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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来临的时代背景之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的运用极大促进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农村电商市场繁荣发展的今天，仍存在着一些法律问题亟需解决。问题主要集中表现为：农村电商市场

准入规则不完善、电商经营主体法律维权意识淡薄、监督主体监督不力。对此，本文提出健全农村电商

配套法律规范、提升电商经营主体法律意识、构建数字化监管及维权平台等措施来解决农村电商发展过

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扫除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力求农村电商能够搭乘“数字经济”

的时代快车，奔向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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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
merce. Today, with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mmerce market, there are 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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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legal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e main problems are as follows: the market 
access rules of rural e-commerce are not perfect, the awareness of legal rights protection of e-com-
merce operators is weak, and the supervision of supervisors is weak.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to solve the legal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
merce, such as perfecting the supporting legal norms of rural e-commerce, enhancing the legal 
awareness of e-commerce operators, and building digital supervision and rights protection plat-
form, so as to remove the obstacle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nd strive for 
rural e-commerce to take the “digital economy” express train and rush to new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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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经济时代农村电商发展存在的法律问题 

伴随互联网 + 与农产品进城发展战略持续深化，推动国内农村电商行业发展速度不断提升。农村地

区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不容小觑。数字经济时代的到

来极大提高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进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运用涵盖了农村电商平台搭

建、经营主体运营、市场调研、意向客户数据分析、商品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方面。新兴技术将农村

电商经营主体、消费者、监管平台有机串联在一起，在提高整体运行效率的同时，有利于各主体间的信

息共享和矛盾纠纷解决。但是，农村电商的发展在市场准入规则、法律维权、市场监管方面仍存在明显

的弊端。 

1.1. 农村电商市场准入规则不完善 

数字化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出现了多种电商营销模式，农村电商经营主体依托微信、朋友圈、抖音

等社交媒体渠道进行销售推广，并完成转账、物流运输等工作。此种电商运营模式相比于拼多多、淘宝、

京东等主流的网络购物平台存在明显不足，不仅产品的质量和交易安全不能保证，当出现买卖纠纷时维

权难问题更为突出。 
目前的农村电商市场存在市场准入盲区。农村电商主要的经营主体有三类：乡镇企业、家庭式个体

经营者、农民组成的合作社。其中，家庭式个体经营者的占比最高，但是没有法人资格，就不能作为承

担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主体[1]。此外，农村电商经营者所生产的农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法律对该种类型的

商品进入电子商务市场未明确生产、制作的合格标准工艺。未明确的市场准入规则将引发交易安全、买

卖双方信任危机、农村电商市场混乱、交易效率低下等问题出现，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利于农村电商的

良性发展。 

1.2. 电商经营主体法律维权意识薄弱 

由于身处农村地区信息闭塞、整体文化程度不高，农村电商经营主体在遇到经营问题时利用法律维

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较为薄弱。 
首先，农村电商运营中有农村电商经营主体、电商平台、消费者三方主体参与，在涉及纠纷时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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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责任划定问题涉及三方，纠纷处理比较复杂；其次，买卖合同在商品交易市场不可或缺，涉及“合同”

的案件在电子商务案件中占比较高。截止 2025 年 2 月 17 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关键词“电子商

务”得到搜索结果判决文书共 331,628 篇，涉及“农村电子商务”仅为 321 篇，占比仅为 0.096%；涉及

关键词“合同”共 86,070 篇，占比高达 26%1。农村电商经营主体由于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未能在法律

允许的框架内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买卖合同，加重了维权难问题；最后，农村电商交易中存在因不注重

个人信息维护导致的经营者个人隐私权泄露问题，以及电商平台设计、商品商标、产品图片信息等知识

产权方面的问题。 
由于缺乏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农村电商经营主体未能发挥法律作为最后维权武器的作用[2]。在面

对不公时，经营主体很难有效维护自身权益，加剧了交易过程中不法侵害者的嚣张气焰，严重扰乱农村

电商市场交易秩序。 

1.3. 监督主体监管不力 

农村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借助信息网络进行交易活动，商品销售的范围遍布大江南北，涉及的人数众

多、地域之广，给执法部门的监管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根据中国裁判文书公开数据显示，2022 年涉及

电子商务的判决书为 45,882 篇、2023 年为 27,367 篇、2024 年为 17,064 篇、2025 年截至 2 月 17 日为 57
篇，案件数量虽呈现整体下滑的趋势，但数量仍处于高位，执法机关的监督不力给司法部门带来不小的

挑战。 
我国《电子商务法》第 41~45 条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网络纠纷的解决方法，但存在明显的不足。电

商主体为了规避法律责任，将销售方式从线下转为线上，执法部门更难进行有效的监管。 
此外，由于农村电子商务具备的线上经营属性，执法部门在进行证据采信、证据保留工作时因涉及多

方主体而较为繁琐。在农村地区，因为电商经营人员素质和经营者法律意识等问题，监管工作难有成效。 

2. 数字经济时代农村电商发展法律问题成因分析 

以上农村电商发展问题的出现究其根源还是法律规定不完善所致，法律规范作为上层建筑对农村电

商良性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缺乏法律依据导致监管部门难以对农村电商市场形成有效的监管。此

外，行政机关作为提供法律宣传普及和法律援助服务的主体，在农村电商发展环节中角色缺位，导致电

商经营主体法律意识薄弱和维权难问题的出现。 

2.1. 农村电商法律制度不健全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中，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和《电子签名法》来规制农村电子

商务活动，农村电商发展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法律制度不完善导致的。尽管部分区域开始尝试制定多

种与电子商务管理直接相关的地方性规定、条例等，但由于互联网为基础的电商活动具有很大的跨空间

性，各地区不同的法律规范在适用上难免出现矛盾，使得当事人在适用法律时面临困难[3]。 
全国统一的行政法规往往难以全面覆盖农村电商的多样性发展特点。不同地域的农产品因气候条件、

生长环境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导致在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中存在诸多特殊性。全国统一立法可能导致“一

刀切”的发展模式，难以符合当地区域发展特点，从而制约了农村电商的健康发展。 
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一些与电子商务相关的行政法规，但是作为上位法的法律未作出相应的强制性

规定，导致部分地方政府对农产品电子商务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人员保障、经费支持和制度建设等方面

的规定未能细化落实。 

 

 

1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s://wenshu.cour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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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问题都在提醒我们亟需构建一套切实可行的农村电子商务法律规范来处理农村电商交易

纠纷。 

2.2. 普法宣传和法律服务缺失 

行政机关的普法宣传是农村电商经营者获取法律专业知识的重要途径，普法下乡、农村普法文艺汇

演等活动的初衷都是为了营造全民遵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农村电商经营者的整体文化水

平较低，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电商经营者在电商交易中面临法律问题时，由于资金匮乏，很难请到专业

的律师来帮助维权，此时申请行政机关的法律援助是他们最后的救济手段。然而，当前很多行政机关未

能及时转变角色定位，尚未形成“服务”理念。同时，电商经营者在经营中遇到法律问题向其“求助”时

行政机关才会被动式地提供服务，这种事后预防的方式难以有效维权。 
行政机关未能提供有效的普法宣传和法律服务导致农村电商经营者法律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较弱，

不利于农村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 

2.3. 农村电商市场缺乏有力监管制度 

缺乏法律依据是农村电商市场监管不力的主要原因，有法可依才能形成有效、强力的监管[4]。数字

化技术的应用衍生了例如盲盒、拼团等新兴的商业模式，现有的法律规范缺失导致难以形成强力监管；

其次，传统的电子商务平台的交易付款模式较为单一，主要的付款方式为微信、支付宝等在线支付工具。

但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很多电商平台在付款时可提供金融服务和信贷服务。较为复杂灵活的付款模式

使得监管部门难以进行全方面、全过程的监管，出现纠纷时经营主体也难以维权。 
农村电子商务受限于地域性，电子商务活动的监管较城镇地区难度更高，城镇地区的监管模式较为

成熟且已有多年的监管经验。因地制宜，建立一套符合农村电商发展规律的监控模式是可行的。 

3. 数字经济时代农村电商发展法律对策构建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给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便利，机遇之下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

可以尝试从完善法律规范的角度出发、提升电商经营主体法律意识、利用数字化技术建立农村电商监控

及维权平台[5]，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 

3.1. 健全农村电商配套法律规范 

当前，我国电子商务法对经营主体的准入条件、相关平台的监管责任以及权利人的相关权利作出了

规定。数字化技术赋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更活跃、更繁荣的市场对农村

电商行业的法律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电子商务法中对知识产权人发出的通知的有效要件以及电子商务平台是否具备事前审查义务等

尚不具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容易引发矛盾；此外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条对于转通知的期限以“合

理”来规定，在实践中往往会存在有消费者恶意利用“合理”的模糊性来向电商平台内经营者发出恶意

通知，导致电商经营者利益受损。所以，采用完善法律规范的方法来规范电商经营环境是非常必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构建完善的农村电商法律规范只是第一步。各级行政机关要大力进行普法宣传，提

高农村电商经营者法律素养和维权意识。 

3.2. 提升电商经营主体法律意识 

行政机关作为农村电商市场的管理者，应加大电商相关法律宣传力度，“唤醒”电商经营主体的法

律意识及维权意识。第一，行政机关应抛弃以往承上启下传达指令、“被动式执法”的思想，站在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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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时代这个新起点，转变管理理念为服务理念，深入到农村电商经营者这个群体中去，了解他们现阶段

的法律需要并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第二，设立农村电商便民法律援助服务窗口，帮助电商经营者

解决在商品质量问题、买卖合同纠纷、电商知识产权纠纷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他们在法律限度内争取

最大的利益。第三，农村电商经营者身处偏远农村地区，信息闭塞，而且受限于知识文化水平，法律认

知水平不高。由此，相关部门应组织工作队伍，加大普法活动下乡力度，利用普法知识问答、普法文艺

汇演等方式提高农村地区群众普法参与积极性；利用电视网络、微信朋友圈、抖音等多样化传媒技术进

行普法，拓宽普法活动的广度。 
行政机关应以提升电商经营主体法律意识为主要目的，转变服务理念，以维护农村电商经营者权益

为出发点，为农村电商发展保驾护航。 

3.3. 构建数字化监管及维权平台 

数字经济时代应借助数字化技术构建实时监管、统一高效的数字化监管及维权平台。首先，该平台

将农村电商商家基本信息、产品质量信息、信用信息、知识产权信息录入到系统中当出现产品质量过期、

知识产权侵权、商家信用瑕疵等状况时系统会自动提示预警，提醒商家及时处理相关风险。然后，行政

机关可以将最新的电商文件政策上传到该平台供从业者下载学习；此外，该平台可以提高法律服务的效

率，在电商商家出现纠纷需要维权时，可在平台上申请法律援助，平台会及时记录并实时跟进相关行政

部门的处理结果。同时平台会智能化分析处理维权申请信息并提供处理思路，妥善解决电商商家提出的

相关法律问题。线上维权平台 + 线下便民法律服务窗口的模式能更好为农村电商经营者提供法律服务

[6]。 
一体化的监管和维权平台结合审批权、监管权、行政执法权，将会大大提高行政机关的监管和运作

效率，减少经营商家的维权成本。利用数字化技术，清除农村电商发展路上的障碍，保证电商行业良性

发展。 

4. 结语 

数字经济时代，农村电商经济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给农村电

商经济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小的挑战。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必须从完善电商配套法律着手，

提升电商经营主体法律意识，继而构建数字化监管及维权平台，助力农村电商发展乘着数字经济时代的

东风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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