电商自提点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自提点开设后为贵州农村形成新型农村物流链、打造多

方互惠共赢局面、推进农村冷链物流发展、缩小城镇与乡村间差距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但同时也面临

物流建设不完善、农产品上行呈弱势、自提点规划不合理、电商专业人才缺乏的发展困境，需要新质生

产力赋能农村电商自提点，通过推动物流建设、农产品上行、自提点规划、人才培育等对应措施探索其

优化路径，实现农村电商自提点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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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 1 central document in 2024 clearly requires that the county and rural logistics and distri-
bution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oject of rural e-commerce 
should be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Guizhou rural e-commerce 
self-pick-up points, it is found that the opening of self-pick-up points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
butions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rural logistics chain in Guizhou, creating a multi-benefi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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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win situa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d chain logistics, and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ut also face imperfect logistics construction, weak agricultural 
products, unreasonable planning of self-pickup points, and lack of e-commerce professionals. It is 
necessary to empower rural e-commerce self-pickup points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By 
promoting logistics construc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uplink, self-pickup point planning, talent 
cultivation and other corresponding measure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its optimization path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self-pickup points. We will contribute to 
the all-round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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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2023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其中全国农产品网

络零售额达 5870.3 亿元，同比增长 12.5%。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农村网络、物流等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农业数字化、电商化逐步推进，农村物流发展稳步提升，在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起到明显作

用，赢得了国家与社会的充分肯定。我国农村物流需求点呈现点多面广、量小分散且不均衡的特点，但随

着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其对物流需求不断扩大，远距离的乡(镇)物流服务站已不能满足村民需求，农村物

流“最后一公里”问题成为农村物流的发展瓶颈[1]。农村物流是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行业，

对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作用[2]，农村地区物流发展还存在物流网络节点体系基础薄弱、服务功能

不完善等短板[3]，农村末端配送难题会阻碍乡村振兴推进。在农村设立更多代收网点，有助于提高配送

效率，解决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4]。作为科技创新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既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又对产业有引领作用，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农村电商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应持续推进发展新质生产力，从人才、生产工具、生产关系入手，多方面促进农村电商的提质增效。 
美国亚马逊公司最早推出自提点模式，随着电子商务的兴盛，自提点模式在我国蓬勃发展并取得成

功，自提点可同时服务不同公司客户，自提点共享已经成为最后一公里配送的趋势[6]。贵州农村电商自

提点于近几年兴起，补充了贵州村级物流点，有助于破解农村物流瓶颈，有利于贯彻落实 2024 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的推动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包括健全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以及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

程。从已有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关于农村物流的研究十分丰富，涵盖物流模式、发展现状、困境及优化

路径等方面，关于自提点的研究对象多为社区或学校，研究主要集中于自提点选址[7]、空间格局[8]等方

面，但对农村电商自提点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尤其是缺乏将新质生产力同农村电商自提点结合的研究。

本文是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通过贵州农村地区电商自提点的发展状况，探讨新质生产力赋能如何

贵州农村电商自提点发展，重点分析农村电商自提点的意义、困境及优化路径。 

2. 贵州农村自提点介绍 

2.1. 自提点内涵 

自提点是指在网购或者快递配送中，顾客可以选择到指定的地点自行提取货物的服务。自提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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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实体店、自助自提柜以及第三方物流，可以是商家自己的门店或者指定的合作门店，顾客需要提

前选择自己方便到达的自提点，并在指定时间内到达领取货物。在选择自提点时，顾客要注意自提点位

置、营业时间、取货方式等，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自提点相对于快递送货的时间和不确定性，既方便

到达，还可以减少快递员的派送路程和成本，是一种环保、经济、高效的配送方式。目前，许多电商平台

和物流公司提供了自提点配送服务，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自提点的优势主要有： 
一是可以节约物流成本：由于消费者可以直接自提，节省商家物流配送和物流管理的成本，进而提

高商家的利润空间。 
二是可以提高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消费者可以直接去自提点购买商品，而无需等待物流，提货方式

更加多样化，消费者的选择具有灵活性。 

2.2. 贵州农村电商自提点简介 

贵州农村电商自提点主要是当地便利店或小超市与多多买菜和美团优选的合作点，其自提点具有便

利、新鲜、实惠等优点。采取“线上下单 + 线下自提”的半预购模式，目前上线商品覆盖生鲜商品、日

用百货等各类生活必需品，村民下单时可以选择离家最近的自提点，让村民享受当日 12 点前下单，次日

自提的便利，深受广大村民的喜爱。农村自提点加盟只需当地商户向平台提交申请，经过审核后获得经

营资质即可成为自提点，平台所售商品主要由当地自产或当地供应商提供的商品，这样保障了商品能快

速送到分拣中心进行分拣，在 24 小时内配送至村民手中。其自提流程固定且完整，首先由村民向平台下

单，平台收集订单信息后将商品打包配送至自提点商户代存，商户以打电话或发短信的方式通知村民取

货。从商品的生产到使用环节都加强了当地人(县域范围)的参与，自提点最大的创新是发动“群众”，其

物流致力于为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需求提供优质高效的物流配送服务。 

3. 贵州农村电商自提点发展现状 

3.1. 形成新型农村物流链 

农村物流正经历大变革，在开设自提点以前，贵州农村大部分地区没有村级物流点，只有乡(镇)才有

物流服务站，村民取快递只能到集镇上的物流网点，面临距离远、时间不固定等不便之处，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村民网购意愿，不利于农村物流的发展。而现在自提点就在“家门口”，满足农村居民即买即达、

平价购物的需求。就居住人口比例而言，农村中年群体占比大，他们有需求且能够使用智能手机，可进

行远距离下单，其他家庭成员取货的方式，照顾到各年龄段人群。村民享受到各种便利后，开始适应并

依赖网购，需求量的扩大促进了电商、物流企业对农村地区的资本投入，贵州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得到改

善，村民的物流体验感上升。电商企业以县域为配送范围，建立县级仓储中心，依次进行乡(镇)再到村的

每日物流配送，形成企业自有的一体化配送体系，自提点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村物流点覆盖少的问题，

有效衔接县–乡(镇)–村级物流，形成了一条新型完整的农村物流链。 

3.2. 打造多方互惠共赢局面 

对于自提点经营者而言，在开展日常经营的同时，也兼职自提点工作人员，获取订单佣金，对于商

品需求量不大的村庄，不会浪费过多的人力、物力资源，其他家庭成员也能随时参与其中，具备较强灵

活性。成为自提点为经营者带来了新的流量，流量变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生鲜销售额的返点，

二是流量带来便利店销售量的提升。本地订单增长，有利于生鲜自提点商户实现长期供给、降低成本、

增加收入；对于当地村民而言，可进行线上购物，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佳方案，用同样甚至更少资金可

获得更好更多商品，只需简单操作就将商品送到“家门口”，村民网购更加便利，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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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对电商企业而言，则不需要另外开店，而是选择将便利店作为自提点，只用在区域内建立一个大型

仓储＋货车配送，减少了门店投资，节约终端投入成本。自提点紧密连接消费端、生产端和供给端，形

成闭合链条，有效减少非必要中间环节，实现多方利益最优，打造了多方互惠共赢局面。 

3.3. 推进农村冷链物流发展 

冷链物流所需的温控设备资本投入大，对温度控制也有一定要求，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比其他

物流系统的成本高昂。而贵州农村受生鲜需求量少、物流配送不便原因的影响，其冷链物流建设停滞不

前，但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对生鲜产品的种类和质量需求大大增加，自提点平台蔬菜、水果、

肉蛋、速食等需冷链运输的产品种类丰富，较大程度满足了农村市场对生鲜产品的需求。部分农产品耐

储性较弱，对时间要求严苛，村民的选择一般局限于集市，购买的不便利性对生活水平提升形成阻力。

平台农产品从田间采摘到装箱运输，直至送达消费者手中不会超过 12 小时，加上智能化冷藏设备全程保

障，解决了冷冻食品易变质难题，让村民的菜谱变得丰富，最大限度保证产品的新鲜度。也让自提点商

户拥有的冷藏电器得到有效使用，充分利用原有冷藏资源服务村民，电商企业通过自提点加盟共享设备

的方式降低产品冷藏销售所需费用，实现农产品冷冻储藏、冷冻运输和冷冻销售无缝衔接，进一步推进

农村地区冷链物流发展。 

3.4. 缩小城镇与乡村间差距 

城镇与乡村在生活条件、收入、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差距，差距的缩小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意

义之一，村民也希望享受到城镇生活待遇。贵州农村交通网络普遍联通，已全部实现“村村通”，村民

出行主要依赖自有交通工具及农村客运，出行方式选择性少，客运距离长、班次少，部分地区更是受到

地理条件的限制，日常出行仍然不是特别方便。村级自提点的出现让村民不出村就可以取货，是前所未

有的方便，不用为怎么去取货而发愁，村民们都感慨就像住在城里一样，在物流上逐渐缩小城镇与乡村

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贵州多数农村市场零售业态相对匮乏，商品类型有限，采购选择面狭窄，村民

购物较为不便，电商平台的商品普遍比市场上的便宜，即使身处农村仍然可以随时购，使村民拥有便利

的购物体验，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让村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获得满足，在网络购物方面缩小城镇与

乡村之间的差距。 

4. 农村电商自提点发展困境 

4.1. 物流建设不完善 

受村落分散、快递业务量小等因素制约，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快递下乡仍存在不少难点、堵点。村

级自提点物流建设虽然形成新型农村物流链，但局限于特定合作电商产品，贵州快递物流配送普遍停留

于乡(镇)，快递到村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大部分电商平台的商品还是需要村民到菜鸟驿站领取包裹，

便利空间有待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电商发展，而电商发展相对落后又进一步导致村里快递

业务量小，影响物流公司的网点布局和建设，面对农村地区末端服务能力不足、部分基础设施薄弱的突

出问题，农村物流配送体系需进一步完善，提升电商自提点质效。 

4.2. 农产品上行呈弱势 

受地理条件、基础设施等因素制约，农产品外销相较工艺品销售整体呈弱势，工艺品下行同农产品

上行间需保持“双向流通”，避免发生严重失衡。一方面农村资源禀赋和特点潜力未得到有效开发，使

农村丰富的农产品资源闲置，大部分村民没有网上销售经验，农产品外销主要依靠经销商上门收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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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流通至消费者手中需要历经层层环节，中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与赚差价情况。再加上对农产品质量把

控不到位，产品分级不严格，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任度不足，其上行销售之路困难重重。另一方面部分

偏远产地交通不便，加之农产品易坏易腐的特点，运输途中损耗率偏高，使得其对运输条件有较高的要

求，阻碍了农产品上行通道。 

4.3. 自提点规划不合理 

农村电商自提点缺乏整体规划的引导，出现布局不合理、密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等难题。首先，

贵州农村电商自提点在部分区域出现分布不均衡问题，不是过于密集，就是过于稀少，主要以村委会为

中心呈聚集效应，电商自提点面临选址不合理困境。这对距离村委会远的村民不友好，需要花费更多时

间去提取货物，便利性降低，而密集的自提点间会形成恶性竞争关系，订单量少的商户容易退出合作，

难以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不利于电商自提点的长期发展。其次，农村电商自提点对商户资质

审核较为宽松，缺乏事先规划布局，期间缺少实地考察环节，没有考虑到整个区域自提点的可持续发展。 

4.4. 电商专业人才缺乏 

农村与城镇的基础设施差距日益缩小，但专业性人才大量缺失，面临农村电商人才引不来、留不住、

难培养的困境，使得农村电商发展受限。一方面电商自提点刚性吸引力不强，缺乏专业性人员的加入，

在人才培育、引进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本地自提点管理人员是没有经过系统培训的便利店商户，准

入门槛偏低，其电商专业知识明显不足，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另一方面缺少信息化人才，由于农村地区

善用网络的人才短缺，部分村级电商自提点未能充分发挥其功能，电商自提点在风险管理方面存在一定

短板，没有及时开展物流追踪与收集村民购物信息反馈，对数据信息的掌握不足。 

5.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自提点发展 

5.1. 新质生产力推动物流建设 

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农村物流建设。大力推进农村物流快递网点布局，是打破快递配送困境的高效

途径，以“政府支持 + 企业投资 + 村民参与”的模式实现贵州相关物流基础设施逐步向村覆盖，自提

点可借助智能化物流，谋求自身长远发展，最终使物流配送走进家家户户，让广大村民过上更加美好的

生活。既要提高农村物流设施现代化程度，改善农村物流配送集约化水平，推动农村商贸物流创新发展。

又要通过重投生鲜冷链物流体系等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完善农村冷链物流建设，创新冷链新模式。总体

来说，农村自提点应充分发挥物流媒介作用，尝试与快递物流企业合作，业务不仅仅局限在生鲜及百货

等日常必需小商品，主动扩宽快递代收业务，从物流配送终端发力，为发展贵州村级快递物流综合服务

点助力，联合打造数字化物流配送新体系。 

5.2. 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产品上行 

聚焦数字技术，推动农产品上行销售。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以技

术和应用创新为驱动，推动农村商贸流通企业转型升级，促进电商与农村一二三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深

度融合。首先将数字技术应用到农业产业，有效利用自提点平台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减少农产品的中

间流通环节，既能减少农产品运输途中的损耗，减缓中间商层层赚差价，降低终端售价，同时带动村民

产业性经营，从而实现农业增收，推进产业振兴，不断运用新技术，通过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实现

了产销对接。其次，电商自提点平台可以统一农产品质量标准进行分级，再根据城镇消费者对农产品的

需求，将之转换为农村物流发展的内生动力，帮助当地愿意通过互联网销售农产品的农民开拓销路，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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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因销路不顺畅使得农产品烂在地里卖不出去的情况发生，实现反向输出，增加农民种植收入，通过促

进农产品贸易“双向流动”，有助于提升农民对农村物流的信任感和体验感。 

5.3. 新质生产力推动选址规划 

优化产业要素，推进自提点合理选址。电商自提点布局需要与物流配送体系相协同，合理规划配送

路线，降低物流成本，提高配送效率，符合协同优化和覆盖率适中等原则。通过采用先进的信息化管理

系统，确保自提服务流程顺畅无阻，并借助大数据分析，洞察消费者行为，以便进行更精准的商品推荐

和服务优化。前期关于商户自提点的申请程序，平台除审核其提交资料是否符合外，还应对自提点所在

位置进行调查，提前了解相关选址所需信息，根据大数据信息所反馈的顾客需求量以及顾客点位置分布

图，确定生鲜自提点合理的分布位置和数量，深刻认识到合理规划的重要性，实现产业要素的最优化配

置。后期可利用平台统计的订单数据，智能化监测自提点的营业情况，分析电商自提点的运营能力，对

营业量过少和过剩的自提点开展劝退，追求质的提升不做量的要求，科学规划自提点的合理选址。 

5.4. 新质生产力推动人才培育 

创新选人模式，推进人才培育。一是通过加强校企合作，培养电子商务相关专业的新型人才，并做

好对口工作安排，为后期扩大自提点规模做人力储备。二是通过激励式手段引进物流人才，鼓励更多具

备高学历、懂经营、会管理的青年人才返乡创业，解决物流管理人手缺乏问题，破解农村电商行业人才

缺乏的现状，推进乡村人才振兴。三是电商企业通过推进电商培训课程下乡，对自提点商户开展专业业

务培训，增强培训针对性，帮助商户上手产销全产业运营管理，适当加大当地村民物流配送人员的聘用

比例，因为村民了解当地情况，利于工作的快速开展，基于“熟人社会”之间的信任感，能有效提高服

务效率与质量，同时让更多农村劳动力参与到农村物流发展中来，集群众之力共建和美乡村，推动乡村

数字经济产业可持续化发展。以便完善电商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培育战略人

才和熟练掌握新增生产资料的应用型电商人才。 

6. 结语 

农村电商自提点的兴起，为破解农村物流困境“最后一公里”的瓶颈制约提供了新方案，从侧面反

映了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有利于缩小城镇与乡村差距，农村物流作为农村电商自提点的重要载体，也

促进了自提点的发展，二者相互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贵州电商自提点通过发挥其自身的优势，构

建了新型的村级物流体系，进一步扩展农村物流服务范围，真正服务更多有需要的村民。尽管目前面临

一些发展困境，但电商自提点发展空间良好，通过科学利用新质生产力促进农村电商逐渐转向生产、加

工、营销、物流、品牌等环节的数字化，以达成产业形态的整体变革。进而提高农村物流配送效率、降

低物流配送成本、提升电商产品质量，推进农村电商自提点物流的提质增效，实现农村电商产业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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