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1), 2695-2701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338 

文章引用: 薛雅洁.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跨境电商发展路径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1): 2695-2701.  
DOI: 10.12677/ecl.2025.141338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跨境电商发展路径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薛雅洁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4年12月3日；录用日期：2024年12月17日；发布日期：2025年1月22日 

 
 

 
摘  要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及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催生了跨境电商新业态的兴起，同时国家不断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加快跨境电商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步伐。鉴于此，本文深

入探讨了乡村振兴与农村跨境电商的关系，并对农村跨境电商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浙江省农村跨境电

商的现状进行了具体分析，进而提出了浙江省农村跨境电商发展的策略建议，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跨

境电商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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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progress of modern in-
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emergence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new business models has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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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mula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untry has been pushing forwar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o solve the “three rural” problems, and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
commerce new business model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has conducted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has specifi-
cally analyzed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Zhejiang Province. Based on this, it has put forward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Zhejiang Province, which has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cross-border e-commer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
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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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要加快农业产业升级，加强互联网 + 
农业建设，促进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发展。国家强调要推动跨境电商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培养农产品

跨境电商新业态，构建农业发展新格局。同时许多大型电商企业抓住跨境电商机遇助力农产品出海，京

东在浙江省自建物流和仓储基地，搭建农产品跨境电商平台，建立农民合作社和线上联盟合作机制，推

动浙江省农业产业升级，开拓农产品海外市场，阿里与浙江省政府合作，建立农村淘宝村跨境电商平台，

助力浙江省农村经济发展。 
跨境电商作为一种新的贸易模式，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路径。农业是跨境电商的重要领域，

目前国家在政策和资金上大力支持农村跨境电商发展，以跨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

种新趋势，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重要动力[1]。浙江省利用跨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有了一定的成效，通

过分析浙江省农村跨境电商的具体实施路径，还可为其他农村地区提供借鉴，助力各地区乡村振兴，推

动各地区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2. 乡村振兴与农村跨境电商的关系 

2.1. 乡村振兴为农村跨境电商发展提供支撑 

乡村振兴战略注重农村产业发展，政府持续实施惠农政策，支持农村跨境电商发展，政府整合农村

农业资源，为农村发展出谋划策，激发农村主动性、积极性，帮助农村构建农业产业体系，助力农村跨

境电商可持续发展；同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发展跨境电商有了一定的资金支持，政府不断加大资

金投入，积极建设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为跨境电商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政府在积极拓宽融资

渠道，降低电商融资门槛，为发展农村跨境电商提供资金支持；对电商人才方面，政府也在积极与高校

洽谈合作，引进高素质的电商人才助力农村跨境电商发展。 

2.2. 农村跨境电商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农村跨境电商发展释放了乡村数字经济活力，利用现代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整合农村产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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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村产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农村经济水平[2]；同时农村跨境电商带动农民创业，

利用电商平台拓宽农村产品的销售渠道，打造农产品品牌，缩短了农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提高了农

业产业整体运营的效率，从而实现农民增收，促进农村就业。发展引入电商人才，帮助农民提升电商专

业知识以及运营能力，激发农民利用电商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从而实现电商助农，助力乡村振兴。 

3. 农村跨境电商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跨境电商专业化平台建设薄弱 

目前农产品跨境电商平台较少，主要依赖于大型第三方电商交易平台，对于农产品的跨境销售专业

化水平较低。目前农产品跨境电商主要采用的模式是 B2B、B2C、B2B2C 模式，这些模式发展状况不同。

例如阿里巴巴国际站，京东国际等，这些大型的平台在农产品跨境电商进出口方面还不太成熟，专业水

平低，在跨境电商销售中休闲食品占首位，生鲜农产品的跨境销售占比很低，销售受限，平台功能不够

齐全；同时目前地方尚未建立自主的跨境电商平台，主要依赖第三方电商平台，农产品跨境电商专业化

平台建设不足。 

3.2. 农产品的标准化水平低 

目前，我国在农产品跨境电商方面的标准体系还不健全，首先是农产品的生产检验和质量检测方面，

我国对于跨境电商农产品的生产检验、质量检测体系等不完善，相关部门对于生产的检验和质量的检测

监管不到位，导致跨境模式下的农产品出口质量参差不齐，农产品的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在生产方面，

生产人员认识不到品牌的重要性，在生产环节上不够规范，又缺乏长期发展的意识。在农产品的质量安

全标准方面，我国农产品的质量标准还达不到国际水平，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不健全，导致农产品标准

化水平低，一定程度上达不到国际质量要求，影响跨境出口。 

3.3. 农村跨境电商物流配套设施不健全 

农村受自身条件限制，道路交通不便，物流网点相对较少，未能形成物流网络体系[3]，影响物流配

送效率，物流服务水平低；同时对于生鲜农产品来说，需要冷链运输，与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在冷链

方面的技术比较落后，覆盖率较低，物流中转基站少，配套设施不健全使得生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出现

过多的损耗，无法保证农产品的质量[4]。 

3.4. 农村跨境电商人才紧缺 

农村跨境电商作为一种新业态新模式，对于人才方面的要求更高，但是农村整体文化素质水平较低，

需要政府花费大量时间去培训，精力和时间成本较高。从生活上来看，农村生活条件远不如大城市，基

础设施不健全，生活质量较低，出行购物交通不便，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回到农村工作，同时政府对于人

才返乡的资金扶持和支持力度不高也使得专业人才不愿回流；目前农村政府与校企的合作交流比较滞后，

与高校、企业的合作浮于表面，学生和企业人才缺少实践的机会和系统性的培训，对农村电商产业发展

缺乏更深入的研究，电商理论与农村实际需求不能有效结合，阻碍农村跨境电商的发展[5]。 

3.5. 农产品出入境便利度不高 

农产品通关手续复杂，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对于出口来说，需要获得许可证，然后完成农产

品的质量检测和检验检疫，进行包装和标识，提交相关单据进行海关申报，缴纳税费，等待海关识别、

验放和检验检疫，最后完成装运，运输过程中追踪货物情况，确保安全到达目的地。整个流程需要大量

的时间，涉及多个管理部门，流程繁琐，便利度不高；例如广西、云南这些地区农产品出入境会指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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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口岸，给企业农产品进出口带来一定的不便。入境方面，我国有多重的检验检疫和审批手续，涉及

进口许可证、卫生检验等多种流程，涉及部门较多，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通关受到拖延，给企业带

来不便。 

4. 浙江省农村跨境电商发展分析 

4.1. 基础条件 

4.1.1. 内部条件 
浙江省在发展农村跨境电商方面拥有自身优越的条件。首先，农产品资源丰富，浙江省素有“鱼米

之乡”的称号，省内本身农产品资源丰富，门类众多，并且拥有众多特色的农产品，在 2021 年，就公布

了几十个特色农产品品种[6]，浙江省油、渔业、蔬菜、茶叶等特色产业在稳步地发展，农产品的产量在

全国占据较大的份额，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促进浙江省农村跨境电商的发展。其次，政府的支持，政府能

够积极抓住电商发展机会，给予电商发展政策和财政支持，支持农村跨境电商扶贫项目，为企业实行税

收减免、贷款支持、物流补贴等，积极为发展电商企业提供优惠的政策和财政补贴，促进农村跨境电商

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众多优秀的电商企业集聚促进农村跨境电商的发展。有很多大

型的成熟的电商平台在浙江省稳步发展，拥有丰富的电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为农村跨境电商发展提供支

持；同时便利的交通，帮助电商实现便捷、快速地跨境交易，为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便利。 

4.1.2. 外部条件 
许多外界的因素影响和促进浙江省农村跨境电商的发展。包括消费需求、贸易环境、信息化水平等。

首先，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和国际消费者越来越重视饮食健康，在消费需求上发生了变化，消费

者对于绿色、健康、优质农产品的需求逐步增加，农产品市场更加广阔，大大促进了农村跨境电商发展。

其次国际贸易环境在不断地优化，国家政策不断推动农产品跨境电商发展，农业对外合作稳中向好，很

多农产品品牌火爆海外，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促进浙江省农村跨境电商发展。浙江省又处于沿海经济发

展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信息化技术化水平较高，移动互联网技术、智能技术等为农村跨境电商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在电商物流信息技术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4.2. 发展模式及其成就 

4.2.1. 产业集群 + 跨境电商模式 
浙江省政府积极创新电商发展模式，利用跨境电商推动农村产业升级，经济发展。产业集群 + 跨境

电商模式是将跨境电商平台与农村产业集合起来，通过电商平台将产业集群内企业生产的产品推向国内

外市场，促进农产品的出口，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这种模式将电商、农业、物流、金融融合发展，构

建电商新生态，形成从产品生产、仓储、物流到销售、售后服务一体化的新型农产品供应链，利用产业

集群，推动农村企业转型升级，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推动农村扶贫，从而提升农村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成就：利用产业集群 + 跨境电商模式，扩大了浙江省农产品的出口规模，开拓了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推动了农产品品牌化、国际化，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产业集群以及电商平台的进一步发展促

进了农村产业的转型升级，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浙江省逐渐完善了农产品的供应链体系，实现信息、

产品、服务协同发展。 

4.2.2. 农村淘宝村模式 
农村淘宝村模式是浙江省政府与阿里巴巴旗下淘宝网合作推广的一种模式，主要的目的为利用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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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产品打开更广阔的市场，农产品销售增加，实现农民增收。这种模式主要表现是在农村根据当地的

农产品特色建立自己的“淘宝村”品牌，树立品牌形象；建立完善的产业链，淘宝村政府、农民与企业共

同参与建立完善的农产品生产、包装、销售的产业链，实现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统一管理，集中销售，

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增强了农产品的品质，进而利用跨境电商平台将农产品销售到海外，为当地农产

品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实现农民增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成就：浙江省的农村淘宝村已经超过了 1500 个，排名居全国第一[7]，农村淘宝村模式为乡村振兴提

供了新的动力，促进农民增收，通过建立电商平台，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例如，浙江省宁波市拥有独特的优势，在 2019 年，已经拥有了 175 个淘宝村，集士港村跨境电商排名全

国第一[8]，农村淘宝村模式成绩显著，农产品出口成效显著，同时利用该模式将当地柿子、花卉、海鲜

等农产品通过跨境电商销售到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农村淘宝村模式不仅促进浙江省农产品出口规模

扩大，提升农产品的品牌价值，同时激发农村的创业热情，促进就业，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路径。 
总之，跨境电商的发展，为浙江省践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龙头企业积极抓住跨境

电商机遇，建立农产品跨境电商平台，帮助农产品品牌出海，政府也在政策和资金上支持农村跨境电商

的发展，加快农村产业化、现代化步伐。浙江省未来农村跨境电商发展潜力巨大。 

4.3. 发展农村跨境的突出优势 

4.3.1. 国家政策的支持 
为推动电商扶贫，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国家一直在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农村电商的发展。同时浙江省

政府也重视农村电商发展，在资金和政策进行大力支持。自 2016 年以来浙江省分三批累计在 62 个县(市、

区)设立升级产业集群跨境发展试点[9]，设立专项财政激励资金，率先制定了直播电商行业标准，大力支

持跨境电商的发展。自 2013 年浙江政府主动实施“电商进万村工程”以后，浙江农村电子商务呈现迅猛

发展态势，农村电商工作连续三年获得国务院督察奖励；2022 年，浙江省实现跨境电商综试区省域全覆

盖[10]，国家一直在政策和资金上为跨境电商发展提供支持。 

4.3.2. 拥有较多电商平台 
浙江省发展电商较早，到目前为止已经拥有一批成熟的电商平台，例如阿里巴巴、京东等大型的电

商发展平台，这些平台在农村跨境电商方面有一定的发展策略，可以为农村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便利，并

起到重要的带动作用，尤其是杭州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 B2B 交易平台，并且以电商平台为引领，直播电

商、跨境电商、数字农业等相关的平台集聚，这些突出的优势吸引了更多农业企业加入电商领域，推动

农村跨境电商的发展。 

4.3.3. 地理位置优越 
浙江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交通和物流条件优越，为农村跨境电商开拓市场提供便利。拥有众

多的沿海港口城市，包括宁波、温州、台州、舟山，其中宁波是世界第四大港口城市，这些城市电商基础

设施比较完善，为农村跨境电商发展提供很多便利，同时毗邻上海，在自由贸易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

为农村跨境电商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4.3.4. 人才资源丰富 
浙江省电商企业较多，并且电商起步较早，例如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

司等还获批国家级数字电商企业，这些企业拥有众多成熟优秀的电商人才，熟悉电商运营模式可以为农

村跨境电商发展提供帮助；同时高校众多，在政府和学校的共同合作下，为农村引进了更多优秀的跨境

电商人才，资金和政策支持农村跨境电商发展，也吸引了很多创业电商的人才，为农村跨境电商发展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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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了优秀人才，支撑农村跨境电商的发展。 

5. 促进农村跨境电商发展的策略建议 

5.1. 建设专业化跨境电商平台 

完善电商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功能更加齐全的电商平台，提供专业化的服务，鼓励企业之间加

强协作，积极发挥企业优势，打造一体化电商运营平台，从供应链、仓储、物流、销售等方面提供全链条

服务，建立专业化管理团队，提高平台专业化程度；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电商平台完善相关技

术和设施建设，完善跨境电商平台信用体系，规范企业电商平台运营规则，优化平台商家管理及买家交

易流程；企业创新农产品跨境电商运营模式，针对农产品特色建立专业化的电商运营和管理平台[11]，为

农产品跨境电商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 

5.2. 提高农业标准化水平 

首先加强对农产品生产和质量的监管，完善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从生产环节到包装运输环节相关

部门进行严格监督和质量检测，学习国外农产品质量标准，提高国内农产品跨境出口监管力度[12]；同时

要引进国外检疫技术和设备，通过严格的检验保障农产品的质量，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生产环

节，企业应积极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技术，规模化、规范化生产，强化生产人员的品牌和长久发展意识，

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同时积极向国际标准靠拢，提高农产品的品质，更好地满足国外消费者对健康、高

质量农产品的需求，提升农产品的标准化水平。 

5.3. 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农村道路，形成交通网络，建立物流网点，完善物流配套设施建设，提高农村物流效率，尤其

是我国西北部等发展落后的地区，更需要建立交通网络方便对外贸易活动；其次，利用大数据、云计算

等现代技术将企业、平台进行联合，减少生鲜产品中间环节，同时将物流数据共享，物流信息及时反馈，

提高物流效率和服务水平；完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基于乡村振兴，政府可以给予企业资金支持，

与企业共同建立物流冷链体系，创新保鲜技术，引进冷链设备，从而更好地满足生鲜农产品的运输，降

低生鲜农产品运输成本；企业加强海外仓建设，增强跨境仓储物流能力，完善物流体系，更好地满足海

外消费者的消费需求[13]。 

5.4. 注重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和引进 

5.4.1. 与校企合作加强人才储备 
农村跨境电商的持续发展需要人才的支撑，政府应积极与高校、企业合作，吸引高校、企业的电商，

同时与学校和企业及时沟通，引进复合型的电商人才；同时政府有针对性地给予大学生返乡创业就业优

惠政策，如创业资金扶持、住房补贴等吸引电商人才引进农村，为高校学生、企业人才建立农村电商产

业园，为他们实操提供机会，锻炼他们的实操能力，从而为农村跨境电商发展储备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5.4.2. 培养专业素质的电商人才 
首先政府要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培养与农村跨境电商发展需求相关的专业人才，规划或者开设跨境

电商相关课程，优化农村跨境电商专业教学模式，为农民提供学习和培训的机会，根据农民的实际学习

状况，有针对性作出调整，制定适合农民学习的课程模式，尽快提高农民的专业跨境电商知识水平和实

操能力；政府可以根据本土的特色，结合当地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制定专门的人才培养计划，并为农民

提供专业咨询服务，提高农民的跨境电商专业能力，满足农村跨境电商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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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提高农产品出入境便利度 

农产品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农产品出入境便利度影响着农产品贸易。为了提高农

产品出入境便利度，首先要优化检验检疫和审批流程，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简化手续办理

流程，避免重复工作，其次可以电子化通关，为企业建立电子化通关平台，企业可以直接进行网上通关

申报，网络支付关税，推进便捷化、智能化的通关服务，缩短企业通关时间，提高农产品通关效率，节省

时间成本；强化通关窗口的服务，积极为企业提供业务咨询服务，及时解决企业通关流程中的问题，使

得企业通关更加流畅，提高农产品的通关效率；提高农产品检验检疫技术，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尽可

能与国际检验标准靠拢，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便利。 

6. 结语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很多省份在农村经济发展中都投入很多资金和精力，推动农业转型升级，跨境

电商作为一种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动力。浙江省抓住跨境电商发展机遇，对农业产

业升级，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和形象，乡村振兴成果显现。文章分析了农村跨境电商发展存在的问题，在

此基础又着重分析了浙江省农村跨境电商发展条件、优势以及发展模式，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为未来更多的地区利用跨境电商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

借鉴。 
数字经济发展态势正猛，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为实现全面乡村振兴，国家

中央一号文件中很多新的重点工作安排也为发展农村跨境电商提供保障，培育农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

总之，未来农村跨境电商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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