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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经济中，农村电商被视为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数字金融是指利用数字技术来实

现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农村电商提供了新的机遇。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农村电商的现状，

并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电商的作用机制，最后提出建议，从而实现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进而为乡

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献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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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hinese economy, rural e-commerce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engine to achieve rural re-
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Digital finance refers to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achieve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e-commerce.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e-commerce in China, and 
then analyzes the role mechanism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e-commerce.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nd 
contribute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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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电商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平台，实现农产品和农村服务的线上交易和线下配送。农村电商是

提高农民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是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2024 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凸显其在“三农”、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中的重要性。2023 年全年

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2.5 万亿元，比 2014 年增长近 13 倍。这表明农村电商已经成为农村数字经济

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我国已经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路上，

农村电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当前背景下研究农村电商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是利用现代互联网科技手段推动金融服务普惠化、公平化的新型金融模式。它通过

提供个性化、低成本、可持续的金融服务，满足了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普惠金融的新型服务方式，

可以有效扩大金融服务范围，降低服务成本，从而推动农村产业升级，提高农村居民收入[1]。当前，

发展农村电商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但农村电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融资难

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本文在当前背景下，首先分析了我国农村电商的现状，再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电商的作用

机制，最后提出建议，从而实现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献言献策。 

2. 我国农村电商的现状 

我国农村电商在近些年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农村电商在市场规模、发展模式、政策支持、物流体系

等方面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市场规模上，2023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2.5 万亿元，比 2014 年

增长近 13 倍。发展模式上，近些年兴起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生鲜电商等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政策支

持上，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要加快完善县乡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深入实施“数

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这一系列现象都表明农村电商在国内经济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并取得了极大的发展[2]。 
但是农村电商仍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融资难、产品深加工不足、乡村人才不足等。 

2.1. 农村电商融资难，金融产品滞后 

农村电商企业大多是微小企业，信用信息和抵押担保资产都不足。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在面对这些

电商企业往往会考虑到风险较大、成本较高和存在获取信息难度大的情况，这也就导致这些传统金融机

构业务意愿较差，从而导致农村电商融资难。 
其次金融产品供给存在严重的滞后性。信贷产品上，其针对性较为不足。相比于普通企业，农村电

商企业对现金流的需求呈现额度小、频次高的特点，传统的金融产品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村电商企业的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47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宋小燎 
 

 

DOI: 10.12677/ecl.2024.1341477 2945 电子商务评论 
 

这些需求[3]。保险产品上。农村电商和农业息息相关，存在自然和市场两个层面的不确定性，从而具有

双重风险。因此目前针对农村电商的保险存在较大缺陷，难以为农村电商企业提供全面的金融保障。 

2.2. 农产品深加工不足，品牌效益差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农产品存在着深度加工不足、产品质量低的情况。我国的大部分农产品处于初

加工状态，产品附加值较低，从而使得电商企业盈利空间较低。缺乏深加工的产品存在着产品保质期较

短、同质化现象严重的问题，增加了电商企业的运营成本。 
现阶段农村电商行业还存在品牌效应较差的问题。由于很大一部分农村电商商户文化水平较低且

电商行业门槛较低，导致大多数农户和农村电商企业都没有准确地找到农产品的优势和不足[4]。现阶

段的矛盾已然成为农产品结构失衡。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村电商企业都不重视品牌营销，导致农产品

销量较差。 

2.3. 人才不足 

乡村振兴是人才的振兴，人才的匮乏严重抑制了农村电商的发展。首先，是专业技能的缺失。电商

涉及营销策划、网络推广、物流配送等多个专业领域，而农村地区往往缺乏具备这些专业技能的人才，

难以高效运营电商平台，影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其次，是创新意识的薄弱。农村电商发展需要不断创

新思维和市场敏锐度，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需求[5]。最后是人才流失的加剧。由于农村

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不够完善，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电商人才。许多

具备电商潜质的青年人才往往选择前往城市发展，导致农村电商人才更加捉襟见肘。 

3. 数字普惠金与农村电商的作用机制 

3.1. 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提高了农村电商的金融可获得性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扩大其服务范围，将金融服务延伸至更广泛的农村地区，从而提高了农村电商的

金融可获得性。这一机制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互联网、大数据、移动通信等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使得金融

机构能够突破地域限制，为偏远地区的农村电商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随着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提

高，越来越多的农村电商能够享受到包括贷款、支付、保险等在内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从而满足其在经

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促进业务的持续发展和壮大。 

3.2. 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拓宽了农村电商获得金融支持的渠道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入发展，金融机构不断推出适合农村电商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基于大

数据分析的信用贷款、供应链金融、移动支付等。这些金融产品和服务不仅满足了农村电商在融资、支

付等方面的基本需求，还通过提供定制化、差异化的解决方案，帮助农村电商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提

高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6]。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还促进了金融机构与农村电商之间的深度合

作，形成了互利共赢的金融生态体系，为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金融支持。 

3.3. 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降低了农村电商搜寻成本 

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体现在其高效、便捷的服务流程上。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

术，数字普惠金融实现了金融服务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大大降低了农村电商在搜寻金融产品和服务过程

中的成本[7]。具体而言，农村电商可以通过手机 APP、网上银行等渠道随时随地查询金融信息、申请贷

款、进行支付等操作，无需再到实体网点排队等候，节省了时间和交通成本。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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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程度还提高了金融服务的透明度和可比较性，使得农村电商能够更加方便地比较不同金融机构的产

品和服务，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金融解决方案。 

4. 政策建议 

在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路上，农村电商作为“互联网+”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已成为推动农

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农村电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

新兴的金融服务模式，通过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等手段，为传统普惠金融难以覆盖的客户提供便捷、

低成本、安全的金融服务，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解决方案。本文将从数据驱动、技术赋

能、平台连接等角度，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政策建议。 

4.1. 数据驱动：完善农村电商数据体系 

4.1.1. 加强农业全产业链信息数据库建设 
农业产业链数据分散、获取难度大是制约农村电商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瓶颈之一。建议加强农业

全产业链信息数据库的统筹力度，收集农产品生产、加工、物流配送等产业链各阶段节点的信息，加大

数据开放共享力度，多维度反映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和生产经营状况。这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准确地评估

风险，提高贷款审批效率，降低信贷成本。 

4.1.2. 构建农业信用评价体系 
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农业信用评价体系，将农产品生产者的交易数据、税务数据、征

信记录等多维度信息进行整合，形成全面的信用画像。这有助于金融机构更精准地识别优质客户，提供

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服务，满足农村电商的多元化需求。 

4.2. 技术赋能：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4.2.1. 利用区块链技术提升供应链金融 
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特点，可以显著提升供应链金融的透明度和安全性。建议金

融机构与区块链技术企业合作，开发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金融平台，实现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程追

溯和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同步匹配。这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准确地评估供应链风险，为农村电商提供

更加精准的金融服务。 

4.2.2. 加强农村地区数字网络建设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宽带网络、4G/5G 基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确保农村电商能够依托高速、稳定

的网络环境进行高效运营。移动支付和网络借贷是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降低农村地

区的金融服务门槛。建议金融机构积极推广移动支付产品，如手机银行等，方便农村居民随时随地进行

资金交易和管理。同时，可以开发适合农村电商的网络借贷产品，提供灵活、便捷的融资渠道，支持农

村电商的快速发展。 

4.3. 平台连接：构建开放共享的金融生态 

4.3.1. 建设全方位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 
建议政府、金融机构、科技企业等多方合作，建设全方位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实现金融机构、金

融产品、金融客户、金融监管等多方的有效连接。平台可以提供信息查询、贷款申请、风险评估、信用评

价等一站式服务，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同时，平台还可以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价

值创造，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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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加强与电商平台的合作 
电商平台是农村电商的重要载体，也是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应用场景。建议金融机构加强与电商平

台的合作，共同开发适合农村电商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例如，可以推出基于电商平台交易数据的信用贷

款产品，为农村电商提供便捷的融资支持。同时，金融机构还可以利用电商平台的数据资源，进行精准

营销和风险控制，提高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4. 政策支持：政府支持与人才引进 

4.4.1.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政府应加大对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村电商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可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金融机构

在农村地区开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给予税收减免、补贴等优惠政策，降低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保障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4.4.2. 加强人才培养引进 
农村电商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撑。建议加强农村电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一方面，高校应

设置相关专业方向，培养具有金融、电子商务、互联网、大数据等交叉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

应加强与高校、科技企业的合作，开展人才培训和交流活动，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推动农村电商发展的重要力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社会价

值。通过完善数据体系、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构建开放共享的金融生态、加强政策支持与人才培养等

措施，可以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和作用，助力农村电商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乡村振兴，

实现共同富裕。 

5. 总结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近些年农村电商发展取得的进展，并指出不足。再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电

商的作用机制，最后再从数据驱动、技术赋能、平台连接和政策支持四方面提出建议，从而实现农村电

商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献言献策。 
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文献，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应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

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通过收集和分析更多的数据，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的具体作用和影响机制，这样有助于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加量化的科学依据和实证支撑。在未来，数字

普惠金融助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将呈现技术融合需求深、政策支撑需要力度大与人才需求旺盛等特点，

以及需要兼顾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等趋势。数字普惠金融将继续为农村电商提供更加高效、便捷、安

全的金融服务，推动农村电商产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为农村地区的繁荣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大力推

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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