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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以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为关键支撑，而数字经济因高效益、多领域、强渗透的优势正成为乡村振

兴的重要驱动。在新时代背景下，农村电商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产业基石，它有效衔

接了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推动了农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鉴于此，农村电商便成为了实现乡村

振兴战略的关键抓手。理清农村电商助推乡村振兴的时代价值与作用机制，并探究通过强化国家保障政

策，彰显农村地方性发展特色。拓展新农人渠道，培育本土化的农村电商人才。提高农产品结构层次，

探寻品质化农村电商道路的实践进路，从而为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振兴提供必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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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support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th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76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76
https://www.hanspub.org/


姜全 
 

 

DOI: 10.12677/ecl.2025.141276 2205 电子商务评论 
 

digital economy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due to its advantages 
of high efficiency, multi-field and strong penet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rural e-
commerce has become the core industry cornerston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It effectively connects agricultur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and pro-
motes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trend of rural industries. In view of this, rural e-commerce has 
become the key to realize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clarify the era value and mechanism 
of rural e-commerce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o explore the local development charac-
teristics of rural areas by strengthening national security policies, expand the channels of new farm-
ers and cultivate localized rural e-commerce talents, improve the structural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xplore the quality of rural e-commerce roads, therefore, it provides the necessary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realizing the compre-
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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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4 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确立了数字乡村战略的导向性路径，强调了数字化手段与电商物

流体系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的不可或缺性。积极倡导加速农村数字经济版图的拓展与数字产业的

繁荣，将数字经济这一前沿经济形态视为重构资源配置格局、驱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重塑市场竞争版

图的关键引擎。当前，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在“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指引下，对

于“数字经济如何运用”以及“农村电商怎么发展”的探讨，已成为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征程的时代命

题[1]。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农村电商作为促进农村经济繁荣的重要载体平台，备受瞩目与扶持。

在我国农村地区，农村电商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和无限商机。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剖析农村电商在助力乡村

振兴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与挑战，提出一系列适配其发展的策略和建议，以期推动农村电商的持续健

康发展，进而为乡村振兴增添新的澎湃动能。 

2. 数字经济视域下农村电商助推乡村振兴的时代价值 

2.1. 推动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培育高质量发展势能 

目前，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由过去重速度轻质量的单一发展模式，改变为高质量、高效益的

发展思路。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蓝图中，经济结构的转型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国家经济总量的稳

健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模式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展现出持续优化与高端化的趋势。这一进程促使居民

的消费需求愈发多元化与精细化，进而对农村经济转型寄予了更为迫切与深远的期望。在此背景下，政

策层面的积极引导与民众需求的内在驱动相互交织，共同构筑了推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合力。电

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商业手段，在农村地区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这一变革不仅推动了农

村新兴产业、经营形态和商业模式的繁荣，还显著改变了农业生产经营的方式和格局。 

2.2. 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农民生活幸福感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作为增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民生建设领域，构筑了农民广泛参与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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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政治及文化生活的重要基石。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唯

有精准对接供需两端，达成供需之间的动态平衡，方能最大化地促进消费者效用需求的实现与满足，进

而推动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2]。近十年间，国家连续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为农村电子商务的蓬

勃发展构建了坚实的政策支撑体系。这些举措不仅有效激发了农村电商领域的运营潜能与活力，还深刻

推动了公共资源分配向市场化方向的迈进，使得农村公共服务项目日益丰富，农村电商相关的基础设施

建设也日趋完善。首先，公共交通物流服务更加便捷。这涵盖了农村电商订单提交后，商品由第三方运

输至消费者手中的全过程，主要涉及农村交通网络和快递服务体系的优化。其次，公共技术服务系统日

臻完善。该系统为农村电商提供了稳定的网络环境和必要的技术支持，包括光纤或 5G 网络、移动通信网

络、物联网等关键设施。这一系列措施显著推动了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均衡化建设与充分性发展，

有效填补了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为提升农村整体服务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2.3. 缩小城乡发展鸿沟，建构统一大市场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加速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布局的战略要义，并凸显了

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深远影响。倡导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统一大市场体系，旨在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从而有效缩减城乡间的发展鸿沟，促进城乡区域间发展的均衡性与协调性。农村市场作为我国消费潜力

的重要源泉，通过农村电商的推动，释放其内在潜力并促进城乡交易市场的顺畅流通，已成为构建国内

国际双循环大市场的核心任务。当前，激发内在潜能并保障城乡交易市场的畅通无阻，已成为构筑国内

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使命。首先，农村电子商务在打破城乡市场壁垒、促进双向消费链条无缝

对接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电子商务平台的广泛渗透至农村腹地，不仅加速了农村物流与交通基

础设施的现代化进程，还实现了线上线下资源的深度融合，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城乡间信息孤岛、物流

梗阻及交易成本高昂的难题。其次，农村电商为中小企业开辟了更加宽广且公平的竞技场，通过简化交

易流程、引入透明评价系统，充分响应了城乡居民对多元化消费需求的日益增长，进而促进了消费市场

的整体升级与品质提升。这一过程中，农村电商不仅拓宽了市场边界，也促进了商业生态的良性循环与

健康发展。 

3. 数字经济视域下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 

3.1. 农村电商 + 产业：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链 

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农村产业链的构建不仅是核心环节，更是支撑农村经济长远繁荣的基石。为

实现这一目标，深化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构建稳固的供应链体系，成为

推动乡村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农村电商的全面发展涉及多个方面，包括电商基础设施的

完善、优质农产品的生产、产品的精细加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以及优势主导产业集群的培育等。

因此，需高度重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与完善，通过优化利益链与价值链，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在

此过程中，农村电商的产业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赋能手段，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3]。 

3.2. 农村电商 + 人才：夯实现代化乡村支撑点 

人才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是推动乡村振兴与农村电商繁荣的核心驱动力。近年来，在脱贫攻坚

的伟大实践中，国家积极调配了众多行业精英深入农村，投身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建设之中，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充分凸显了人才的重要价值。然而，当前城乡经济结构矛盾日益加剧，农村

地区的“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愈发严重，人才流失和难以吸引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除了加大

人才引进力度外，加强本地人才的培养也至关重要。随着农村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必将吸引并孕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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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了解县域情况、愿意扎根农村的技能型人才，从而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3.3. 农村电商 + 环境：展现新业态经济靓底色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生态宜居性被视为一项至关重要的衡量标准。随着农村电商的崛起和乡村

旅游的蓬勃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的进行，均对环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挑战。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生态

环境在农村发展中扮演着空间载体和核心资源的关键角色。农村电商平台以其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的覆

盖面，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和推广当地独特的农产品、乡土文化和特色旅游项目。这一平台不仅

提供线上门票预订、酒店预订、导游预约及定制化旅游服务等，有效将线上资源转化为线下的实际体验

和消费，进而推动当地政府积极发展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和特色旅游等项目，从而增强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和维护力度。此外，为了满足乡村旅游的新需求，一些农户积极对自建房进行改造和升级，将其转变

为特色民宿或农家乐，这一举措无疑在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4]。 

3.4. 农村电商 + 组织：提升新时代高能效治理 

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组织的坚实支撑，这一支撑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和基层党组织的双重建

设之上。为了显著提高农村治理效率，基层党组织应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党员应成为乡村发展的先锋，

为乡村和谐稳定营造优良的人文氛围。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建设则是推动乡村经济持续繁荣的关键基石，

其中，农村企业、电商领军人物和农业合作社等，作为提升农村经济水平的基本力量，亟需基层政府和

党组织的鼎力支持。在基层党组织的有力引导下，农村电商组织的构建能够确保当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

活力四溢的发展态势[5]。进一步地，发展农村电商有助于实现农产品的顺畅上行，拓宽其销售渠道，进

而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而提升他们对乡村治理的满意度和支持度，这对于提

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3.5. 农村电商 + 生活：满足农民需求性精准化供给 

随着电商模式的多样化涌现，农村产业得以迅猛推动，成功开发出具有当地特色的观光农业、体验

式农业及旅游产业等，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显著提升了农民的生活富裕程度。乡村振兴

建设的核心目标在于实现农民生活的充实与富裕，并为其提供稳固的保障，这也是战略发展的最终归宿。

在当前阶段，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已成为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其发展水平对当地民众的日常收

支产生深远影响。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能够有效串联起农村地区的产业链，涵盖运输、销售、加工、生

产等各个环节，还能通过电商的蓬勃发展带动各个参与主体的经济富裕，从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推动农村地区广大民众实现共同富裕。 

4. 数字经济视域下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进路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3 年度统计数据，我国城镇区域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实现 407,490 亿元，实

现了 7.1%的稳健增长；相比之下，乡村区域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则达到了 64,005 亿元的新高，并展露出更

为显著的 8%的增长势头，显示出乡村市场消费活力的蓬勃兴起。农村电子商务在推动县域经济繁荣、强

化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电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

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电商的进一步健康发展，需通过政策保障、人才引导、结

构升级等多维度措施加以解决，以充分释放农村电商的潜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1. 强化国家保障政策，彰显农村地方性发展特色 

在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已跃升为乡村振兴战略深入践行的核心扭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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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鉴于此，深化政策扶持的维度与力度显得尤为重要，旨在高效汇聚社会各界的资源，实现零散农产

品与分散性生产要素的集约化整合。这一过程将极大地激发农民的创新创业活力，进而引领农业经济迈

向规模化、产业化及智能化的转型升级新阶段。同时，需关注农村电商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地方性发展规

律的契合性，确保政策的有效落地与实施[6]。 
基于农村地区的具体现状，需进行精准自我定位，将本土特色资源打造为“核心品牌”，并充分利

用“互联网+”的时代契机，以弥补传统农村物流体系的短板[7]。积极投身于特色农产品的网络营销之中，

旨在构建县域特色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应深化对县域内优质农产品的整合力

度，实施统一的宣传策略，对特色农产品进行重点推广，提升当地农产品在社会各界的知名度，从而打

破农村信息闭塞、市场信息不对称及产业割裂的局限，显著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最终实现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的目标。 

4.2. 拓展新农人渠道，培育本土化的农村电商人才 

在农村电子商务深入发展进程中，亟需构建与之高度契合的人才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解决如何培

养一支深谙电子商务技能、扎根农村的专业人才队伍，是驱动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深化、加速电商在农村

广泛渗透的关键支撑，当前农村信息化进程的提速成为显著标志，众多电商平台竞相布局农村市场，促

使农村网民群体规模持续扩张。然而，青年劳动力的外流现象日益严峻，加剧了农村社会的空心化困境，

这进一步凸显了农村电商深化发展过程中，对融合电商专业技能与农村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的强烈渴

求。 
在此背景下，“新农人”群体应运而生，他们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擅长运用互联网技术服

务于“三农”事业[8]。该新兴群体的涌现，为农村经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无限潜力。然而，“新

农人”群体以其特有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得长期人才保留成为一项艰巨任务，加之村民自学往往难以

紧跟电商领域的迅猛发展步伐。 
为维系农村电商的稳健与持续成长，亟需加速构建专业化的“新农人”培育框架，并推行“根植乡

土”的人才培育策略。在实践层面，这要求设计一套规范化的培训体系，并配套以严谨的评估体系与激

励措施。同时，应大力倡导电商领域的资深专家深入农村腹地，传授实战经验，创建农村电商创新创业

的孵化基地，以此点燃本土人才的创业火花；广泛普及电商教育，有效缓解人才短缺问题，并着力提升

农民在数字经济中的交易技能与市场参与度，从而全面增强农村电商生态的整体竞争力与长远可持续发

展能力。 

4.3. 提高农产品结构层次，探寻品质化农村电商道路 

在当今市场环境下，农业产品仅凭“经济实惠、生态健康”的固有属性已难以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

求，唯有走向高质量、高品质化道路，深化产品结构与层次，方能有效提升市场占有率[9]。首先，在于

引领农业生产向绿色化方向转型，严格监管化肥与农药的应用量，确保其在安全阈值范围内，并将守护

消费者健康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基石。其次，应聚焦于农产品的精加工与外观设计创新，以顺应消费者

日益提升的审美偏好与物质需求，进而提升产品的市场吸引力与认可度。此外，电商企业应致力于品牌

体系的构建，塑造具有独特魅力的产品线，以稳固并深化顾客的长期购买忠诚度，从而稳健地扩大农产

品在市场中的份额。此外，为确保产品质量与信誉，农村电商企业必须建立严谨的产品规格与奖惩机制，

防范劣质产品混入优质行列，规避潜在的产品与品牌风险。鉴于单独设立监管部门可能带来的资源负担，

建议实施客户监督机制，利用消费者评价、反馈渠道等多元化手段，实时监测产品与服务质量，据此迅

速调整优化，提升用户体验，有效防止因服务质量下滑导致的客户流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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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农村电商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推手，其作用不可小觑。本文探讨了通过强化国

家保障政策，彰显农村地方性发展特色。拓展新农人渠道，培育本土化的农村电商人才。提高农产品结

构层次，探寻品质化农村电商道路等实践路径，有效推动乡村振兴进程。尽管面临物流、品牌、人才等

挑战，但随着政策支持与技术创新，农村电商将持续焕发活力，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未来，应进

一步深化农村电商发展，强化其带动作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强动力，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宏伟蓝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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