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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与数字中国战略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农村电商已然成为激活乡村要素资源、加速农业现

代化进程以及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核心驱动力。近年来，我国农村电商规模持续稳健扩张，正稳步从“规

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然而，在其快速发展的表象之下，诸多深层次矛盾与结构性困境

逐渐显现，严重制约着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经济效益的充分释放。本文基于“发展态势–现

实困境–优化路径”的逻辑架构，对农村电商展开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剖析。农村电商正面临着农产品

标准化程度低、基础设施薄弱、专业人才短缺、市场竞争激烈与信息不对称以及政策落实不到位和监管

体系不完善等一系列严峻问题。针对这些困境，本文提出构建“产品升级–基建支撑–人才驱动–市场

创新–制度保障”五位一体的生态系统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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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igital China strategies, ru-
ral e-commerce has emerged as a core driving force for activating rural factor resources, accelerat-
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promoting farmers’ income growth and prosperity. In re-
cent years, the scale of rural e-commerce in China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steadily, and it is steadily 
transitioning from the stage of “scale expansion” to tha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owever, 
beneath the surface of its rapid development, many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and structural di-
lemma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severely restri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
merce and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Based on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development trends-practical dilemmas-optimization paths”,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
sive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rural e-commerce. Rural e-commerce is currently facing a series of se-
vere problems, such as the low standard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eak infrastructure, a short-
age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intense market competiti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adequate imple-
mentation of policies, and an imperfect regulatory system. In response to these dilemma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optimization path for building a five-in-one ecosystem of “product upgrading-infrastruc-
ture support-talent-driven-market innovation-institutional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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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农村电商作为连接城乡市场、激发农村经济活力的关键引擎，已

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国农村电商规模持续壮大，商务部数据

显示，2023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 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8.4%。在政策红利与技术赋能的双重驱

动下，农村电商正逐步从“规模扩张”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业态模式不断创新，覆盖领域从

单一的农产品销售拓展至文旅融合、社区服务、数字金融等多元领域[1]。然而，在快速发展的背后，

农村电商仍面临诸多深层次矛盾与结构性困境，这些问题制约着其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经济效益的充

分发挥。 
在乡村振兴与数字中国双重战略叠加的背景下，农村电商已成为激活乡村要素资源的关键力量[2]。

据商务部数据，2022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17 万亿元，但县域电商渗透率仍低于城市 28 个百分点。

这种“量增质不优”的发展现状暴露出深层矛盾：在基础设施覆盖率超 98%的县域，依然普遍存在“政

府热、企业冷”“有网点、无服务”等发展异化现象[3]。现有研究虽已识别出物流短板、人才匮乏等显

性问题，但对数字技术应用中的主体能力断层、产业生态脆弱性、制度供给滞后等系统性问题缺乏深入

剖析。特别是在东西部资源禀赋差异显著的现实情境下，既有对策的普适性方案往往难以落地实施，出

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4]。基于此，本研究从“发展态势–现实困境–优化路径”的逻辑框

架出发，试图解答：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系统约束机制是什么？如何构建农村电商

高质量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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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电商发展的内涵与特征 

2.1. 农村电商内涵 

在探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农村电商的定义。电子商务，本质上是借助

互联网进行商品、服务或信息的买卖、交换与配送的过程[5]。关于农村电商的定义，不同学说持有不同

观点。从农业电商学说角度，农村电商意味着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向互联网化转变，是农业经营主体在网

络交易平台上开展宣传、销售、采购以及售后服务等一系列活动[6]。双向流通学说则认为，农村电商是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组建跨区域、跨行业的商业联合体，为涉农经营主体提供产品或服务的销

售、购买以及电子支付等业务交易的过程[7]。 
此外，农村电商的主体是农民，发展农村电商的核心目的在于帮助农民打破信息壁垒，使其能够直

接对接大市场。在发展模式方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由官方背景机构运营平台的电子商务；

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由农民自发利用市场化电商平台进行经营的电子商务[8]。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

农村电商主要是指以农户、新农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电商从业者为主体，借助多样化的电商平台和

电子支付工具，依托现代供应链和物流链体系，实现跨越时空和城乡界限的乡土特色产品、城市工业消

费品或专业化服务的双向电子交易与管理过程[9]。 

2.2. 当前我国农村电商的发展特征 

农村电商在我国数字化经济发展浪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发展态势备受关注。从流通层面看，初

步形成“工业品、农资产品下乡”与“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格局，但目前仍以“工业品下乡”为主[10]。
在空间分布上，地区间差距显著，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东部沿海发展迅猛，中西部则面临诸多

困境。发展动力呈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协同、多元主体联动的格局，政府政策支持、电商平台

下沉、农民和涉农企业积极参与[11]。而在发展模式上，各地区基于自身条件探索出电商平台拓展和传统

实体企业转型两种主要路径，共同推动农村电商产业朝着成熟、高效迈进，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

中发挥关键作用[12]。 

2.2.1. 流通内容 
初步形成“工业品、农资产品下乡”与“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新格局，但目前仍以“工业品下乡”

为主导。农村电商流通涵盖“买进来”和“卖出去”两方面内容，但通过互联网平台推进“工业品、农资

产品下乡”的规模和速度明显高于“农产品进城”。例如在阿里平台上，销售额最高的服装、家具、鞋、

箱包皮具、汽车用品、手机、床上用品、玩具、服饰配件和生活电器等十大商品中，并无农产品类别。随

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升，农民对日用百货、家电的需求不断增加，且工业品生产、销售体系较为健全，

品牌打造也相对成熟。相比之下，农产品要成为互联网平台上的商品，一方面需经过策划、包装、质量

认证、推广、品牌打造等一系列工作，需要一定的前期投入，且对于是否“卖得出去”存在不确定性，农

民本身往往对农产品线上销售模式也心存顾虑；另一方面，农产品季节性较强，特别是一些生鲜农产品，

对物流、保鲜等要求较高，线上销售难度较大。 

2.2.2. 空间分布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在地区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并且这一差距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紧密的

正相关关系。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电商发展态势迅猛。像浙江的一些农村地区，借助发达的

电商产业集群，不仅实现了农产品的高效销售，还带动了农村旅游、农村手工艺品等相关产业的协同发

展。当地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能够确保农产品在短时间内送达全国各地，极大地拓展了销售市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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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丰富的电商人才储备和成熟的电商运营经验，也为农村电商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而在中西

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电商的发展则面临着诸多困境。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电商平台的接入和

运营存在困难；物流配送成本高昂，使得农产品的销售价格缺乏竞争力；农民对电商的认知和接受程度

较低，也限制了农村电商的推广和普及。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电商发展远远落后

于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2.2.3. 发展动力 
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进程中，其动力机制呈现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协同耦合，政府、电商

平台、农民及涉农企业多元主体联动推进的崭新格局。从“自上而下”的宏观政策驱动视角分析，中央

政府与国务院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到农村电商在优化农村产业

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在此背景下，相关部委围绕农村电商发展，

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系统性、针对性强的政策法规体系。电商平台的市场下沉策略，构成了农村电商发

展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阿里巴巴、京东等为代表的头部电商平台，基于市场扩张理论和长尾理论，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大力实施“下乡进村”战略。从“自下而上”的微观主体创新视角来看，农民和

涉农企业作为农村电商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在“互联网+”时代浪潮下，基于创新驱动理论和创

业机会理论，积极投身农村电商领域。农民通过参加各类电商培训，提升自身数字素养和电商运营能力，

实现从传统农产品生产者向电商经营者的角色转变。部分具有创新意识的农民，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品

牌塑造等方式，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拓展农产品市场空间。 

2.2.4. 发展模式 
在农村电商的发展浪潮中，各地区依据自身的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参考区域经济理论，探索出多

元模式并存的发展格局。整体来看，主要发展路径包含两类：一是电商平台拓展模式，以阿里、京东为

代表的电商平台，凭借其数字技术、网络运营及资源整合能力，基于平台经济理论与线上线下融合理论，

积极开拓农村市场。它们借助线上平台优势，对线下实体店进行改造，搭建线上线下协同的新零售模式。

同时，在农村布局县级服务中心和村级服务点，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购物体验，助力农产品及手工艺品

走向更广阔市场。此外，农村本土成长起来的电商企业，紧密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挖掘特色资源，

整合农产品产销与电商运营，塑造地域品牌，推动产业升级。二是传统实体企业转型模式，传统实体企

业凭借在农村长期积累的网点和配送优势，依据企业战略转型理论与资源整合理论，开展数字化转型。

它们将传统线下销售网点升级为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终端，整合线上信息与线下物流、客服功能，提升

商品流通效率与服务质量。例如，部分农资企业利用农村销售网点搭建线上平台，提供农资选购、配送

及技术指导服务，增强农村电商服务的精准性与实效性。两种路径相互补充，共同推动农村电商迈向成

熟、高效。 

3. 当前农村电商发展困境 

3.1. 农产品自身困境 

农产品的标准化程度是影响其电商销售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农产品生产严重依赖自然条件，如光

照、降水、土壤肥力等，即便是同一批次的产品，在大小、品质、口感等方面也会存在显著差异。以水果

为例，受不同生长区域的光照时间和强度影响，果实的甜度、色泽和大小参差不齐。这种差异使得建立

统一的质量标准极为困难，在电商销售中，极易引发消费者预期与实际产品不符的问题，进而严重影响

购买体验和复购率，阻碍了农产品电商市场的拓展。 
品牌是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但目前多数农村地区农产品品牌意识淡薄。品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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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和宣传的缺失，使得农产品难以在琳琅满目的同类产品中崭露头角。品牌不仅是产品的标识，更是品

质和信誉的象征，缺乏品牌建设，农产品就无法实现品牌溢价，限制了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和市场份额的

扩大。 
特色农产品的产量规模常常受到种植面积、生长周期和自然风险等因素的制约。例如，一些珍稀中

药材的种植对土壤和气候条件要求苛刻，种植面积难以扩大，生长周期长，且易受病虫害和自然灾害影

响，导致产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使得单位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不利于电商业务的

长期稳定发展，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 

3.2. 基础设施短板 

在网络通信方面，部分偏远农村地区网络覆盖不足，信号不稳定且带宽较低。网络基础设施的不完

善，不仅阻碍了农民进行直播带货、上传产品资料等操作，还导致消费者下单过程中出现卡顿、掉线等

问题，严重影响电商运营效率。直播带货时的画面卡顿、声音中断，会极大地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影响销售效果。 
农村物流运输同样存在诸多问题。物流配送网点稀少，“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物流企业在农村

设点成本高、收益低，导致许多村庄快递无法直达。此外，冷链仓储设施配备不足，生鲜农产品在运输

和储存过程中损耗严重。据统计，我国生鲜农产品在物流环节的损耗率高达 20%~30%，这不仅造成了资

源浪费，还增加了产品成本，降低了市场竞争力。 

3.3. 人才匮乏难题 

农村地区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对艰苦，薪资待遇和发展空间有限，难以吸引既懂农业又懂电商运营、

营销推广、数据分析等多领域知识的专业人才。这使得农村电商企业和创业者难以组建专业的运营团队，

缺乏专业的市场分析和营销策略，导致产品推广效果不佳，市场开拓缓慢。 
农村教育资源匮乏，缺乏完善的电商人才培训体系。现有培训往往针对性和时效性不足，难以满足

农村电商发展的实际需求。农民和返乡创业者学习电商知识和技能的渠道有限，成长速度缓慢。培训内

容与实际电商运营脱节，无法帮助农民掌握实用的电商操作技巧和营销策略。 

3.4. 市场竞争挑战 

农民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有限，对市场需求、价格波动和消费者喜好等信息了解不及时、不准确。

这种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农产品种植和生产与市场需求脱节，引发滞销或价格暴跌等问题。由于不了解

市场需求的变化，农民盲目种植，导致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大幅下跌。随着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市

场竞争日益激烈。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创新和差异化竞争优势。为争夺市场份额，价格战频发，压缩

了利润空间，威胁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许多农村电商产品在品质、包装和营销方式上大同小异，消

费者难以区分，只能通过价格来选择产品，导致商家利润微薄。 

3.5. 政策制度漏洞 

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村电商发展的政策，但在地方落实过程中存在执行不彻底、不到位的

情况。部分地方政府对农村电商重视不足，配套措施不完善，导致政策红利无法充分释放。一些地方政

府对电商扶持资金的审批流程繁琐，资金到位不及时，影响了企业的发展积极性。 
农村电商市场监管存在漏洞，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虚假宣传、售后服务等方面监管不力。这容易引

发不良商家以次充好、欺诈消费者等问题，破坏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对农村电商的信任。一些商家在

网上销售的农产品与实际宣传不符，或者存在质量问题，却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监管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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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商作为连接农业生产与消费市场的重要桥梁，其发展困境折射出我国农业现代化转型中的深

层次矛盾。这些制约因素相互交织，严重阻碍了农村电商的健康发展。因此，深入剖析这些关键因素，

并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对于构建可持续的农村电商生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4. 当前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提升路径 

4.1. 农产品标准化与质量提升策略 

农产品非标准化带来的流通障碍已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核心痛点。新型农业经营模式通过重构生产

关系，在品质管控与价值提升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合作社 + 农户”订单农业模式为例，该模式通

过契约化管理实现生产要素集约化，在种植规范、采收标准、分级处理等环节建立统一操作规范，使原

本分散的生产单元形成标准化输出能力。在质量追溯体系建设中，区块链技术的引入构建了贯穿生产、

加工、仓储、运输的全链条信息闭环，其分布式记账特性有效破解了传统溯源体系存在的数据孤岛问题。

品牌价值塑造维度，地理标志认证与地域文化要素的深度融合正在形成差异化优势，通过打造具有文化

基因的产品 IP，构建起消费者情感认同与品牌忠诚度的双重联结。值得注意的是，物流适配性创新正在

改变农产品流通格局，通过研发具有温控、抗震、保鲜功能的智能包装体系，显著提升生鲜产品的远程

流通能力。 

4.2.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突破路径 

破解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困局需构建适配性基础设施网络。多层级物流节点体系的建设创新了

资源整合方式，通过县域分拨枢纽、乡镇中转平台、村级服务终端的梯度布局，形成集约化仓储管理与

弹性化配送相结合的运营机制。在生鲜供应链领域，政企协同的冷链基建模式展现出显著优势，政府通

过土地供给、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吸引社会资本建设区域冷链中心，形成覆盖预冷处理、恒温仓储、

冷链运输的全环节保障能力。数字技术赋能使传统农业加速向智慧化转型，农业物联网系统通过部署环

境传感器、智能灌溉设备、生长监测装置等硬件设施，实现种植环境的动态优化调控，这种精准化管理

模式正在重塑农业生产效率标准。 

4.3. 数字人才培育的生态化构建 

电商人才的结构性短缺倒逼培育体系创新。基层主播培育计划通过“理论培训 + 实操演练 + 流量

扶持”三位一体培养模式，激活农村内生性人才资源，形成“农民教农民”的裂变式成长路径。校企合作

机制正在突破传统教育边界，通过共建产业学院、开发定制化课程、建设实训基地等方式，实现人才培

养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在人才留存层面，构建包含创业孵化、金融支持、政策保障的立体化激励体

系至关重要，通过提供创业指导、供应链支持、税收优惠等组合式帮扶措施，有效增强农村电商创业的

可持续性。值得注意的是，代际知识传递机制的形成，使得掌握数字技能的“新农人”正在成为传统农

户数字化转型的技术中介。 

4.4. 市场格局重构与差异化竞争策略 

突破同质化竞争需要构建多维价值创造体系。情感营销策略通过挖掘产品背后的农耕文化、匠人精

神等叙事要素，在消费者认知层面建立差异化定位。品质管控体系则依托物联网设备实时采集生产数据，

构建可视化的质量认证系统，这种“技术背书 + 感官体验”的双重认证机制大幅提升了消费信任度。在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方面，标准化管理体系涵盖品种选育、种植规范、质量检测等全流程控制点，通过建

立高于行业标准的品控门槛，形成市场定价主导权。消费大数据分析工具的深度应用，使得精准把握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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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需求、优化产品结构、预测市场趋势成为可能，为差异化竞争提供决策支持。 

4.5. 制度创新的供给侧改革 

政策效能提升需要构建协同治理新范式。跨部门联席机制通过整合商务、农业、交通等行政资源，

形成政策制定、执行监督、效果评估的闭环管理体系。金融创新方面，基于电商交易数据的信用评价模

型正在突破传统抵押贷款模式，通过分析店铺运营数据、物流信息、用户评价等维度构建风险控制体系，

为轻资产运营的电商主体开辟融资通道。在法律保障领域，专业化纠纷调解机制采用“线上取证 + 线下

调解”的混合模式，通过组建具有电商专业知识的调解员队伍，显著提升维权效率。值得注意的是，部

分地区试行的“沙盒监管”机制，为电商新模式提供了创新试错空间，在规范发展与鼓励创新之间实现

动态平衡。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对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展开了全面且深入的剖析。从农村电

商的发展态势来看，尽管在市场规模、政策支持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但在区域发展、产业链完善等方

面仍存在明显差异和堵点。深入挖掘其发展困境，涵盖农产品自身特性、基础设施、人才储备、市场竞

争以及政策制度等多维度的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严重制约了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进程。农村电

商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引擎，其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更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的重要力量。解决农村电商发展困境，构建“产品升级–基建支撑–人才驱动–市场创新–制度保障”

五位一体的生态系统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通过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建设，提升产品质量与市场竞争力；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培育数字人才，为农村电商发展注入智力支持；重构

市场格局，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拓展市场空间；推进制度创新，提供政策保障与良好发展环境。 
展望未来，随着数字技术与农业的深度融合，农村电商有望实现更大突破。通过构建农业产业互联

网平台，实现生产要素的数字化重构，形成“以销定产”的智慧农业新范式，进一步推动农村电商从“规

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深刻转变。在此过程中，市场主体应积极创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政府

需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框架，持续优化政策供给，凝聚各方合力，共同推动农村电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

发挥更大作用，助力我国农村地区实现经济腾飞与社会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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