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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产品电商产业发展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议题。作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农产

品电商在促进小农户有效衔接大市场、加速三产融合与产业集聚进程等方面收获显著成效。在城乡融合

的进程中，农产品电商发展仍存在渗透率低、专业人才缺乏、物流供应链滞后、资金约束强等问题。鉴

于此，应强化智能供应链管理、壮大农产品电商主体、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开拓金融支农新局面，以促

进城乡间“信息、人、地、钱”等多要素的融合，进而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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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is a key issue in promoting rural compre-
hensive revitalization. As a key link in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ystem, agricultural prod-
ucts e-commerce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in promoting small farmers to effectively link up 
with the large market,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three-industry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al agglom-
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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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low penetration rate, lack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lagging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and stro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In view of this, we should strengthen intelligent sup-
ply chain management, enhance the strength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enterprises, im-
prov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open up new horizons for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so a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people, land, and money” in urban-rural areas and 
thus provide support for promot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achieving compre-
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actor Mobility, Trad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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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提升农产品电商发展水平，既是促进农民增收、扩大内需的现实要求，也是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接

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所在。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渗透，电子商务产业展现

出了迅猛的发展态势，而农村电子商务亦逐步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农村电子商务的运作范畴主要

涵盖“农产品进城”与“工业品下乡”两大核心领域，作为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典型例证，彰显了农村经

济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农村的网络零售额达到 2.49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2.9%，其中农产品销售额达到了 5870.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5%，连续多年保持较快增

长。值得注意的是，“农产品进城”与“工业品下乡”二者的发展成熟度尚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这一

差距揭示了农村电商领域内不同发展方向的不均衡性，同时也表明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存在潜在的增

长空间。 
有鉴于此，党和国家先后出台了诸多政策文本，突出强调了新发展阶段推进发展农产品电商工作的

重要性，并就城乡融合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对相关政策做出适时调整。“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完善

城乡融合消费网络，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十四五”新型城镇

化实施方案》，在部署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工作时指出，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壮大农

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此外，为统筹部署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安排，2024 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县域电商直播基地建设，发展乡村

土特产网络销售”的方针。2024 年 3 月，商务部等 9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再此申明“助力农产品上行”，并提出“促进电商与农村一二三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深度融

合，培育新业态、新场景，构建协同、创新、高效的农村电商生态圈，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指导思想。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实践证明，农产品电商是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有效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新形势下农产品电商产业提档升级是我国城乡融合长期进程中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

如何保障农产品电商产业健康发展，让农产品电商成为驱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力，这已成为

学者们必须高度关注和亟待解答的重要研究命题。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学界对农产品电商的早期研究聚

焦于“淘宝村”现象[1]，深入剖析该业态的空间分布[2]、发展模式[3]与发展特征[4]等，在此基础上构建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指数以测度农产品电商发展水平[5]，这些研究大多从全国或省域等宏观视角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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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其影响因素与经济发展成效。本文将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分析农产品电商与城乡融合的内在关系，

针对城乡融合视野下的农产品电子商务面临的问题及发展路径进行系统探讨，从而为农产品电商产业提

供有益发展思路。 

2. 农产品电商发展现状 

2.1. 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近年来，国家高度注重农业信息化的发展，加快推进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2024 年 8 月 29 日，

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发布的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1 亿人，其中农村网民规模占整体的 27.7%，为 3.04 亿，更多人群实现“触

网”，共享数字时代的便捷和红利。新基建让农业销售向数字化靠拢，依托数字基础设施构建的农产品

电商平台为传统的农业销售提供了更广泛的获客渠道[6]。乡村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拉近了

乡村与互联网世界的距离，促进城乡之间“信息流”的便捷融合，为推进农产品电商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农产品电商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的重要力量。据《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从 2016 年的 1589 亿元攀

升至 2023 年的 5870.3 亿元。在此期间，其年均增长率高达 20.26%，不仅高于同期全国网络零售总额的

增速，也超过了农村网络零售总额的增速。农产品电商的主要销售品类包括休闲食品、粮油、滋补食品、

茶叶以及奶类产品。消费者消费结构伴随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逐步优化，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安全性、营养

品质等方面的要求日益提升，倒逼农产品电商供给端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提供更多绿色有机农产品，满

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2.2. 产业数字化与融合化发展 

作为信息化时代的一个产物，农产品电商赋予了农产品跨越时空界限、高效运作及成本优化的新特

性。农产品电商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数

字化转型，提高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7]。追求技术创新的实现，对人才与资金的投入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现阶段，城乡间“人”与“钱”要素的流动尚不充分，对农产品电商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制约效应。 
与此同时，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等新型营销方式在农产品电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以其直观、互

动性强的特征，为农产品电商销售提供了新的渠道和增长点。通过内容营销，讲述农产品背后的故事，

增强品牌故事性和情感连接，提升产品附加值。优秀的视频内容创作者与电商经营者通过农旅结合、文

旅融合等方式，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吸引消费者参与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体验活动。从单一的农产品

销售向农产品定制加工、乡村旅游、农业教育等多元化方向发展，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消费者的体

验感。此外，智能仓储、冷链物流等技术的应用，也提升了农产品的保鲜度和配送效率，使得农产品能

够更便捷地进入城市市场，而城市消费者也能更方便地购买到优质的农产品。 

2.3. 品牌化与标准化趋势明显 

农产品电商并非简单地将农产品搬到网上，而更要注重触网后对产业进行倒逼转型，在传统供应链

的基础上贯通产销全流程，厚植于高质量的供应链之中。在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在 2014~2021 年实施

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中，涌现出一批具有地域特色和品牌影响力的农产品品牌，通过制

定和执行严格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保障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提升消费者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这些典型

以响亮的品牌与过硬的质量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引领带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实现市场互通、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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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发展模式有：河北清河模式、浙江遂昌模式、北京新发地模式与青海海晏模式。河北清河

被誉为“中国羊绒之都”，具有雄厚的产业基础，依托产业积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县域电商发展道路，

即“专业市场 + 电子商务”，保证产品供应链的高效率，并做好品牌化创新，避免陷入同质化、打价格

战的低层次竞争。浙江遂昌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电商产业典型，由政府及头部企业发起成立“遂昌网

店协会”，为本地从事农产品网络交易的电商主体提供信息服务平台，引导经营者进行产品开发、质量

监管、仓储配送、营销管理等方面的改造升级，并为农商融资搭桥，整合分散的农户。 
北京新发地市场作为城市线下批发市场的龙头，积极探索电商转型，通过打造“农超对接”平台——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电子交易中心”，连接起商户与超市，聚焦电商渠道采购，推行线上交易、线下发

货“双线交易模式”，以节省货物运输至批发场地的流通成本。青海省海晏县通过企业集群合作，创立

十余个富含民族特色的地区标志性品牌，为少数民族农牧民提供增收致富新渠道。其具有代表性的牦牛

肉制品，2020 年全年电商销售额达 2000 万元。在当地政府的统筹协调下，县域内农产品电商企业与网络

科技公司合作，打造农产品质量追溯管理平台，实现村级电商综合服务站点全覆盖，让消费者吃上“放

心肉”，不断提升品牌形象。 

3. 农产品电商发展面临的困境 

3.1. 渗透率偏低，区域发展失衡 

农产品电子商务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融合的产物，近年来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为农产

品流通提供了新的渠道和平台。农村网络零售额由 2017 年的 12,449 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24,900 亿元，

六年间实现了销售额翻番的目标。同时，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也由 2017 年的 1723 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5870 亿元，增长了 2.4 倍(图 1)。然而，尽管其市场规模持续增长，但相较于整体网络零售市场，农产品

电商的总体规模仍然较小，市场渗透率较低。从总体规模看，2023 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仅占农村网络零

售总额的 23.58%，并仅占全国网络零售总额的 3.81%。另一方面，农产品电商零售额占第一产业增加值

比重较小，2023 年比值仅为 6.5%，电商渗透率较低。在推进构建和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进程中，电

商在农业领域的运用仍然蕴含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各年份《中国电子商务报告》整理。 

Figure 1. Rural online retail sal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online retail sales from 2017 to 2023 
图 1. 2017~2023 年农村网络零售额与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农产品电商产业存在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各地区之间发展情况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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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突出，省际产业发展失衡明显。从区域层面看，近几年东部地区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全国总额的比重

有所下降，但仍处于绝对领先位置，根据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2023》数据显示，2023 年东、中、

西、东北地区所占份额比值大致 64:16:15:5，东部地区比重远超其他地区(图 2)。考虑到农业资源禀赋存

在差异，以各区域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所衡量，东、中、西、东北地区份额比大致为 32:26:32:10，在此基

础上，地区间发展不均衡水平远高于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分省份看，广东、浙江、上海、北京和山东的农

产品电商零售额排名全国前五，合计占比达 47.7%，在零售额排名前十的省份中，第一名广东(12.81%)与
第十名辽宁(2.91%)所占份额比值的差距达到近 10 个百分点，省际发展失衡问题明显。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各年份《中国电子商务报告》整理。 

Figure 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online retail sal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from 2020 to 2023 
图 2. 2020~2023 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区域分布 

3.2. 专业人才稀缺难留，培训力度亟待加强 

Table 1. Rural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表 1. 农村电商参与情况 

地区 样本村数(个) 电商村数(个) 占比(%) 样本户数(个) 电商户数(个) 农产品电商户数(个) 

东部 91 59 64.84 1138 83 49 

中部 60 36 60.00 735 44 29 

西部 120 78 65.00 1516 86 70 

东北 30 8 26.67 361 12 9 

总计 301 181 60.13 3750 225 157 

数据来源：根据 2020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整理。 
 
青壮年劳动力及专业性人才的缺乏制约了农产品电商产业发展，劳动力数字素养不能与互联网新业

态相匹配。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相比乡村而言城镇能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源和机会，更具吸引力。

为获得更加匹配的工作岗位和更高的收入水平的机会，农村地区的青年劳动力倾向于前往城镇地区寻找

工作。城乡融合初期进程中，劳动力要素多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人”要素相当程度上处于单向流动的

状态，农村地区人口态势不容乐观，且农村劳动力数字素养水平偏低。然而，人才、组织直接作用于农

村电商的发展，人才为缩小数字鸿沟提供了智力支持[9]。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这一“人”的经济，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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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批“懂农精商通网”的复合型人才，要求在掌握农业产业特征的同时，能够熟练运用互联网新技术，

如电商平台运营、市场大数据调研、智慧物流调配、电子支付结算等，以及使用互联网进行品牌建设与

营销。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 63.8%，与我国城镇地

区 85.3%的互联网普及率仍存在较大差距，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条件仍有不足，农村居民对于农产品

电商转型的参与度不高，更缺乏足够的人才支撑[10]。202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开展的中

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 2020)数据显示，受访的 3750 户农户中仅有 225 户参与网络销售(表 1)，并以

微信朋友圈等社交渠道进行销售为主，其中约 70%的受访农户仅销售自家水果、蔬菜、禽肉等生鲜农产

品，约 16%农户销售了其他加工产品。 
现如今，农村地区面临缺乏青壮年劳动力以及专业人才的双重困境。大多数自产自销的分散农户，

劳动力整体年龄偏大，对于学习运用电商渠道销售农产品存在一定困难[11]，缺乏店铺运营能力，多选择

通过社交软件平台进行宣传与小规模的批发零售交易，收效甚微且信任基础薄弱；农户集合组建的生产

合作社，在电商分销业务中同样面临电商人才匮乏、专业化程度不高的困境，人才引进难、留住更难；

较高的网店维护建设成本也限制了运营水平的提升。这些现象背后更深层次原因，在于部分地区技能培

训机制的欠缺与低效，电商人才转化率普遍较低，导致短期内难以摆脱农产品电商相关人力资源不足的

困境。 

3.3. 物流与供应链滞后，运输损耗较大 

农产品易损坏且较难储存，对物流配送的要求较高。近年来农村地区公路网络建设卓有成效，基本

上实现村村通公路的目标，在此基础上相配套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了较好发展。然而，快递进村

难、出村少的问题仍难以解决，快递网点与生产者之间“最先一公里”依旧存在[12]，物流体系停留在乡

镇一级难以下沉。此外，冷链物流需求加大，但目前大多数地区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加之较高

的物流运输费用，导致商品价格难以控制，市场竞争力有限[13]。 
另一方面，农产品供应链、产业链标准化建设滞后[3]，同样制约着农产品电商产业的发展，限制了

其对农户增收的推动效应。“小农户、大市场”矛盾依然存在，农产品加工工艺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质

量分级、采后处理、包装配送等环节缺乏协同，无法大幅提升生产规模和产品附加值，同时应对供应链

潜在经营风险的韧性也较低。质量安全问题频发，集中在商品质量不合格、假冒伪劣、虚假销售等方面，

难以满足消费者预期，更冲击着电商交易的信任基础。 

3.4. 资金链条缺乏保障，农业金融支撑存在短板 

产业的发展需要以充足的资金作为保障，农产品电商市场经营主体在培育及发展阶段对资金有较强

依赖。对从业人员普及性的电商知识培训、专业管理人员的聘用、网店设计、品牌建设宣传都需要大量

的资金支持[14]。小农贷、绿色贷等普惠支农产品可帮助缓解经营主体部分融资约束。然而，申请贷款时

“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依旧突出，面对一定的抵押担保压力以及投资风险，在贷款时会受到较多的

条件限制，手续复杂且审批时间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资金下乡存在部

分阻碍，“金融支农”力度不足且支农体系尚不健全，缺口十分明显[15]。 

4. 城乡融合进程中农产品电商发展优化路径 

4.1. 强化智能供应链管理，促进信息要素的融合 

注重农产品电商产业主体间协同发展，推动城乡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通过搭建农产品电商平台，

共享农业数字化发展成果。第一，依托大数据技术对农产品电商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整合市场信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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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推动乡村供给与城镇需求精准对接，通过信息共享提升市场透明度，为农产品种植、销售、物流等

环节提供决策支持，落实“以销促产”，科学调整种植结构和销售策略。第二，强化智能供应链管理，建

立健全农业质量追溯体系，提升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水平。强化政府部门监督管理职责，打造产销一体

化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网络，实现生产记录可存储、产品流向可追踪、储运信息可查询。 

4.2. 壮大农产品电商主体，促进人力资源的融合 

通过政策激励和合作机制，吸引城市电商人才到乡村创业或提供服务以壮大农产品电商经营主体。

第一，建立城乡电商人才交流平台，促进人才流动和经验分享传授，形成人才互助机制。完善人才政策

支持体系，形成一套“引才、用才、留才、育才”完整体系，培养壮大“知数爱农”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第二，借助下乡人才的力量，带动开展面向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基础性教育、电商普及性教育，定期组

织电商专项技能提升培训，包括电商平台基础运营、网络营销模式、客户服务保障等针对性技能培训，

以壮大农产品电商经营主体。第三，加强典型经验宣传，号召在外务工人员、大学生、退伍军人等群体

返乡创业，做好支持保障工作，如设立电商创业园，提供办公场地、税收优惠等支持。引导其依托地方

特色农业禀赋以拓展农产品电商业务，发挥电商致富带头人的引领作用。 

4.3.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间“地”的融合 

优化土地利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弥合城乡之间“数字鸿沟”，克服城乡时空阻碍，保障农产

品电商产业长效发展。第一，完善农村交通网络，拉近县域时空联系，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

高交通便捷性，降低物流成本，促进农产品快速流通。着力推进农村公路建设提档升级，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四好农村路”，统筹整合县域内物流运输资源，补足冷链物流“短板”，实现降本增效，提

高农产品上行效率。第二，推进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拉近城乡互联网空间距离，提高农村地区的网

络覆盖率和宽带接入网速，降低农民上网成本，为农产品电商发展提供坚实的信息化基础。第三，完善

公共服务体系，以县域为城乡枢纽的产业体系，打造地方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根据农产品电商产业发展

需求，合理规划农村用地，确保农产品种植、养殖、加工、仓储等环节的用地需求。因地制宜建设一批农

产品电商产业园与直播基地，在此基础上推进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建设。同时，着力弘扬农耕文化、

乡村文化，针对城镇消费者定制化需求，创新产品服务供给形式，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农产品电

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4.4. 开拓金融支农新局面，推动城乡间资金融合 

拓宽融资渠道，建立风险共担机制，提升金融支农成效，保障农产品电商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第一，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资金下乡”服务产品，提供面对农产品电商经营主体的贷款、保险等金融服务，缓

解经营主体的资金约束。第二，由政府部门牵头设立农产品电商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农产品电商企

业的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人才培养。规范对金融机构的奖补机制，建立健全农户农企信用体系，改善

农村金融生态。第三，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主体的对接，引导资金、技术及管理模式的合

作，吸引社会资本下乡，推广农业保险，增强经营主体应对市场风险与自然灾害的能力，提升产业韧性。 

5. 结论与研究展望 

农产品电商对小农户有机衔接现代农业发展的综合效率具有积极提升作用[16]。本文基于城乡融合

视角，通过理论分析与现状识别，研究发现当前农产品电商发展仍存在渗透率低、专业人才缺乏、物流

供应链滞后、资金约束强等问题。考虑到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现实要求，分析

“信息、人、地、钱”等多要素融合对农产品电商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因此，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2554


李泽贤 
 

 

DOI: 10.12677/ecl.2025.142554 553 电子商务评论 
 

包括强化智能供应链管理、壮大农产品电商主体、完善基础设施及金融支农体系建设，以期为化解城乡

要素流动障碍、提升农产品电商产业发展水平提供有益参考。此外，鉴于农产品电商实践经验不断丰富，

未来研究可尝试从农户微观主体视角切入，在“信息、人、地、钱”多要素约束条件下，分析个体行为决

策的影响因素以及收入、福利效应提升机制，都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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