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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农村电商在政策与技术的双重驱动下快速发展，但其进程仍受城乡二元结构深层矛盾制约：基础设

施薄弱导致生鲜产品高损耗，偏远地区网络覆盖不足阻碍数字化进程；从业者技能与市场需求错位，初

级农产品同质化与品牌缺失加剧低效竞争；区域产业链割裂进一步放大资源禀赋差异。为破解上述困境，

需构建“基建–人才–产业–区域”四位一体赋能框架——通过基建均衡化筑牢发展根基，以多层次人

才培育激活内生动力，依托全链条数字化重塑产业价值，借力跨区域协作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新质生产

力赋能农村电商发展需兼顾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推动生产要素高效流动与利益共享，为乡村振兴与共

同富裕提供系统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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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dual drive of policies and technology, rural e-commerce in China has developed rapidly, 
but its progress is still constrained by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in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weak infrastructure leads to high consumption of fresh products, and insufficient network coverage 
in remote areas hinders the digitalization process;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skills of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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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rket demand, coupled with the homogenization of primary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lack of branding exacerbating inefficient competition; The fragmenta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hains further amplifies the differences in resource endowments. To solve the above difficulti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four in one empowerment framework of “infrastructure-talent-industry-
region”—to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through balanced infrastructure, activate en-
dogenous power through multi-level talent cultivation, reshape industrial value through full chain 
digitization, and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through cross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Em-
pow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equires a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promoting efficient flow of produc-
tion factors and benefit sharing, and providing systematic suppor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
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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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革命纵深推进，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核心)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引擎[1]。农村电商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近年来发展迅猛：2023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突

破 2.5 万亿元，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等新业态加速渗透[2]。然而，农村电商仍面临基础设施薄弱(如冷链

物流覆盖率不足 30%)、专业人才短缺(电商从业者缺口超 200 万人)、品牌同质化严重等现实瓶颈[3]。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将“数商兴农”纳入新质生产力

的核心范畴[4]。在此背景下，探究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农村电商发展，既是破解城乡数字鸿沟、推动产

业升级的理论命题，也是实现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需求。研究从技术、政策、人才、产业四维

度切入，系统性探索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可行路径，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2. 农村电商的发展现状及挑战 

当前，我国农村电商在政策红利与技术赋能的叠加作用下，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网络零售

规模突破 2.5 万亿元、新业态渗透率超 40%等数据彰显其增长活力[2]。然而，这一进程始终伴随“破局”

与“掣肘”的双重属性——基础设施的城乡鸿沟、人力资本的供需断层、产业链条的价值失衡、区域协

同的制度壁垒等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既压缩了现有模式的可持续空间，亦倒逼从局部优化向系统重构

的转型突围。具体表现为以下四重核心张力： 

2.1.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与数字化需求激增的矛盾 

当前农村电商发展势头迅猛，2023 年网络零售额突破 2.5 万亿元，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等新模式贡

献超四成份额，拼多多“农地云拼”模式已覆盖全国 2000 余个县域[5]。然而，硬件短板严重制约潜力释

放：全国农村冷链物流覆盖率不足 30%，云南、贵州等西部省份冷链缺口超 60%，生鲜农产品损耗率高

达 25% (城市平均为 8%)，直接推高物流成本；同时，约 60%的行政村尚未覆盖 5G 网络，广西、甘肃等

地农民直播时常因信号中断被迫下播，数字化工具难以落地[6]。尽管国家启动“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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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资金投入分散、区域分配不均等问题导致基建升级进度缓慢。 

2.2. 人才资源短缺与技能错配的双重困境 

政策层面，地方政府联合平台企业推出“新农人培训计划”，如阿里巴巴“村播计划”累计培训超

10 万名农民主播，但人才供给仍远低于需求。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中西部县域超 80%的电商从业

者为初中学历，仅 15%接受过系统培训，广西百色芒果农户反映“会种不会卖，直播时连产品卖点都讲

不清”[7]；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返乡意愿低，河南某县 2024 年电商招聘会上，技术运营岗位报名人数

不足计划数的 30% [8]。技能错配导致农产品网销集中于低价促销，缺乏品牌策划与用户运营能力，难以

形成长期竞争力。 

2.3. 初级产品主导与品牌化转型的失衡 

农村电商目前 70%以上的交易来自水果、粮油等初级农产品，但附加值低、同质化严重：陕西洛川

苹果线上售价仅为线下品牌的 1/3，且因缺乏溯源体系，消费者难以区分品质差异[9]。尽管部分地区尝试

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如五常大米、赣南脐橙)，但全国农产品品牌化率不足 10%，大量中小农户仍陷于低价

内卷。与此同时，消费者对绿色有机、精深加工产品的需求逐年上升，2023 年天猫“有机杂粮”搜索量

增长 120%，但农村电商供给端响应不足，深加工产品占比不足 5%，供需结构性矛盾凸显[7]。 

2.4. 区域资源禀赋与协同机制的割裂 

东部沿海依托产业集群优势，形成“一县一业”电商生态，如浙江临安坚果产业带动 200 余个网店

集群，年销售额超 50 亿元[8]。而中西部仍以原材料输出为主，贵州遵义辣椒线上销售中，80%以散装形

式低价销往东部加工企业，本地深加工环节缺失导致利润外流[9]。尽管国家推动“东数西算”工程，但

区域协同仍停留在数据存储层面，浙江电商平台与新疆干果产地的合作仅限采购协议，缺乏技术赋能(如
AI 选品、智能分拣)和利益共享机制，东西部产业链“断链”问题亟待破解。 

3.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发展的理论模型 

基于“技术–数据–制度”三元互动框架，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三阶跃迁”模型：第一

阶是技术渗透，通过数字基建下沉和生产工具升级，缩小城乡“接入鸿沟”，降低物流边际成本；第二阶

是数据增值，通过需求侧响应和供给侧重构，破解农产品供需错配，催生新业态[5]；第三阶是制度协同，

通过治理机制革新和组织形态进化，形成风险共担体，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 
这一理论模型不仅突破了“技术决定论”的局限，揭示了制度创新对技术扩散的调节效应，还重构

了要素配置逻辑，论证了数据要素对传统要素的乘数效应，为农村电商从“资源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提供了理论支撑[6]。同时，它延展了城乡融合的路径，将新质生产力作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新变量，

拓展了数字经济反哺乡村的理论边界[7]。 

4.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发展的路径 

面对农村电商的结构性矛盾，需跳出“单点突破”思维，构建“基建托底–人才驱动–链式创新–

区域联动”四位一体的系统性赋能框架。以城乡数字基建均衡化为前提，以人力资本提质为内核，以全

产业链数字化重构为手段，以跨区域资源整合为突破，推动政策靶向发力、技术下沉适配、机制协同创

新的深度融合。政府、平台、企业、农户等多主体需围绕以下核心任务形成合力，破解增长瓶颈，激活农

村电商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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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夯实数字化基础设施底座，打通城乡要素流通堵点 

针对冷链物流覆盖率低与网络基建薄弱的核心问题，需实施“硬基建 + 软服务”双轮驱动战略。在

硬件层面，中央财政应设立专项补贴(比例不低于总投资的 40%)，重点支持中西部县域建设产地预冷库、

移动式冷链车等设施，力争 2025 年实现生鲜主产区冷链覆盖率达 60% [10]。同时，推进“村村通 5G”

工程，引导三大运营商对 832 个脱贫县实行基站建设成本分摊机制，确保 2026 年行政村 5G 通达率超过

90%。在软件服务层面，支持京东、顺丰等企业搭建“共享冷链”数字化平台，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

控运输温湿度，将生鲜损耗率控制在 8%以内[8]。浙江安吉县已通过该模式实现白茶运输成本下降 35%，

可为全国提供借鉴[7]。 

4.2. 构建多层次人才培育体系，破解人力资本结构性矛盾 

建立“高校定向培养 + 企业实战培训 + 政策引导回流”的立体化人才供给链。教育部应推动 50 所

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农业与电商运营”专业，采用“2 年理论 + 1 年企业实训”模式，每年定向输送 5 万

名复合型人才[4]。对于现有从业者，依托抖音“新农人计划”、拼多多“多多课堂”等平台，开发“短

视频制作–数据分析–品牌管理”阶梯式课程体系，并对完成 500 学时培训的农民发放专项认证，提高

市场竞争力。此外，实施“返乡创业金钥匙工程”，对高校毕业生返乡从事电商给予最高 50 万元贴息贷

款，并在湖北宜昌、四川眉山等试点地区推行“电商人才积分落户”政策，吸引技术青年下沉[9]。 

4.3. 推动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释放供给侧提质增效潜力 

以“生产智能化、流通高效化、营销精准化”为目标重构产业链。在生产端，推广大疆农业无人机、

托普云农智能监测系统等设备，实现种植环节的病虫害 AI 识别与精准施肥，预计可使农产品优质率提升

25%以上[8]。在流通端，支持阿里巴巴搭建“县域供应链大脑”，通过算法预测区域消费需求，动态调整

仓储布局，将农产品跨省流通时效缩短至 48 小时内[8]。在营销端，推动农业农村部联合小红书、快手等

平台建立“地标农产品数据库”，利用 VR 技术还原生产过程，并基于用户画像实现千人千面的内容推

送，广西百色芒果借此实现复购率提升 40% [6]。   

4.4. 创新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激活东西部资源整合效能 

打破地域壁垒，构建“东部技术 + 西部资源 + 中央政策”三角联动模式。在浙江、江苏等电商发

达省份设立“西部电商飞地”，提供免费办公空间与数据服务，吸引中西部企业入驻学习运营经验。同

时，建立“东西部电商收益共享基金”，要求东部平台将西部农产品销售额的 1%反哺产地，用于品牌建

设与技术创新。政策层面，建议国务院乡村振兴局牵头制定《农村电商跨区域协作条例》，明确税收分

成、数据归属等细则，并在成渝地区开展试点，探索“重庆流量运营 + 四川产品供应”的分工模式，2024
年首批试点已带动川渝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62% [10]。 

5. 结语 

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既是数字经济向乡村延伸的破题关键，更是实现城乡资源要素公平配置的

制度性考验。当前，基础设施滞后、人才技能断层、产业链低端锁定、区域协同不足等挑战，本质上是传

统城乡二元结构在数字化时代的投射。文章提出的“四位一体”赋能框架，旨在通过系统性重构基础设

施、人力资本、产业链条与区域协作机制，打破“有增长无升级”的困境。 
未来，农村电商的转型需进一步强化“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既要通过 5G、AI、

区块链等技术手段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也要依托土地流转改革、数据产权界定等制度设计激活生产要素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3811


李成蹊 
 

 

DOI: 10.12677/ecl.2025.143811 1168 电子商务评论 
 

活力；既需平台企业以“技术下沉”履行社会责任，更需地方政府以“包容性治理”平衡市场效率与公平

[10]。唯有构建多方共治、利益共享的生态体系，方能将农村电商从“流量红利”的短期爆发，转向“普

惠性增长”的长期价值，最终成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核心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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