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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市场需求的持续变化，使得电子商务在农村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发展

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农村电商发展潜能是数字经济时代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科技创新

驱动下萌芽形成的新质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加具备融合性的一种生产力，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

发展基础，为农村地区发展电子商务注入新的动能。本文将从内在价值、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三个方面

展开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发展的研究，助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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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changes in market demand 
have led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 rural areas and gradually become an indis-
pensable and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system. Tapping the develop-
ment potential of rural e-commerce is an important topic for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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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quality of productivity germinated under the driv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 kind of productivity that is more integrated in the digital era, which can provide a solid de-
velop-ment found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nject new kinetic energy into the develop-
ment of e-commerce in rural areas. In this paper, we will launch the research 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mpowering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intrinsic 
value,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realization path, and help rural e-commerce to develop with high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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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快了市场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农村电

子商务也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下应运而生，并与实体经济迅速融合，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劲力

量。农村电商是农村地区借助互联网技术以及电子商务平台，将地方农产品、农资、特色土特产等商品

销售到全国各地甚至全球的一种商业经营模式。发展农村电商不仅有利于活跃农村消费市场的潜力，也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就业压力[1]，能够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充足动能。同时，发展农村电商能

够更好地将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和要素嵌入“三农”领域，进而增强农村地区发展的内生增长

潜力[2]，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有效增加农民收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而服务于乡村全

面振兴。但目前来看，农村电商发展面临物流成本偏高、缺乏品牌效应[3]、发展动能不足等现实困境。

2024 年 2 月 3 日，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县域电商直播基地

建设，发展乡村土特产网络销售”。可见，国家高度重视农村电商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促进农村

电商高质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量变过程中发生质变跃迁形成的产物。其“新”表现为对科技创新驱动作

用的充分利用实现了生产力新的飞跃；其“质”则主要指先进制造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充分融合促进了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4]。农村电商的市场优势、信息传递与商品流通功能等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地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5]。而发展新质生产力则是促进“三农”发展的基本导向，能够为乡村振兴锻造新优势[6]。
新质生产力通过显著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而赋能乡村的全面振兴，为农村地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具备新劳动力、新技术的先进生产力，能够赋予乡村绿色、可持续以及高质量发展新

的内涵[7]。作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农村电商是乡村实现产业振兴的有效途径，自然也会受到

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推动效益。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概念自提出以来就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就目前研究来看，主要集中于新

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竞技体育、农业、教育等方面的发展，鲜有关于新质生产力赋能农

村电商发展的研究。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发展，有助于打破农产品销售地域限制，拓宽农产品上行

渠道。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正是对国家战略部署的响应，反映了

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基于此，本文在梳理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发展内在价值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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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探讨其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现实挑战，并明确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发展的可行路径，以期为农村

电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关思路。 

2.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发展的内在价值 

发展农村电商不仅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改善农村生产经营模式，还能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与幸

福感、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渐进过程。新质

生产力通过新质产业、新质环境、新质研发来达到提供创新引擎、注入持续动能以及提升运行保障，进

而实现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图 1)。 
 

 
Figure 1. The intrinsic valu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empower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图 1.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发展的内在价值 

2.1. 新质产业赋予农村电商发展创新引擎 

新质产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内容，对于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主要是

指通过新技术催生新产业、新动能、新模式等构成新产业体系，对现有产业发展进行改进升级，实现产

业结构优化与经济效益提升。新质生产力赋予农村电商发展的创新引擎主要是由科技创新、模式创新以

及管理创新组成。首先，科技创新为农村电商带来发展新动力。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为其

核心标志，通过关键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深度的转型升级，推动农村电

商向高质量发展逐步迈进。其次，模式创新注入农村电商发展新活力。新质生产力能够助力农村电商形

成新的商业经营模式和运营方式，如电商直播、社交电商、跨境电商等，为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更多可能性。最后，管理创新助力农村电商坚实保障。时代发展要求农村电商具备更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例如具备创新能力的管理人员、掌握新技术的专业人员等，从而提升行业竞争力。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

建立激励平台机制，扶持返乡创业青年和新型职业农民投身农村电商发展过程，提高管理层素质，为农

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后备人才保障。 

2.2. 新质环境赋予农村电商发展持续动能 

新质环境是由于人类活动与自然演变过程形成的，具有独特性质的环境状态，是全球重点关注的议

题。新质环境为农村电商发展带来的持续动能主要包括党中央的顶层设计、消费者的切实需求以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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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其中，党中央的顶层设计是农村电商在实践中运行的动力源泉，在战略层面为农村

电商发展提供指导并进行规划。消费者的切实需求是农村电商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消费者对特色优质农

产品、土特产与农村旅游产品等的切实需求，是农村电商蓬勃发展的能量源泉。相关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是农村电商发展的重要动力，企业社会责任感增强，注重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提供绿色环保农村电商

物流，能够实现农村电商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新质生产力具备的政策扶持、绿色环保意识与创

收等方面的优势，能增强农村电商发展的可持续动力。首先，新质生产力注重智能物流、节能技术以及

清洁能源等应用，符合国家绿色发展要求，能够吸引更多政策倾向助力农村电商发展。其次，新质生产

力意味着绿色化、可持续性发展，不仅关注当前经济效益，更注重长远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满足消费

者日益增加的环境友好需求。最后，新质生产力追求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数量的增长，更是质量和效

益的提升，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经济效益，因此相关企业也愿意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环境保护式

发展。 

2.3. 新质研发赋予农村电商发展运行保障 

新质研发通过颠覆性技术创新，推动研发活动发生根本性变革，以形成新的技术方法和科学知识。

新质研发赋予农村电商发展的运行保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技术保障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农村电商的

技术保障机制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需要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相互支持。通过完善信

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物流体系建设以及综合应用电子商务技术等措施，能够推动农村电商的稳健

发展，为农村经济注入新活力。制度保障机制是确保农村电商进行实践活动并保持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主要包括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的政策与财政支持。具体来说，在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推动下，农村电

商要积极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推动农村电商智能化、精准化运营。也要

加强与物流、金融等服务行业的联合互动，在产业之间形成协同效应，从而提升运营效率。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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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

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农村电商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目前，我国出台多项政策来大

力支持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而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农村电商进一步发展提供了

制度保障。 

3.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发展的现实挑战 

农村电商发展是新质生产力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体现。同时，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

商发展，能够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农村优质旅游产业，进而为乡村振兴增加新动能。但在实际

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现实挑战。 

3.1. 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之间的差距缓慢缩小。但尽管国家大力支持农村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部分偏远地区仍存在网络信号质量差、网络速度慢、覆盖范围受限等问题。农村电商在信息

通信、金融体系以及物流网络等配套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的缺陷，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电商发展的市场

潜力和规模。一是信息通信滞后。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 3.26 亿人，仅占网民整体的

29.8% [8]。在 5G 技术迅速发展的新时代，信息通信进村入户过程中仍存在障碍因素，5G 广泛覆盖农村

任重而道远。二是金融体系不完善。涉农投资的高风险低收益特征带来投资不信任风险，加之农村较难

接触城镇资本，缺乏金融投资机遇，导致农村电商融资渠道单一，不利于农村电商规模化发展。三是物

流网络不健全。由于地理位置偏远、技术不够先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等不利条件的影响，导致农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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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物流基础设施不健全，对农村电商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3.2. 人才资源相对短缺 

电子商务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促进作用，是农村地区的新兴行业。发展农村电商

需要既懂电商运营技术又懂农业产业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才。但农村地区相对稀缺的人力资源无法满

足农村电商发展需求，限制了农村电商的普及质量和发展速度。一是城乡之间在教育、医疗、卫生、就

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异，导致青年劳动力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农村地区难以留住相关专业人才，

造成人力资源普遍流失，出现高素质人才和青壮年劳动力严重短缺现象。二是农村留守中老年人受教育

程度不高，文化水平有限，在网络运用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且短时间难以学会并熟练操作网络，导致

即便普及网络也无济于事，无法支撑农村电商的运行。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技能型人才需求量

较大，而农村地区在吸引并留住相关专业人才方面并不具备明显优势。电商人才普遍短缺是农村电商难

以推进的重要原因。 

3.3. 产品缺乏品牌效应 

打造特色品牌，优化产业结构是农村电商实现长期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就目前来看，农村电商尚未

进行深入的产品研发设计和规模化生产，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简单包装方面，未形成特色品牌，削弱了农

村产品具备的比较优势。一是品牌意识薄弱，仍然采用传统销售模式，缺乏主动打造特色品牌、提升农

村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的创新精神，注重生产环节投入而忽略了品牌建设和商誉价值。二是品牌建设能力

欠缺，受制于资金、人才和技术等因素，农村电商难以进行有效的品牌设计、宣传、推广以及维护等。三

是品牌辨识度较低、同质化现象严重，市场上存在较多同类产品，没有形成自身特色，缺乏独特性，在

同类产业中缺乏竞争优势。四是农村电商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仅销售当地初级产品，较少进行深加工，

且农村电商经营者多是个体经营，尚未集中力量形成产业链，导致农村商户面对市场风险时对抗能力较

弱，一旦经济产生较大波动，商户将难以抵抗，从而影响农村电商壮大发展。 

3.4. 农村电商物流滞后 

推动电子商务在农村地区迅速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加快完善物流设施。增加配送网点、提升物流覆盖

率、搭建物流信息平台是提升农村电商发展水平的关键。农村电商发展不同于城镇电子商务，农村电商

所受限制更多，推广难度更大。一是配送物流联动性较差。由于农村地区地广人稀，农村居民点呈现小

集中、大分散的特点，加之运输量相对较少，而中转站点多，导致农村电商物流出现断层的现象，上下

级地区相互之间配送时间长，使得配送服务联合性相对较差。二是物流成本较高。农村物流体量相对较

小，尚未形成规模化发展，且农村电商物流发展质量相对较低，导致其物流成本在上行成本中居高不下。

三是物流覆盖面不足。受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农村地区物流覆盖面较小，物流服务相

对滞后，到村配送物流动力明显不足，且新鲜易腐农产品运送途中消耗较大，导致物流服务难以适应农

村电商的快速发展。 

4.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发展的路径探索 

农村是经济发展最为薄弱的区域，发展农村经济是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关注重点。在乡村全面振

兴背景下，农村产业发展备受关注，而农村电商作为城乡协调发展的连接桥梁，应积极主动挖掘农村发

展优势，做好农村发展新引擎。劳动者质量提升、劳动资料迭代升级、劳动对象广泛多样是新质生产力

要素发生质变的重要体现，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时能够为农村电商发展带来新契机(图 2)。探索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发展路径可能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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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Exploring the path of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empowered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图 2.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发展的路径探索 

4.1. 增加技术投入，完善基础设施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发展的核心引擎。加强科技创新力度和产品研发投入，促进新

技术、新材料广泛应用于农村地区，为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新质生产力深化新技术在各行

业领域的应用，为农村电商发展带来一定的技术支持。首先，升级信息通讯设施。完善农村地区信息通

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网 + 电商”入村进城发展，同时推动农村地区 5G 网络覆盖深度和广度，

搭建数字化农村电商平台。其次，要挖掘社会资本。农村电商从业者要深入挖掘可能吸引的社会资本，

促进融资渠道多元化，将闲置社会资本内化为农村电商发展启动资金，提高资金配置和利用效率，为农

村电商长远发展提供稳定物质保障。最后，要增加技术投入。各地方政府应加大农村电商发展扶持力度，

完善相关政策支持，加快建设农村基础道路，综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农村物

流网点分布建设。 

4.2. 优化人才培养，组建专业团队 

随着物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农村电商也迅速崛起。但人力资源的极度短缺却成为

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的极大障碍。优化人才培养体系，组建高质量、复合型相关专业人才队伍，是弥补

农村电商人才流失缺陷的重要措施。首先，要加强农村电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地方政府应配置相应电

商人才引进扶持政策，通过福利政策和待遇吸引能够充分利用现代技术、适应现代高端先进设备、具有

知识快速迭代能力的新型人才，强化农村电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其次，充分利用当地闲置人才资源。

充分利用农村地区闲置人才资源，鼓励当地返乡大学生、退伍士兵、当地村民等人员创新创业，并通过

互联网等技术，在线开展农村电商相关专业知识培训，提升农村电商从业人员综合素质。最后，营造良

好工作环境。农村地区吸引人才流入的同时，也要关注留住人才。农村电商企业要积极同地方政府合作，

改善电商人才工作环境、生活和医疗条件，保证人才扎根农村，长期稳定为农村电商发展服务。 

4.3. 强化品牌意识，创新发展模式 

优化产业转型升级、扩大电商规模效应以及进行品牌发展，是电子商务在农村地区发展必然会经历

的连锁反应，也是农村电商长远发展的趋势所在。在数字时代，农村电商不仅是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

全国各地甚至走向全世界的连接桥梁，更是展现农村地方特色、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重要途径。首先，

要转变农户“重生产轻营销”观念，强化农户品牌意识。通过组织培训、专家团队讲解、案例分享等多种

形式，让农民树立起品牌意识，引导其了解品牌建设在提升产品竞争力、增加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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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其次，政府搭建平台，鼓励农村电商品牌建设。政府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给予农村电商发展更

多政策扶持，设立专项经费和部门用于品牌建设、设计、宣传等，同时要提供电商平台，通过举办农村

产品品牌设计比赛等增加村民积极性。再者，要保证农村产品质量，打造特色品牌。当地政府要做好农

村产品质量宏观把控工作，建立农村产品质量标准，并挖掘其背后蕴藏的风土文化，实现农业产品溯源，

培育出一批具备当地特色、具有市场影响力的高质量原创品牌。最后，优化农村产品结构，形成创新发

展模式。充分运用现代化技术，促进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拓展农村电商发展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

农业产品生产绿色化转型。同时，将生态理念融入农村产品生产加工过程，发展绿色农业，开发生态旅

游，打造“生态+”“旅游+”农村电商发展多元模式。 

4.4. 发展绿色物流，完善物流体系 

物流作为保障农村电商稳定发展有效运行的重要物质载体，深入推进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建设，有助

于提升农村电商发展水平，从而促进乡村振兴。缺乏科学规范的物流体系将严重制约农村电商的推广、

普及和发展。因此，整合市域范围内的物流配送资源，组建村镇综合服务中转站，进而完善物流体系，

是发展农村电商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建立物流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引入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

物流作业的智能化水平，实现物流过程的可视化与智能化，实时监测产品流向，保持平台中心与物流末

端之间畅通联系。实现电子商务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联动。其次，鼓励合作共赢。加强相邻村镇之间的

合作，进行规模化经营，打造共建共享物流体系，并推广“农村客运 + 乡村物流”模式，利用农村客运

车辆代运快件，降低快递的末端配送成本。最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运用现代化技术勘察农村居

民点分布现状，合理设计并建设村组配送点，鼓励村民参与农村电商物流服务，从而提高农村电商物流

的覆盖能力。同时，建立镇级物流仓储配送和村组级配送点，形成县、镇、村、组四级电商服务站资源共

享网络，发展集中配送、共同配送模式，提升农村电商物流通达度。 

5. 总结 

作为信息技术与农村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产物，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关系着广大农民群众的福祉。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发展是当前乡村振兴和数字经济融合的重要趋势。作为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

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创新型劳动者投入，

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后备人才保障；智能工具直接作用于农村电商发展全过程，提供坚实技术支持；数

据资源的充分运用提高了农村电商发展水平。新质生产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要充分发挥其

智能化、数字化发展潜力，转变农村电商发展模式，实现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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