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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随着科学技术的

快速发展，电子商务正在农村发展迅速，促进了城市工业品下乡，农村农产品进城，同时也带动了农村

一、二、三产业的发展。本文以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端的瓜州县为研究区域，旨在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农

村的电商物流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当前，瓜州县农村电商物流虽然发展迅速，但受限于基础设施不完

善、物流成本高、专业化水平低、缺乏专业人才，农产品附加值低，没有形成品牌效应等特殊性问题。

本文分析了这些制约因素，并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包括加强交通与冷链物流建设、提升信息化水平、培

养专业人才以及推动农产品品牌化等。这些对策旨在促进瓜州县农村电商物流的持续优化与升级，为乡

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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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at “to build 
a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most arduous task is still in the countrysid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mmerce is developing rapidly in rural areas, 
which has promoted urban industrial products to the countryside and rur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the city, and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This paper takes Guazhou County, the westernmost part of the Hexi Corridor in Gans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area, and aims to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rural e-commerce logistics in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of western China. At present, although the 
rural e-commerce logistics in Guazhou County is developing rapidly, it is limited by special prob-
lems, such as imperfect infrastructure, high logistics costs, low professional level, lack of profes-
sional talents, low added val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no brand eff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se constraints and proposes a series of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
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ld chain logistics,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formatization,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promoting the brand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se countermeasures 
aim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rural e-commerce logistics in Gua-
zhou County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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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被视为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举措。

报告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五大关键支柱，旨在全面

提升农村发展的质量和水平。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推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缩小城乡发

展差距，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农村电商物流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它打破

了传统农产品销售的地域限制，通过电商平台将农产品直接对接到更广阔的市场，极大提升了农产品的

流通效率和附加值，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路径。同时，物流网络的完善也促进了农村消费升级，让农民

也能享受到便捷的购物体验，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丰富了农村市场供给，激发了农村消费潜力[2]。
但是农村电商物流在瓜州县这样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中，展现出其典型性和独特性。相比于其他西部

地区而言瓜州县距离省会城市兰州较远且交通线稀疏再加上气候条件不佳，常住人口稀少等劣势因素面

临着交通不便、物流基础设施薄弱、电商人才稀缺等挑战。虽然近几年瓜州县一直通过构建三级物流快

递配送体系、创新物流模式、整合物流资源等措施积极探索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路径，但是由于交通基

础设施落后、物流成本高、信息化程度低、专业化人才稀缺等问题在解决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

上还是出现了发展瓶颈。本文将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更加深入地剖析瓜州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

新挑战和新问题，提出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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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瓜州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现状 

2.1. 瓜州县基本概况 

瓜州县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东临玉门市，西通敦煌市，南北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相连，西北

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接壤，是连接甘肃、新疆、青海、西藏四省区的交通枢纽。对于交通干线的

连接方面瓜州县起了非常重要的枢纽作用，但是对于连接县–乡–村的交通支线方面发展不完善，许多

县城与乡镇之间，乡镇与乡镇之间的交通支线出现了道路不贯通现象。其次县域面积广阔，达 2.4 万平方

千米，一般海拔在 1150~2000 米之间。经济方面，瓜州县近年来着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已成为国家新能

源产业基地之一，同时农业和旅游业也取得显著发展。2023 年，瓜州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31.7 亿元，

显示出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人口方面，截至最新数据，瓜州县常住人口约为 13.28 万人 1，展现出稳定

的人口规模和良好的发展潜力。 
总之瓜州县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规模稳定，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潜力的地区。 

2.2. 网络通信设施的搭建已日益完善 

自 2018 年以来瓜州县一直围绕“宽带中国”、“互联网+”等创新驱动国家战略，将建设“光网城

市”作为目标，加快建设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步伐。与此同时，不断完善通信基础设施，进一步提高

了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及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使得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到 2.41 万户、移动宽带

用户达到了 13.12 万户。随着信息网络能力不断增强，全县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覆盖率达到了 95%以

上，城区 90%以上的区域已经完成光纤入户改造，核心城区全部实现了光纤化接入，切实助力了全县脱

贫工作的推进 2。全县 10 个未通宽带的行政村和已经通了宽带的 63 个行政村中实施网络宽带架设和提速

改造工程，顺利完成了“村村通宽带网络工程”为电商物流的发展铺平了“网络通信道路”。 

2.3. 相关企业在农村地区相继布局 

随着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近几年瓜州县持续完善物流网络，在整合物流体系资源的基

础之上协调中国邮政、申通、百世等国有快递企业入驻，并且建成县级物流快递分拣中心，初步形成了

以县级分拣为枢纽、以乡镇级服务站为中转、最后以村级服务点为终端的三级物流快递配送体系。与此

同时还通过对接大型商超、餐饮公司、电商企业等渠道定量消化本地农副特产品。此外还在广至乡、三

道沟镇引进了巨龙集团、敦煌种业等大型农副产品公司在乡镇建设分公司。依靠枸杞、流星瓜等订单企

业在农村乡镇打造“产销一体化”运营模式，不断打开农产品上行渠道。这些相关企业的进驻切实地推

动了瓜州县农村电商物流各行各业的上下贯通发展，同时也为县域内外电商物流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2.4. 仓储、物流站点的建设日臻完备 

在仓储、物流站点建设方面，瓜州县依托乡村公路建设，不断完善农村物流管理平台，逐步健全邮

政快递网络服务。完成邮政普惠服务网点 15 个，乡镇快递代理点 20 个。以整合快递企业、交通运输资

源，实现多站合一、多线合一、运力融合为目标，推动农村客货邮在体制机制、基础设施、运营路线等各

方面深度融合。2022 年以来还依托“公路 + 产业”“公路 + 旅游”相融合的发展方式，坚持将公路建

设与农村旅游共同发展作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积极探索“公路 + 产业 + 物流 + 旅游”的“三

环联动”发展模式，切实促进了电商物流交通网络的完善。与此同时，在电商运营服务拓展方面还依托

了京东云仓的物流资源优势，积极发挥“仓储 + 物流服务”为一体的西安城市前置仓作用。 

 

 

1数据来源于瓜州县人民政府官网 https://www.guazhou.gov.cn (注：此数据为 2022 年数据，最新数据可能有所变动)。 
2数据来源于酒泉交通运输官网：https://jtysj.jiuqu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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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瓜州县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现状正展现出蓬勃态势。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和互联网的广

泛普及，瓜州县的农村电商物流体系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当地政府的大力推动和农民的积极参与，

为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如今，越来越多的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

场，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渠道。同时，物流网络的不断完善，也极大地提升了农产品的流通效率，缩短

了从田间到餐桌的距离。展望未来，瓜州县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必将在推动农村经济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3. 瓜州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物流配送成本高 

瓜州县县域面积广阔，达到了 2.4 万平方千米，然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常住人口仅约为 13.2 万，

呈现出典型的地广人稀特征。这一客观条件导致了瓜州县乡镇间、村落间的地理分布相对分散，彼此之

间的距离较远，为区域间的日常交流、物流运输及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与复杂性，使得物流

配送无法实现规模效应。并且每个乡镇之内的村中设置了不同的村委，村委之下才是各个村，因此要实

现“门对门”的配送方式，则会产生高额的配送费用。如果村民想要拿到自己在网上订购的商品则需要

通过乘坐公交车或者私家车到乡镇的快递代理点去取得自己购买的商品，然而在此县只有距离县城较近

的村落才会通有固定路线固定时间的农村公交，但在绝大多数距离县城较远的村落中却未通公交，这大

大降低了村民进行网络购物的欲望，同时也制约了农产品进城。 
此外，由于在农村地区道路规划不完整，并且很多农村道路没有明显的限重规定，道路保护政策不

严格等因素导致了近几年新修建的许多农村道路出现破裂的安全隐患，这减缓了运输车辆的运输效率，

增加了运输成本。快递代理点在农村分布较少，这虽然降低了运营成本，但是增加了运输成本。 

3.2. 信息化、专业化程度低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资金比较短缺，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完善。虽然近几年瓜州县通过“村

村通宽带网络工程”为农村地区架设了宽带网络，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宽带网络的架设以及使用所产生的

费用较高，许多农民收入不高，认为对于这种费用是“没用且多余的花费”，而且由于农村地区资金短

缺以及通信维修人员不足使得网络设施的修缮与维护得不到切实保障，这些状况导致了农村地区网络普

及率的下降，使得在农村电子商务物流中产生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和其所对应的消

费者之间也就缺乏了有效的沟通，导致订单配送方面产生了延误。农村远离城市使得许多农民缺乏先进

的思想，市场的监督与交流就也显得比较疏远，这使得生产的农产品在包装运输、分类管理等方面缺少

了统一标准等一系列问题。而且在农村地区从事物流相关的从业者多为中年农民，他们由于文化水平较

低，物流经验较少等因素在面对一些突发的物流事件时会显得不知所措。 

3.3. 就业人员专业化不足，匮乏专业人才 

虽然目前瓜州县的电商物流发展前景较广，产生了许多成效和亮点，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农村电商物

流相关人才的缺乏也是需要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不管是电商物流的管理经营，还是运输配送都需要

更加专业的人员去执行，但是目前这些业务的从业人员多半是没有经过专门培训的中年农民，他们文化

水平不高，对电子信息不熟，物流经验也不足，在处理复杂的电商物流问题时会比较手足无措。电商物

流在农村的发展需要许多该领域的人才，但是这方面的人才却非常紧缺，而且近几年瓜州县好多年轻人

依然有着“走出农村，迈向城市”的传统观念，这使得村庄内中老年群体较多，对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

起到了消极作用。虽然我国有很多高校在近几年开设了电子商务、物流管理等与电商物流相关的专业，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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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培养了许多该领域的人才，但是在这其中只有少部分人愿意回到农村发展，大多数毕业生还是更

愿意留在城市，因为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在医疗、教育、娱乐等各方面是优于农村的，而且工资更高，

选择性也更多。农村的物流网点确实更多是些简单、重复、机械性的工作，对于综合素质不高的农村物

流从业人员来说还是能够应对的，但是总会出现一些依靠他们水平难以处理的事，这时就比较需要专业

人员的能力去应对了。总之，目前的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是比较欠缺上层物流规划建设人才与中层的监

督优化人才。 

3.4. 农产品季节性显著，附加值低 

农产品的收获具有季节性的特点，新鲜的瓜果蔬菜在市场上有很强的产品竞争力，这需要农民能洞

察商机才能在市场上赚得更大的收益，只有尽量缩短农产品从田间地头运送到市场上的时间，保持瓜果

蔬菜的新鲜才能得到消费者更多的青睐。如果农民能够通过电商物流获取更多的订单信息与市场需求数

据，并且及时将新鲜的农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赚取更多利润的话，那么农村的电商物流就会增加更多的

“回头客”，其发展内容也就更加丰富[3]。但是，在现实中因为基础设施、人才、标准化等短板的存在，

使得农产品的新鲜度进一步降低。同时再加上农产品季节性的特点又成为了一大劣势，如果农产品没有

应季收获，最终没得到良好的存储并且没有快速上市，最终腐烂变质则会使农民产生更大的经济损失。 
此外，农产品附加值低也成为了制约瓜州县电商物流发展步伐的一个重要瓶颈。作为当地的支柱产

业，瓜州县以盛产蜜瓜、西瓜等鲜果以及枸杞、锁阳等特色农产品而闻名。然而，由于这些产品多处于

初级加工阶段，缺乏深加工和品牌化建设，导致其附加值相对较低，难以在电商平台上形成强有力的市

场竞争力，从而影响了瓜州县电商物流的快速发展。 
解决以上问题需要社会和企业、政府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可以通过加大对瓜州县各个乡镇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入，吸引更多物流运输型企业进入到农村市场并为它们提供补贴和优惠政策。与此同时也需要

加强企业和农村，农民的合作力度，整合现有优势资源，不断提高物流运输的效率和质量。还要注意到

培养和吸引专业化人才，推动网络信息技术在电商物流中的应用也是促进瓜州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关

键。 

4. 乡村振兴背景下瓜州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对策 

4.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物流运输成本 

对于像瓜州县这种西部欠发达地区来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首要任务，虽

然在交通方面瓜州县是贯通河西走廊东西方向，南北连接苏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重要交通枢纽，但是在县

域内县道与乡道的建设方面还缺乏维护和完善，因此还是要秉持“要致富，先修路”的发展理念，为物

流的发展铺平交通道路。交通方面的建设主要还是在对道路保护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方面，要对不同的道

路进行相对应的限高与限重的法规限制并且加大执行力度，这样方能避免道路破裂的隐患。在道路保护

做好的基础上还需在村内配备农村公交，解决村民进城远，进城难的问题。此外还应重视村级物流服务

点的建设，切实打通物流配送的“最后一公里”。当然，在此基础上还要认真探索村内“门对门”配送的

问题，可以通过加大工资与补贴的力度来吸引配送员来为“门对门”配送服务[4]。总之，如果以上都加

以解决的话，相信会切实降低物流运输成本，促进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步伐。 

4.2. 建立农村电商物流服务体系，提升信息化、专业化水平 

建立健全农村物流服务体系，提升信息化、专业化水平对于县域内电商物流的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物流模式已经落后，物流的发展需要加强其各方面的协同性以及信息的共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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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有助于提升农村电商物流运作效率并降低运作成本。物流服务体系的建立还应加大农村电商物流服

务企业的支持和引导，鼓励企业加大投入，优化服务，以满足农民和消费者的需求。同时，政策的引导

和监管也是必不可少的，要规范农村电商物流市场的秩序，避免产生恶性竞争[5]。此外，虽然瓜州县对

于农村宽带网络的架设已经有了规模化的成效，但是农民对于宽带网络的使用度不高，这方面政府应该

在积极鼓励引导农民使用网络的基础上协同电网企业适当降低农民用网费用，并且给予一定的补贴来减

少农民对于用网较贵的顾虑，提高农村网络普及率。最后，在提高网络普及率的基础上可以借助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来提升农村电商物流行业的服务质量，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4.3. 创新人才培养策略，破解行业人才短缺困境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关键支柱之一，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对于业内人才的吸引和培养更

是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现如今瓜州县农村物流服务网点的从业人员大部分是中年农民，他们文化

程度低，电商物流经验不足，缺乏专业素质和专业水平。因此需要加大对农村电商物流专业人才的培养

力度，一方面要通过高薪资和高补贴来吸引高校物流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到农村工作，政府也要和高校积

极合作，通过相关政策的支持来鼓励电商物流的专门人才回归家乡，振兴乡村。另一方面要对已经从业

的农村物流工作者进行定期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物流专业水平，造就一批愿意扎根农村且具有实践经验

的农村电商物流人才[6]。 

4.4. 发展冷链物流提升农产品季节适应性，打造品牌效应增加附加值 

农产品季节性特征显著，如果没有良好的储存保鲜技术就会让农产品质量大打折扣，农民也就不会

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也会阻碍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所以将农产品的生产与运输纳入冷链物流系统是

非常有必要的一项措施。研究发现，现如今国内关于肉类冷链流通率仅有 30%，果蔬类还不到 20%，但

是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则高达 90%以上[7]。对于瓜州县这个气候炎热，资金短缺的西部欠发达小县城来说

冷链物流的发展更是不足，因此政府应该更要加大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积极地引导冷链物流企业

在乡镇、农村布局，不断完善农产品的冷链供应链。这将会提高农产品的运输质量和效率，降低其损耗

率，也会给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更加新鲜的瓜果蔬菜，提高电商客户的满意度。此外，瓜州县以盛产

蜜瓜、西瓜等鲜果以及枸杞、锁阳等特色农产品而闻名，近几年趁着旅游业的发展，本地的这些农产品

逐渐被外界所熟知，渐渐地有了些许知名度[8]。但是现在随着电商物流的快速发展，国内大多数地方的

农产品在电商市场有很强的竞争力，对此政府需要出资金和政策来吸引先进的技术团队来帮助农民培育

优良品种，在此基础上挖掘农产品的价值，再创造特色的网红 IP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打响农产品知名度。

高质量的农产品其自身就有很强的竞争力，再辅之以网络宣传就会极大地推动农村经济与电商物流的发

展[9]。 
总之，瓜州县农村电子商务物流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其农村的经济发展并且提高农产品的流通效率。

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根据其目前的发展现状找到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短板所在，依据问题导向合理安排

发展战略，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运输成本，健全电商物流服务体系、打造农产品品牌效应到培养

相关专业人才，最终形成适应自身区域特色的电商物流发展模式。当然，电商物流必然也离不开先进的

信息技术以及智能化的物流管理来提高物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最后，我们坚信在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

努力下瓜州县的农村电商物流必定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5. 结语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瓜州县农村电商物流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电子商务在互联网、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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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的加持下提高了物流配送的质量与速度，但是相对于发达地区来说西部欠发达地区在农村电子商

务物流发展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县城——瓜州县为研究

区域，发现在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过程中瓜州县还存在着基础设施不足，物流配送成本高、信息化，专

业化水平低、缺乏专业人才，农产品附加值低，没有形成品牌效应等特殊性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当地

电商物流的发展，需要尽快着手解决。基于这些问题本文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村电商物流服务

体系，提升信息化、专业化水平、引进先进技术培育优良品种，打造农产品品牌效应、发展冷链物流，提

升农产品保鲜力、创新人才培养策略等各方面入手，解决当前瓜州县农村电商物流的瓶颈问题，从而促

进电商物流的发展，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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