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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数字化背景下，农村电商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面临重大机遇与挑战。本文以重庆市秀山县

为例，从利益联结机制的视角出发，构建“价值共创–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理论分析框架，探究农

村电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发现，有效的利益联结能促进产业链协作，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整

体效益。然而，农村电商发展仍面临利益联结机制缺失、风险共担机制不健全、利益分配不均、信息不

对称及政策执行脱节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构建多方共赢的生态体系、建立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完

善利益分配与激励机制、加强信息共享与政策支持的对策。以期推动农村电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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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digitalization, rural e-commerce, as the key t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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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faces major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aking Xiushan County of Chongqing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value co-creation-risk shar-
ing-benefit sharing”, and explor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e-commerce industry. 
It is found that effective interest connection can promote industrial chain cooperation, optimize re-
source allocation,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benefit.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s still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interest linkage mechanism, imperfect risk sharing mech-
anism,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disjointed policy implementa-
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build a multi-win-win ecological 
system, establish the risk sharing an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mprove the benefit distribu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 the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policy suppor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mmerce industry and help the in-depth im-
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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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农村电商，显示出对农村电商发展的高度关注和重视。2024 年，中

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明确推进县域电商直播基地建设，发展乡村土

特产网络销售。此外，商务部等 9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也提出

了具体的目标和措施，旨在加快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农村电商产业已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然而，要实现农村电商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仍需克服诸多难题，其中，利益联结机制的优化是关键所在。农村电商产业的兴起，

为农产品销售开辟了新渠道，推动了农村产业的融合与创新。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均、联结

不紧密等问题逐渐凸显。从生产端来看，农民作为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常常因缺乏市场信息和议价能

力，在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辛苦劳作，却难以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收益。而电商企业在追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可能会忽视农民的合理诉求。在流通环节，物流企业面临着成本高、利润薄的困境。

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物流企业与电商平台、农民之间的合作不够顺畅，影响了农村电商的配

送效率和服务质量。此外，农村电商产业中的各主体之间合作关系不稳定，缺乏长期的利益共享和风险

共担机制。这导致在面对市场波动、自然灾害等风险时，各方往往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应对危机的合力。

利益联结机制的合理构建，对于农村电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基于此，本研究以利益联结机制为视角，深入探讨农村电商产业中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剖析现

行利益联结机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策略。期望通过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农村电商产

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框架 

2.1. 文献回顾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农村电商产业应运而生。众多研究指出，农村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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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了传统农产品销售的地域限制，拓宽了市场渠道，为农村经济增长带来了新机遇[1]。它降低了交易

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使农产品能够更快捷地对接消费者[2]。然而，农村电商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

诸多挑战，如网络设施建设滞后、人才匮乏、物流配送困难等[3]。 
此时，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有利于缓解上述问题。利益联结机制是指不同经济主体之间为了实现共

同的利益目标，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建立起来的利益分配和协调关系[4]。常见的利益联结机制包括合

同契约型、股份合作型、服务协作型等[5]。在农村电商产业中，主要的利益主体包括农民、电商企业、

物流企业、政府等[6]。农民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期望通过电商平台获得更高的收入；电商企业追求利

润最大化和市场份额的扩大；物流企业关注运输成本和服务质量；政府旨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7]。这些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复杂且相互影响。研究表明，良好的利益联结机制有助于促进农村电商

产业的发展[8]。它能够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和供应稳定性；增强电商企业的竞争

力，促进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优化物流配送效率，降低运营成本[9]。相反，不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可

能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合作关系不稳定、产业发展受阻等问题。 
尽管已有不少关于农村电商和利益联结机制的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对利益联结机制

在农村电商产业中的具体运作机制和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二是缺乏从系统和动态的角度分析

利益联结机制与农村电商产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三是针对不同地区和产业特点的个性化研究不足，

难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2. 理论分析框架 

农村电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利益联结机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利

益联结机制的视角出发，可以构建以下理论分析框架来探讨农村电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一方面，基于产业价值链理论[10]，农村电商产业涵盖了从农产品生产源头到终端消费的一系列环节，

包括生产、加工、仓储、物流、销售等。每个环节都为整个产业链创造了价值，而利益联结机制应确保各

个环节的参与者都能根据其贡献获得相应的利益回报。例如，在生产环节，农民通过提供优质的农产品

为产业链奠定基础；在加工环节，加工企业通过增加产品附加值做出贡献；在物流环节，物流企业确保

产品及时、安全送达；在销售环节，电商平台和销售商促进产品交易。利益联结机制需要明确各环节的

价值分配比例和方式，以激励各方积极参与，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效率和竞争力。 
另一方面，从共生理论的角度看[11]，农村电商产业中的各利益主体应形成共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各方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利益联结机制要营造一个有利于共生的环境，通过合理的利益分

配和风险分担，增强各方的合作意愿和稳定性。例如，当市场行情不佳时，通过共同承担损失，避免某

一方因独自承担过大风险而退出合作，从而保障整个产业生态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通过综合运用产业价值链理论和共生理论，构建以“价值共创–风险共担–收

益共享”[12]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的理论分析框架，能够深入剖析农村电商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和

关键影响因素，为制定有效的政策和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3. 利益联结机制视角下农村电商发展面临的困境 

3.1. 利益联结机制缺失：合作模式脆弱 

利益联结机制是农村电商产业中各参与方形成稳定合作关系的基础。在实践中，不少农村电商项目

缺乏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导致农户与电商平台、物流企业之间的合作流于表面，缺乏长期合作的信任

与承诺。这种关系的脆弱性表现在：一是合作模式短期化。农户与电商平台之间往往采取一次性交易或

短期合同的形式，缺乏长期合作的意愿与机制，导致农户难以规划长期发展，也使电商平台难以获得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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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产品供应[13]。二是供应链稳定性差。缺乏稳固的利益联结，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易受市场波动影响，

出现断链或低效运转的情况，直接影响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和电商企业的运营稳定性。 

3.2. 风险共担机制不健全：农户承担过重风险 

农村电商产业的发展伴随着各种风险，如市场波动、物流成本上升、自然灾害等。然而，现有的风

险共担机制不健全，导致农户和小型电商企业承受着过重的风险压力。具体表现为：一是风险转移能力

弱。农户缺乏有效的风险转移渠道，如农业保险、价格保险等，一旦遇到风险事件，往往只能独自承担

损失，影响其持续参与电商活动的信心和能力。二是应急响应机制缺失。在面对突发风险时，如疫情、

极端天气等，缺乏快速有效的应急响应机制，导致损失扩大，恢复周期延长。 

3.3. 利益分配不均：农户处于不利地位 

在农村电商产业链中，利益分配不均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农户往往处于最底层，议价能力和获利空

间有限。主要原因有：一是信息不对称。农户通常缺乏市场信息和电商运营知识，难以准确判断产品价

值和市场走向，这使得他们在与电商平台的谈判中处于劣势[14]，难以争取到合理的利润分成。二是技术

与资源差距。电商平台和大型物流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资源，能够更有效地控制成本和提升效

率，相比之下，农户和小型电商企业则难以在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导致利润被挤压。 

3.4. 信息不对称：农户决策受限 

信息不对称是农村电商产业发展中的一大障碍，具体体现在：一是市场信息获取难。农户难以获取

准确的市场信息，包括需求量、价格走势、消费者偏好等，这限制了他们调整生产计划和产品策略的能

力，增加了市场适应性风险。二是电商运营知识匮乏。缺乏电商运营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农户在产品包

装、品牌建设、网络营销等方面表现不足，影响产品吸引力和销售业绩。 

3.5. 政策支持与执行脱节：政策效能受限 

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村电商发展的政策，但在执行层面，政策的落实效果并不理想，存在

以下问题：一是政策设计与实际需求不符。政策制定时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村电商的实际需求和地方

特色，导致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足。二是地方保护主义。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某些地方政府可能出

于地方利益的考虑，对本地电商企业给予过度保护，而对外来电商企业设置障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 

4. 利益联结机制视角下农村电商案例分析及启示 

重庆秀山县农村电商的崛起，是中国农村电商领域的一颗璀璨明珠，其成功模式不仅体现在销售额

的显著增长，更在于其独特的价值共创、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机制，为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

复制的样本。基于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相结合的案例资料分析，接下来，本文将深入探讨秀山县农村电

商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具体实践与成效。 

4.1. 价值共创 

农村电商发展中的“价值共创”是指政府、企业、农民等多方主体通过协同合作，充分整合资源，利

用互联网技术和电商平台，共同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方面的价值，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和乡村振兴。

“价值共创”包含价值诉求、价值主张和价值衔接三个方面。 
从价值诉求来看，秀山县农村电商的价值诉求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电子商务手段打破地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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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将本地优质农产品推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二是借助电商的平台效应，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升级，提

升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业现代化。从价值主张来看，秀山县提出以“互联网 + 农业”为核心的价值主

张，通过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打造了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物流、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政

府引导、企业参与、农户受益，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电商生态链。从价值衔接来看，秀山县通过“秀山模

式”实现了电商平台与农户、合作社、加工企业的紧密对接。具体而言，政府搭建了“秀山电商”公共品

牌，为农产品背书，提升了品牌影响力；同时，引入电商平台企业，如阿里巴巴、京东等，为农户提供技

术支持和市场拓展服务，实现了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无缝对接。 

4.2. 风险共担 

农村电商发展中的“风险共担”包含风险识别、风险配置和风险防范三个层面。从风险识别层面来

看，秀山县农村电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三大主要风险：一是物流成本高昂，特别是偏远山区的“最

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物流问题；二是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导致市场接受度不高；三是电商人才

短缺，缺乏专业运营团队。从风险配置层面来看，针对物流成本问题，秀山县政府与多家物流企业合作，

建立了覆盖全县的物流配送体系，降低了物流成本，提高了配送效率。对于农产品标准化，秀山县推行

了“一村一品”战略，鼓励农户按照统一标准种植和加工，提升了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在人才培育

方面，秀山县开展电商技能培训，培养了一大批电商专业人才，为农村电商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从

风险防范层面来看，秀山县通过建立风险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增强了电商系统的抗风险能力。例如，

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前预判市场趋势，避免了农产品滞销风险；同时，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确保

食品安全，提升了消费者信心。 

4.3. 收益共享 

农村电商发展中的“收益共享”是指参与农村电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包括农民、电商平台、物流

企业等多方，按照各自的贡献和约定的规则公平合理地分配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从共享主体的视角来看，

秀山县农村电商的收益共享机制涵盖了多个主体，包括农户、合作社、电商平台、物流企业、政府和社

会资本。每个主体都在电商生态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共同分享电商带来的经济红利。从共享标

准的视角来看，为了确保收益的公平分配，秀山县制定了明确的收益分配规则。例如，农户通过电商平

台销售农产品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利润分成；合作社负责农产品的统一收购和初加工，按照贡献大小获

取收益；政府则通过减免税收、提供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和农户积极参与电商活动。从共享客体的视

角来看，秀山县农村电商的收益共享客体广泛，不仅包括直接的经济收益，如农户的增收、企业的盈利，

还包括间接的社会效益，如就业机会的增加、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农村文化的传播等。 

4.4. 案例启示 

重庆秀山县农村电商的成功，是价值共创、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理念在实践中的完美体现。这一模

式不仅解决了农村电商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如物流标准化、人才培养等，还通过建立完善的收益共享机

制，确保了所有参与者的权益，实现了农村经济的全面振兴。秀山县的经验，为中国乃至全球的农村电

商发展提供了宝贵启示，即通过构建健康、可持续的电商生态体系，可以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5. 利益联结机制视角下农村电商产业可持续发展路径 

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关乎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也是推

动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15]。从利益联结机制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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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高效的利益分配和协作体系，是实现农村电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对农村电商发展所面临困

境的分析，以及重庆市秀山县电商扶贫的案例分析，本文从以下五个维度探讨农村电商产业可持续发展

路径。 

5.1. 价值共创：构建多方共赢的生态体系 

要解决利益联结机制缺失，合作模式脆弱的问题，需从以下两方面着手，构建多方共赢的农村电商

生态体系。一是农户与电商企业合作模式创新。通过“企业 + 电商 + 农户”的合作模式，采用利润分

成、二次分红、订单农业等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确保农户能够从电商销售中获得稳定收益，同时也为

企业带来持续的产品供应。这种模式要求双方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抵御市场风险，实现互利

共赢。二是品牌共建与市场拓展。鼓励农户与电商企业共同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利用电商

渠道的优势，提升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拓宽销售渠道。品牌共建不仅可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还

可以增强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任度，促进市场拓展。 

5.2. 风险共担：建立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 

为扭转农户承担风险过重的局面，应从风险共担的视角出发，建立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一是加强

保险与金融支持。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发适合农村电商的保险产品，如农产品价格保险、自然灾害

保险、物流延误保险等，以减轻农户与电商企业因市场波动和物流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提供小

额信贷、风险投资等金融服务，支持农村电商项目起步和发展。二是鼓励技术创新与风险投资。鼓励技

术创新，引入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用于产品质量追溯、市场数据分析等领域，减少

信息不对称，提高运营效率。同时，吸引风险投资，为农村电商企业提供早期的资金支持，共同承担创

业初期的风险。 

5.3. 收益共享：完善利益分配与激励机制 

为解决农村电商产业链中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应坚持收益共享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利益分配与激

励机制。一是做到利润合理分配。通过合同条款明确各方收益比例，确保农户与电商企业之间利润分配

的公平性，避免因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的合作破裂。同时，设立奖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农户与电商企业

给予额外奖励，激发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鼓励消费者参与反馈。建立消费者评价与反馈系统，

让消费者参与到产品与服务的评价中，提升消费者满意度。积极采纳消费者的建议和意见，不断改进产

品和服务质量。将正面反馈转化为品牌资产，促进收益共享。 

5.4. 平台搭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为解决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需采取以下三点措施。一是建立综合信息平台。

开发集市场分析、物流追踪、技能培训于一体的农村电商信息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市场趋势，提升农

户决策能力。二是增强信息透明度。利用区块链技术确保供应链信息真实可靠，定期发布行业报告，公

开市场动态与政策更新，加强农户与市场的连接。三是促进多方交流。组织线上线下交流活动，设立专

家咨询团，增强农户的市场适应力和电商运营技巧。 

5.5. 制度安排：强化政策支持与执行 

为确保农村电商可持续发展，应从制度层面入手，强化政策支持与执行。一是制定灵活政策。政府

应依据市场变化定制支持政策，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训。二是确保政策

执行。成立政策执行小组，定期审计政策执行情况，建立反馈通道，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和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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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良性循环的农村电商生态。三是构建正向激励机制。对积极参与的主体给予奖励，如税收减免和荣

誉表彰，激励更多人投身农村电商发展。 

6. 结论 

在探索农村电商产业可持续发展路径的过程中，构建一个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是推动农村电商健康、

稳定和持续成长的关键。本文通过对农村电商产业面临的困境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了基于利益联结机

制视角的一系列对策建议，旨在为农村电商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农村电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关乎经济利益的合理分配，更涉及风险的共担与信息的透明共享。

通过强化长期合作意识，优化利益分配机制，健全风险共担体系，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加强政策

支持与执行，构建起一个更加公平、开放、高效的农村电商产业生态。这不仅将促进农村经济的多元化

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将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入强劲动力。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农村电商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再是单一目标的追求，而是多方共赢的实践。展望未来，随着国家政策的持续加码、

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市场环境的日益成熟，农村电商产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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