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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电商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在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等发展方面能够发挥

重要作用。当前，农村电商发展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薄弱、技术应用滞后、市场竞争力弱、农村人才流失

等问题。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思路，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促进高质量

发展具有双重实施路径，即提升生产力和优化产业结构。具体发展路径包括完善基础设施、提高科技创

新、强化品牌建设以及培育专业人才。因此，推动新质生产力在农村电商领域的应用，能够有效推动农

村电商的发展，从而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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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e-commerce is an important model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it can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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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igh-quality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generally has problems such as weak infrastruc-
ture, lagg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weak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nd brain drain in rural areas. 
The proposa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vides a new solu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 
commerce, and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nables rural e-commerce and promot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a dual implementation path, that is, improving productivity and optimizing in-
dustrial structure. The specific development path includes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enhancing sci-
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brand building and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Therefore,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field of rural e- 
commerc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thus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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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4 年是“农村电商”一词提出的十周年，自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写入“农村电商”一词，

农村电商便作为我国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日益成为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十年间，

我国各地农村电商蓬勃发展，有创新也有挑战，逐渐出现疲软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

间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1]。基于此，研

究新质生产力在农村电商发展中的影响并充分发挥其赋能作用，对于促进农村电商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

与现实意义。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采用案例分析法，通过对浙江丽水代表性农村电商“遂

昌模式”和“丽水山耕”的分析，探究当前我国农村电商发展普遍存在的问题；二是从新质生产力赋能

农村电商的理论逻辑、现实挑战和发展路径三重逻辑入手，厘清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2. 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2.1. 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 

“新质生产力”一词是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省时所创造性提出的崭新概念，是着眼

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要求所提出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概念[2]。 
当前学者们大多通过定性分析对新质生产力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内涵特征、生成逻辑、

理论创新、发展路径以及时代意义等，研究角度主要包括：(1) 中国式现代化；(2) 高质量发展；(3) 乡
村振兴等。 

典型研究结论主要包括： 
蒲清平[3] [4]认为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力主要包括三大要素，即“高素质”劳动者、“新介质”劳动资

料和“新料质”劳动对象。要以科技创新涵养新质生产力，为经济发展提供自主创新“新引擎”，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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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介质”，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新阵地”和创新型“新素质”人才。 
周文，徐凌云[5]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是以科技创新为

主导，为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与之适应。新质生产力与高质

量发展是相互推动促进的。 
徐政，郑霖豪，程梦瑶[6]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又一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

想的延续与创新。新质生产力是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新质态的生产力，以新发展理念为思想指引、以科

技创新为根本驱动力和以产业培育为主要着力点。该学者从机制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人才红利培

育等方面对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提出构想。 
张震宇[7] [8]指出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对数字乡村建设、城乡

融合具有重要赋能作用。该学者从调整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育等方面对现实问题提出对策，

厘清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融合的理论逻辑。 

2.2. 农村电商的相关研究 

“农村电商”主要指依托互联网技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将农产品和农副产品直接推向消费者，同

时也包括将农村的产品从农村运输到城市，或者实现农村间货物的交换，满足农民在农村居住地、乡镇

等地方的线上消费需求。并且除传统的电子商务外，农村电商还涉及各种依托互联网技术和产业互联网

资源优势实现的新型营销渠道、生产销售模式等。因此，农村电商是指通过电子化手段进行农村商务活

动的一种经济贸易方式[9]。 
2014 年，“农村电商”一词首次被正式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农村电商作为新引擎持续推动农业农村

经济发展，帮助贫困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学界对于农村电商的研究也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研究内容主

要包括：(1) 农村电商的作用；(2) 农村电商发展模式；(3) 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等。研究角度也从经济

学领域逐步扩展到政治学、传播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跨学科领域。 
典型研究结论主要包括： 
郑晶玮，邱毅[10]认为发展农村消费电商对于提高广大农村地区居民的生活品质、缩小城乡数字差距、

发展农村现代服务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对此提出几方面对策建议。 
周瑞[11]运用文献研究和案例调研的方法，对精准扶贫战略下陕西省农村电商发展模式及路径展开研

究，对电商扶贫从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提出侧重点。陈宇[12]运用共享经济理念，对农村电商发展

模式进行优化，有效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狄琳娜[13]通过识别中国农村产业发展中的难点，针对性地提出建立农村电商促进乡村振兴长效服务

体系的设想，构建基于农村电子商务的中国农村产业振兴人、财、物、技术及资金融通的服务体系，设

计解决上述难点的制度方案和保障机制，有力地促进产业振兴政策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实现中国农村产

业振兴的发展目标。 

2.3. 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新质生产力正逐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农村电商作为实现乡

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新质生产力正逐渐成为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 2024 中国农产品电商高层研讨会上，我国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主任、党委书记王小兵[14]指出，

“农村电商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拓展空间、挖掘潜力，应持续推进发展新质生产力，催生新的

细分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动农产品电商形成新的质态。关键是要坚

持‘数实融合’，用好科技创新这个核心要素，推进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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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农产品电商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024 中国农产品电商发展报告》中指出，数字电子商务是新质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洪涛[15]认

为“‘数商兴农’是新质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电商和农产品电商转型升级过程中，‘数商兴农’

就是当前新质生产力。” 
综上，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理论研究正在不断深化，但关于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研究相对较少。

针对以上研究，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选择浙江丽水代表性农村电商进行案例

分析，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模式，以期为其他农村

电商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3. 浙江丽水农村电商的实践案例分析 

3.1. 浙江丽水农村电商的基本情况 

浙江作为电子商务起步较早的地区，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并且在 2014 年“农村电商”被正式写入中

央一号文件后，浙江农村电商迎来蓬勃发展。在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与政策支持下，浙江省各地立足

农村自身的资源优势与产业特色，大力推进电商项目建设[15]。在这种大环境下，丽水结合山区经济发展

实际，将农村电商与人、货、场三大核心要素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丽水特色的农村电商发展之路，

成为全国农村电商的发源地和先行地、浙江唯一的农村电商创新发展示范区。 
多年来，丽水始终植根农村、服务农民，依靠“抓创业培训”、“抓龙头培育”以及“抓协会建设”

三大秘诀培养农村电商人才[16]，被誉为农村电商发展的“摇篮”，先后孕育出闻名全国的“遂昌模式”

“丽水山耕”，为全国农村电商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了示范样板。 
2023 年第七届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大会在浙江丽水举办，大会上丽水分享成功案例、传播实践经验，

提出农村电商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着农民增收与产业发展两端，在未来乡村振兴的进程中，

促进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3.2. 遂昌模式 

浙江遂昌，位于浙江省西南部，隶属丽水市。遂昌自然环境独特，拥有众多优质的农特产品。早在

2005 年开始，遂昌就有网商自发经营淘宝，按照“生产方 + 服务商 + 网络分销商”的模式销售当地的

特色农副产品，农村电商进入初步发展时期。 
2010 年，潘东明、潘君跃等几位“草根”创业者回乡积极投入电子商务行业，获得遂昌县委政府的

高度关注与大力支持。2010 年 3 月，遂昌正式成立网商协会，为当地青年淘宝创业者提供培训，帮助其

就业创业，志在让当地农产品行销全国。 
2012 年底，协会已经拥有 1200 多家网商会员，会员电商交易额达到 1.5 亿元，“协会 + 公司”的

本地电商模式初步形成，网商主要销售当地特色农特产品，如红薯、竹炭、山茶油等。 
2013 年，在遂昌政府、协会和阿里巴巴的三方联动下，阿里巴巴特色中国遂昌馆成功上线，农村电

商进入蓬勃发展时期[17]。 
此外，遂昌还采用“线下 + 线上”双线并行的模式，助推当地农村电商进一步发展。推出了“赶街”

模式，即线下共建农村电商服务站，为村民提供代买等电商服务；线上提供农产品销售平台，帮农户建

立个人品牌，让农产品直面消费者。 
综上，遂昌逐步摸索出了符合自身发展的“遂昌模式”，即一条以农特产品为特色、多品类协同发

展、城乡互动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道路，形成了以“政府扶持”、“协会主导”和“淘宝合作”为特征

的农村电子商务模式，为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探出了一条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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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模式”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能够立足本土特色打造综合服务体系，推动县域各个产业的“触

网”转型。其中，本地化的综合服务，是电子商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只有打通多个平台，连接线

上线下，协调供应商、物流、银行和政府等众多平台提供支撑服务，才能合力驱动县域经济发展。 
当然，在看到“遂昌模式”独特性的同时，也要关注到“遂昌模式”农村电子商务仍存在部分问题，

譬如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有待进一步加强，网店协会的正确地位如何确保值得商榷，农村电子商务品牌化

经营策略有待调整等[18]。 

3.3. 丽水山耕 

浙江丽水，地处浙江省西南部，素以山多闻名，有着“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丽水农特产品丰富，

据统计，丽水有 7000 多个农业主体，2800 多个农业品牌，但是真正能卖出去的农产品却很少。针对这

一现实背景，丽水市委政府、丽水市农投公司开始着手打造“丽水山耕”农业区域公用品牌。 
2014 年 10 月，丽水市政府举办“丽水山耕”媒体发布会，“丽水山耕”品牌正式亮相，这是丽水

市重磅打造的、覆盖全区域、全品类、全产业链的地市级区域共用品牌。 
“丽水山耕”是通过政府扶持成立丽水市生态农业协会进行运作的，由协会注册“丽水山耕”品牌

商标，并委托国有独资的丽水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运营[19]。兼具政府背书的权威性与行业约束的规范

性的同时，还具市场主体的灵活性。“丽水山耕”能够紧跟电商、直播潮流，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打通全渠道营销矩阵，搭建农产品销售网络。 
线上，“丽水山耕”通过搭建“网上农博”平台，实行“创客培育”工程，按照“抖音 + 短视频 +

直播”等网红电商模式，搭建以“四仓四配两中心”为标准的冷链物流体系，有效推进“丽水山耕”扶

贫馆、“丽水山耕”天猫旗舰店的运营，实现年销售 500 万元，带动销售额 2000 万元，推动农产品电

商的良性发展[20]。 
线下，“丽水山耕”整合各地市场、政策资源，将长三角地区作为目标市场，通过与盒马生鲜、绿

城集团、联华等大型供应链公司对接，举办丰富多彩的营销活动，扩大品牌知名度。截至目前，按照传

统门店销售模式，“丽水山耕”已经在上海、杭州、宁波等省内外多个城市开设旗舰店、线下营销网点，

推动丽水农特产品走出山区。 
综上，“丽水山耕”品牌的创建与运营，有效破解了丽水农村电商发展中存在的品类多而散、主体

小而多、市场竞争力弱等难题，为其他山区农村电商发展也提供了新思路。 

4.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理论模型构建 

如表 1 所述，是笔者通过对农村电商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分析，结合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理论

逻辑，提出相应的农村电商发展路径，从而构建的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理论模型。下述章节将对

本理论模型展开进一步做具体分析。 
 

Table 1.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nabling rural e-commerce 
表 1.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理论模型构建 

农村电商现实挑战 农村电商理论逻辑 农村电商发展路径 

物流体系不够完善 
提升生产力 

完善基础设施：构建智能化物流体系 

科学技术不够创新 提高科技创新：推进电商数字化转型 

品牌特色不够明显 
优化产业结构 

强化品牌建设：提升品牌市场竞争力 

电商人才不够专业 培育专业人才：培养高素质电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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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理论逻辑 

4.1.1. 提升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 
传统农村生产模式由于受到传统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制约，难以实现高效率生产，故而农村电

商发展效率较低。如今，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农村生产机械化信息化程度大幅提高。新质生产力提高了

生产效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综合改造能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新质生产

力赋能农村电商，能够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应用，促进农村地区信息对称流通，优化资源配置。

比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智能农业设备等技术手段，农民可以更精确掌握土地和气候信息，从而优化种

植和养殖计划，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所以需要从生产者、生产对象、生产关系三个维度对

农村电商进行变革，优化资源配置，促进高质量发展。流通经济学家丁俊发表示：创新农村电商的模式

与场景，需要从人才、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着手。首先，要培育一批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和

能够熟练掌握新增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其次，要充分使用新型生产工具，掌握核心技术，赋能农村

电商新发展。最后，要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着力打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先

进、优质的生产要素能高效配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14]。 

4.1.2. 优化产业结构：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融合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已经成为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融合的

关键逻辑。传统农村产业结构存在资源单一、产业单一、收入单一等问题，而新质生产力的引入将有效

地改变这种局面。 
首先，新质生产力赋能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农

村电商平台为农产品销售提供了全新途径，使得农产品不再仅限于传统的销售渠道，能够通过电商平台

走出乡村、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此外，数字化生产管理、供应链管理等技术手段也为农村产业提供

新的优化方向，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赋能，为传统农村电商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其次，新质生产力的引入可以推动产业融合，实现农村产业多元化发展。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会带

动农产品、农副产品的销售，还能促进乡村旅游、乡村特色产品制造等产业的融合发展。通过电商平台

的整合，实现不同产业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比如，在科技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下，农村电商能

够以一种更加便捷、高效的方式，将乡村农特产品、旅游资源等推向外地市场，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

高当地经济效益。 
最后，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也将改变农民就业形态，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随着农村电商平台的

发展，农民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产品的生产者，还可以充当电商平台的经营者、物流配送员、线下服

务提供者、线上售后顾问等多重角色。这不仅有效拓宽了农民的就业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

高农村整体收入水平，而且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实现了农村人才、技术和资本的有效结合。 
综上，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理论逻辑在于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融合，这不仅可以改变传

统农村产业的单一结构，还可以促进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带动农民就业形态的优化，实现农村经济的

多元化发展。这一逻辑将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促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4.2.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现实挑战 

4.2.1. 基础设施薄弱：物流体系不够完善 
在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过程中，农村电商营商环境较差、基础设施薄弱问题尤为突出。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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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家大力发展乡村振兴，但各乡村地区间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且总体上仍明显落后于城市。 
首先，农村电商物流“最后一公里”问题仍然存在。我国地域辽阔，许多物流公司在实际配送过程

中只到县城，无法深入到农村地区，乡村和偏远城镇物流的“最后一公里”仍然是物流公司的一大困境。

并且通常来说，物流单量越密集物流费用越低，对于农村电商来说，物流的密度相对分散，因而物流费

用比较高，时效性难以得到保证。 
其次，农村电商物流配套设施相对匮乏。目前我国农村大多仍以分散型、家庭型小农生产模式为主，

缺乏高效运作的上行销售市场、物流链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设施，如大型仓储物流中心、恒温冷库等。譬

如，在丽水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农产品物流业起步晚，大型农产品物流基地尚未成型，导致当地生鲜、

冷鲜的配送种类相对较少，基本以食品与医疗药品两大类为主，且范围有限、成本较高。 
综上，当前农村物流存在基础设施薄弱、末端服务能力不足、配送成本相对较高等问题，农村电商

发展亟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物流体系，提升发展质效，迈向高质量发展。 

4.2.2. 技术应用滞后：科学技术不够创新 
在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进程中，我国农村电商普遍面临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应用滞后的困境。 
首先，农村电商创新理念相对匮乏。农村电商运营人员多为本土从业者，他们的观念相对保守，缺

乏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较弱。科技人才和创新型人才较少，限制了农村电商的创新发展能力。因而当前

多数农村电商仍是按照传统电商的发展模式运营，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在技术上，暂时都无法与城市电商

分庭抗衡。 
其次，农村电商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当前农村电商行业领域内还缺乏许多针对农村实际需求的创新

技术和解决方案。例如，在农产品溯源、物流配送、支付结算等方面，缺乏针对农村电商特点的创新技

术，这也使得农村电商难以与城市电商竞争，也限制了其进一步扩大规模与服务范围的能力。 
最后，农村电商技术应用相对滞后。农村电商的信息化基础设施薄弱，网络覆盖不均衡、宽带速度

较慢等问题仍然存在，这直接影响了农村电商的发展和服务质量。许多农村地区依然无法实现高速、稳

定的网络连接，这使得农村电商平台的使用与推广受限。 

4.2.3. 市场竞争力弱：品牌特色不够明显 
在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进程中，我国农村电商又存在品牌特色不明显、市场竞争力弱的困境。 
首先，农村电商产品品类单一、同质化问题严重。由于农业产品的生产普遍具有聚焦性的特点，导

致农村电商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销售品类单一、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在农村电商平台上，往往会出现

多个卖家同卖一类商品的现象，产品品牌优势缺乏，店铺竞争力不足。 
其次，农村电商品牌建设能力不足，品牌特色不突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将近 2000 多家农村电

商品牌，且主要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申报的。但是，在这些品牌当中，像“丽水山耕”这样真正能够被叫

得出名字的品牌却少之又少。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农村电商品牌特色不够明显，在品牌建设当中存在品牌

定位模糊、品牌投入不足、品牌传播渠道有限等问题。 
此外，农村电商的准入门槛较低，监管力度相对较弱。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分散、产品来源分散，尚

未建立起统一的品控标准，导致品质监管难度加大，监管部门面临辖区范围广、监管对象众多的挑战，

很难实现有效监管。 
综上，面对农村电商市场竞争力弱这一困境，如何利用新质生产力加强品牌特色建设，增强品牌监

管力度，提升品牌市场竞争力，是当前农村电商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4.2.4. 农村人才流失：电商人才不够专业 
在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进程中，农村人才流失、电商人才不够专业是我国农村电商面临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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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困境。 
首先，乡村地区“空心化”问题严峻。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不断增加，

城镇化率也不断提高。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加剧了乡村地区“空心

化”问题。 
其次，乡村地区人口老龄化更为突出。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目前以及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基本国情，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我国乡村 60 岁、65 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比分别为 23.81%、17.72%，

分别高出城镇 7.99%、6.61%，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21]。 
再者，农村电商人才“自我造血”能力不足。在农村地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通过升学、参军

等途径进入城市体系工作生活，使得留在农村的人口多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这些本土从事电商的

人员学历普遍较低，专业技能不强。导致很多农村电商企业在经历初期的高速增长后，专业人才后继乏

力，对农村电商的发展的桎梏作用日益凸显。 
于此同时，由于农村地区就业环境相对较差，缺乏足够的从业吸引力，从外面引进高水平专业电商

人才难度也比较大。因此，当前我国农村电商普遍面临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 

4.3.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发展路径 

4.3.1. 完善基础设施：构建智能化物流体系 
新质生产力推动基础设施完善，构建智能化农村物流体系。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信

息技术不断进步，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也不断完善。在农村地区，新质生产力不但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完善，

还为智能化物流体系的构建提供条件。 
首先，通过科技赋能，采用“互联网 + 物流”的方式，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要将 5G、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产品与物流产业深度融合，建设智能化物流体系。在物流行业投入自动分拣机器人、

新能源配送车、多功能货架、智能收发件等终端设备，增强服务能力，提高物流配送效率。 
其次，通过信息赋能，促进资源整合，实现农村电商物流共享。整合农村现有的物流资源，对乡镇

快递物流点和县级物流配送中心进行改造，建立发展县镇级电商服务中心。加强“邮快合作”，借助邮

政网点覆盖面广的优势，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平台共享信息，使得各电商企业能够通过制定合理的配送方

案互通有无，共享仓储、配送等服务，提升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综上，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要将科技赋能与信息赋能相结合，构建以技术创新、数据驱动为

一体的农村智慧物流体系。加快推动物联网、冷链技术、云计算、5G 技术、大数据等现代物流技术在农

村物流网络中的应用，完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智能化物流体系。 

4.3.2. 提高科技创新：推进电商数字化转型 
新质生产力推动科学技术创新，推进电商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的“新”体现在创新当中，在农

村电商发展进程中，新质生产力不但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而且为电商数字化转型提供动力。 
首先，增强农村电商创新理念。开展农村电商创新理念的宣传教育，组织创新创业分享交流活动，

鼓励创业者和企业家勇于探索和创新，积极培育电商数字化人才，促进农村电商行业形成积极、乐观的

创新氛围。 
其次，开展技术创新能力培训。建立农村电商技术支持基地、农村创新孵化基地，推动前沿科技理

念与农村电商的实践相结合。增加对农村电商领域的科技创新投入，推动数字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前沿技术在农村电商的应用，提高服务效率和用户体验。 
最后，提高农村电商技术应用。加强信息化基础建设，提升农村地区的互联网覆盖和网络速度，完

善电子支付系统，加强物流配送能力，为农村电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设施支持。引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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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设备投入农村电商行业，推动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科技创新。例如，引入智慧农业、农产品溯源技

术等，提高农产品质量与品牌竞争力，为农村电商提供优质产品，促进电商数字化转型。 

4.3.3. 强化品牌建设：提升品牌市场竞争力 
品牌建设对于电商行业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尤其是农村电商，能够帮助其快速打开知名度，推动

农村电商行业迅速发展。所以，要发展农村电商，就需要树立品牌意识，强化品牌建设，进一步提升品

牌市场竞争力。 
首先，对农村电商品牌做系统性的规划和设计。从品牌定位、品牌形象、品牌宣传和品牌管理等方

面进行规划设计，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特色农村电商品牌，避免产品同质化，提升品牌的竞争力。 
其次，重视对农村电商品牌的宣传和推广，注重对农村电商品牌的管理和保护。通过广告、社交媒

体以及公关活动等多种渠道和形式进行宣传推广，提高品牌的曝光度和知名度。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对

受众群体及用户画像进行分析，精准定位目标客户。通过注册商标、申请专利等方式，维护品牌的合法

权益。树立危机管理与防范意识，时刻关注舆情，及时处理品牌危机事件，维护品牌的声誉及形象。 
最后，提高农村电商准入门槛，加强对农村电商的品质监管。农村电商自身在品牌建设中要重视对

全产业链的一体化管理，推动农村电商产品种植、生产、销售、溯源等环节协同发展，制定统一的品质

标准，提升品牌的整体竞争力和品质保障能力。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当建立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

对农村电商进行有效监管，促进农村电商全行业的积极竞争。 

4.3.4. 培育专业人才：培养高素质电商人才 
新质生产力“新”在人才，要通过新质生产力培养高素质电商人才，提高农村电商的专业化程度。

针对当前我国农村人才流失以及电商普遍缺乏既精通技术又懂得业务的复合型专业人才这一情况，必须

培养具有本土特点的、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素质电商人才。 
首先，加大农村电商政策扶持力度，营造良好的电商氛围。政府应提供税收减免、财政补助等多种

形式的政策扶持，激励大学生返乡投身电商创业。农村电商行业协会应制定完善的薪酬体系和晋升机制，

提升农村电商人才的薪资待遇，引进高素质电商人才。社会应提供更多专业的电商培训与学习机会，提

高农村电商行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其次，重视农村老年群体，化老年人口为动力。开展针对老年人的电商培训计划，教他们使用智能

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的基本操作，以及如何进行线上购物、支付等电商技能。鼓励老年人参与农村电

商创业活动，发挥其在传统乡村生活方式、手工艺制作等方面的优势。 
再者，健全人才培育体系和载体，增强电商人才的“自我造血”能力。毫无疑问，当前高等院

校是培育未来电商行业人才的主阵地，必须重视教育对人才的培养的作用。提升师资队伍素质、构

建科学的课程体系，建立一套多层次、全方位的人才培养机制，以解决农村电商发展中专业人才缺

乏的困境。 

5. 结论 

在农村电商的建设与发展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已然成为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动力，新质生产力赋能农

村电商，促进高质量发展正以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蓬勃发展。然而，当前在农村电商的发展中仍面临诸

多挑战，如基础设施薄弱、技术应用滞后、市场竞争力弱、农村人才流失。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需要

完善基础设施、提高科技创新、强化品牌建设以及培育专业人才。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深入探索新质

生产力对农村电商发展的实际效果，更好地利用新质生产力促进农业、农村与电商之间的良性互动，实

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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