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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农村电子商务蓬勃发展，成为振兴农村经济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推手。本文深入分析了

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中国农村电子商务交易额以及代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状况的淘宝村数量，研究发

现中国电子商务和中国农村电子商务整体呈现增长的态势，淘宝村数量也逐年增加。然而中国农村电子

商务发展同样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落后，电商运营体系不完善，产品的质量参差

不齐，品牌意识淡薄，同质化问题严重等。基于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本

文提出要加大对农村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培育更多专业人才等方式突破这些约束

的壁垒。本文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主要包括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培育电商专业人才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充分发挥农村电子商务对农村经济的带

动作用，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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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ural e-commerce has flourished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revitaliz-
ing the rural economy and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in-
depth analysis of China’s e-commerce transaction volume, rural e-commerce transaction volum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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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umber of Taobao villages represe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The study found 
that China’s e-commerce and rural e-commerce are showing an overall growth trend, and the number 
of Taobao villages is also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 rural 
China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outdate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complete e-commerce op-
eration system, uneven product quality, weak brand awareness, and serious homogenization problems.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rural e-commerce in 
China,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increase policy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rural areas, improv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cultivate more professional talents to break through these constraints and 
barrier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
merce to support rural revitalization, mainly including expanding sales channels for agricultural prod-
ucts, promoting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cultivating e-commerce professionals, and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Give full play to the driving role of rural e-commerce in the rural economy and further 
suppor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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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高新技术的高速发展，电子商务也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并逐步成为

一种主流的商业模式。最早起源于美国，其凭借自身的强大优势迅速占据了电子商务的相当大的市场份

额，彰显其在该领域的强大影响力和领先地位。近年来，中国抓住了高新技术发展的机遇，实现了弯道

超车，截至目前已经连续 11 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在 2022 年我国的 B2C 电子商务交易额在

全球中的占比达到 37.2%，高出美国的 24.4%，位居世界第一 1。电子商务的崛起逐渐向农村下沉和辐射，

农村电子商务作为围绕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而展开的一系列的电子化交易和管理活动，带

动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战略注入了新的动力[1]。 

2. 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2.1.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得益于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方式得到了极大的改变，电子商务的兴起改变了人们

的消费方式，其网络化、便捷化和多样性的特征更加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

电子商务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2]。如图 1 所示，中国在 2009 年的电子商务交易额为 3.85 万亿，而在 2023
年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到了 46.83 万亿，增加了 12 倍还多，年均增长率高达 19.54%。由此可见，近 15
年来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额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根据图 1 中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长率变化，2009~2015
年增长率均在 20%以上，其中峰值出现在 2014 年，高达 59.4%，之后几年的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且略有波

动，但基本保持在 5%以上。 
中国电子商务取得如此迅速地突破和发展，自然离不开国家对其的高度重视，早在 2005 年国家就开始

全力支持和发展电子商务，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建议》，2024 年商务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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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 2023》，20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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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数字商务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中提出“数商强基”、“数商扩消”、“数商兴贸”、“数

商兴产”和“数商开放”等五项重点行动 2。政府对电子商务行业的不断管理和规范，使得电子商务发展有

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与此同时，不断壮大的网络购物用户群体也为电子商务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截止 2023
年 12 月，中国网上购物用户规模达到 9.15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83.8%3。政策的引导和巨大的消费群体成

为推动中国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电子商务交易额稳步增长以及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Figure 1. E-commerce transaction volume and year-on-year growth rate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23 (Data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图 1.中国 2009~2023 年电子商务交易额及同比增长率(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2. 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蓬勃发展，对农村这一广阔的市场有着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2005 年中央一号

文件首次提及电子商务，标志着国家开始关注并支持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在政策

的影响下，农村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逐步加强，包括互联网基础设施、物流体系以及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等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高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奠定了基础。如图 2 所示，在 2013
年农村电子商务交易额为 0.05 万亿，到了 2023 年达到了 2.49 万亿，短短 10 年间增长了 49.8 倍，年均

增长率高达 47.82%。农村电子商务交易额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 2020 年交易额最高为 2.8 万亿， 
 

 
Figure 2. Rural e-commerce transaction volume and year-on-year growth rate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3 (Data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图 2. 中国 2013~2023 年农村电子商务交易额及同比增长率(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资料来源：《数字商务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2024.04。 
3数据来源：《互联网助力数字消费发展蓝皮书》，2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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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是受新冠疫情刚开始的影响，农产品作为生活必需品则通过电子商务的平台走进千家万户。从

同比增长率来看，2015 年达到巅峰，较 2014 年增长 250%，之后逐年下降略有波动，除 2021 年外增长

率均保持在 5%以上。 
淘宝村是中国农村一个特殊的电子商务模式，其历史可追溯到 2009 年，起初是为了促进农村经济和

扶贫助农而兴起的一种模式，后来随着电子商务行业的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农村加入这一新的模

式进而形成我们今天所讲的淘宝村。现今对于淘宝村的定义为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 10%以上、

电子商务年交易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村庄。如图 3 所示，2014 年淘宝村数量为 212，到 2022 年淘宝村

发展到 7780 个，8 年时间增长了 36.7 倍，年均增长率为 56.88%。观察其增长率变化，最高值在 2015 年

高达 266.98%，此后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均保持在 10%以上。淘宝村数量逐年增长，意味着农村电子商

务市场规模越来越大，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也越来越完善。 
 

 
Figure 3. Number and year-on-year growth rate of Taobao villages in China from 2014 to 2022 (Data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图 3. 中国 2014~2022 年淘宝村数量及同比增长率(数据来源：阿里研究院) 

3. 中国农村电子商务面临的挑战 

3.1. 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电子商务运营体系不完善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在农村地区相对突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相差很多，发达地

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之间也相差很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网络覆盖不全，偏远地区的农村

尚未实现宽带网络的全覆盖，网络信号不稳定，导致当地农民上网困难，无法充分享受电子商务带来的

便利。另一方面受制于交通、地理区位等影响，农村地区缺乏专业的物流配送中心，快递仍旧难以攻破

“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增加了农村居民的网购成本和时间成本。农村地区电子支付的普及率相对较低，

更习惯于现金支付，这也限制了电商交易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农村电商企业在发展初期往往面临着资金

短缺的问题，由于融资渠道有限，导致起步阶段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另外，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信

息机制不健全，农村生产者和电商平台之间信息不对称，供需信息不匹配，造成了资源浪费。农产品价

格波动大，缺乏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影响了农民受益和电商平台运营的稳定性。 

3.2. 农业产品同质化问题严重，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 

农产品的生产具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等特点，产品质量难以保证，在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等环节

的不规范操作也会降低质量。而在农村地区没能建立起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在各环节缺乏相关标准的约

束也是导致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重要原因。有些地域的特色产品没有与当地的特色文化结合起来，形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641


张云光，宋山梅 
 

 

DOI: 10.12677/ecl.2024.1341641 4257 电子商务评论 
 

成强有力的品牌，农产品的附加值便大打折扣。针对农村电子商务行业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相应的监

管主体、范围和措施没有明确的规定[3]，使得政府和行业协会的监管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农村电

商平台上销售的产品种类相对单一，其大部分具有相同的生长环境、生产工艺，或者利用现代生物科技

人为控制这些，就使得不同商家之间的产品品质差异不大，很难形成差异化竞争[4]。另外，市场信息不

对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农民和电商经营者对市场信息的获取和处理能力有限，难以准确把握市场动态

和消费者需求变化，导致产品开发具有滞后性。产品同质化使得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最直接的体现就是

价格战，资金雄厚的企业为挤占更大的市场份额不惜大幅度降价，形成恶性竞争，不仅损害了电商从业

者的利益，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另外在资金、人力和物力等生产资料投入到同质化产品生产后，并

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创新和提升，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资源浪费。 

3.3. 人才储备不足，培训机制不健全 

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市场不断扩大，也吸引越来越多的电商平台和相关人才进入这一领域。

在中国农村地区，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而在外上学有知识的青年回到农村的是少之又少，留守农村的

更多是老年人和孩童，他们对农村电子商务的了解和运营水平非常有限。另外农村地区的工作环境和福

利待遇相对城市要差一些，这也是难以吸引和留住电商人才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需要物

流运输、运营管理和营销策划等多方面的专业人才，但是农业产品大多利润率低，没有较大的收益在市

场中就缺少专业人才进驻该行业。而农村地区的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各种配套的机制还有很大

的进步空间，其中人才培训体系不完善，目前的培训大多停留在简单的农业生产和销售方面，缺乏连贯

的电子商务运营、管理、服务以及跨境电子商务等方面的培训，培训内容往往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难

以满足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实际需求。 

4. 农村电子商务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分析 

4.1.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升级 

农村电子商务构建了高效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其中包括农产品采购、加工、包装、储存和运输等

环节，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提高了农产品的新鲜度和市场竞争力，有助于实现农产品的标准化和规模

化生产，从而推动农业产业的升级。另外，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农业与互联网、物流和金融

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得益于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农业产业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转型，

提升了整体产业链的效率和附加值。农村电子商务通过入驻淘宝、京东等主流的电商平台，能够借助这

些平台庞大的用户群体和完善的交易体系拓宽销售渠道[5]。发展社交电商，利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

台的图文信息宣传或短视频推广等方式精准推送给目标客户，提升营销转化率。入驻国际电商平台，如

亚马逊、ebay 等，将农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4.2. 打造农业产品的品牌，健全市场监管机制 

对于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发展面临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和同质化严重的问题，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村的

村民缺乏品牌意识。应深入调研当地农产品资源，挖掘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并利用短视频、直播等

新媒体传播的形式[6]，向观众展示农产品生产加工的全过程，增强消费者的信任感和消费欲望。加强农

产品生产的标准化建设，推广绿色农业、生态种植等理念，提升产品的内在品质和附加值。加强品牌建

设和推广，设计具有高辨识度的品牌标识和包装，并通过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进行品牌宣传，

提高品牌知名度。要进一步健全农村电子商务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主体的责任义务，加大对违法行为

的处罚力度，规范商业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加强对农业产品的质量监管体系，严厉打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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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产品，健全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创新监管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监管

效率。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健全消费者投诉举报办理的机制，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能力，使其接

受全社会的监督。 

4.3. 构建多元化培训体系，培育新型的专业人才 

农村在教育、医疗和就业等方面不如城市，导致了大量的人才和劳动力流向城市，“留守儿童”、

“空巢老人”现象成为了农村的一种常态。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农村电子商务

的发展，农村逐渐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农村电子商务是国家重视的项目，并且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

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培训、创业孵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各地建立起来电子商务科技园用于指导培训

更多的专业人才。在农村建立起政府引导、企业参与、高校支撑的多元化培养体系，整合各方的优势资

源，形成合力不断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壮大[7]。2018 年农业部提出“新农人”计划，致力于使具备专业

素养和创新思维的新农人带动老农人发展，进一步推动农业的发展，这一计划的实施标志着农业领域的

人才培养和模式的一种创新。例如云南农业大学的丁同学，响应政府的号召，不仅熟练电子商务运营还

具有专业素养的人才来到农村服务三农，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支持。对于乡村而言，完

善的人才培训体系是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的基础。 

5.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由起步阶段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形成一定规模的稳定增长，电子商务是

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也是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在看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

优势的同时也要正确对待所面临的挑战，首先，对于农村的政策支持和基础建设要持续加强，对农村企

业加大金融帮扶，完善农村交通、网络覆盖、冷链物流等方面的基础建设；其次，要完善农村电商行业

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理可据，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发挥其对行业监管的积极作用；最后，加强

对农村电商行业从业者的专业培训，鼓励和支持他们大胆创新，并且加强区域合作提高品牌建设。其在

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讲好乡村故事、培育电商专业人才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

实现乡村振兴的几条路径。要持续加强对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与支持，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多方共同

努力，形成合力，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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