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1), 2388-2393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99 

文章引用: 王贤青. 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的内在机理、困境及对策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1): 2388-
2393. DOI: 10.12677/ecl.2025.141299 

 
 

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的内在机理、 
困境及对策研究 

王贤青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26日；录用日期：2024年12月10日；发布日期：2025年1月20日 

 
 

 
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农村电商成为带动农村经济繁荣的重要推动力。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为核

心驱动力量，为农村电商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和机遇。但受制于农村地区数字技术发展不充分等因

素约束，我国农村电商发展仍存在现代科技应用有限、品牌建设能力不足、物流体系建设滞后、农村电

商人才匮乏、融资环境尚未改善的问题。本文在分析数字经济推动农村电商发展的内在机理的基础之上，

从农村信息化建设、农产品品牌建设、物流运输机制、农村电商人才培养、改善融资环境等方面提出发

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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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rural e-commer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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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force for rural economic prosperity.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the 
digital economy provides a broader development platform and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e-commerce. 
However, limited by the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rural areas and other fac-
tor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n China still has the problems of lagging logistics system 
construction, insufficient brand building capacity, limited application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lack of rural e-commerce, and financing environment has not been improv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
mer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rural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mechanism, brand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ining of rural e-commerce talents, and improvement of financ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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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目前，数字技术发展进入加速创新爆发期，发展数字经济已然成为了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1]。全球市场在加快向数字经济方向转型的同时，我国的数字经济产业也在逆境中

迅速发展起来。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农村宽带用户总数达 1.92 亿户，全年净增 1557 万户，比上年增长 8.8%，增速

较城市宽带用户高 1.3 个百分点[2]。同时，我国基本建立起县乡村三级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和物流配送体

系，城乡互联网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为农村电商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利机遇[3]。2024 年《商务部等 9 部门

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发展农村电商是创新商业模式、建设农村现代流通体

系的重要举措，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带动农民增收的有效抓手，是促进农村消费、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有力支撑[4]。数字经济以物联网、大数据为基础，促进农产品生产与销售方式的转变，在农村

电商平台的连接下，农户、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得到加强，农村地区的市场优势与潜能被进

一步挖掘，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数字技术发展尚不充分，农村电商的发展仍面临诸多困境。要进一步开

创农村电商发展的新局面，就要深刻认识数字经济推动农村电商发展的内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

应的对策，推动农村电商突破发展困境，为乡村振兴夯实发展基础[5]。 

2. 数字经济推动农村电商发展的内在机理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

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

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6]。数字技术将数据与信息作为新生产力，并在智能设备

与现代化机械共同作用下推动实现农村电商产业升级、模式创新和高质量发展[7]。第一，数字技术的应

用减少信息不对称，使农村地区能够更便捷地获取市场信息、消费者需求和价格动态。信息透明化帮助

农民更好地进行生产决策和市场定位，从而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还可以促

进农村电商产业各环节的资源优化配置，改变高投入高消耗的产业发展模式，提升产业经营效益。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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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支付和物流技术的进步可以简化交易流程，降低交易成本。移动支付的普及使得农村消费者和商家

能够更便捷地进行交易，而智能物流系统的应用则可以提高配送效率，缩短农产品“进城”的时间。第

三，数字平台的兴起为农村电商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借助于各类数字平台，农产品能够突破地域限

制，直接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市场，扩大了市场覆盖面。卖家和买家也可以实现点对点沟通，满足消费者

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不同电商平台的出现，也促进农村电商互联网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推动农村电

商创新商业模式。第四，数字经济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的增加。通过在线教育和培训，农民能够更容易地

获取新知识和技能，提高自身的数字素养和经营能力。因此，数字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农村电

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机遇，为农村经济的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驱动力。 

3.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现状 

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农村电商的发展，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出台了一系

列的政策推动搭建多层次农村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加快农村现代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培育多元化新型农

村电商主体，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据统计，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等部门共同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累计支持 1489 个县建设完善

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截至 2022 年底，建设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超 2800 个，

村级电商服务站点 15.9 万个，农村网商达 1750.3 万家，同比增长 8.5% [8]。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3 年

农产品电商销售额超过 7300 亿元，超过 100 万农户通过网络销售农产品，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2.49 万

亿元[9]。同时，《商务部第 9 部门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我国预计用 5 年时

间，基本建成设施完善、主体活跃、流通顺畅、服务高效的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在全国培育 100 个左右

农村电商“领跑县”、1000 家左右县域数字流通龙头企业、打造 1000 个左右县域直播电商基地、培育

10,000 名左右农村电商带头人[4]。除此之外，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高，农村网民规模和网

购人群不断扩大，电商发展模式持续创新，农村电商行业正在加速成长中。 

4. 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困境 

4.1. 现代科技应用有限 

现代科技的应用对农村电商的发展具有强大助推作用，然而，多数农民缺乏应用现代科技的意识，

对互联网技术了解甚少，尚未掌握农产品生产、流通以及对接销售市场的技术手段。并且，我国农村地

区的公共网络设施建设与城市之间仍有较大差距，据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23 年 12 月，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66.5%，我国非网民规模为 3.17 亿人，从地区来看，其中

以农村地区常住人口为主，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 51.8% [10]。现代科技的应用、网络的覆盖率以及上下

行网速的稳定性等因素对农村电商的发展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总而言之，受制于基础设施与技术等原

因，农村电商在上游生产与下游销售阶段都难以突破传统产业边界进行数字化转型，进而影响了农村电

商的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4.2. 品牌建设能力不足 

树立行业品牌形象、科学规划产业结构有助于农村电商产业的长期发展。但是，目前农村电商销售

主体品牌意识淡薄、品牌建设能力不足仍是普遍现象。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绝大多数的农村

电商更加注重生产环节的投入，忽视了对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为了降低成本而精简包装，导致农产品的

介绍缺乏特色，很难获取消费者的信任。第二，农村电商品牌的营销方式落后、宣传渠道狭窄。许多小

农户忽略了各类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能力，自身也难以承担购买广告服务等较高的宣传费用，导致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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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的渠道空间被压缩。第三，部分农村电商主体习惯盲目跟风、照搬照抄，导致农村电商品牌同质化

现象严重，这让消费者产生购买倦怠情绪的同时，也削弱了农产品的竞争优势，不利于品牌建设。 

4.3. 物流体系建设滞后 

完善的物流体系是农村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但是，大多数的农村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建

设都落后于电商产业的发展，仍存在交通通达度低、仓储管理和冷链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由于农村电商

生产规模小，订单不集中，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农产品运输路途遥远、交通工具周转繁复而其运送要求

时效和保鲜等原因，农产品的损耗以及售后赔偿偏高，使得农村电商企业的物流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据了

最大比例。物流成本以及因物流而导致的消费者满意度下降和高售后服务成本等都将严重制约我国农村

电商的发展。 

4.4. 农村电商人才匮乏 

人才是支撑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力量，农村电商企业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智力支

持，但是在农村，电商人才“引进难、留住难、培养难”的问题却普遍存在。农村地区面临人口结构变化

的挑战，青壮年大多选择进城发展。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原因，想要引

进人才难度非常之大，即使引进了，要想长久地留住电商人才也是一个难题。农村本地电商人才培训力

度不足，人才培育体系不健全，而高校虽然设有电子商务专业，但存在学生理论同实践脱节、不能很好

与社会衔接的情况，这就导致了农村电商人才需求缺口严重的情况。 

4.5. 融资环境尚未改善 

农村电商企业的扩大经营和生产需要足够的流动资金，融资则是获取流动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但

是大多数农村电商因为经营规模小，加工厂无房无地，加工设备价值低，缺少符合要求的资产作为担保

来抵押获得贷款。并且，部分农户缺乏信用意识，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对借贷的农村电商的贷款资格审

查较为严格。配套的融资方案和信用评估体系尚未建立，信用融资工具缺失，急于扩大经营生产规模的

电商企业只能采用民间借贷的方式进行融资，但是民间的相互拆借也存在风险[11]。由此，流动资金短缺，

农村电商融资能力低成为农村电商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 

5. 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策略 

5.1. 推动农村信息化建设 

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首先，作为农村电子商务的生产主体，农民应对

现代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有深刻认识，主动学习和掌握相关互联网技术，提升信息搜集能力和电商平

台操作能力，打破信息壁垒，消除信息阻塞对经营行为决策的影响，让产品能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其

次，政府协同相关网络通信公司，深入推进互联网网络进村工程，完善农村网络基础设施。推动 5G 网络

在农村的全面覆盖，弥合城乡差距，加强农村信息网络技术的宣传和普及，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夯实

基础。最后，电商平台应主动链接政府与农户，了解农户生产动态和相关公共政策信息，为多方主体提

供良好沟通平台，促进信息的流通，推动农村电商生态环境优化。 

5.2. 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 

实施品牌战略，推进农产品品牌化、差异化建设是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首先，需要

加强农村电商卖家的品牌教育和培训，增强卖家的品牌意识，充分利用农村特色资源和文化，打破品牌

同质化现象，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如“丹东草莓”、“广西柳州螺蛳粉”、“洛川苹果”等。其次，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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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农村电商与专业的广告品牌公司合作，设计量身定做的品牌方案，增强品牌设计的专业性与可信度。

再次，要建立健全农村电商品牌的保护机制，确保电商品牌的独特性，维护农户品牌建设的积极性。最

后，通过线上社交媒体和线下展会等平台，做好农产品品牌的宣传工作，提升品牌知名度。 

5.3. 完善农村物流运输机制 

健全的物流体系是农村电商发展的重要基础。首先，联合交通部门和当地电商企业等主体，科学规

划农村交通网络，加大对农村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增加电商农产品进入外部

市场的流通渠道。其次，科学规划农村物流体系，搭建高效率的数字化物流系统，建设集运营管理、冷

链储存、运输配送于一体的综合物流园，提高农村电商物流的效率和质量，增加消费者对物流服务的满

意度。最后，政府可通过给物流企业发放奖金、补贴、投资补助等方式，加大对建设完善物流服务系统

的支持，减少物流公司的运营成本，从而降低农村电商的物流成本。 

5.4. 加强农村电商人才培养 

人才资源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资源，农村电商要想实现长期发展，需要足够的智

力支持。首先，实施农村电商人才战略，推出农村电商人才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和社会优秀人才返乡

创业，加强农村电商人才引进工作，着力引进理论知识充足且专业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人才，并落实人

才保障工作。其次，建立电商人才孵化基地，政府、高校、电商企业多方联动，推动“定向培养 + 基地

孵化”模式的形成，为农村电商的发展输送人才。最后，建立农村电商人才培训体系，安排专业人员有

针对性地对农村电商人员展开培训和指导，组织相关农户学习和掌握智能手机、电商平台、具有宣传作

用的社交媒体的使用技能，引导农户探索和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积极促进农村电商的发展。 

5.5. 完善农村电商融资环境 

农村电商的长久化和扩大化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融资环境来保障经济基础。首先，借助贷款利息补贴

与政策性担保机制(例如，安徽省于 2015 年成立的全国首家省级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安徽农担

公司)，降低农户的融资成本，对农村电商的信贷提供支持[12]。其次，政府主导、电商企业和平台参与

建立电子商务园区，借助大数据手段对农村电商的产量、销售量、售后满意度等信息进行综合评估，根

据以上评估信息给符合条件的农户做担保，帮助农户可以在免除抵押的情况下从银行借到低息贷款，解

除农村电商的资金危机。第三，加强与相关金融机构和部门的联系与合作，深入推进农村电商信贷工作，

提供多元化信贷方式的同时也要提升农村电商贷款线上线下的审批效率。 

6. 结论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我国农村电商行业蓬勃发展，农村电商促进

了城乡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推动了农业产业升级，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是在农村电商发展

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政府要发挥规划引领的作用，注重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出台并

落实相关助农政策。联合电商企业和平台，加快构建农村电商人才培育体系，突破农村电商发展困境，

促进农村电商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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