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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促使各行业加速转型升级，农业数字化的发展为农村

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农村电商是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动能，也是“十四五”时期发展农村数字经济

的核心路径。农村电商发展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增加农业收入助力乡村振兴，已经成为推动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从畅

通农产品流通体系、推动农村地区创业就业、巩固扶贫成果等多个视角，阐述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

作用机理，并针对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以期为农

村电子商务产业的稳步发展带来一定的积极启发。 
 
关键词 

数字经济，农村电商，乡村振兴 
 

 

Research on Rural E-Commerce Suppor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Tong Yin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Oct. 18th, 2024; accepted: Nov. 5th, 2024; published: Jan. 8th, 2025 

 
 

 
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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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various industries. The develop-
ment of agricultural digitization has brought new impetus to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ural e-
commerce is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a core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digital economy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The integration of ru-
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income to support ru-
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
tion.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ositive role of rural e-commerc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economy.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un-
blocking the circul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mot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
ment in rural areas, and consolid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the mechanism of rural e-
commerc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elaborated. In response to the many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e-commerc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ome constructive sug-
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bring certain positive inspirations to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mmerce industry.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Rural E-Commerce, Rural Revitaliza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绪论 

1.1. 政策背景导向 

2023 年，中央出台了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的任务依然在农村，要全面推动

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支持建设直播电商基地，鼓励发展电商促进

农产品营销模式。当前，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产业已经成为稳定农民就业、提高农民就业收入

的新动能。截至 2021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已累计支持 1489 个县，助力各示范县建设

县级物流配送中心 1212 个[1]。要进一步开创农村电商产业发展新局面，就要深入了解农村电商产业赋能

乡村振兴的内在作用机理，分析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瓶颈，并采取积极措施解决好发展堵点，

促进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顺利推进。  

1.2. 国内外研究评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都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进行了分析，国外对农村电商的研究始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主要研究农村电商的销售模式以及供应链等方面，而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主要聚

焦于我国农村电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路径选择等方面。 
钟芸(2018)认为，农村电商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参与和引导，要加大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引进政策力度，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2]。应康和陈志华(2019)指出，要想将农村电商发展模式落实在具体实践中，就必须加

大人才培养力度，健全基础设施建设[3]。解梅娟与刘晓玲(2018)指出，农村经济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电商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在增加农民收入以及拓展农村市场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4]。 
Jarmila Echmánková，Jan Skála，Vladimír Sedlaík，et al. (2021)指出，农业发展与电子商务的紧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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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能够拓展农产品销售市场，加强农产品信息交流，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5]。Jiang P (2019)提
出了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的智慧化电子系统[6]。Yan B，Liu G，Wu X，et al. (2020)等学者分析了农

产品供应链相关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对农产品流向进行实时监控[7]。 
基于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关于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作用机理研究尚存不足之处。

因此，本文将从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发展视角，着力探究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

及实践路径，从而丰富相应理论体系。 

2. 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作用机理 

2.1. 农村电商畅通农产品流通体系，推动农村地区产业优化 

伴随着电子商务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农村电商正通过其显著优势盘活农村经济，为农村地区带来

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水平。首先，农村电商可畅通农村地区农产品流通体系。相较于传统销售

模式，直播电商能够打破地区限制，通过直播平台将全国各地特色农产品以色彩丰富的图片和生动的讲

解展现给消费者，农产品销售的经营者也不再仅局限于传统实体店，乡村特色产品的销售渠道得到扩展，

从而解决了农产品流通难的问题。此外，四通八达的交通网降低了产品配送的流通成本，提高了农产品

的流通效率。其次，商家通过互联网平台了解消费者购买偏好，从而反向对商家生产行为产生影响，针

对消费者偏好提高产品质量，促进农村产品生产领域的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助力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构建

[8]。 

2.2. 农村电商促进农村发展，推动农村地区创业就业 

首先，农村电商能够优化配置农村各类资源，建立多重农村市场保障机制。直播电商实现了农村和

城市之间的跨区域合作，以更为合理的方式调度农村各类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加速上游产业转型升

级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农村电商有助于延伸产业链末端，在互联网技术赋能下加速资源流转，

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激励农村居民参与性[9]。其次，农村电商产业不仅为农产品提供

了更多的推广机会，而且为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村妇女可从事包装、仓储等

工作，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可从事广告营销、市场开发等相关工作。例如，江苏省宿迁市农村电商模式直

接吸纳了 5600 多人的低收入人口，通过培训与运用实用电商技能，已经有超过 7000 人顺利脱贫[10]。在

各级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具备完善知识和技能的毕业大学生可以进行电商创业，顺应市场发展需要，不

断创新农村电商产业发展模式。 

2.3. 农村电商助推农民增收致富，巩固扶贫成果 

农村电商在扩大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同时，带动了周边其他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产业融合升级，实现

了农村地区的传统农业向“互联网+农业”的转型升级。电子商务产业与农村地区特色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能够极大地提高农产品的售卖量，带动农村地区旅游行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招商引资的能力。例

如，哈拉新村被称为“中国达斡尔族第一村”，曾被认定为贫困村，十余年来，该地区抢抓旅游市场回暖

机遇，村民人均收入由 2013 年的 6831 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25,785 元[11]。通过政府或者企业进行电商扶

贫，可以助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助力农民增收脱贫。政府或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或通过直接补贴的

形式，对贫困农村进行电商扶贫[12]。此外，农村电商产业的发展还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了更多学习和交

流的机会，在农村电商产业逐步发展的进程中，农户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储备，为乡村地区的创业就业

注入了新的活力，激发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斗志。同时，农村电商的迅猛发展也吸引了大批的在外务工

人员返乡创业，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逐渐推动农村电商产业的人才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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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问题 

3.1. 农村电商政策仍需完善，融资手段较为单一 

首先，一直以来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乡村电商发展，促进农村电商发展的政策文件也层出不穷，但

在不同地区落实的程度和执行的力度有所不同，政府各个部门的配合不够默契，导致不同地区的电商发

展进程不同。同时，由于农村电商发展时间较短，各级政府颁布的税收优惠等相关政策、法律法规还不

够完善，容易阻碍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农村地区融资困难，融资手段单一。经济欠发达的农

村地区难以吸引发展资金，常常面临着设备老旧、仓储建设及技术落后等问题，资金缺乏也会难以吸引

电商发展人才。此外，高质农产品生产需要大量前期投入，对农户而言存在巨大的资金障碍与收益风险，

电商平台应给予系统化的指导与帮助[13]。目前，我国农村电商产业大多通过银行贷款融资，融资渠道较

为局限。 

3.2. 农产品上行困难，缺乏品牌效应 

我国农户经营比较分散，仍以个体农户为主，缺乏农产品统一标准，品牌建设有待加强。第一，农

户生产规模有限，农产品生产种类比较分散，难以利用大机器生产设备和智能网络管理平台进行规模化

生产。另外，农村电商产业未形成针对农产品品质和质量的统一化标准，农产品生产及包装设施不完善，

冷链物流建设有待加强，消费者收到的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给不良商家带来销售低劣农产品的机会，

农产品上行阻力较大。第二，农村电商农产品加工、包装较为简单，没有深入规划产品行业发展，未能

打造出特色农产品品牌，线上销售的农产品普遍缺乏品牌效应，产品价格普遍不高，进一步约束了农村

电商产业的融资[14]。 

3.3. 农村电商“首尾一公里”物流存在短板 

目前，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限制了农村电商的创新发展。第一，我国幅员

辽阔，地形多种多样，并且人口分散，由于配送范围较广以及交通不便，农村地区的物流体系相对不够

完善，消费品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上行 “最初一公里”是农村物流最大的梗阻[15]。第二，农

村电商产业中部分农副产品也需要冷链等基础设施，不完善的仓储和冷链设施会导致产品质量受损，影

响消费者的购买体验和产品后期的持续售卖。第三，农村电商物流成本高。许多农产品对于运输条件和

配送时效要求比较高，加之交通工具周转较为复杂，导致农村地区电商物流成本较高，而目前我国农村

电商售卖的农产品以低成本竞争为主，农民也就无法获得更高的利润。 

3.4. 农村电商专业人才匮乏，人才培育体系不完善 

数字经济时代是典型的人才经济时代，各行各业的发展都需要人才来支撑。农村电商作为新兴产业，

更需要高水平的人才队伍来推动农村电商产业的发展。第一，由于农村地区中青年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农村日益“空心化”，从事农村电商产业的劳动人员文化水平偏低，对于如何操作网络一知半解，无法

真正享受电商带来的便利。第二，在加速推进城镇工业化的进程中，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

教育水平和薪资待遇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农村地区高水平人才不断流失，加之农村电商产业劳

动人员的年龄普遍较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农村电商人才匮乏。最后，人才激励措施不到位。农村

电商产业缺乏人才引进和激励机制，电商产业高水平人才匮乏，严重阻碍了农村电商产业的创新发展。

目前，电子商务在我国农村仍处于起步阶段，技术、管理、应用等各方面的人才均存在着巨大缺口，各

关键环节都需要大量具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包括品牌设计、市场营销、质量安全和标准认证等方

面的人才[16]。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086


殷童 
 

 

DOI: 10.12677/ecl.2025.141086 695 电子商务评论 
 

4. 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政策建议 

4.1. 加大农村电商政策扶持力度，拓宽农村电商融资渠道 

在乡村振兴的要求下，应建立多级政府农村电商发展规划，加强政策扶持力度，搭建政策性金融机

构。第一，各级政府要不断完善乡村电商发展的相关政策，发挥政府政策主导激励性，统筹规划，整合

农村信息资源，制定合理发展计划。遵循不同地区农村电商发展规律，从财政、人才以及税收等方面统

筹支持农村电商的发展，鼓励更多企业和人才投入乡村经济建设，避免出台“一刀切”的帮扶政策，要

更加强调政策的差异性和灵活性。政府应积极出台直播电商行业规范，制定农产品质量标准细则，严格

把控农产品质量，制定标准化的电商直播准入机制，确保农村电商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事业提供活力。

政府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协作沟通，统筹资源，将政策落到实地。第二，要深入认识农村经济发展，根据

不同地区农村电商发展进程创新金融服务，针对“三农”发展制定金融贷款产品，支持符合贷款条件的

优秀农业企业优先发展，创建“三农”融资平台。此外，农村电商应积极推广售卖产品，扩大自身产品的

影响力，吸引较大股东投资，逐步建立多方参与的数字乡村建设投融资模式[17]。 

4.2. 加快产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 

首先，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农业生产主体应认识到互联网应用技术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要想通过

农村电商振兴乡村经济，就必须推动农村信息化建设，规模化发展农业生产，引进大型机械设备种植农

产品，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管理农产品的生产流程，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推

广先进的生产种植技术，下派农业技术人员对农户进行培训指导，制定统一的农产品生产标准，建立农

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与溯源体系，通过信息技术对农产品生产、包装、销售、运输等全流程进行实时监测，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在发现农产品质量问题能够做到实时追溯[18]。同时，电商平台也应对即将流入市

场的农产品进行筛选，确保进入交易市场的农产品安全、健康。其次，打造农产品特色品牌是直播电商

助力乡村经济振兴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利用短视频直播平台介绍并推广产品，融入本地的风土人情、

农耕文化，赋予其文化价值，并且可以通过展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的方式，挖掘自身品牌优势，设

计独具当地特色的包装、商标吸引消费者。鼓励企业与农民、电商平台合作，开展助农活动，对农产品

进行深加工从而打造特色农产品，提升农产品价值，稳定农产品销量。 

4.3. 构建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完备的电商物流体系是农村电商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首先，要加强“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

设立电商物流服务网点，形成网格状物流体系覆盖“县乡村”三级区域。搭建高效的数字物流配送系统，

提高运输和配送效率，打造畅通、智慧的乡村物流体系，为农村电商经济提供智慧畅通的流通渠道[19]，
解决农产品上行“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其次，完善冷链基础设施建设。生鲜类农产品

对储存条件有较高的要求，对冷链物流的需求量极大，不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阻碍了农产品网销。因此，

必须优化农村冷链物流体系，因地制宜建设农村冷藏保鲜设施，打造智慧冷链，确保农产品品质。此外，

可以扶持一批本地物流企业服务于电商扶贫，降低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鼓励专业的物流公司在“村”

一级设立更多的电商物流服务网点，解决乡村地区较大年龄段农民的网络购物问题。合理规划农产品物

流基地，加强农产品物流中心、批发市场、配送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物流现代化发展与组织

管理水平，对物流中心周边地区起到带动支撑作用[20]。 

4.4. 培养农村电商复合型人才，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第一，推动农村电商企业与高校合作，加强人才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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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人才培训基地和培育机制，将知识培训与技能培训相结合，利用互联网实现专家与农户“面对面”

交流，根据不同地区农村电商发展特点，培育知识储备丰富、交流能力强的电商直播达人和短视频创作

者。举办优秀电商人才表彰活动，鼓励优秀电商人才向其他从业人员传授经验教训，树立典型示范形象。

第二，落实电商人才后勤保障工作。相较于城市而言，农村地区的生活、教育以及医疗等条件有待提升，

这就容易造成人才流向城市。因此，要提高电商人才薪资待遇，完善农村医疗设施、落实好从业人员子

女的教育问题，解决从业人员生活上的困难。第三，健全人才激励政策，创建人才引进机制。由政府出

台相关人才引进政策，鼓励具有互联网操作技术的青年人回村创业，建设农村电商人才队伍，进一步完

善人才福利制度，切实解决电商人才的所求所需，激发农村电商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21]。 

5. 结语 

自乡村振兴战略全面部署以来，农村电商产业经营发展呈现出巨大的潜力。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为

农村电商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经营环境、更充足的人力资源，农村电商产业也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

推动乡村文明建设、发展乡村经济。农村电商产业利用其打破地域限制、拓展农村市场的巨大优势，增

加了农民收入，激发了农村贫困地区脱贫内生动力，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促进农村电商产业与互联

网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兴力量。要认清当前阶段我国农村电商产业发展面临的

现实问题，对症下药，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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