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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的蓬勃发展，农村电商作为一种新兴产业迅速崛起，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

民生活质量、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目前，农村电商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已取得显著成果，但处于转

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仍存在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专业人才储备不足、产品质量良莠不一、售后服务不够

完善等问题。本研究针对农村电商发展困境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期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村经济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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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rural e-commerce is 
rapidly emerging as a new industry, which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rural economic devel-
opmen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farmers and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present,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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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mmerce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it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relatively 
weak infrastructure, insufficient reserve of professionals, varying quality of products and inade-
quate after-sales service. This study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
ment dilemma of rural e-commerce,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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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近年

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电商发展，我国农村电商发展迅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推动力

量。据商务大数据监测，2023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2.5 万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5870.3 亿

元，我国连续 11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农村电商作为新产业、新业态，成效显著，为农村经

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成为促进农村经济长效、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的机遇 

2.1. 农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近年来，我国持续致力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较为可观的成效。首先，“四好农村路”不断发

展完善，成为农村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农村公

路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既要把农村公路建好，更要管好、护好、运营好，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

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达

460 万公里，其中县道 69.7 万公里、乡道 124.3 万公里、村道 265.9 万公里，其中沥青、水泥路比例达到

91.8%。其次，农村物流体系也初步建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为进一步促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商务部等 9 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意见，为搭建多层次农村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加快农村现代物流配送体系

建设等提出五年新目标和十四条具体举措。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2024 年 4 月份中国

电商物流指数为 113.2 点，5 月份有望稳中有升。电商物流体系的优化，使农村电商物流更快捷便利。不

仅如此，我国构建了“融合、普及、安全、绿色”的宽带网环境，已初步实现了“市市通千兆”“县县

通 5G”。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不断完善，为农村电商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机遇。 

2.2. 国家政策扶持 

农村电商作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受到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2020 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河南省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考察时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展农产品销

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2021 年，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和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

规划》，文件指出电子商务要“服务乡村振兴，带动下沉市场提质扩容”。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对全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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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

品出村进城工程”。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县域电商直播基地

建设，发展乡村土特产网络销售。在党中央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农村电商对农村生产和消费的巨大

潜能充分释放，并已成为促进农村发展提质增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的重要引擎[1]。 

2.3. 农产品资源丰富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产品资源非常丰富，已成为全球覆盖农产品最多、业务模式最丰富的农业大

国之一，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了稳定充足的货源。据农业农村部发布数据：最近十年，中国粮食产量

从 5 亿吨增加到 6.6 亿吨，肉蛋奶产量从 1.2 亿吨增加到 1.4 亿吨，水产养殖产量从 3100 万吨增加到 4700
万吨。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南北跨度大、热量差异显著等原因，每个地区都有各具特色的农产品

资源。近年来，随着中国科技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助农模式也不断发展，农产品生产效

率更高、质量更好，丰富的农产品资源极大地满足了个性化的消费者需求。我国丰富的农产品资源有助

于扩大农产品市场，甚至开拓海外市场，扩大农产品销路。 

3.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的困境 

3.1. 基础设施相对薄弱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产业发展面临着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现状，这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

挑战[2]。2024 年 3 月 22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

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新增网民 2480 万人，互联网普

及率达 77.5%。即便如此，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仍低于城市一大截，信号不稳定、网络覆盖率不高、网络

稳定性较差等问题依然存在，不足以支撑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不仅如此，农村电商在我国仍处于发展

的初级阶段，农村的物流体系相对不完善，成为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瓶颈之一。农村居民大多是一家一

户，居住分散，不少农村仍存在道路崎岖、交通落后等问题，“最后一公里”问题仍然很突出，物流网

点无法实现全覆盖，物流配送成本较高、难度较大、效率较低等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 

3.2. 专业人才储备不足 

制约我国农村电商进一步发展的突出瓶颈就是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近年来，城乡差距逐

渐缩小，但人才分布仍不均衡，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电商人才现状与发展报告》指出，到 2025 年农

产品上行电商人才缺口将达到 350 万人。农村电商发展缺乏相应的电子商务专业人才，造成专业人才短

缺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农村人口“走出去”，城市人口“引不进来”。2010 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

为 631 万人，2024 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将达到 1187 万人，大部分毕业生选择城市就业而非农村。

城市发展前景好，农村就业机会相比城市少、薪资低，青年返乡意愿低，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年轻

人都纷纷选择去城市打拼，以致农村难以招募到足够多的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农村人才储备较为薄弱。

二是农村电商人才培养滞后。不少农村仅限于在各院校招募人才，但忽视了当地村民和选择留下来就业

的年轻人，农村电商人才专业技能培训机制不到位，无法满足当地村民求知欲望和留村人才的发展需求。

高素质电商人才在数量和结构上均不能满足农村电商高速发展的需求，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电商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3]。 

3.3. 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农村电商推动了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的发展[4]，但质量问题仍是农村电商发展过程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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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痛点问题。一是农产品生产标准化程度低。农村大多是个体经营，各家各户农产品的质量、规格等

参差不齐，散户的生产和加工方式，不便于统一经营和管理，导致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一些农村企业

为扩大销量，存在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的恶劣现象，影响消费者对当地农产品的体验感和信任度。二是

农产品同质化严重。部分大规模生产的农产品，村民因缺乏专业知识、不了解市场规则等原因，简单粗

暴生产，加工层次低，存在诸多相同或相似产品，以至于出现供大于求、资源浪费的情况。同质化生产

导致各地农产品缺乏特色，辨识度低，同地区相互竞争，分散竞争力，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和农产品改

善进步。三是农产品没有形成独特的品牌，农产品附加值低。例如，“物美价廉”、“健康无害”是大

多农产品打出的“特色”，一个口号打响后，众多农村前后效仿，让本身具有优势的农产品成为了“廉

价品”。农产品的品牌效应低，认可度也会降低，从而影响农产品的销售市场，农村电商发展变得步履

维艰。 

3.4. 售后服务不够完善 

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中，电商售后服务作为连接售卖者与消费者的桥梁，必须并肩同行。首先，我

国农村电商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服务不到位的制约。不难发现，我国农村电商的售后服务非常薄弱，货

物发出即完成交易，但这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电商售后服务繁琐，涉及诸多环节，甚至会出现预

料不到的情况，农村电商企业经营规模小、认知受限、经验不足、数据分析能力有限等问题导致农村电

商服务水平低，无法满足消费者售后个性化需求。其次，售后服务不完善一定程度上也在于没有相关政

策的保障。售后服务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可测性，导致很难有相关政策去推动落实，无法保证优质的

售后服务。不仅如此，同一农村企业会在淘宝、抖音、拼多多等多平台进行销售，以致经常出现沟通不

畅、处理问题不及时、遗漏问题等情况，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服务体验和满意度。 

4.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的对策 

4.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必须和农村电商协同发展。首先，政府要加

强完善农村网络和通讯基础设施建设。电商交易主要依靠的搭载平台是网络，但农村网络状况依旧不乐观，

限制了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的效率。为了赶得上、追得上农村电商的发展需求，满足消费者的购买需求，

改善农村网络状况势在必行，要进一步提高农村互联网的覆盖率和运行速度。其次，政府要加大对当地农

村道路的修复、建设工程。完善交通线路规划，对交通线路进行合理布局，提高交通线路的覆盖率，解决

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确保安全、高效的产品输送。同时，加强电商物流体系建设。要善于将大数据、

互联网、人工智能与物流体系相结合，提高订单配送、路线追踪的透明度，进行可视化管理，最大程度地

保障产品质量、提高运输效率和精确度。不仅如此，还要加强冷链物流建设。农产品以生鲜产品居多，对

运输过程中的温度、速度有较高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对其口感的影响因素要格外注

意，要提供符合当地农产品特点的保鲜技术和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换言之，农村电商要进一步高质量长效

发展，必须打造智能化的农村物流体系，让农村物流跟得上农村电商发展速度。 

4.2. 强化人才引进工作 

电商领域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与其所采取的一般商业运营模式截然不同。在这一领域，除了需掌握

基础的文化理论外，还对计算机科学、数据库管理以及电子商务平台等方面有着深入的了解[5]。《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提出：“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推动乡

村人才振兴，让各类人才在乡村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人才是农村电商发展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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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商发展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参与和支持。首先，要招揽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各地政府

要积极推出优惠政策和补贴措施，吸引、鼓励专业人才来农村就业，加强校产合作，积极引进各高校、

高职、中职院校的高水平专业人才投身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电商发展输送新鲜的血液。其次，加强电

子商务专业技能培训。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应对当地村民和引进人才定期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内容

可以包括电商平台注册、电商设备运用、产品宣传、营销策略等，通过开设电商知识培训班、电商技能

运用等方式提高当地村民的专业化水平。 

4.3. 严格把控产品质量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民所追求的是安全、优质的农产品，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首先，各农村地区要提高农产品质量。各地区在打造农产品时应把质量问题放在首位，注重精细化加工，

树立起农产品的质量口碑。为加强对农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各地政府要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检测机制，

加强对农产品质量的监管工作，确保推出的农产品都是有质量保障的优质农产品。同时，建立农产品溯

源体系，追溯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等各个环节，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安全[4]。其次，加强农产品的

品牌建设。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更加注重品牌，品牌效应一旦形成，会潜移默化

提高农产品的回购率。各农村企业要培育当地农产品的品牌认知度，形成品牌效应，通过品牌形象的塑

造提升农产品的价值和市场参与度，扩大农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最后，各地区要善于因地制宜

打造专属品牌。产品特色是各农村电商扩大销售市场的关键，应结合当地资源优势挖掘特色产业，寻找

差异和特色，有针对性地创新售卖点，例如：赣南脐橙、五常大米、武夷岩茶等，做好“土特产”，突

破同质化困境，树立自己的专属品牌。 

4.4. 优化电商售后服务体系 

售后服务，即在商品售出后为消费者提供的多种服务，是一种延伸消费。优化电商售后服务体系，

可以提升用户体验感，是二次消费的关键。一是要提供投诉和反馈渠道。用户的反馈对于归纳用户需求、

改进产品至关重要，是衡量农村电商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通过反馈信息的归纳和整合，可以清楚了解

到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对于消费者反馈的问题，当地电商企业要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及时调

整农产品，从而增强用户黏性。二是要完善售后保障体系。网络销售最常见的就是退货和换货问题，这

项服务做的好与不好直接影响消费者的体验感和回头率，要通过在线客服、电话追踪、售后投诉等方式

及时解决消费者反馈的问题。三是定期访问老用户。格言曾说：“你忘记客户，客户也会忘记你”。在

成交之后，售后服务人员要定期回访客户，了解客户对当地农产品的满意程度和消费感受，虚心听取意

见反馈给相关部门，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另外，需密切关注行业发展趋势和用户需求变化，不断优化电

商平台功能和服务，保持竞争优势[6]。通过不断优化薄弱的电商售后服务体系，形成一条完整、高效的

售后服务链，助力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 

5. 结束语 

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如火如荼，成为推进乡村振兴，解决“三农”问题的澎

湃动能。要抓住农村电商发展的机遇，发挥农村电商的潜力，妥善处理发展中遇到的困境和瓶颈，为农

村电商高质量、高水平、可持续发展铺路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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