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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电子商务有利于提高城乡经济的发展，和助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然而，电子商务有机遇的同

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探索电子商务发展中的问题与关注乡村振兴的发展，笔者以贵州省紫云县

为例进行了相关的探析，辨明电子商务与农村电子商务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它们的重要性。分析了当地

农村电子商务目前的发展状况，发现该地区的农村电子商务存在基础设施不到位、电子商务人才缺乏、

居民认识度不高、农特产品标准化程度提升慢以及品牌的创造力度不够的发展困境。考虑当地的情况及

市场的需求，从这几个主要方面提供相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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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e-commerce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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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s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owever, while e-commerce has oppor-
tunities, it also faces new challeng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author made a rele-
vant analysis in Ziyun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 and connection between 
e-commerce and rural e-commerce, as well as their import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local rural e-commerce, and finds that the rural e-commerce in the re-
gion has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such as inadequate rural infrastructure, lack of e-commerce 
talents, residents’ low awareness, insufficient standard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nsuf-
ficient brand creation. Considering the local situation and market demand, the corresponding so-
lutions are provided from these main aspects. 

 
Keywords 
Rural Areas, E-Commerce, Dilemma, Countermeasure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电子商务与农村电子商务的概念界定 

电子商务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那个时候是中国的电子数据交换时代，也是电子商务的初步起步

时期。初步形成时期经历了一系列的政策与基础准备。例如，从 1993 年国家组织的“三金阶段”到中国

商品订货系统(CGOS)开始运行。初步的雏形也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发展阶段的中国电

子商务开始了实践，例如：中国第一笔互联网网上交易成功的记载；网上办事进入了初步试用的阶段等

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进入了稳定期和发展期，成为全球商业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改变了人们的购物方式与商业模式。其实，电子商务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来进

行的商业活动，包括的内容很多，例如：在线购物、电子支付、交易处理等等。但其中主要的核心点是

通过电子手段实现商业信息的交换与商业活动的电子化。 
“农村电子商务是从电子商务里分衍出来的，在复杂的互联网中产生的，与农村有关的经济模式。

它的发展模式与电子商务相似，依靠的都是信息技术以及网络系统，以电子化的形式出现。”[1]简单而

言，就是把电子商务应用于农村地区，例如农产品的在线销售，农村服务的电子化，农业资源的优化配

置等等。农村电子商务的模式也是有它自己独特之处：如互联网 + 农业、农村品直供、电商扶贫等等。

这些都利用了互联网的优势，助推农村的发展。技术逐渐先进与政府政策的加持，农村电子商务的未来

发展会迎来好的景象，规模也逐渐扩大，可以便民利民，同时又提高效益。推动农村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也会给农村增加多渠道的收入，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助力。 
农村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农村得到一定的关注和重视，因为其对农村的发展有推动的作用。可以说农

村电子商务的出现对紫云县的发展也是有其重要性的。例如在推动经济方面，它为紫云县的经济提供了

新的增长点，电商平台的出现，使得我们的农特产品可以销往世界各地。在促进就业方面，越来越多的

紫云人民从事电商方面的工作，其中就包括网络的运营、物流配送、客服服务等等，为我们发展相对落

后的紫云县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其中还有极为重要的是使得农村产业升级，紫云人民开始注重产品

的质量，产品的品牌意识提高。进而提高了我们农产品的价值和市场的竞争力。电子商务的出现，我们

的交易环节减少了中间商，因为可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我们自己的产品，从而避免中间商的剥削，提高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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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们的收入。除此之外，农村电子商务的出现还可以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可推动

紫云县的基础设施发展，使得农村环境得到提升。农村电子商务对紫云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仅

推动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还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与生活质量，促进农村产业升级。因此，我们应加强农

村电子商务的引导与支持，推动其的发展。 

2. 紫云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分析 

了解紫云县农村电子商务的基本发展状况，我们需要借助政府发布的相关数据与政策，以及紫云县

电子农村商务近期以来发展的真实情况。再结合自己掌握的相关理论基础，然后对此展开分析研究。 
首先是自然状况。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处于贵州高原向广西丘陵过渡斜坡地带的中低山盆谷区，

是西部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因此也孕育出不少美景。如紫云格凸河穿洞风景名声区、黄鹤营旅游区等。

至于农村的说法或通俗的说法，也可称为麻山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紫云县的区位优势不太明显。

由于地形以及环境的影响，我们的种植多以玉米为主，也有相应的新兴农产品出现，例如带有民族特色

的八月瓜、葡萄、枇杷等等。地理环境的条件也会影响着道路的建设。因此紫云县的交通不断的改善中，

目前已有惠兴高速和安紫高速直达县城，还有多条的高速路线在规划中，预计会经过紫云县城。如：紫

云到望谟的高速公路、都匀到香格里拉的高速公路。在紫云县的农村也实行了“村村通”的硬化路，给

村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此外，紫云县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已发现的矿资源有 10 余种类。植物的种类

也是相当丰富的，其中包含有多种名贵的药材，如黄柏、银杏、天麻等等。还有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树

种、野生动物。紫云县相应的地理环境与资源分析，为我们研究当地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状况奠定基础。 
其次分析产业基础状况。紫云县产业基础扎实，主要的产业是农业，因为紫云县多为贫困地区，主

要种植水稻、玉米、蔬菜等等。与此同时，也积极发展畜牧业与渔业，一般情况下散户养殖较多。近些

年来，紫云县也在积极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引进新兴产业，像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

等这类产业。同时注重发展传统的产业，如苗衣的织纺与制作工艺、苗家刺绣的工艺等，加强这些技术

的改造与技艺的提升，可以提升紫云县产业中产品的质量与竞争力。根据紫云县政府统计 2023 年县内生

产总值达到了 95.87 亿元，增长了 1.7%，公共收入与居民收入也在逐步增长中，呈现的是稳定与合理的

增长状态。紫云县注重旅游业、与物流商贸等服务业的发展，旅游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电子信息化，

为该地的产业注入了活力。物流商贸服务业的发展，为紫云人民带来了便利，相对应的基础设施也不断

在建设中。产业基础扎实是助推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的坚实基础。借助于这样坚实的条件，农村电子商

务才得以有效的发展。 
再次是政府的政策支持状况。近些年来，紫云县人民政府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牢牢抓住农村电商

发展的机遇。“不断优化县、乡镇、村之间的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农产品的电子商务产业链也不断的在

创造，培养相应的电商经纪人，不断加大宣传电子商务的积极作用。在 2018 年紫云获评国家级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这也快速的推进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2]之后紫云县积极完善农村电商商务产

业体系，推动农村电子商务进农村，让更多的农产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走出乡村，让农民们也共享互联

网带来的经济红利。紫云县已经搭建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农产品上线体系、电商人才的培训等

等。紫云县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支持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如 2021 年紫云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紫云自治县 2020 年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实施方案》都表明紫云县的农村电子商务

具体实施的方法与方向。在紫云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紫云县农村电子商务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产

业规模迅速猛增，成为电子商务进农村的示范县。“通过共享的模式刺激了紫云县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例如：紫云县的网点在 2019 年就开了 30 家，到了 2021 年就开到了 240 家，直到今年都在逐步的增长。

电子商务品牌也在逐步的增长。电商的从业人员在 2021 年时也超过了 1790 人。”[3]电商品牌的营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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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销售额也相应的突破之前的纪录。 
最后是物流快递与电子商务销售状况。在这个快递的链条上，它们之间共享资源，使得电商物流、

快递物流与信息物流之间高效流动，并提高了其中的效率，并形成现代化智能仓储物流共配中心。总之，

紫云县的农村电子商务规模在不断扩大，电商数量、品牌、从业人员、销售数量都不断的在增加。同时

提高快递物流的共配效率。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紫云县积极跟进建立了自己的农村电子商务平台。在

2019 年的时候已经全县建成 100 个电商综合服务站，为紫云百姓提供多项电子服务，安顺市商务局长在

考察紫云县的电商公共服务中心时也给予了鼓励与建议。在紫云县农村电子商务组织方面，紫云县人民

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提供了政策支持，还参加了平台的建设与运营，并帮助平台的良性

发展。例如猫营镇龙井社区大力推广运用“安心干”小程序平台，帮助紫云老百姓们就业。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紫云县也紧紧抓住了这趟互联网的快车，形成新的电商品牌，如火花大米、紫云贡菜、坝羊茶

叶、紫云红心薯等等。紫云自治县数字经济创新中心成立更是让这些农产品搭上电商直播的平台，此直

播间是极具民族色彩的，主播的服装和推广的产品都是极具特色的。销售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更有凭借

朋友圈、公众号的平台帮助老百姓销售农产品。在去年 11 月份时，为了迎战“双十一”的到来，紫云电

商推出了促销农产品的活动，主要分为线上和线下模式。线上的是通过刚刚所提到的朋友圈、公众号、

832 消费扶贫平台、黔货进军营等网上销售模式。线下是公司承包这些农产的销售的，如贵龙集团、青

集云客公司、生资公司等等。紫云的电商品牌种类服务，极具当地的特色，在质量方面也是非常值得肯

定的。从分析紫云电商品牌来看，我们也发现这里面蕴含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模式。通过农村电子商务，

紫云人民能够把自己的东西与更远的地方接触，并且借助它进行销售，还开展了快递配送的便民服务。

这样以来，紫云县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模式就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就比如，从中我们发现了“农户 + 生
产方 + 电商公司”的模式，农户的生产链的最初端头，生产方从农户中购买原材料然后再进行加工，形

成新的产品，最后再与电商公司合作。还有“集散地 + 电子商务”的模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交通与

储存以及仓库的功能，就是集聚和整合物质资源[4]。 

3. 紫云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 

紫云县有些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甚至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的，也可以说是相对落后的了。

长期没有配套设施，其中有的设施更是长时期得不到更新。这就使得农村电子商务难以发挥它的积极带

动作用，落后的设备或者设备不更新将会影响农村电子商务的平时运行需求。进而还会制约紫云县的农

村电子商务发展速度。与农村电子商务相关联的基础设施主要体现在互联网的运用是否方便，交通怎么

样？产品的融资能否便利？“目前，紫云县已有 167 个村已经全覆盖完成数字乡村平台建设，并且争取

到电信公司 5G 网络。”[5]但是紫云县有些农村的移动网络、电信网络是近些年才逐渐建立起来的。如

宗地镇大地村马中组是近些年才通网络的，再顺着此路线过去的牛寨、手巴岩虽有了移动、电信 WiFi
却没有移动网络。手机通话有一定困难的，那就更不用说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紫云县的农村中还是有

很多地方互联网覆盖率不高，即使拥有了互联网网络之后，此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互联网覆盖的村庄网

速相对来说较慢，会受到地势原因与天气原因的影响。网络运行稳定度低以及互联网系统的不完善等等。

这就使得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紫云县在“十三五”期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建设交通基础设施，还积极创建“四好农村路”等政

策来治理农村公路。在运营方面，还规划了农村客运站点和沿途停靠点，还开通了多条农村客运班线和

公交路线。但落实更好的是接近县区地区，在偏远地区以及落后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客车的普及率还是不够，偏远地区出行难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路面的维修、路面窄、陡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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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程度，出行的安全质量问题，没有紧跟落实的配套问题。紫云县偏远地区的农村的出行一般都靠自

家的交通工具，这使得一般的家庭出行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交通的问题还会影响物流的发展，这样以来，

农村电子商务也会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到影响。其中就使得农产品、物资的售卖流通困境伴随着存在，紫

云县偏远地区物流点的设置少，距离也远。这就会出现物流周转、配送费用高的情况。从另一个层面来

讲，这也成为限制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电子商务的开展与运转需要大量资金来支撑，就

要关联到要建立农村金融服务，紫云富民村镇银行在这方面的信贷投放和服务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实际

上的农村对此的需求不大，并且了解得不多。紫云县在农村融资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但还是存在一些

挑战与不足。银行、证券类的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这些机构对当地农民并不具有吸引力，并且大多数

的紫云农民收入并不符合这些基本条件。线上的金融服务就更不符合农村电子商务了，因为它的门槛比

较高、程序繁杂。从中分析来看。紫云县的融资情况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也就导致紫云县农村电子商务

的发展缺乏一定的资本的条件。 

3.2. 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缺乏及当地居民认知不足 

“在 2022 年的人工日报上，有非常令人醒目的标题：‘因村派人’保驾护航，贵州破解乡村电商人

才只出不进。”[6]这表明了贵州农村的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缺乏，现在的青年人才想出去创不愿在农村发

展就业。但是农村电子商务要发展，就离不开热爱农业、有技术、懂得经营电商的人才队伍。紫云县是

贵州省的贫困地区，其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以致于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也比较慢，对农村电子商务人

才的需求相对较少。但是随着扶贫政策的推进，紫云县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逐渐显著，这时我们就需要

相对应的人才，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紫云农村人口也有出现流失的情况。许多的紫云县大学生选择

留在大城市奋斗，反而选择来自己家乡创业的毕业生少之又少。在引进人才方面还是略显欠缺，留不住

人才，也吸引不来人才。除此之外，还存在教育资源的原因，紫云县的教育资源是相对有限的，尤其是

在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当地的学校与专业机构缺乏电子商务相关的教育资源

与师资力量。难以培养出具专业技能和社会实践经验丰富的电子商务人才。与此同时，紫云县是少数民

族聚集地，年龄较大的村民大多数为小学学历或者文盲，况且现在基本上都在外务工。村里基本为上了

年纪的老人、妇女、儿童，呈现农村空心化、老年化的现象。思想观念滞后、习惯传统的生活方式，对

于新兴的电子商务活动模式难以接受。因为自身能力的限制以及对网络的操作吃力，这就使得他们对农

村电子商务的认知和理解较少，进一步就制约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导致农村电子商务人才不足与居

民认知不高的原因还有很多，其中就紫云县的电商培训来看，我们发现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

村民没有参加过电商培训，电商的培训内容的不丰富、培训效果不理想等等。总的来说就是理论的阐发

与实践之间还存在缝隙。农村的坏境是引进人才的一大难题，虽然紫云县一直在推进新农村的建设，但

是比起城市里的条件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如：医疗、教育、居住、娱乐的环境等等。这就使得我们的人

才留不住。 

3.3. 农特产品标准化程度制约及品牌产业滞后 

要实现电子商务化必须有一系列的系统操作，农特产品进入市场也需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

商品化，商品化是农特产品能够有售卖的标准，是品牌产业所需的基础。紫云县虽然也有自己的品牌产

业，但是在农特产品标准化程度层面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就意味着品质、规格、

包装等缺乏统一的标准。根据看紫云某些直播的产品的价格，我们可以发现产品的价格很多时候是根据

自己的宣传和电商平台直播情况而定的。这样以来，就会出现产品的质量与价格有偏差的现象，还会导

致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与特性了解不清晰，降低了购买的意愿。还有一个因素是农特产品在购买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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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过程中可能会损耗，也就导致了农特产品标准化程度低。紫云县的农特产品认证模式未健全，政府

服务方面也缺乏相关的农特产品质量检测部门。或是进行电子商务的主体缺乏这方面的意识。这样以来，

就会缺乏有效的检测报告，导致产品售后的服务出现相应的问题。从而制约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进而

也影响到农户的收益问题。还值得一提的是农特产品的包装问题，这是打造和宣传的基础性工作。有消

费者反映紫云的产品外包装不统一，没有实质性的反映产品的在当地的特色。农户与企业发货所用的包

装不统一，使得同时购买农产品的消费产生怀疑，进而质疑产品的质量问题，这样就会使得农户或者企

业中一方会受到影响。最终会导致紫云县建设农特产品牌造成不良的影响。农业产品的品牌建设是需要

提升的，紫云县有很多农特产品牌，种类多，但是知名度不高。如：八月瓜、红芯红薯、葡萄、枇杷等，

这些产品在紫云县分布的都有，但是比较分散，没有集中化。它们产品的代表性相对来说较弱。除此之

外，种植户主体自己得意识也会被同化，跟风种植，不考虑地理、市场、未来发展优势等会，以至于自

己的利益有亏损。 

4. 紫云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策与建议 

4.1.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针对以上发现的困境与不足，提出相应的对策，首先是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电子商务

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基础的设施，最基本的就是交通、网络、物流的系统建设。”[7]网络与物流都是农村

电子商务成功发展不可缺少的中介，这样才能更好的把我们的农产品推销出去。在网络方面，加强网络

覆盖和光纤入户以及优化农村网络，“紫云县目前在加强网络覆盖上也做了很大的努力，边远地区还是

要继续加强，提升贫困地区的网络覆盖率，并且提高光纤入户率。”[8]确保农村居民享受稳定、高速网

络的服务。这将为电商扶贫打下良好的基础。面对这些问题，紫云政府应与当地的网络商积极沟通，努

力提升网络的覆盖率问题，以及降低光纤入户的成本。村民们可通过网络了解电子商务的发展动向，知

晓市场的发展信息。 
再加之优化全县的电商快递物流布局，加强分拨中心，配送中心的末端网点建设。除此之外，还继续

推广农村电商服务点，紫云县的电商服务点大多分布在镇里，因此紫云县可以在农村地区建立农村电商服

务点，并配有相应的工作人员，以及大学生积极参与其中，为农民提供电商培训内容、帮助村民产品上行

以及物流配送一系列服务。更要鼓励传统的物流园区适应电子商务和快递业的发展要求，在原有的基础上

再增加新功能、提升仓储、运送、配送、信息等综合管理和服务水平。以此来提升区域辐射力和影响力。 
为紫云县的农村电子商务助力。针对交通、物流、以及网络的相关问题，我们还可建立地方冷链仓

库，紫云县现拥有众多种类的蔬菜和水果产业，这些产品的保质期是极为短的，并且对它的质量要求很

高的，如果发往外地一般是需要进行冷链运输的，然而这样的基础设施是紫云县有所欠缺的。我们产业

的经营者可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建设相应的设施类型和规模，建议在重点镇和村民较多的中心村构建，

当然苗头是指向市场的。可根据“田头市场 +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农户”的模式，开展仓储保鲜冷链

设施建设。这样的基础设施可使得产品在运输、储存过程中减少损耗，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和竞争力。

通过以上的措施，紫云县可以逐步完善农村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电商扶贫提供有力保障。并推

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4.2. 完善农村电子人才培育和引进体系 

紫云县在先前也有相应的农村电子商务的培训活动，场次和参加的人数也多，但这些培训活动没有

形成体系化，使得最后的效果并不是很好。为了满足紫云县的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应探索新的、

系统的电商培训体系。创新其培训内容，电子商务的内容是很多，就此我们可以内容模块化，分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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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技能、现代农产品网络电商网络平台运营管理、现代农产品推广和现代农产品网上客户服务模

块。这些模块化的内容对于我们农村的经营者转变成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其中一员。我们还可将培训内容

用到现实生活中来，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除了创新培训内容之外，它的培训方式也需要相应的改进，

改进老套的培训方式，摒弃一味讲与听。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培养方式，这样的教学平台更便捷，培训

对象更广泛，集中培训与网上听课同时进行。在这两者的基础上还可建立电子商务培训效果评价体系，

充分发挥当地政府、相关企业的教学模式，促进培训方与培训对象的积极性。 
“紫云县可拓宽渠道吸引优秀人才，首先我们可以制定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农村电子商务人才，例如

提供住房补贴，和生活津贴等。”[9]为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生活和环境。电子商务是一种专业化的商务

活动，需要有领头人。我们也可在返乡有技术的农民工、大学生、退伍军人这些返乡人员中招揽。让他

们把所学、所拥有的技术用到我们的农村电子商务上来。让他们做农村电子商务的致富带头人，带领我

们紫云人走向致富之路。这些返乡人员若有做电子商务方面创业可给予扶持。在吸收优秀电商人才方面，

我们还可以在紫云县建立人才库和招聘平台，建立电子人才库，收集并整理各类电子人才的信息，方便

紫云县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寻找合适并且优秀的电子商务人才。同时建立线上招聘平台，扩宽人才引进渠

道。加强校企合作对于紫云县来说也是一个好选择，紫云县政府可与省内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等建立紧密

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电子信息技术的运用，吸引高多的人才参与。还可以采用校企合作模式，在与高

校和企业合作的同时，在紫云县设立实训基地。让高校的专业人才在寒暑假之际来实习，这样学生既可

以把在学校学习的理论变为实践，让更多的学生宣传我们紫云县的农、旅、文化产业。这样以来可以实

现双赢的良好局面。 

4.3. 提升产品标准化程度 

在提升产品标准化程度方面，我们需要强化它的标准化体系构建，需要政府部门采取严格的、规范

的标准。对于利用电商平台销售的农产品进行认真的选择，建立相应的农产品监管规章制度，以此来解

决农产品的安全问题。在此期间还需要积极呼应国家对食品安全的要求与引领。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政

府需加大宣传产品标准化的力度，让农户以及中小企业也认知到这一点并有这样的意识。尤其关注农特

产品的外观包装是否规范与夸大事实，让它实现规范化，既能提升紫云县相应品牌的知名度，宣传效果

也逐步扩大。在品质方面也需要严格的把控，保证农特产品的质量与安全。如若一直这样的遵守统一的

产品标准化再继续出售，消费者对我们品牌会逐渐的认可和支持，以至于促进我们紫云县农特产品的规

模化生产。 
监管是提升产品标准化重要前提，在监管方面，我们还需继续深化，制定一系列的严格的标准和体

系。推进建设便民的产品质量检查站，保证电商货物出入市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也可利用网络技术监

管农特产品的生产，建立农产品安全信用等级体系，采用了先进的网络技术手段，如移动视频监控和二

维码，使得食品的溯源和实时监控相结合，最后实现了对食品的全程、高效和准确的监管。“在提升产

品标准化程度方面，无非就是为了创造更好的紫云县的电商品牌，但是我们还需要紫云县政府引导和制

定科学合理的规划。”[10]一个品牌的核心最重要的是在质量上，农户与中小企业必须注重产品的质量，

配合政府的品牌质量检测，这样才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靠质量提升产品的竞争优势。除此之外，品牌

的宣传要精心研究策划，既能体现产品的优势又可与我们当各地的特色文化相结合。进一步加深紫云县

的农特电商品牌形象。技术与质量共同推进品牌的建设。 

5. 结论与展望 

科技与信息网络的快速的发展，电子商务逐渐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在我国经济增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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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现在电子商务的发展分布还是不太均匀，我指的是在地区上。城市与农村的电

子商务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就速度而言，当然是城市发展得比较迅速，农村的话就相对落后，因为

各种条件的限制。由于乡村振兴与扶贫时期的到来，许多人开始逐渐地关注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

是否利用它来助力乡村振兴与扶贫。可想而知，它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给

当地农民们增加就业岗位与收入，解决了不少乡村所存在的问题。这样一来就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农村电子商务的研究是有极大的意义的。本文章选取了紫云县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本人认为它有这

样的发展潜力。通过翻阅紫云县的资料，以及自己对其的了解，再加之翻阅相关的调查研究现状和学术

论文，来了解分析紫云县农村电子商务的条件分析与发展状况。探讨了紫云县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存在的

问题，在此问题上寻求解决的方案。在探寻的过程中，发现紫云县在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上还存在基础设

施不到位、电子商务人才缺乏以及当地居民认知不高，最后的一点是农特产品标准化程度制约以及品牌

产业滞后，认真分析这些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紫云县相对而言是有些偏远了，但

这些年它的发展，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农、文、旅产业在逐步的放飞光彩，我们对它也充满信心，期待

它未来的发展。它本身就拥有了很大的市场潜力，再加之基础设施的完善，各渠道吸引电子商务人才，

创造更好的农特产品品牌。我相信紫云县的农村电子商务会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以及建设美好的紫云

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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