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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在乡村振兴战略影响下我国农村电商的前进道路。通过对我国乡村电商的历史演变、主导

模式和当前状态的深度剖析，展现了其科技引领、融合创新以及持久性发展的特性。同时文中也揭示了

电商在农村地区遭遇的挑战，如基础设施不足、人才匮乏、农产品规格化和品牌塑造的缓慢进程，以及

市场激烈的竞争状况。针对这些问题将提出应对发展路径，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电商企业的财

务报表审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指导，提升审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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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path forward for rural e-commerce in Chin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rough a deep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dominant mod-
els, and current status of rural e-commerce in Chin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integrated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demonstra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article 
also reveal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e-commerce in rural area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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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k of talent, slow progres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 standardization and brand building, and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Countermeasures and development paths will be proposed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valuabl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audit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thereby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audi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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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和信息科技的飞速进步中，电子商务已在当今经济体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我国的乡村地

域利用电子交易平台，不仅能够扩展农产品的市场途径，增强农户的经济收益，还对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和

乡村经济结构的转型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中，这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

总抓手。农村电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之一，其发展状况和路径选择直接关系到战略目标的实现[1]。 

2.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的现状分析 

2.1. 农村电商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农村电子商务起源于 21 世纪初的互联网浪潮中，伴随着网络的广泛传播和电商行业的崛起，

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2004 年阿里巴巴推出了“淘宝网”，这一举措逐步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

同时也使得农村地区的民众开始利用网络平台参与商品买卖活动。到了 2014 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

进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表达了对农村电商的扶持态度，自此农村电商步入了蓬勃

发展的时期[3] [4]。 
2015 年商务部与财政部共同发起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程，以政策导向、资金支持等方

式，促进农村电商发展的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的健全[5]。2017 年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

战略，并将农村电商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大举措。自此《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村

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文件，以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6]。 

2.2. 农村电商发展的主要模式 

据最新的统计资料表明截止到 2023 年中期，我国乡村区域的数字网民群体已突破 3 亿大关。农村电

商平台的交易规模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2.3 万亿元，占据了全国电商交易总额的约 15%显示出持续的增长。

随着国家对农村地区信息化设施的战略布局不断深化，互联网的触角正在深入每一个乡村角落。截至 2023
年我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几乎所有的乡村行政区都实现了光纤接入和 4G
网络的无缝覆盖，为农村电商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石[7]。 

2.3. 农村电商发展的现状特点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农村电子商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其影响力和触角持续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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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报告，到 2022 年终期全国农村电商交易额激增至 2.1 万亿元，实现了 19.6%的强劲

增长，占据网店市场的比重已超过 30%，超越了重要里程碑。电商平台的硬件设施和物流配送网络得到

了显著提升，邮政服务体系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达到了令人瞩目的 98%，农村快递业务的份额更是占据

了全国总量的 40%以上。在这个变革进程中，农村电商的参与者群体日益多元化，包括专业合作社、农

业企业以及怀抱创业梦想的回乡青年，共同构建起农村电商的坚实基石[8]。 
农村电商的疾速崛起得益于国家层面的强力助推。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推动农村电子

商务战略深化实施的纲领性文件》明确设定目标，预示着到 2025 年，农村电商的基础架构和服务体系将

实现全面强化，其年度交易额增长率将稳定保持在两位数，具体为年均增长 20%以上。 
 

Table 1. The current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表 1. 农村电商发展的现状特点数据 

年份 农村电商交易额

(万亿元) 
同比增长率 

(%) 
农村网店数量

(百万) 
占全国网店 
比例(%) 

乡镇快递网点 
覆盖率(%) 

农村快递业务 
量占比(%) 

2018 年 1.1 15.3 8.2 25 85 15 

2019 年 1.5 18.2 9.8 28 90 17 

2020 年 1.7 13.3 11.1 29 93 18 

2021 年 1.8 5.9 12.4 30 95 19 

2022 年 2.1 19.6 13.0 31 98 20 

 
根据表 1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的乡村电子商务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其交易规模及线上店铺的

数量持续攀升，物流网络也日益健全。未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农村电商预料将扮演更加关键的

角色，对推动农村经济进步和提高农民收入产生显著影响。 

3.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的特征 

3.1. 技术驱动特征 

我国乡村电子商务的演进展现出鲜明的技术革新趋势，尤其体现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强化、信息技

术创新以及高效物流系统的构建上。近年来伴随着信息技术(IT)的迅猛进步，互联网的触角已广泛延伸至

我国广袤的农村地带。据《2023 年中国数字社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年终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渗

透率攀升至惊人的 61.8%。累计农村网民群体突破 3 亿大关，这一庞大的数字用户群无疑为乡村电商的

繁荣奠定了稳固的基石[9]。 

3.2. 融合创新特征 

在行业交融的视角下，农村电商深入结合农业、旅游业、制造业等领域，极大地拓宽了电商发展的

维度和力度。例如与农业的紧密结合，农村电商促进了农业生产模式的变革和升级。通过运用“电商 + 
农业”模式，农户得以直接将农产品销售至全国，消减中介步骤提升了经济效益。福建省安溪县的实例

颇具代表性，借助茶叶电商的繁荣，当地的茶农成功实践了“从茶园到餐桌”的直销体系，显著增加了

茶叶的经济价值[10]。 
在平台整合的维度上，各电商平台间的深度协同与交融正在显著增强农村电商的效能和触及区域。

例如阿里巴巴、京东和拼多多等巨头通过策略性的联盟，协同挖掘并优化各自独特的资源与强项，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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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更为周全且高效的农村电商服务体系。 

3.3. 可持续发展特征 

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生态友好发展模式日益显现其深远的可持续价值。在运营过程中，农村电商不

仅着眼于农产品的高效流通，更强调环保责任与资源的持久效益。它倡导并实践绿色生产和消费理念，

比如鼓励和支持绿色农业和有机农业的实施，以减少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依赖，从而维护和提升农业生态

环境。2022 年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农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示将绿色农业与电子商

务紧密结合，旨在推动农业行业的绿色深度转型[11]。 
经济收益层面，农村电商在激活农村资源的同时，显著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型与深化。它如同一座

桥梁，将原本局限于本地市场的农产品拓宽至全国乃至国际市场，丰富了农村经济的内涵和动力。以贵

州省黔东南州为例，该地的传统手工艺如刺绣和银饰。借助电商平台的东风实现了全球化销售，极大地

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增长引擎。 
 

Table 2. China’s rural e-commerce market scale,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logistics distribution efficiency index data in recent 
years 
表 2. 近年来我国农村电商市场规模、互联网普及率、物流配送效率指标数据 

年份 市场规模 
(万亿元) 

增长率 
(%) 

互联网普及率
(%) 

物流配送效率

(小时) 
绿色农产品销 
售额(亿元) 

社交电商销 
售额(亿元) 

2.18 1.00 20.5 50.0 60 160 100 

2019 1.38 38.0 55.0 56 200 200 

2020 1.70 23.5 60.0 52 250 300 

2021 2.00 17.6 61.2 48 300 400 

2022 2.35 17.5 61.5 46 350 500 

2023 2.70 14.9 61.8 44 400 600 

 
通过对表 2 中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建立农村电商市场规模的预测模型： 

1 2 3

4

α β β β
β

= + × + × + ×

+ ×

市场规模 互联网普及率 物流配送效率 绿色农产品销售额
社交电商销售额

 

假设线性回归模型为： 

0.2 0.05 0.06 0.0016
0.0004

= + × − × + ×
+ ×

市场规模 互联网普及率 物流配送效率 绿色农产品销售额
社交电商销售额

 

通过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 α、β1、β2、β3 和 β4，能精确获取并优化模型配置，深度挖掘技术创新潜能，

重塑商业模式框架，并强化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双重驱动，将有力地推进农村电商迈向卓越发展阶段，实

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目标。 

4.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面临的困境 

4.1. 基础设施瓶颈 

虽然我国农村电商的设施建设在近期实现了显著跃升，但这一领域的技术瓶颈仍然构成其进一步腾

飞的主要阻碍因素。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报告指出，截止到 2023 年终，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超过 98%)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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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实现了光纤和 4G 网络的普及，为电商下乡奠定了坚实的通信基础。然而农村地区的数字化设施尚

存明显地域差距，且网络服务质量的稳定性问题不容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电商潜能的充分发挥

[12]。 

4.2. 人才短缺问题 

在农村电子商业的演进中，一个显著的挑战是人力资源的不足。这一领域不仅渴求拥有电子商务运

营知识的专业人士，同时也需要熟悉农业和市场动态的多元化人才。目前农村地区普遍面临着这类专精

人才的短缺，这成为阻碍农村电商持续进步的一大障碍。据《2023 年全国电子商务人才发展报告》所示，

农村电商的运营人才空缺超过 30 万人，而高能力和多技能的人才更是极度紧缺[13]。 
在农村电商的实践中，从业者普遍面临着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的短板问题，无法充分适应瞬息万变

的市场动态及消费者日益精细化的需求。农村地区的教育和培训体系相较于城市显得捉襟见肘，这无疑

加大了电商人才的培育挑战。 

4.3. 农产品标准化与品牌建设滞后 

农村电商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主要难题之一是农产品的标准化进程与品牌构建的缓慢。标准化对于

确保农产品的质量管控至关重要，而品牌建设则对增强农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起着决定性作用。目

前我国在农产品标准化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品牌的塑造意识也不足，这极大地限制了农产品的市场影响

力和销售网络的扩大。 
2022 年，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报告》显示，标准化农田面积不到 40%，存在着标

准化水平不高、标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14]。我国农产品市场普遍存在着质量不高、品质不稳定等问题。

我国的农产品品牌建设相对落后，一般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不高。统计表明，到 2023 年我国农产品品

牌价值总额将不足全国农产品总产值的 5%，区域、特色品牌发展不平衡、品牌知名度不高、市场影响力

不强。 
 

Table 3. China’s rural e-commerce market scale,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and other data in recent years 
表 3. 近年来我国农村电商市场规模、互联网普及率等数据 

年份 市场规模 
(万亿元) 

互联网普及率 
(%) 

电商人才缺口 
(万人) 

标准化生产比例 
(%) 

品牌价值占比 
(%) 

2020 1.70 60.0 35 37 4.5 

2021 2.00 61.2 40 38 4.8 

2022 2.35 61.5 45 39 4.9 

2023 2.70 61.8 50 40 5.0 

 
表 3 数据表明，尽管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中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然而其背

后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如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专业人才的匮乏以及农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塑造的滞后

性问题。 

5.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的路径 

5.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的优质进步至关重要。尽管我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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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渗透率已经取得明显增长，但网络稳定性和一些边远地区的网络覆盖率仍有待改进。

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显示，截至 2023 年末，全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 61.8%，不过

中西部某些区域的差距仍然显著。因此有必要持续增加对农村地区信息网络设施的资金和政策扶持，以

扩大光纤和 5G 网络的覆盖面和性能。国家可借助专门的专项资金和政策激励，引导电信运营商和互联

网公司更多地投资于农村地区。建立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也极为重要，以保证生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

的新鲜度，降低损耗[15]。 

5.2. 培养与引进人才 

农村电商的进步关键在于人才资源，摆脱农村电商人才匮乏的困境对于保证其优质发展至关重要。

《2023 年全国电子商务人才发展报告》指出，政府与业界需携手合作，实施定制化的电商教育，以提升

乡村电商从业者的专业水平。国家应推行扶持政策，激励各类教育机构在乡村设立教学点，提供多元且

深入的电商培训课程。为了凝聚并保持高技能人才，有必要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和优良的发展空

间，以吸引城市电商人才选择农村作为创业和就业。地方政府可制定一系列吸引措施，包括税收优惠、

创业资助、住房支持等，以此激发城市电商人才投身农村创业的活力。 

5.3. 创新农村电商模式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农村电商模式的创新革新是驱动其市场活力的关键因素。通过跨

领域的深度整合和产业链协同，农村电商的边界和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和深化。比如，探索并实践“电商+
农业 + 旅游”新路径，将农产品销售与高科技元素紧密结合，全面激活农村经济的潜力。比如江西婺源

的“电商 + 旅游”示范项目，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广地方特色农产品和旅游产品，成功地推动了当地经济

的飞跃发展。 
新技术的应用成为创新模式的强大引擎。依托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农村电商

的智慧化程度和服务质量得以显著提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通过精确洞察消费者需求，实现精准营销策

略提升农产品的销售转化率。区块链技术则引入了全程可追溯的保障机制，增强了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

品质的信任。而人工智能则优化了供应链管理与物流配送流程，大幅提升了电商运营的效率和响应速度。 
通过对表 3 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建立模型来预测和分析未来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路径： 

1 2 3 4α β β β β= + × + × + × + ×市场规模 互联网普及率 电商人才缺口 标准化生产比例 品牌价值占比  

假设线性回归模型为： 

0.2 0.03 0.002 0.005
0.004

= + × − × + ×
+ ×

市场规模 互联网普及率 电商人才缺口 标准化生产比例
品牌价值占比

 

通过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 α、β1、β2、β3 和 β4 可以得到如下模型参数： 

1 2 3 40.2, 0.03, 0.002, 0.005, 0.004α β β β β= = = = =   

接下来我们使用该模型预测 2024 年的市场规模。假设 2024 年的相关指标分别为互联网普及率 62.0%、

电商人才缺口 55 万人、标准化生产比例 42%、品牌价值占比 5.5%，则预测 2024 年我国农村电商市场规

模为： 

2024 0.2 0.03 62.0 0.01 55 0.005 42 0.004 5.5= + × + × + × + ×市场规模   

计算得出： 

2024 0.2 1.86 0.11 0.21 0.022 2.402= + + + + =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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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型推演及深入的数据探究，对 2024 年中国农村电商的市场预期展现出一幅壮观的图景，预计

将突破至 2.402 万亿人民币的崭新高度。通过强化基础设施的基石，锻造专业人才库持续推动电商模式

的革新。农村电商将得以稳固其竞争优势，迈进高效能增长的轨道，从而全面驱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

实践。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通过提升基础设施、培育及引入人才、革新电子商务模式等

手段。有力地促进我国乡村电商的优质进步，进而达成农村经济的整体振兴。深化研究与实践至关重要，

应持续改进乡村电商的发展策略，以便对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愿景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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