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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电子商务凭借其独特优势，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发挥着关键推动作用。它促进产业融合，推动农业现

代化；拓宽增收渠道，助力农民致富；同时改善乡村治理，促进城乡融合。然而，现阶段农村电子商务

的发展尚存在基础设施薄弱，物流配送效率低，综合性电商人才匮乏以及电商模式创新不足等问题。因

此，在实施路径方面，需全力推进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完善工作，提升农村信息化的整体水平；建立

完善的农村电子商务物流体系，确保物流能够畅通无阻；培养农村电子商务人才；探索“电商 + 农业”

“电商 + 旅游”等融合发展模式。本研究深入剖析农村电子商务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与具体路

径，为乡村振兴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助力农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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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e-commerce, with its unique advantages, is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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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talization by facilitat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propell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while also broadening income—increasing channels to help farmers prosper, improving rural gov-
ernance,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ru-
ral e-commerce at the current stage still faces several challenges, including weak infrastructure, 
low logistics delivery efficiency, a shortage of comprehensive e-commerce talents, and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in e-commerce models. Therefore, in terms of implementation, efforts must be made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level of rural in-
formatization, establish a sound rural e-commerce logistics system to ensure smooth logistics op-
erations, cultivate talents in rural e-commerce, and explor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odels such 
as “e-commerce + agriculture” and “e-commerce + tourism”. This study deeply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specific pathways through which rural e-commerce promotes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
vitalization and helping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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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乡村发展始终是关乎全局的关键议题。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这是顺应时代发展需求、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大举措，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具有深远意义[1]。乡村振兴战略旨在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振兴，构

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发展新格局，更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必然要求[2]。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农村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商业模式在乡村地区迅

速崛起。它依托互联网平台，打破了传统商业活动的时空限制，为乡村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2021
年 1 月 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即《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意见》，为农村电商未来五年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

调要“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特别指出要加强县域电商直播基地的建设，推动乡村特色产品

的网络销售[3]。 
农村电子商务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相连，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深入研

究农村电子商务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作用与实施路径，对于充分发挥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势，加速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 农村电子商务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 

2.1. 农村电子商务的概念 

农村电子商务是指利用互联网、计算机、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为从事涉农领域的生产经营主体

提供在网上完成产品或服务的销售、购买和电子支付等业务交易的过程[4]。它通过网络平台嫁接各种服

务于农村的资源，拓展农村信息服务业务、服务领域，使之兼而成为遍布县、镇、村的“三农”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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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的实体终端直接扎根于农村服务于“三农”，真正使“三农”服务落地，使农民成

为平台的最大受益者[5]。具体来说，它以农村地区为依托，涵盖农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多个环

节，将传统农业与现代电子商务模式深度融合，把农产品、农村手工艺品等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

甚至海外市场，同时让农民能够便捷地通过网络购买到各类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等的工业产品。其主要

目的是打破城乡之间的信息与流通壁垒，促进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升级。 

2.2. 乡村振兴的内涵与目标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要求是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核心在于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

振兴，实现乡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新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
提到乡村振兴的具体目标为：到 2027 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更加稳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乡村

产业更加兴旺，实现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乡村更加生态宜居，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更加

完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乡风文明持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传承发展，

农民综合素质全面提高；乡村治理更加有效，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农民生活

更加美好、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基本建立[6]。 

3. 农村电子商务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 

3.1. 促进产业融合，推动农业现代化 

借助电商平台的大数据分析，农民和农业企业能精准了解市场需求，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种、品质、

规格的偏好等，从而调整种植、养殖结构，实现精准生产。同时，电商还能促进农业生产资料的线上销

售，让农户更便捷地获取优质种子、化肥、农药等物资，提高生产效率。在一些地区，电子商务更是推动

了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围绕某种或某类特色农产品，聚集了大量的生产、加工、物流、运营等服务机

构，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促进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的优化，提升了

产业竞争力。电子商务推动农产品加工、物流等环节的升级，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促进农业与二、

三产业的融合，从而推动产业升级，同时电子商务可以帮助打造农产品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农

业向品牌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像山东省曹县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推动电商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形成了原创汉服、演出服、木制品和农产品的四大产业集群以及 1 个木制品跨境电商产业带。汉服销售

份额占全国的 40%，表演服饰网络销售额在淘宝、天猫相应产品销售总额中占比 80%以上，木制品跨境

电商销售额占全国的 12%。通过电商平台，曹县特色产业突破地域限制，市场迅速扩大，产业规模不断

壮大，同时加强品牌建设，成功申请“曹县汉服”国家地理标志，打造“曹献优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7]。另外，电子商务使农产品销售突破

地域限制，市场需求的扩大也刺激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推动农产品进行分级、包装、深加工，提高

附加值。电商还能整合物流资源，构建高效的物流配送体系，实现农产品从产地到消费者的快速、高效

流通。 

3.2. 拓宽增收渠道，助力农民致富 

电子商务的兴起，为破解农村就业难题提供了新的契机。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之余，

大多选择进城务工，城镇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场所。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城镇就业市场

面临压力，就业率有所下滑，致使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也遭遇就业困境。在此背景下，电子商务的发展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41022


杭琪 
 

 

DOI: 10.12677/ecl.2025.1441022 1378 电子商务评论 
 

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开辟了新路径，让农村劳动力回归农业生产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

让农民这个职业彻底突破了原有职业内涵，向职业型、技术型和工业型发展，并促进农民从普通农业生

产者转变为特色农产品经销商、中小农企管理者等多重身份，在这一过程中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大幅

提升。重庆开州区借助农村直播电商，解决当地农副产品“散、小、弱”的销售难题。发起“直播赶场助

农行动”，围绕“人”“货”“场”做文章，把农村“土货”变为“网货”。开州人李小凤返乡创业成立

电商公司，将“开县春橙”“开州脆李”“南门红糖”等优质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3 年年销售额达 1200
余万元，带动偏远乡村村民和留守老人共同富裕。通过电商直播，农产品销售渠道拓宽，价格提升，农

民收入增加，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实现生活富裕目标[8]。另外，电子商务降低了创业门槛，吸引了

更多年轻人、返乡农民工、大学生等投身农业创业，催生了一批农业电商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等新型经营主体。这些新型主体通过电商平台连接市场，带动农户参与到产业化经营中，提高了农业生

产的组织化程度。 

3.3. 改善乡村治理，促进城乡融合 

农村电子商务在改善农村治理，促进城乡融合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广东省揭阳市军埔村原本是

贫困村，2012 年年轻人许冰峰提出电商模式，带动身边人纷纷加入电商行业，村里掀起电商热潮，短短

两年开了超 3000 家网店。后续在政府资金、宽带、交通设施等大力支持下，电商事业更是加速发展，村

民收入大幅提高，实现脱贫致富。这不仅带来经济繁荣，还涵养了拼搏创业的时代新风，改变了乡村精

神面貌。同时，电商产业发展也使村民利益联结更紧密，促进乡村治理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变，实现乡风

文明蓬勃发展[9]。一方面，它为农村青年搭建起广阔的就业创业舞台，大量怀揣着新理念、新技术的年

轻人选择回乡发展，这不仅充实了乡村的人才队伍，还为乡村治理引入新思路、新方法，激发乡村治理

的活力与创新力，推动乡村治理迈向现代化。另一方面，电商的蓬勃发展带动快递、物流、金融等配套

服务向农村延伸，农村的网络通信、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极大地缩小了城乡

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加快了城乡之间人员、物资、信息的自由流动，促进城乡融合。 

4.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4.1. 农村电商基础设施薄弱 

一是农村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部分道路狭窄、路况差，大型物流运输车辆难以通行，只

能使用小型车辆进行运输，造成运输能力有限。且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物流运输班次相对较少，不能实现

货物的及时运输。二是仓储设施落后：农村地区缺乏现代化的仓储设施，很多农产品和商品只能存放在

普通的仓库或民房内，缺乏必要的保鲜、冷藏、防潮等设备，容易导致货物受损，影响配送质量和效率。

同时，仓储管理信息化水平低，货物的出入库管理、库存盘点等工作效率低下，也会影响物流配送的整

体效率。 

4.2. 电商物流配送效率低 

物流配送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物流成本的控制是关键，如果农村地区配送时间缩短，配送

价格降低，那么电子商务才能发展起来[10]。电商物流配送效率低主要表现在：首先是站点布局稀疏，农

村地域广阔，人口居住分散，物流企业为控制成本，在农村的物流站点设置较少，很多偏远村庄甚至没

有物流站点，导致物流配送需要多次中转，增加了配送时间和成本。其次是配送路线规划难，由于农村

地区道路状况复杂，地址标识不清晰，物流配送车辆在规划路线时难度较大，往往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寻

找具体的收货地址，降低了配送效率。另外，在物流配送的前端，包裹收集不及时，集中处理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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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处理效率低，农村电商的包裹收寄环节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从而导致环节衔接问题频发。到了

后端的配送环节，快递员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包裹的分拣和整理，导致配送延迟。物流配送涉及

多个环节，如揽收、运输、仓储、分拣、配送等，在农村电商物流中，环节之间的衔接不够顺畅，信息传

递不及时、不准确，容易出现货物积压、错发、漏发等问题，最终也会影响配送效率。 

4.3. 综合性电商人才匮乏 

在农村电商发展中，人才的匮乏也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从人才结构来看，运营管理和技术

层面人才均有短缺情况。运营管理上，具备电商运营思维、掌握 SEO、社交媒体营销和数据分析等技能

的复合型人才稀缺，导致农村电商企业战略制定困难，运营效率低。技术层面，掌握电商平台开发、维

护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的人才不足，致使平台功能单一、用户体验差，无法实现精准营销与个性化服务。

尽管有大量返乡下乡人员，但有经验的计算机、美工、运营、营销、金融等专业人才“难聘”，同时由于

城乡差异人才也“难留”[11]。况且，绝大部分农村网民学历低、知识水平有限，互联网应用水平和素质

较低，对电子商务的应用知识方面存在明显缺陷，导致其对新技术、新信息不敏感，对市场信息的分析

和使用把握不够，尤其是在运用互联网思维、掌握经济政策、熟悉运作流程、应对网络安全等方面滞后。

电商人才匮乏对农村电商发展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市场拓展方面，由于缺少营销人才，出现产品定位

不准、推广乏力，市场份额难扩大的问题；服务质量方面，客服和售后人才缺少，致使客户满意度低；产

业协同方面，人才缺失使电商与上下游产业难以协同，无法充分发挥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因此，解

决农村电商人才匮乏问题十分紧迫，不仅需要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优化吸引政策，更需政府、企业、社

会多方合作。 

4.4. 农村电商模式创新不足 

在数字化浪潮推动下，农村电子商务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然而，当

前农村电商模式创新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制约了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与空间。从产业融合视角来

看，农村电商模式仍多局限于传统的农产品线上销售模式，农业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深度融合尚未有效

达成。多数农村电商仅聚焦于农产品的初级加工与简单线上售卖，没有能够充分挖掘农产品在文化、生

态、旅游等领域的多元价值，导致与农村一二三产业的协同发展存在脱节。农村电商未能及时创新出将

农产品销售与乡村旅游体验相结合的有效模式，无法满足消费者对于“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体验式

消费需求，致使农村电商在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上错失诸多机遇。在技术应用层面分析，农村电商在数

字化技术应用方面存在滞后性，创新应用能力不足，这不仅限制了农村电商自身的发展规模与质量提升，

还阻碍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农民增收致富的步伐。为突破这一发展瓶颈，亟需政府、企业、

科研机构等多方主体协同发力，深入挖掘农村本土资源优势，加强技术创新与应用，开发出符合农村发

展实际的创新性电商模式，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5. 农村电子商务推动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 

5.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全力推进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完善工作，提升农村信息化的整体水平，从而进一步活跃农村商贸

流通市场，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在网

络覆盖方面，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与政策扶持力度，推动通信运营商积极拓展农村网络建设项目。在信

息服务平台搭建上，整合多方资源，积极建设面向“三农”的移动互联网综合信息平台[12]。组织农业领

域专家团队，定期上传最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指导资料，涵盖种植、养殖各个环节，从土壤改良、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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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到科学灌溉，以图文、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方便农民随时学习。同时，联合市场调研机构，实时更

新农产品市场行情，包括各类农产品的价格走势、供求关系分析等，为农民的生产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此外，及时发布农村政策法规解读内容，让农民第一时间了解国家政策动态，鼓励交通部门与物流企业

合作，根据农村物流需求特点，优化运输线路规划，提高运输效率。商务部门则应发挥协调作用，促进

农村电商与传统商贸企业的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倒逼机制作用，激励传统农村商贸企业加

快转型升级步伐。引导传统农村商贸企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加大资金与技术投入。在乡镇商贸中心建

设上，打造集商品展示、交易、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商业场所，设置特色农产品展示区，展示

本地优质农产品，吸引消费者；设立电商体验区，让顾客现场感受线上购物的便捷，促进线上线下融合

销售。同时，构建高效的配送中心，引入先进的物流管理系统，运用大数据分析优化配送流程，合理安

排配送车辆与人员，实现精准配送，提升配送效率。 

5.2. 健全物流配送网络体系 

要想推动农村地区电子商务的高质量发展，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电子商务与商贸领

域、供销领域和邮政领域有着密切关系，因而需要建立完善的农村电子商务物流体系，确保物流能够畅

通无阻。一是鼓励当地物流企业进行资源整合，通过合并、合作等方式，优化配送线路，提高车辆装载

率。像多家物流企业可联合运营县到乡的干线运输，到乡镇后再分拨至各自负责的村级网点。此外，推

动电商企业与物流企业深度协作，共享库存、订单等信息，实现协同运作。二是同时引入先进技术与设

备，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农村物流订单数据，预测需求，合理安排运力与仓储空间。采用智能仓储设备，

提高货物分拣效率。在运输环节，利用 GPS 定位系统实时监控车辆位置，保障货物运输安全与准时送达。 

5.3. 培养农村电商人才 

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推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农民增收

致富的重要途径，对于乡村振兴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首先，构建多元协同的农村电商培训体系。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整合教育、企业与社会

资源，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农村电子商务培训体系。设立农村电商专项培训基金，为培训活

动提供稳定资金支持，对参与农村电商培训的农民、从业者给予经济补助，以此激发各方参与培训的积

极性，鼓励培训机构、高校及企业踊跃投身农村电子商务培训工作。同时充分借助互联网平台优势，开

展线上培训课程。运用直播、录播等形式，打破地域限制，让偏远农村地区的学员也能便捷参与培训，

有效降低培训成本。此外，可以依托线下实训基地，为学员提供实操机会，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通过实际操作店铺运营、产品推广等电商业务，切实增强培训效果，提升学员的实际操作能力。 
其次，强化人才引入与培育，打造高素质电商人才队伍。各地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吸

引具备丰富经验和专业技能的高端电子商务人才投身农村地区工作或创业。积极出台高端人才引进计划，

提供住房补贴、创业扶持资金、子女教育优惠等政策，解决人才后顾之忧，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提供

坚实的智力支持。同时，注重本土人才培育，对本地有电商发展意愿的人员进行深度培训，挖掘本土

人才潜力，打造一支既熟悉本地情况又掌握电商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推动农村电子商务持续

稳定发展。 

5.4. 创新农村电商发展模式 

探索“电商 + 农业”“电商 + 旅游”等融合发展模式，推动农村电商与其他产业协同发展。在“电

商 + 农业”模式上，电商平台可深度嵌入农业生产、加工、销售全流程。通过电商大数据分析消费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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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精准指导农民进行农产品种植与养殖规划，实现按需生产。例如，依据市场对绿色、有机农产品的

需求增长趋势，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增加此类农产品种植面积。在农产品加工环节，电商企业与农

产品加工企业合作，开发适合线上销售的特色农产品加工品，如将新鲜水果加工成果干、果脯，将农产

品制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休闲食品等。在销售端，借助电商平台的流量优势，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推广

等方式，将农产品直接推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打破地域限制，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农产品品牌知名度，

实现农产品增值与农民增收。 
对于“电商 + 旅游”融合模式，电商平台成为乡村旅游资源的整合与推广平台。一方面，将乡村自

然风光、民俗文化、特色民宿等旅游资源进行线上展示与销售，游客可通过电商平台便捷预订乡村旅游

行程，包括门票、住宿、餐饮等服务。另一方面，乡村旅游与农产品销售相结合，游客在乡村旅游过程

中，不仅能体验到独特的乡村生活，还可现场购买当地特色农产品，实现旅游与购物的联动。如举办“采

摘节”“民俗文化节”等乡村旅游活动，通过电商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游客在体验采

摘乐趣、感受民俗文化的同时，购买新鲜采摘的农产品以及手工制作的特色纪念品，既丰富了游客的旅

游体验，又促进了农产品销售，带动了农村相关产业协同发展，进一步活跃农村商贸流通市场，促进农

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罗丽. 川西民族地区世界遗产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成都: 西南民族大学, 2022.  

[2]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报告(2018-2022 年)》[J]. 世界农业, 2023(3): 2.  

[3] 宗强. 文化繁荣助推乡村振兴[J]. 文化产业, 2024(23): 64-66.  

[4] 吴崑. 农村市场电子商务的新模式——BtoF 交易平台构建研究[J]. 现代商业, 2007(27): 231-234.  

[5] 吴洁.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问题及对策[J]. 广东蚕业, 2023, 57(2): 105-107.  

[6] 中共中央、国务院. 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 [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7000499.htm, 2025-03-18.  

[7] 甄西华. 曹县电商创业走在全国前列[J]. 山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2016(3): 9.  

[8] 辽宁省农业厅. 重庆开州两案例入选全国农村直播电商优秀案例[EB/OL].  
https://nync.ln.gov.cn/nync/index/nyyw/zsqgnyxxlb/2023121510104040846/, 2025-03-18.  

[9]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中国税务报: “电商村”里“网事”多[EB/OL].  
https://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jysw_swxw/2024-09/11/con-
tent_8f02d74a28144c1690084edcd1276339.shtml, 2025-03-18. 

[10] 赵静, 张洁. 大数据视域下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18(7): 118-120.  

[11] 谢天成, 施祖麟.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对策[J]. 现代经济探讨, 2016(11): 40-44.  

[12] 龙震宇. 广西柳城县域经济发展对策研究[J]. 市场论坛, 2023(5): 22-27.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41022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7000499.htm
https://nync.ln.gov.cn/nync/index/nyyw/zsqgnyxxlb/2023121510104040846/
https://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jysw_swxw/2024-09/11/content_8f02d74a28144c1690084edcd1276339.shtml
https://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jysw_swxw/2024-09/11/content_8f02d74a28144c1690084edcd1276339.shtml

	农村电子商务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与实施路径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Promoting Rol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Rural E-Commerc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农村电子商务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
	2.1. 农村电子商务的概念
	2.2. 乡村振兴的内涵与目标

	3. 农村电子商务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
	3.1. 促进产业融合，推动农业现代化
	3.2. 拓宽增收渠道，助力农民致富
	3.3. 改善乡村治理，促进城乡融合

	4.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4.1. 农村电商基础设施薄弱
	4.2. 电商物流配送效率低
	4.3. 综合性电商人才匮乏
	4.4. 农村电商模式创新不足

	5. 农村电子商务推动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
	5.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5.2. 健全物流配送网络体系
	5.3. 培养农村电商人才
	5.4. 创新农村电商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