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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商务的蓬勃兴起，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为全球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注入崭新的活力源泉。特别是在农

村地区，电子商务的广泛普及与深入应用，犹如一股强劲的春风，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与共同富

裕目标的稳步实现开辟了全新的路径。本文特以安徽省枞阳县为例，深入剖析并系统阐述电子商务如何

凭借其独特的优势与功能，有效赋能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在枞阳县，电子商务不仅极大地拓宽了

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推动了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还显著促进了农村消费市场的转型升级与繁荣发展。

通过电子商务的桥梁作用，枞阳县的优质农产品得以跨越地域限制，走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实现了

价值的最大化。同时，电子商务还带动了农村地区的物流、金融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

强大的动力，也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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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igorous rise of e-commerce is injecting a new source of vitality into the prosper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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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with unprecedented strength. Especially in rural areas, the 
widespread popularity and in-depth application of e-commerce, like a strong spring breeze, has 
opened up a new path for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steady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aking Zongyang County in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and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how e-commerce can effec-
tively empowe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by virtue of its unique ad-
vantages and functions. In Zongyang County, e-commerce has not only greatly expanded the sales 
channel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moted the steady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but also signifi-
cantl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rural consumer market and the prosper-
ity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bridge role of e-commerce, the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Zongyang County can cross the regional restrictions, go to the national and even the global mar-
ket, and realize the maximum value. At the same time, e-commerce has also driven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finance and other related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injected a strong impetu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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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迈向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中，

农村与农民问题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较于城市的繁荣发展，农村在经济收入、财政资源配置

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等多个维度上仍处于相对劣势，这种不均衡状况直接催生了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力严

重外流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剧等一系列挑战，严重制约了农村地区共同富裕愿景的实现步伐。然而，随着

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为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已经成为新时

代的重要课题，数字经济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具有重大意义”[1]。在此背

景下，电子商务作为一股强劲的驱动力，日益成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速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环。

它不仅能够有效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提升农民的经济收益，还能促进城乡资源的高效流通与优化配

置，为农村注入新的活力与机遇，从而助力农村地区逐步缩小与城市的发展差距，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

美好未来。电子商务的普及和应用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路径，本文以安徽省枞阳县为例，

探讨电子商务如何赋能农村发展，推动农民增收和农村消费升级，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2. 电子商务在农村发展的背景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艰巨且亟待解决的挑战依然聚焦于农村地区。农村内部日益加剧的收入

不平等现象，不仅成为了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社会阶层流动性减弱、社会秩序失衡等负面后果的重要诱

因，更是与共同富裕这一宏伟发展目标背道而驰，严重阻碍了社会整体的和谐与进步。“电子商务作为

拉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对于改造农村传统产业具有重要作用。提升农村经济建设的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推进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城乡产业体系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促进各

类资源要素在地区、行业间流动，缩小城乡发展间的分野”[2]。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普及，电

子商务逐渐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大力推动农村电商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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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提升农村消费条件，促进农民增收。根据最新数据，2023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

售额达 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5870.3 亿元，同比增长 12.5% [3]。这些

数据表明，电子商务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势头强劲，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 

3. 枞阳县电子商务发展的实践 

枞阳县位于安徽省铜陵市，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近年来，枞阳县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政策支持，

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推动农村电商发展，形成了电商主体带动、农民积极参与、快递物流保障的良性发

展局面。枞阳县因此荣获了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省政府激励真抓实干(农村电商发展)成效明

显县和全省农村电商提质增效工作示范县等称号[4]。枞阳县抢抓“互联网+”发展机遇，扎实推进电子商

务进农村，通过创新电子商务模式，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 

3.1. 电商枞阳的建设与发展 

枞阳县将电商帮扶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一项重要举措，深入推进“电商枞阳”服务乡村振兴提

质增效工程。通过加强农村电商发展与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的统筹衔接，枞阳县逐步构建起县乡村三级电

子商务服务体系和物流配送体系[5]。 

3.1.1. 电商主体的培育 
枞阳县注重农村电商人才的培养，通过县电商服务中心、旗山电商产业园等孵化器对全县村级电商

服务网点负责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能力有意愿的农户进行分类培训。仅 2022 年县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中心举办“村播小二”直播短视频培训两期，累计培训村级电商网点负责人、有意愿从事电商直播行

业的个人以及企业主播共计 81 余人。邀请专业讲师前往乡镇，针对辖区内脱贫户及有能力、有意愿参加

电商培训的人员开展集中培训，通过学习抖音账号建立、直播人设定位和带货话术技巧分析等，对会宫

镇、官埠桥镇、枞阳镇等 9 个乡镇开展线上线下培训，累计培训人员 1084 人，其中脱贫户 1049 人[6]。
同时，枞阳县还注重示范引领，强化电商利益联结，推动一批优秀农村电商人才快速成长。例如，浮山

镇天猫优品服务站负责人方艳清在中国县域电商大会上被授予“最美新农人”荣誉称号。 

3.1.2. 电商企业的发展 
枞阳县通过电商平台，将当地的农产品推向全国市场，有效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题。2023 年，全县

农村产品网销额达 6.23 亿元，同比增长 20.3%。成功创建 1 个省级电商示范园区、2 个省级电商示范企

业、3 个省级电商示范镇、14 个省级电商示范村、12 个省级电商示范网点。枞阳县还培育了“蟹之都”

等年网销额超千万元以上的规模电商企业 8 家(其中年网销额超亿元电商企业 1 家)，年网销额超 100 万

元电商品牌 9 个。这些企业不仅带动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还促进了农民增收。枞阳县还组织开展产销

对接活动，助力乡村振兴。组织电商企业主动对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抖音、拼多多和京东等电商

平台，带动枞阳特色农产品如“媒鸭、瓜蒌籽、蜂蜜、米面”及“小枞”区域公共品牌等产品线上线下融

合销售。组织蟹之都等电商企业开展规模较大的线上线下促销活动 16 场，累计销售本地农产品达 4708.58
万元，其中直接帮助销售脱贫户农产品 2116.2 万元[7]。 

3.1.3. 物流体系的完善 
为了畅通农村物流，提高农产品现代流通水平，枞阳县积极推进物流资源整合，完善仓储配套，加

大对“末端物流”扶持力度，促进物流服务网络共享和仓储配送物流设施衔接。例如，枞阳县充分利用

“邮政 + 商贸 + 快递 + 公交”的农村物流资源，积极打造“电子商务 + 农村物流”服务品牌，畅通

了货物进城、下乡双向流通渠道，推动农村相关产业发展，让广大农民共享发展成果。形成县有物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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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中心、乡镇有综合服务站、村有综合服务点的局面，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依托 216 个乡村

服务站开展农村快递配送，乡村服务站成为生产生活资料下乡的落脚点。建成农产品电子商务供应链运

营中心、800 立方米生鲜冷库，自主开发扶贫产品 10 款。成功培育 1 个省级电商示范园区、6 个省级电

商示范企业、7 个省级电商示范品牌。枞阳县通过打造“电子商务 + 农村物流”服务模式，依托电商助

力扶贫产业发展，全县农村产品网销额达 5.57 亿元，累计帮助销售涉贫农产品 5000 余万元[8]。 

3.1.4. 政策资金的支持 
枞阳县在电商发展过程中，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缓解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产品电商过程中资金短缺问题。相关部门积极向上争取财政资金补贴，鼓励乡

村发展电商，壮大特色产业。同时，枞阳县还积极修订县级扶持政策，加大对本地农村电商企业培育力

度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电商的积极性。 

4. 电商助农的实践案例 

4.1. 蟹之都的助农之路 

安徽蟹之都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陶胜是一名退伍军人，他依托枞阳县滨江环湖、山水资源得天独

厚的优势，以农村电商为核心，采取“公司 + 基地 + 专业合作社 + 农户(脱贫户)”的经营模式，助力

乡村振兴。蟹之都深度参与市域和县内的电商助农帮扶事业，与 57 家当地农业龙头企业、扶贫基地、12
个脱贫村、20 余户脱贫户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直接带动 400 余户脱贫户增收，提供脱贫户就业岗位 24
个。在疫情期间，蟹之都帮助当地农户销售农产品 20 余万单，销售金额 860 余万元。唐义红是会宫镇栏

桥村的脱贫户，他从事土鸡养殖，受疫情影响，土鸡和土鸡蛋出现了滞销。蟹之都直接订购了 700 只土

鸡和大量土鸡蛋，帮他解了燃眉之急[9]。 

4.2. “网红”直播带货 

枞阳县聚焦电商新业态，打造“网红”直播基地，通过网络直播带货形式加速推动农产品上行。县

政府还和拼多多联合主办“助推乡村振兴 县长直播代言”“年货节”等活动。目前，“村播”学院已孵

化本土“网红”20 余名，“网红”直播带货从业人员逾千人。注册枞阳县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小枞”，

目前已授权 18 家企业使用，涵盖大闸蟹、米面、葛根粉等 20 多种农产品，累计销售额达 1.5 亿元。“60
后”蜂农王高生和儿子、女儿都是当地“网红”，全家上阵将蜂蜜卖到互联网。他们不仅在旗山电商产业

园有一间政府免费提供的直播间，还在县内外还有多个直播基地(养蜂场)，其“深山蜜源记”一个直播基

地平均每场能卖出四五万瓶蜂蜜。王高升还成立养蜂合作社，带动 400 多农户养蜂致富。枞阳县融媒体

中心也抓住直播风口，利用“枞爱有你”公益微直播品牌，在拥有 45 万“粉丝”的枞阳在线抖音平台，

不定期开展帮扶产品专场等主题直播带货活动，累计销售额超 2 千万元[10]。 

4.3. 特色产业的培育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能够减少以往商务活动和产品营销环节，拉近营销方和消费方之间的距离，

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并从根本上降低资源消耗，使人类进入‘间接经济’时代”[11]。枞阳县围绕电

商线上销售需求，主动对接市场需求，以资源优势为纽带，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不断延伸产业链，

开发特色化、多样化产品，提升乡村特色产业的附加值，推动农业企业标准化建设，增强竞争力。例如，

枞阳县白梅乡紧密联系实际，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围绕县委、县政府大力发展“一片茶”

“一条鱼”特色产业的决策部署，已实施白茶种植 950 亩，目前全县唯一的陆基圈养桶养殖大口黑鲈项

目已开工建设，填补了圈养桶养殖渔业空白。此外，枞阳县还大力扶持、发展、壮大枞阳黑猪、枞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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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枞阳白茶、汤沟茶干等特色主导产业，鼓励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养殖大户等产业经营主

体与电商企业和平台对接，利用“油菜花节”、中国农民丰收节等节日，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本土特

色农产品，提升农产品市场知名度。 

5. 电子商务赋能农村发展的路径 

铜陵市枞阳县电子商务的普及和应用为农村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通过创新电子商务模式，将数字

化技术深度融入乡村经济体系，可以促进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行的双向流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激

发乡村经济活力。 

5.1.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数字化技术为农业产业链的整合与协同提供了强大支撑，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与市场需求反馈，农

民能更科学地规划生产、创新产品，进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产品附加值。对于多数农村地区而言，农

产品面临的同质化竞争日益激烈、生产规模不足、质量差异大以及市场定位模糊等问题，严重削弱了消

费者的购买意愿，致使农产品销量不畅，难以树立起具有市场号召力的特色品牌。“因此，必须严格把

控农产品质量，逐渐形成完善的农产品质量标准化体系。要利用农村电商交易数据分析消费者的市场需

求和购买行为，跟踪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实现农产品精准对接消费者需求，提高农产品供给侧结构对需

求侧变化的适应与灵活性”[12]。枞阳县通过电商平台的销售数据，指导农民进行科学的种植和养殖，提

高农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同时，电商平台还提供了市场信息，帮助农民了解市场需求，调整生产结构。 

5.2. 推动农村就业与创业 

电商平台的构建和运维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涵盖了产品摄影、展示设计、网店运营、物流配送

等多个环节，“催生出新的职业群体，例如物流运输、仓储、电商运营专员，增加了农村的就业岗位，将

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返乡创业就业，从而激发农村经济活力。枞阳县通过电商发展，带动了大量农村

青年返乡创业和就业”[13]。例如，蟹之都贸易有限公司不仅带动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还提供了多个就

业岗位，帮助脱贫户增收。 

5.3. 优化资源配置 

数字化技术为乡村资源配置提供了科学手段，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和实时监测，能够更高效地调配

乡村资源，确保资源使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从而显著提升乡村治理的透明度和整体效能。“广泛传播

有关农村电商平台模式的新知识和新技能，加强农村电商人才培养。具体而言，利用互联网信息数字技

术赋能，加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依托电商平台培育新业态和新产业”[14]。枞阳县通过数字化

管理平台，实现了乡村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精细化管理，提高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5.4.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乡村地区的网络通信基础设施与电力供应体系，是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坚实硬件基石。“一是

修路，要想致富先修路；二是网络设施，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网络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

着力实现农村地区网络覆盖全，信号好，为农村地区电商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网络环境”[15]。通过不断

提升这些核心设施的完善度，我们为电子商务在乡村的广泛普及与繁荣兴盛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5.5. 构建数字化管理平台 

应当积极促进农业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尖端科技手段，

对农业生产流程实施深度优化与革新。此举旨在不仅大幅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与效益，更致力于实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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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智能化重构，从而显著增强农业的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紧抓农村产业

发展这一要素，将数字化建设全方面应用于生产的全产业链，推动农村经济数字化，促进数字科技与传

统农业的结合，积极建设新时代的现代化农村，使其形成网络化、数字化的产业体系，进一步推动乡村

振兴”[16]。通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它能够高效整合乡村各类资源，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与精细化管

理，从而显著提升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层次，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注入澎湃新动力。因此，加强数

字乡村的建设步伐，是驱动电子商务模式创新与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智慧发展的核心策略，对于加速乡

村全面繁荣与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 

6. 结语 

电子商务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着农村经济的面貌，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铺设了一条

宽广的道路。以安徽省枞阳县为例，我们见证了电子商务如何深度赋能农村发展，从农产品上行到乡村

治理现代化，每一步都凝聚着数字化技术的智慧与力量。枞阳县通过创新电子商务模式，不仅拓宽了农

产品的销售渠道，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更推动了农村就业与创业的蓬勃发展。同时，数字化技术的深

度融合，使得乡村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公共服务更加均等化，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展望未来，

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深入和数字化技术的持续创新，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将迎来更加繁荣与可持续的

发展。电子商务将继续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引领我们共同

迈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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