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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数字经济的崛起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机遇。数字乡村建设不仅

关乎战略意义，更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面对新时代农村电商物流的挑战，如整体市场发展

缓慢、互联网发展规模受限、人力资源不足以及发展设施受限等问题，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寻求最优解。

通过数字乡村建设的推动，实现农村电商物流的战略协同与可持续发展，不仅能够助力乡村经济腾飞，

还能赋予乡村治理更深沉的文化自信。这将使我们在实现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坚定，向着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目标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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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road to 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ower, the rise of digital economy provides new opportu-
niti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ountryside is not only of strategic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817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817
https://www.hanspub.org/


何佳彤 
 

 

DOI: 10.12677/ecl.2024.1341817 5798 电子商务评论 
 

significance, but also a key force to promo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rural e-commerce logistics in the new era, such as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market, 
the limited scale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the shortage of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limited devel-
opment facilities, we must actively respond and seek the optimal solution.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the strategic syner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
merce logistics can not only help the rural economy take off, but also give rural governance a deeper 
cultural confidence. This will make us more determined on the road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make steady progress towards the goal of a socialist modern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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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三农问题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习近平同志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关键举措，也是满足亿万农民对幸福生活向往的必然选择。在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中，农村电商物流的

发展尤为重要。根据 2023 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农村网络用户已达 2.97 亿人次，

互联网普及率达 59.2%。然而，电商物流服务在农村地区却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

许多农村居民并未享受到便捷的快递服务，部分线上消费者只能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快递接收也不够

便利。农村“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成为制约农村居民购物体验的重要因素，解决这一问题将直接影响

农村电商物流发展及国家乡村建设水平，影响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为解决农村电商物流存在的问题，

需要加强农村快递服务网络建设，提高末端配送的效率和便捷性。农村地区应推动物流企业加大对偏远

地区的服务投入，提升服务覆盖范围，确保每个农村居民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快递服务。同时，政府部

门应加强对农村电商物流的监管，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大在农村地区的投资，提

升物流服务质量。此外，还需要注重提升农村居民的网络素养和使用能力，推动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

提升，让更多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到便捷的电商物流服务。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不仅关乎农村经济的繁荣，

更与国家乡村建设和农民生活幸福感息息相关。只有解决了农村电商物流中存在的问题，提升了服务质

量和效率，才能更好地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推动农村经济向上发展，实现向社会主义强

国迈进的目标。让农村居民享受到便捷、高效的电商物流服务，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也是我

们国家的责任和使命。愿我们共同努力，推动农村电商物流的快速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农民幸福作

出更大的贡献。 

2. 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意义 

2.1. 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是指利用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的过程。这不

仅是面向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数字化乡村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建设的意义在于推动乡村振

兴向着更快更好的方向发展。只有加强数字乡村的基础建设，才能更好地推广国家的大数据、智能人工

智能、云计算等新型技术，从而实现乡村全面发展。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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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通过数字化手段，农村地区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促进农业生产

和乡村经济的发展。例如，利用高新技术设备可以提高农产品生产的效率，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提高

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通过互联网技术，农民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市场信息，拓宽销售渠道，提高收入水

平。农业企业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依托数字化的管理体系。数字乡村建设也为乡村居

民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农村互联网的普及，居民可以通过网络学习知识、掌握新技能，拓展

就业机会，实现更好的就业和创业。数字化的健康管理系统可以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水平，改善医疗资源

分配，方便居民就医。数字化的教育资源可以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提升农村教育水平，改善教育公平

[2]。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政府有着重要作用。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加大资金投入，推动数字化技术

在乡村的应用。同时，政府还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覆盖范围，保障农村地区的信息通信畅

通。政府还需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农村居民的数字技能，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中来。数

字乡村建设不仅是当前的需要，更是未来乡村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将迎

来转型升级的新机遇。政府、企业和农民共同努力，共同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让

乡村焕发出勃勃生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愿景。 
利用信息工具预测自然灾害，有效减少农作物受灾情况。同时，利用大数据直播带货，解决农产品

滞销问题，促进销售、增加农民收入。这种信息化手段不仅有助于抵御天灾，还可推动农业产业发展，

实现消费者与农民双赢局面。信息技术的运用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产销对接、优化资源配置，

为农业注入新活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了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可预测因素进行

有效预测及采取相应措施，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安全稳定。 

2.2. 有利于带动农业集体资产的相关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部分偏远地区在经济发展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即使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旅

游和农业资源，由于通信设备不完善、地理位置偏僻以及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的步伐受到

了严重的阻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需要利用互联网的力量，加强数字乡村的建设，实现消费的无

缝连接，从购买决策、商品选择到支付和售后服务的全链路协同，促进农产品在二者之间相互渗透流通。

这种努力将有助于拓展农村市场的规模，打造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推动乡村旅游业和农产品流通等第三

产业链的发展[3]。举例来说，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推广能够吸引更多网友前来偏远地区旅游，拍照留念，

并购买当地特色特产。这将加速偏远地区成为网红打卡地，拓展了农村宣传的途径，吸引了更多内外投

资，形成了招商引流的良好态势，最终推动了农业集体资产的相关发展。通过利用互联网的力量，偏远

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更好地融入全国发展大局，促进城乡之间商品的流通和交流，为农村经济的多元化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加强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能够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将为农村地区的居民带来更

多的机遇和福祉。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梦想。 

2.3. 成为推动共同富裕、改善民生的推手 

我国正加速转向农业强国，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农业基础设施滞后、老龄化严重、信息流通不畅

等诸多挑战仍待解决。耕地红线限制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亟须推动数字化技术深入农村各个环节，弥补

农业发展的不足之处。借助现代科技，促进互联网与乡村的深度融合，增强农业的发展韧性，让广大农

民分享时代红利，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例如，农业机械化带动了农作物稳产，减少了人力资源的浪费，

有效缓解了农村老龄群体比重过大的问题[3]。改革前的农业草除和虫害防治常规是焚烧和喷洒有毒农药，

现今可采用更科学的物理技术和生物防治相结合的方式，有效解决污染问题的同时提升了农业生产的质

量。我们应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拓展数字化技术在农村的应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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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民福祉的双赢局面。 

3. 数字乡村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面临的情况 

3.1. 农村互联网发展规模受限 

当前，农村互联网发展受限主要源于农村电商物流体系不健全。虽然国内物流配送网络已普及至各

个县区市，但依然有许多乡镇村落未得覆盖，导致网点物流配送服务无法达标，尤其是偏远地区如新疆

边远地区。部分网点设置较为偏远，未在集中地区设立，给农村居民取件带来不便，“最后一公里”难题

亟待解决。农村居民在快递配送方面最常遇到的问题是无法配送至所在地区，占比达三分之一；其次是

配送范围不包括本村，需前往快递点取件，还有时效较长情况频发。而这些配送问题几乎都与快递无法

进村有关。针对农村消费者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部分农村居民表明农村地区缺乏便捷的电商服务点

和快递站，进一步凸显快递无法进村的问题。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农村居民对生活的要求在与日俱增，

需要更多更好的生活体验。若未能完善物流体系，将阻碍电商物流在农村的发展。加快农村互联网发展

规模扩大，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3.2. 农村人力资源不足 

农村电商物流行业正面临着人才短缺的严峻挑战。人才对于农村物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目前

农村电商物流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依然存在较大问题。尽管农村电商发展为部分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

会，但现有人才对于现代化电商物流的要求和认识仍有待提高。现阶段，农村物流业仍处在起步阶段，

工作条件和薪资待遇均不及城镇水平，难以吸引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因此，农村电商物流人才的匮乏已

经导致市场需求与人才供应之间的严重不平衡局面。大多数农村操作人员缺乏专业技能，而缺乏留在农

村从事物流工作的专业复合型人才，愈发成为行业的现实难题。随着更多年轻人选择离开农村前往大城

市，农村年轻劳动力的流失已成为常态。为此，农村电商物流行业亟需引入更多技术娴熟、有实践经验

的专业人才，以推动物流行业向现代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只有这样，农村电商物流业才能迈向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为乡村振兴和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3.3. 监管系统缺位 

电商成为农村产业结构转型的路径之一。然而，在农产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虚拟性和分散性是互

联网的特点，给质量标准和安全规范带来了挑战。由于电商市场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和监管机制，一些

不法商家得以偷换概念、欺骗消费者，严重影响了电商市场的信誉和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好评

返现、淘宝利单”等现象，不仅扭曲了市场竞争环境，还给消费者带来了经济损失[4]。同时，农村电商

面临着恶性竞争、同质化和治理不善等问题。一些商家为了销售产品，不惜通过欺诈手段蒙骗消费者，

甚至发生了“刷单骗局”等严重事件，严重损害了整个电商市场的良性发展。农村电商的产品生产和供

应也存在着质量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消费者在不能直接接触产品的情况下，容易受到商家虚假宣传的误

导。农村电商必须加强质量监管体系的建设，提高产品质量意识，避免以次充好的情况发生。同时，应

该规范农产品的采摘处理、配送时间等环节，避免不规范操作对产品质量带来影响。农村电商需要建立

健全的监督体系，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才能有效解决存在的问题，促进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 

4.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电商物流的协同发展策略 

4.1. 健全农村电商物流服务体系建设 

在当今数字乡村背景下，乡村的发展已势不可挡。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数字化乡村发展的政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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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提供了转型机会，同时也呼吁农村地区主动抓住这一红利政策，弥补地区间的数字化鸿沟，让

数字化红利发挥出最大效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农村地区需要积极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改造传统基础

设施，实现新旧基础设施应用的数字化融合发展，为农村电商物流提供有力支持[5]。为了落实这一理念，

我们可以在农村各地建立现代化物流综合服务站，为农村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物流服务。居民可以通过

这些服务站将发货快递品牌和发货时间等物流需求信息上传到平台，由服务站进行筛选和处理。邮递员

可以通过服务站提供的智能配送路线规划选取最优路线，从而节约工作量和时间成本，提升配送效率和

准确性，为农村群众提供更加高效的物流服务[6]。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整合农村电商物流资源，降低服

务成本，还可以打破信息畅通的障碍，使物流服务得以提质增效。通过这样的措施，我们可以实现数字

化乡村发展的目标，让农村地区也能够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红利。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农村地区可以

更好地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这也为农村地区带来了

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促进了农村社会的整体繁荣。在数字化乡村发展的道路上，我们要积极行动起

来，充分利用数字化红利政策，健全农村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让农村地区融入数字时代的潮流，实现农

村振兴的目标。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创新，我们相信数字乡村的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美好。愿我们共同努

力，共同见证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崛起和繁荣。 

4.2. 加强农村电商物流高质量人才培养 

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背景下，发展农村电商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引进高质量

的综合人才至关重要。同时，也需要发展农村居民成为电商新农人，从而持续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7]。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取以下几点具体措施。首先，政府应该加强对人才回流和返乡政策的宣传和

支持，制定切实可行的福利政策，吸引青壮年和高知识劳动力回归家乡。他们可以运用其专业知识，推

动城乡的协同发展。其次，建立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机制，培养农村村民成为电子商务新农人[8]。通过政

府、学校、互联网的三方合作，为农户提供专业设备设施和优质培训，教授他们如何使用电子产品和高

科技新型农具。培训内容要通俗易懂，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避免形式主义，让农户真正掌握新技术。

另外，推动群众共同创业，设立乡村振兴发展项目，吸引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知识分子开设学习培训班。

通过普及新技术，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实现农户从传统的耕种销售方式向

新型农业电商物流转型的目标[9]。此外，农村地区也应该展示自身优势，吸引青壮年和高知分子回乡创

业。在这些创业者中进行优先扶持，设立榜样，激励更多的人回乡创业，形成良性循环。通过以上措施，

可以引进专业电商人才，发展电商新农人，培养人才新天地。这不仅可以促进农村电商的发展，也有利

于农村的经济繁荣和乡村振兴。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建美丽富裕的乡村，实现农村数字化转型的目标[10]。 

4.3. 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并加强市场监管 

在乡村逐步发展的大背景下，农产品如何流通发展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11]。为了加速农产品的流

通，必须建立起具有独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打造出当地区域的独特产品[12]。政府可以邀请专业素养的

专家来进行培训，详细解读电商的运营模式和法律规范，提高当地农户对电商的了解。通过一村一品牌

的宣传模式，农村地区能够展示出与互联网相连的特色文创产品，将电子商务和特色农产品巧妙结合，

实现农村电商的新发展[13]。许多农村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独特手工艺品和古老技艺的传承。

利用短视频宣传，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品牌推广方式。在推广方面，电商的发展可以有多种手段，广播、

电视、报纸等，同时也有微博、微信等渠道。此外，建设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站，培育电商帮扶开发机制，

关注农户的生产经营需求与发展目标，了解农户的需求，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增加农产品的投入

产出比。通过以上方式，农村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品牌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推广，也有助于提升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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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竞争力和知名度[14]。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农村电商的发展将有着更为广阔的前景和更大的发展

空间。愿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共同努力，推动农产品流通的快速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5. 结语 

发展数字农村电商物流是实现乡村经济向快向好的重要举措。目前，农村电商物流产业链不完善、

高质量人才匮乏[15]、基础设施不足、市场拓展不够。因此，需要政府加大引导力度，完善扶持政策，帮

助电商企业打造特色品牌，树立典型企业人物，推动农村电商物流迅速发展。这将为乡村发展注入更多

动力，发挥数字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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