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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农村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要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在

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电子商务经济成为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主要从分析发展农村电子

商务的价值意蕴入手，指出目前农村电商面临着基础设施不完善、品牌效应缺失、高素质电商人才短缺

等现实挑战，并结合实际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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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our party and countr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commerce economy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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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mote rur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inly starts from analyzing 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developing rural e-commerce, pointing out that rural e-commerce is currently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imperfect infrastructure, lack of brand effect, shortage of high-quality e-commerce talents and 
other realiti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ping strategie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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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对于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随着信息技术的

飞速发展，电子商务经济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运用好电商平台发展农村电商经济，能够增加

当地就业机会，优化农村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本文从乡村振兴的视

角上，分析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价值并探索有关优化策略，旨在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2. 乡村振兴视角下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价值意蕴 

2.1. 有利于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打开线上销售的大门，使得地域限制被打破，销售市场更加广泛，优质农产

品能够畅销全国乃至全世界。《“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指出，2025 年基本实现电子商务相关从

业人数 7000 万人。农村电商的深入发展能够给农村地区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还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民就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通过网络直播带货、网店等线上销售的模式，一些

地方特色的农产品能够被更多人了解，销售范围不再拘泥于当地市场。此外，线上销售还可以借助各种

营销手段，短视频、直播的爆火，能够让特色农产品走红网络，销售量大幅增长，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例如，在全网各个平台粉丝总量高达上千万的短视频博主“蜀中桃子姐”，她的视频多

为分享做菜和生活日常，在不断的积累中形成自己的品牌“蜀中桃子姐”，加工销售一系列农产品。采

用直播带货，挂橱窗等形式，还有各大电商平台，将自己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借助电商平台，农民也

能够直接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削减中间环节，提升销售利润。农村电商从农产品的源头、售卖的过程中

给农村居民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就业岗位，“蜀中桃子姐”的大头菜种植基地从农产品的种植加工源头上

带动了当地一部分劳动力的就业；电商销售所依托的视频宣传手段、销售时依靠直播带货等都创造了一

批新兴就业岗位；产品的包装配送环节帮助更多的农民实现充分就业。 

2.2. 有利于活跃农村经济，拉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电子商务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农村经济的活力。传统的农村经济长期依靠种植业、畜牧业等产业，

经济模式较为单一，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市场需求的影响，收入会出现较大幅度波动。这将导致农村经

济抵御风险能力降低[1]。农村电商产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种风险，通过整合各地区的优势资

源，将农产品与第三产业进行适配，打开市场需求，推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其次，电商经济能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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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促进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等上下游产业的融合与升级。借助电商平台的数据反馈，农民能够精准

把握市场需求，优化种植结构，提升产品品质。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

术迅速进入农业生产中，极大地刺激了传统农村经济活动。城镇化建设中，城市的经济活力得到极大释

放，乡村产业的发展处于发展较慢的阶段。针对这种情况，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国家积极发展农

村电商经济，农村电商的发展模糊了线上与线下的区别，融合线上与线下各自优势实现农产品直接对接

城市消费者的模式，进一步释放了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同时，在农村电商发展中，政府进一步加大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完善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布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整合供应链前端，创新农产品供应链模式，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2.3. 有利于吸引人才返乡创业，激发乡村活力 

随着电子商务经济的兴起，大批的返乡农民工、大学生和自主创业青年加入农村电商队伍，例如物

流运输、仓储、电商运营专员，提高了农产品对外贸易效率质量，为乡村的发展增添新活力。人才是乡

村振兴的关键[2]。人才队伍带来了新的理念、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了农村产业的升级和转型。这些人

才的回归，不仅有助于提升农村的整体素质和发展水平，还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农村传统

的生产模式难以留住高素质劳动力，随着电商平台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越来越多的返乡人才发现了电商

创业的商机。电商平台提供了丰富的创业资源和工具，如店铺开设、营销推广、数据分析等，使得返乡

人才能够更轻松地开展电商业务。如此低成本的创业机会和较低的创业门槛，使得更多有志于返乡创业

的人才能够投入其中。电商经济的发展也能够带动相关产业升级和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包装、物流环

节的完善发展，为返乡人员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空间。电商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基础设施也

进一步完善，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就业创业，参与到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此外，农村电商行业中的成功案

例在吸引人才返乡中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成功案例的宣传与传播，使得更多人加入农村电商创业中来。

电商经济促进乡村人才的回流也激发出乡村经济的内生力，人才和产业的支撑让乡村经济迸发出强大的

活力。 

3. 乡村振兴视角下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现实挑战 

3.1. 农村电商基建短板：设施待完善 

一是农村地区网络覆盖率有待提高。农村地区地理分布广泛，部分地区农村基础设施较完善，但大

部分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形复杂等原因，缺少基础设施建设。铺设光缆、建设基站需要投入大量的

技术和资金，一些偏远贫困地区资金不足，导致网络施舍条件依旧不好，网络无法维持稳定状态，难以

全天候保持网络畅通，这不仅增加了农民的上网成本，也影响到电商平台的正常运营[3]。二是农村物流

服务链不完善。广大的农村地区相较于城市交通运输能力较弱，农村地区人员分散，道路建设较落后，

许多物流企业在农村地区设立站点较少，甚至不少地区不能被物流企业完全覆盖。这导致农产品运输时

间长，农产品上行的物流成本较高。特殊农产品需要依靠冷链运输保持其新鲜度，对道路、包装、物流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农村地区的冷链设施匮乏，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较高，高额的运输成本

削弱了电商运营的盈利空间。偏远农村地区的网络和物流等基础设施大多不完善，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和

电商行业的发展需要。物流和网络成为制约偏远农村地区电商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3.2. 农产品品控挑战：品牌效应缺失 

农产品的质量、品牌价值和价格等都是影响销售的重要因素。线上销售与线下销售相比最大的弊端

在于消费者无法直观看到产品质量。这时候品牌的因素会对消费者产生更大的影响。消费者往往青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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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知名品牌的产品。品牌农产品一般需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认证，在消费者看来，品牌化农产

品代表着信赖、安全和高品质。品牌建设有利于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增强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心。

同时，当农产品品牌做的很好时，就会与市场上其他同类产品区分开来，品牌的价值也会附加到产品中，

即使价格稍高于同类产品，消费者也更愿意购买这样的农产品。但大多数农产品的生产大多规模小经营

分散，产品的质量层次很难达到同一水平，小批次分散的农产品进行产品认证成本高，不利于打造品牌。

农产品的生产以市场为导向，利润高效益好的产品会吸引大批农户进行种植生产，这将导致市场上一时

间出现同质化的产品，产品品控难以把关。农产品的加工、包装、配送环节都涉及到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外部监管难以到位，小作坊式的生产，一旦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往往维权困难。这既损害了消费

者的利益，也影响了农村电商的声誉和形象。因此，农产品在生产流通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做好品控把关，

着力打造品牌，释放品牌效应，这将更有利于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3.3. 电商人才缺口：高素质人才稀缺 

电子商务之所以能够在城市快速发展，专业人才充足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许多优秀的电商人认

为城市发展空间更广，更倾向于留在城市继续发展。由于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

欠发达，基础设施不完善，就业岗位少，本身就难以留住人才。农村电商的发展需要复合型人才，精通

电商领域又熟悉农业，对人才素养要求高。农民多对农业运行模式、农产品特点较为了解。但大部分农

民的学历较低，对电商的认识不足，缺乏电商运营和管理经验，这使得他们在面对电商市场的竞争时往

往处于不利地位。虽然农村电商的发展培养了一批相关的电商人才，却仍存在一些不足，不能很好地拉

动整个农村电商经济发展。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发展吸引了一批返乡人才，但要想真正能够进入电商领域

还需要经过一系列长期的专业技能培训[4]。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运用，农村电子商务想要对接市场要

求，需要极高的数据搜集和分析能力以及市场营销等各方面的知识。农村居民这方面的能力较为薄弱，

且人才培养周期长，大部分从事农村电商人才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这些技能。因此限制了农村电子商务的

更好发展。 

4. 乡村振兴视角下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应对策略 

4.1. 完善电商基础设施 

提高农村网络覆盖率，加强农村网络基站建设。许多农村地区依旧存在网络设施覆盖不全等问题，

发展农村电商的基础条件——网络条件较差。没有稳定畅通的网络这将直接影响到农村电商的发展。政

府应该加强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同时也可以提高政策优惠和合作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到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中，保障偏远农村地区的居民也能够享受到网络带来的便利。在建设的过程

中也要考虑未来发展需求，避免资源浪费，将有限的资金最大程度地利用好。 
完善物流体系，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物流配送体系对于推动农村电商发展至关重要，直接关系

到农产品的上行和工业品的下乡效率，是农村电商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5]。针对现存的问题，需要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加大对农村物流配送体系的投入力度，着手建设一批具备仓储、分拣、包

装、配送等多功能的现代化农村物流中心；建立高效的物流配送网络，优化运输路线，合理调度车辆，

这不仅能够减低物流成本，还能进一步提高物流配送效率；深入推动农村电商与物流企业的合作，搭建

信息交流平台，将现有资源进行整合，避免资源浪费。 

4.2. 打造品牌效应 

将农产品品牌化能够增强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心和信任，通过品牌定位、营销宣传等手段，建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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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把握好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恰当运用营销策略，挖掘农产品的消费潜力，充分拉

动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实施农产品品牌策略，能够促进三次产业融合，使农业内部分工更明确，不断完

善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产品的品牌效应对于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至关重要[6]。
消费者在面对同类产品时会优先选择品牌化的农产品，品牌还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农村电商可以借

此获得更大的盈利空间。打造农产品品牌，首先要因地制宜，将农产品与产地相联系，如“会理石榴”、

“赣南脐橙”，体现了该地农产品的地域特色和质量优势。开展一系列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品牌推广活动，

例如农产品展会等，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做好质量把关，严格控制农产品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通过农

产品认证体系，保障产品的质量，提升在消费者心中的信誉度。此外，还要做好农产品防伪标志，维护

好电商平台的运营，防止假冒伪劣产品影响品牌效应。 

4.3. 加大人才培训力度 

制定更具体的人才培养方案，培育专业人才。根据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和农村电商发展的现实需要，

制定更符合实际的人才培养方案[7]。学校是电商专业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应该充分地发挥其教育体系和

资源的优势。学校应开设农村电商相关的专业和课程，着力培养服务于农村电商发展的人才，将培养目

标与乡村振兴总要求紧密结合；学校还可以与电商平台、农村电商企业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建立实训

基地。在实践中，通过参与真实的电商项目，了解农村电商的运营流程，掌握专业技能提高实际操作能

力。 
政府应该提供政策支持，鼓励相关专业电商人才返乡创业。通过给予一定的补贴和优惠政策，吸引

电商人才创业。在先进人才的带领下，将一部分学习能力强的返乡人培育成为能够从事电商领域的劳动

者。政府还可以成立农村电商培训基金，支持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电商课程，提高农民对电商的认识，

让更多农村居民能够学习到电商知识和技术经验。 

5. 结语 

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下，电子商务经济成为农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农村电子商务迎来了发展机遇，

但也面临着现实存在的困境。政府与农村企业应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与果敢的行动力，深刻认识到其发

展的深远意义，因地制宜和充分利用好国家的扶持政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地。通过探索多元

化的农村电商模式，激发农村经济的内在活力，电子商务将成为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乡村振兴最终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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