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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农村电商是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吸引人才返乡就业，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电商产业正在迅速发展。然而，与广阔的县域市场相比，

农村电商在品牌建设、专业人才培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待挖掘。对此，当前

农村电商需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补短板、强弱项、塑优势，各方应通过打造品牌强农、培育人才兴农、

健全设施助农等多措并举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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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build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
erniz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ttracting 
talents to return home for employment, and broadening the channels for farmers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rural e-commerce indus-
try is developing rapidly.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vast county market, rural e-commerce still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in brand building,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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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this regard, the current rural e-commerce needs to focus on promot-
ing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making up for shortcoming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shaping advantages. All parties shoul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
merce by building brands to strengthen agriculture, cultivating talents to promote agriculture, and 
improving facilities to help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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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电商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在实现乡村振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促进农产品产销

对接和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渠道。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促进农村电

商发展的政策：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数商兴农工程”，推进电子商务进乡村；2023 年，中

央一号文件指出要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农村传统产业，推动农村电商的全面发展；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

强调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发展乡村土特产网络销售，可见国家对农村电商发展的重视程度。

中国农村电商发展经历了早期起步探索和近期快速成长两个阶段，研究热点集中于互联网、农产品上行、

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四个领域[1]，学者们对农村电子商务的内涵与发展模式、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和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路径研究颇深，为开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了有效的对策建议。

本文将探究如何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将农村电商的作用最大化，通过明晰农村电商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

的强大“源动力”，分析当前农村电商发展的挑战，并结合品牌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理论提出相应

的策略建议，来推动其可持续发展，加速乡村振兴进程。 

2. 发展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机理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建设美丽宜居的新农村，注重实现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农民生活质量

的全面提升以及农村社会的整体进步，既为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主要领域提供了明确的政

策支持，也为农村电商的引进和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物质基础[2]，农村电商的发展又为乡

村振兴提供强大的“源动力”。 

2.1. 农村电商助推科技振兴乡村 

农村电商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数字化和信息化的进步对农业上下游全链条渗透，使电

商直播变成新农活、网络手机变成新农具、信息数据变成新农资，打破传统线下交易不便和路程遥远的

边界，借“数字”之力打开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数字科技帮助农村电商实现了农业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促进了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农村电商为推进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产品供需信息对称、提高

农民生活质量等方面提供新动能。首先，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流畅的网络系统为产品上新、线

上交易提供有力支撑，这有助于宽带网络、通讯设施等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提高农村网络的可用

性。此外，农村电商产业的壮大需要健全乡村智能物流配送体系来保证农产品的新鲜度和交货速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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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消费者购物体验，这将倒逼乡村物流企业合作联盟，共享优势与资源，提高农产品物流服务运送整体

效能。其次，数字化和信息化的进步使市场动向和需求快速流通和共享，农村电商可以直接了解行情信

息以指导生产，促进供需平衡，同时利用网络平台与消费者进行信息沟通，了解其个性化需求，科学调

整生产和销售策略，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最后，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打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

沟，使各类优质资源通过网络打破时空限制惠及更多农民，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 

2.2. 农村电商助推人才振兴乡村 

农村电子商务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每一笔电商订单的顺利完成离不开商务人才筛选产品、技术人才

上架产品、运营人才策划管理以及主播讲解、售后服务等方面的能人共同协作，这些懂技术、会经营的

新型农民和专业的电商团队是农村电商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人才振兴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电商拉动农

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平台运营、营销策划、物流配送等工作岗位，吸引青年人才带着技术和知

识返乡工作，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3]。此外，农村电商产业专业化升级所需的外部资源师资、电商

技能培训，也将提高当地村民的信息化工作素养，从而培育本土电商人才，再进一步推进本地电商发展，

实现良性循环。 

2.3. 农村电商助力增收振兴乡村 

传统的农产品销售渠道主要是农贸市场和超市，这些渠道的销售范围有限，农民在市场选择中缺乏

主动性，经常会出现农产品滞销的情况，影响农民收入。农村电商可以将农产品从产地推广到全国各地，

打破空间地理限制，提供广阔的销售市场，帮助潜在消费者了解和购买产品，进而增加销售额[4]。同时，

电商将农产品生产、供应链、销售市场等环节连接起来，有效减少中间商从中分成，使农民获得更多利

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不仅是出售农产品，农村电商将农产品采摘、加工、乡情民俗与旅游观光结合

起来，讲好农产品的故事，推动一二三产业多元融合发展，这有助于打造特色农村电商品牌，增加产品

的附加值，在帮助农村增收的同时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面临的困境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2023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5 万亿元，比 2014 年增长近 13 倍；全国农

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5870.3 亿元，同比增长 12.5% [5]，很多县市农村电商销售额近几年平均增速均在 30%
以上，2020 年增速增长速度高达 50%以上[6]，农村电商正在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

引擎。也应看到，目前我国农村电商发展面临着基础设施不全、配送体系滞后、电商人才缺乏等实际问

题。这要求我们采取针对性强的举措，加快补齐农村电商发展短板。 

3.1. 产品品牌效应较低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电商的发展面临农产品品牌影响力不足的挑战。从生产者来看，现阶段农

村电商以传统农作物为主要出售对象，可供挑选的农产品种类十分有限，同质化严重，质量参差不齐，

商品大多是没有经过深加工的简单原料和初级农产品，主打原生态。且农村大部分电商以个体户为主，

大多是单打独斗，农户与农户之间产品联动和抱团营销的意识单薄，对农产品深加工、产业融合发展、

品牌文化推广和营销的认知有限，缺少以特色农产品为基础的衍生产品的开发，产品的辨识度和影响力

较低。从消费者角度来看，目前部分消费者的消费观念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而变化，他们在购物时越来越

注重商品的质量和品牌，而农村电商产品大多并未创造出较高的知名度，很难打动消费者，使得农村电

商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缺乏竞争力，限制了销售量的增长和农村电商的进一步发展[7]。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735


韩如梦 
 

 

DOI: 10.12677/ecl.2024.1341735 5057 电子商务评论 
 

3.2. 电商人才缺口明显 

从吸引人才流入看，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农村地区相较于城市，面临地理位置偏

远，工资待遇较低，个人发展机会少，基础设施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弱势，导致青年人才多向城市涌入，

缺乏新鲜活力注入农村电商产业。现阶段众多高校在设置农村电子商务课程时更多的倾向于电子商务内

容，与农业发展和农产品的关联较少[8]，许多大学生尚未形成对农村电子商务的清醒认知，电商人才投

身于乡村建设的环境氛围不够浓烈。从农村现有人口看，村民受教育程度低，老龄化严重，对新事物的

接受度弱，在短时间内学习电商知识和操作技术有一定困难。一些村民对网络购物持有疑虑，把电子商

务活动当作诈骗，更倾向于传统的买卖方式。此外，农村人力资源培训机会少，多数农村电商通过线上

摸索和自学掌握操作技能，没有经过专业的教学指导。 

3.3. 基础设施尚未健全 

农村电商想要稳健发展，需要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为其提供保障。然而，从互联网普及率来看，截

至 2022 年 6 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82.9%，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58.8% [9]，远低于城

市，东中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客观存在，制约农村电商的发展速度和时效性。特别是一些偏

远落后的地区，互联网设施建设困难、覆盖不全面，导致村民接触网络销售信息的机会少，相应的数字

信息资源获取能力低，进一步影响农村电商发挥作用。此外，适应农产品网络销售的物流体系也尚未健

全。首先，农村地区电商居住较为分散，部分道路狭窄，导致农村地区快递运输时间普遍较长，农产品

配送的时效性难以保证；且物流企业尚未全覆盖，虽然我国 100%的乡镇都有邮政点，97%的乡镇有快递

点[10]，但还有部分电商平台的配送范围在农村地区受到限制，小区域内可能只有一家快递点，导致快递

投递和领取不便[11]。其次，在物流配送运营管理方面，缺乏实时物流信息反馈和跟踪系统，难以为电商

和距离较远的消费者提供准确的物流信息查询和预估送达时间。最后，农村电商多供应生鲜类农产品，

鲜活送达是保证产品质量的基本要求，而农村冷链物流系统尚不健全，仓储设施空间不足、冷链仓储价

格昂贵，在农产品上行尚未形成规模时难以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 

4.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优化路径 

4.1. 整合当地特色，打造品牌强农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不应局限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产品售卖，而应深度挖掘区域特色，

打造统一的乡村地域品牌，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品牌营销能够促进产品的价值让渡和形象塑造，

使农产品具有溢价空间和长期盈利的保障，农村电商企业可以通过产品、价格、渠道、促销 4 方面制定

营销策略，凸显农产品特色，塑造农村电商品牌[12]。 
第一产品策略，农村电商应整合当地特色，提供优质多样且有记忆点的产品，使产品在竞争激烈的

市场中具有足够的差异化特征。首先，对于基础农产品要制定标准，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对其品质进行

等级规划，避免线上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培养消费者对于品牌的回购率和忠诚度。其次，充分

发挥网络打破时空距离的优势，将当地农产品的种植、采摘、加工过程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进行展

示，让消费者更加了解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特点，发展休闲农业类产品，使消费者亲身参与农业生产活

动，满足消费者对于特色农业休闲观赏、生活体验、科普教育的需求。同时，要立足当地特色产业和资

源禀赋，通过互联网向潜在消费者展示具有独特地理标识的农产品、特色文化和生活方式，提供乡村旅

游类的产品，吸引城镇居民前来体验、观光、消费，在旅游人群的流动中提升农村电商品牌的知名度，

激发乡村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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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价格策略，农村电商应找准市场定位，优化定价策略。首先农村电商要充分考虑不同的消费群

体，对于高消费群体可以推出定制版的特色产品，对于一般消费群体制定平价款的产品，对于低收入群

体，推出实惠装的产品。其次可以针对不同线上平台制定不同定价，如京东平台，门槛高，主推高端农

产品系列；拼多多平台，以低价、实惠为主，以量取胜。最大程度上使每一位潜在消费者变成实际消费

者，扩大品牌受众。 
第三渠道策略，农村电商应创造多层品牌营销渠道，做好品牌推广。在线上平台开设商铺只是最基

本的营销渠道，微博、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是当前消费者获取和分享信息的重要渠道，要发挥这

些平台自带的“种草”属性，通过各平台直播带货、定期更新官方视频、鼓励消费者分享购买心得等方

式，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品牌影响力。此外，农村电商可以积极举办和参与以街道、社区、村镇等为单位

的美食节、展销会、电商节，在线下进行品牌的推广宣传，以此提高曝光度，推广电商品牌吸引消费者。 
第四促销策略，农村电商应丰富促销形式，提高品牌知名度。首先，出圈的文案能够让消费者对产

品有更深的印象和情感认同，农村电商要挖掘当地农产品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创造能够引起消费者共鸣、

朗朗上口的品牌促销口号。其次，好的农产品包装设计可以使消费者最直观地感受到品牌形象，农村电

商要提高对农产品包装的重视程度，结合农产品特色、地域文化和品牌故事建立辨识度高、具有强烈吸

引力的品牌形象[13]，使消费者眼前一亮，帮助其在众多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此外，可以邀请公众人物

对电商品牌进行推广宣传，公众人物自带的流量能够产生话题效应，从而为品牌带来关注度和流量。 

4.2. 搭建合作平台，培育人才兴农 

人才是推动创新和提高竞争力的主力军，加强人才培养是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环节。面对如今农村

电商人才缺口明显的困境，应从两个角度入手吸引和培养创业人员、运营人才、产品匠人、生产能人于

一体的电商人才队伍。 
第一，吸引人才“走进来”。首先，近年来高校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陆续开办了电子商务专业，

各方要抓住机遇，积极探索高校与农村电商企业的深入合作，以电商助农为载体搭建合作平台，提供优

质的实习岗位，发挥本地高校的智力支持作用，帮助电商挖掘产品卖点、策划营销方案，将助农推广、

助农带货的乡村振兴要求落到实处，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同时引导这些青年人才树立热爱家乡、

服务家乡的意识，鼓励他们毕业后返乡就业，为农村电商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其次，制定与地方发展实

际相适应的人才引进政策，设立专门的人才绿色通道，充分发挥制度经费投入等激励性工具在吸引人才

方面的积极作用[14]。最后，提升乡村总体就业和居住环境，加快完善交通、教育、医疗、住房、薪资待

遇等人才就业和定居所考虑的要素，优化吸引电商人才的软硬件环境。并与互联网宣传媒体搭建合作平

台，开展农村电商的成功案例和新农村形象的宣传，打破对农村地区偏远落后的固有印象，吸引大学毕

业生、科研人员等优秀人才投身于农村电商发展。 
第二，保障人才“留得住”。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以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

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五个方面制定举措留住电商人才。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要关心引进的电商

人才在衣食住行方面的需要，保障其工资不低于市场工资，在伙食、住房、交通方面提供补贴支持，满

足引进人才基本的生活需求[15]。在安全需求方面，电商企业需要建立有效的安保措施，保护员工的隐私

和人身安全，同时要遵守劳动法，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提高人才的安全感。社交需求的满足可以使引

进的电商人才有归属感和幸福感，大大降低离职率，可以通过举办“破冰”活动增进新老人才的了解，

组织经验交流会搭建学习平台以展现人才风采，帮助引进的人才尽快融入新环境。在尊重和自我实现需

求方面，设置农村电商人才选拔和评价机制，给予选拔出的人才表彰、奖励和资源倾斜，任命其担任合

适的职务，充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激发被引进人才持续投身农村电子商务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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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使当地“有能人”。加强对本土电商、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的相关技能培训，充分利用线

上线下的培训途径，对于不同的电商水平，有针对性地进行基础知识、基本操作技能和网络营销等课程

学习，强化物流管理、店铺运营推广、数据分析等电子商务专业技能培训[16]，培养一批熟练运用数字技

术的本土专业电商人才。 

4.3. 完善基础设施，健全物流助农 

要实现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需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在宏观层面的指导，加大对网络信息和物流配

送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第一，发展农村电商离不开较为完善的网络设施，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财政支持。需投入足够

的资金提高农村网络覆盖率，为农村电商提供速度快、信号强的服务，并对贫困地区农民的网络收费进

行补助，减轻其上网费用负担[17]。此外，完善通信设施和数据中心，使农村电商可以运用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等手段，精准把握市场供需信息，更好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在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

中，农村居民对电子商务的整体认知将会越来越清晰，生活方式与购物习惯随之发生变化，将为农产品

上行提供助力。 
第二，农村电商要让新鲜的农产品进入消费者的餐桌，最重要的就是便捷、快速的物流。政府需加

强宏观调控，将农村物流体系的发展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绩考核范围，并制定激励农村物流电商发展

的优惠政策。支持快递物流企业、冷链运输企业市场下沉，构建县、乡、村一体化冷链物流网络，推动农

村冷链物流标准化，打通高品质生鲜农产品进出新通道。同时加大农村智慧物流体系建设，将现有的交

通、邮政等资源科学利用，并加强道路建设、完善运输管理体系、提高农产品溯源能力、健全货物运输

定位系统，推动物流体系向标准化、精细化升级。此外，推动快递存放点、驿站向乡级延伸，为乡村居民

寄取产品提供更多便利，可以有效提升居民购买和电商出售的意愿，打通农产品的“首尾一公里”。 

5. 总结 

综上所述，农村电商的发展能够推动三产融合，帮助农村居民增收致富，吸引优秀人才返乡就业，

从而缩小城乡差距，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动力”。同时，农村电商作为一个新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

会面临曲折，如品牌意识弱、专业人才缺口明显、基础设施不完善等，我们需怀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对症

下药，通过挖掘优秀乡村文化打造产品品牌、优化就业软硬件环境吸引人才、完善网络信息和物流配送

基础设施来促进电商产业提质增效，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注入蓬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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