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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政策背景，聚焦生物育种、无人机、人工智能等

新兴技术对农村电商模式的创新驱动机制。通过理论分析，并尝试构建“刺激–机体–反应(SOR)”模型

阐释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农村电商模式创新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从理论的角度探析农业新质生产力

对农村电商模式形成的条件刺激，从农户个体，企业和政府剖析机体感知，从现实逻辑出发寻找农业新

质生产力对农村电商模式创新的行为响应；基于此，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农村电商模式创新的“生

产端 + 流通端 + 销售端”一体化实现路径。本文为政策指定值与从业者提供理论参考，助力乡村振兴

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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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policy background of the No. 1 Docum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2025 
“mentioning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f agriculture” as the policy background, and focus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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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driving mechanism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bio-breeding, drones, and arti-
ficial intelligence on rural e-commerce mode.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we try to construct the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SOR)” model to explain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rural e-commerce model innovation driven by new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From the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to analyze the new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on the formation of rural e-commerce 
model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stimulus, from the individual farmers, enterprises and the govern-
ment to analyze the body perception, from the logic of reality to find the new agricultural produc-
tivity on rural e-commerce model innovation of the behavioral response. Based on this, we con-
struct an integrated realization path of “production end + circulation end + sales end” driven by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policy desig-
nation and practitioners, and helps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gricul-
tural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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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核心概念，首次在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被

明确提出，“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生物育种、智能装备、数字技术为引领，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

革，构建高产、高效、绿色、安全的现代农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

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生物技术、智能装备和数字技术进行驱动，对数据、金融和人才要素给予保障。

《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强调大力发展乡村数字技术，到 2025 年，农业的生产和经营在数

字化转型方面有了明显的加速，而智慧农业的建设也已经开始展现其初步的成果(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

2022)。《“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规划》就曾明确将“农业新质生产力”列为重点任务，在

2025 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5%，重点支持智慧农业、生物制造、绿色投入品等领域的研发与应用

(农业农村部，2023)。金融机构对乡村振兴和“三农问题”的资金投入也在不断地加码，截至 2024 年

年末，光大银行涉农贷款余额近 3200 亿元，中信银行已为全国超过 1 万家涉农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涉

农贷款余额近 4500 亿元[1]。传统农村电商在生产端，缺失标准化的管理，产品品质参差不齐，产业链

松散；在流通端，由于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物流效率不高，同时运输成本也相对较高；在消费端，品牌

建设落后，陷入“有产品无品牌”困境，同质化竞争严重[2]；在技术端，过渡依赖 B2C 平台，电商模

式单一，同时技术应用滞后，传统电商的升级转型势在必行。因此，本文将探究农业新质生产力如何驱

动农村电商模式创新。 

2. 理论基础 

2.1. 农业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表现为生产力实现突破式飞跃，突出强调质变而非量变，构成新质生产力的要素，劳动

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转变为了掌握数字技术的劳动要素、数字技术赋能的劳动手段和新材料、新要

素等[3]。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通过关键性或颠覆性技术突破和应用实现生产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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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先进生产力，其出现将变革农业生产方式[4]。农业生产方式不再是传统模式，而是转向新型农业

模式，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智慧化农业，垂直农业，生态农业等。集落营农模式可有效解决农业面临

的农田规模小，农田地分散的问题[5]，社区支持农业提高了农场的复原力，降低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风

险[6]，物联网设备提高了农业行业的运营效率和农业部门的生产力[7]，区块链技术降低了农产品的交易

成本[8]，多样化农业系统取代单一农业系统提高了农业的生态效益，减少了负面的环境外部性[9]。“大

国小农”是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格局，人多地少导致户均耕地面积不足且分散，农业生产效率被约束，

受资源禀赋限制，传统农业形式无法增效提质。在如今开放的市场环境下，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优

势不足，农业国际贸易面临多重挑战，农业更需要从传统生产要素投入转向新质生产力。 

2.2. 农村电商模式创新 

农村的电子商务产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应用表现得尤为突出，它是解决农村产业发展中的不均衡、不

足和不同步问题的关键途径。本文通过对传统农村电商模式和新型农村电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

促进我国新时期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对策建议。传统的农村电子商务模式是依赖于淘宝、京东等多个综合

性电商平台来实现的，以“农户/合作社→平台→消费者”为主要链路，通过线上店铺展示、下单、物流

配送完成交易的模式。这种模式以 B2C (Business to Consumer)平台为核心，通过线上交易将农产品从生

产者传递至消费者，其本质是“以产定销、长链流通、低附加值”的经营。传统模式是一种单向流通，

长链分销，低价竞争，粗放运营的经营模式，依靠农民种植，合作社或者收购商收购，上架平台，通过第

三方快递公司运输，在平台售卖。数字化技术为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带来了创新的商业策略。数字技术消

除了不同产业之间的界限，加强了农村电商产业上下游的融合，资源的整合和重塑有助于创造新的经济

模式和新的业务，从而提高农村电商产业的层次性。农村的电子商务产业已不再遵循上游生产和下游购

买的模式，而是由下游的需求来驱动上游的生产活动，打造产业全链条化。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

农村电商的供应链运作技术水平显著提升，逐渐摆脱了传统数量型经济增长的束缚。摩尔定律的推动下，

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源的结合成为电商产业发展的关键，促进了农业与市场的高效对接。数字化技术为农

村电商产业供应链带来了更快的数字化协同进步，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电商生产要素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方

向的转型，有益于农村电商产业模式创新。数字技术赋能农村电商，推动市场需求型模式发展，减少低

端供给，激发新商业模式，促进乡村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与服务[10]。 

2.3. “机体–刺激–反应(SOR)”模型 

1974 年，Mehrabin 与 Russell 在研究环境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时，提出了“刺激–机体–反应”模

型(Stimulas-Organism-Response Theory)，应用于环境刺激对于机体意识及机体行为关系的探究。刺激(S)
变量是指能够影响个体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信息、技术等；有机体(O)指个体内在感受；反应(R)变量是

指个体综合刺激因素及内在感受过程后做出的行为决策。SOR 理论模型的普适性和广泛性为多个领域提

供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徐水太等[11]基于 SOR 模型探讨社会资本、感知价值是否会影响农户参与整

治农村居住环境；潘文年等[12]利用 SOR 模型研究了电商直播对个体消费行为的影响；徐君等[13]借助

该模型得出新质生产力的响应机制和提升路径。因此本文尝试通过构建“刺激–机体–反应(SOR)”模型，

探究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村电商的模式创新。 

3. 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村电商的驱动机制 

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农业数字化、智能化为主线，积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不断提高农业的劳动、知

识、技术、管理、数据和资本等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14]。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加快推动农

业深度转型升级的新力量，它的形成和发展依赖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可以从理论的角度探索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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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新质生产力产生的条件刺激，从农户、企业、政府三方剖析农业新质生产力造成的机体感知，从现实

逻辑寻找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村电商模式形成的行为响应。因此，本文尝试构建基于“刺激–感知–反

应”的农业新质生产力 SOR 模型(见图 1)。 
 

 
Figure 1. S-O-R model 
图 1. S-O-R 模型 

3.1.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条件刺激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生物技术、智能装备和数字技术作为农业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为农村电商带来全新的服务模式，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转型升

级[15]。利用基因编程和生物育种等生物技术提高农产品抗病虫害的能力，研发耐储存的农作物种子，提

升农产品品质与电商的适应性。以无人机、农业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设备可以实现农业的精准化施肥，

监测农田的病虫害程度，节约农田照料的人力成本。物联网、区块链、AI 智能等数字化技术优化生产要

素投入，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升级农业服务管理，减少粮食减损。 

3.2. 农户、企业、政府三主体的机体感知 

在受到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外部条件刺激下，农户、企业、政府主体的内部状态和机体感知发生变化，

主要体现在农户的认知和行为发生改变，企业的整合和创新能力增强，政策和制度环境优化。具体表现

为农户对智能设备的接受度提高，对技术的采纳意愿增强；农民通过培训，自主化学习，对数字技术的

掌握程度有大幅度的提高。技术的更新迭代一方面优化了企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倒逼企业进行

技术创新，整合数据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技术外溢要求政府既要推动数据共享平台建设，也要积极推

动数字技术培训、供应链优化和物流体系建设，使得农民能够直接参与到市场中，提升产品附加值[16]，
更需要给予创业补贴、税收减免、金融信贷支持等优惠政策，激发活力[17]。 

3.3. 农村电商模式的响应行为 

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压力刺激下，农户，企业，政府三个主体机体内部状态发生变化，随着而来的

是农村电商模式的创新。具体来说，包括生产端、流通端、消费端三个阶段的创新，三个阶段协同发展，

实现全链条化发展，共同作用于农村电商。其中，生产端体现在生产经营主体，生产方式、设备、技术的

革新；流通端表现在运输、储存能力的增强；消费端表现在消费理念的转变，消费体验的提升等。 

4. 农村新质生产力驱动农村电商模式创新的实现路径 

4.1. 在生产端的模式创新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成为有机衔接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一环[18]。农业经营主体由传统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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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转变，鼓励农户加入村集体经济，农村合作社等新形式，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用，解决因资源有限，土

地分散，产量不足导致供不应求的难题；同时对大规模农地选择性配备物联网监测系统和区块链溯源技

术，建设数字农场，实现标准化生产；转变生产流程由供给端流向需求端，而是依据电商订单调整生产，

实现精准化生产，提高生产的效能。 

4.2. 在流通端的模式创新 

一方面，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如道路建设，快递服务站点，保障农产品的基本运输，解决“最初一

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问题。“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农产品具有易腐易烂的特性，即便是高品质的农

产品，也无法克服运输不便的问题，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可引入冷链体系，最大限度的保障农产品的生鲜

品质。另一方面，农村电商可试点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与周围社区签订合同，通过统筹安排和统一配送

降低运输成本，节约农户的经营性开支，也减少消费者购买的风险[19]。 

4.3. 在消费端的模式创新 

直播是电商企业最普遍利用的方式之一。直播所需要的设备简单，一个支架，一台手机即可开始直

播。农村电商企业最大的优势在于近产品、产地，处在农产品生产、采摘、销售的第一现场。农村电商通

过农田直播(如企业销售大米，可在农田直播)，果园直播(如企业销售水果可在当地果园进行直播)等，向

消费者展示农产品最真实的状态，满足新鲜、绿色、安全、原生态的消费需求。同时种植同种农产品的

相邻村庄可建立公共区域品牌，增强农产品的知名度。 

5. 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农村电商模式创新面临的挑战 

在农村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农村电商模式创新虽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面临多重挑战。 

5.1. 农村电商基础设施，综合配套服务体系尚不完善 

健全的基础设施和配套的服务体系是农村电商模式创新必不可少的硬性条件，从目前农村地区的基

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情况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体现在网络信息化建设、物流运输上，农村地区

人均收入普遍较低，上网费用对不少村民来说是一笔较大的负担。同时，农村地区相较于城镇地区，互

联网信号的稳定性有待加强，相关维修服务有待提升。农村地区虽然已经建立完善的公路交通，但部分

地区的路段狭窄且复杂，乡村的快递服务点效率不佳，仓储设施简陋，难以保证农产品物流运输的品质

要求。另一方面体现在政策的精准度上，小农户对接电商市场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充分。虽然中央及地方

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但真正投入电子商务的政策资源有限，对农村电子商务相应的专项资金投入较少

[20]。 

5.2. 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内生资本储备不足 

农村电商的内生资本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品牌资产[21]。电商人才缺口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当前

该地区面临着老龄化、空心化以及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的严峻问题，特别是中高龄留守人群在电商人

才转化方面的效率普遍偏低。留守人群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信息化技术和电商运营知识欠缺。在农

产品品牌建设方面，存在多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不高，中高端品牌较少，小众品牌多而杂，品牌

带动产业发展和效益提升的作用有限和各地农产品品牌发展良莠不齐的问题。 

5.3. 农村电商市场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农产品区别于普通的工业产品、电子产品、日化产品等，具有自身的特点，对产品的新鲜度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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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复杂的标准，对监管的必要性更强。但是从目前来看，农村电商的监管范围较

广泛，监管难度大。部分地区的农户使劣质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流向市场，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进而

影响电商市场发展。农产品的售后服务问题不佳进一步反映了农村电商平台监管不力和市场规范不足[22]。 

6. 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农村电商模式创新的建议 

6.1. 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基础平台 

保障农村地区通信与电信配套是发展农村电商的基础，应不断提升通信技术，完善物流网络与电商

站点建设，引入专业物流公司，加强数字化技术应用，降低物流冷链成本，提升农村电商盈利空间。建

立网络式的电子商务服务站，为普通居民提供代买代卖服务，将广大农民连接到电商网络中[23]。同时，

为了促进农村电商的高品质发展，我们推出了一系列政策组合，旨在增强电商创业者的内在活力并优化

电商的营商环境，同时鼓励农村电商实体、社会组织等多种主体共同合作，共同推动这一进程，调动农

村电商相关利益群体参与到产业治理的各个环节。 

6.2. 构建人才培养体系，培育农村电商品牌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计划引进高质量的电商专才，并由电商协会负责组织全面的培训活动，以培

养和提升本地电商网红主播团队的专业水平。从依赖政府的资金支持转向依赖民间的资金注入，以增强

产业的内在发展潜力并确保其长期稳定发展。加大对农户个人数字技术能力的培训力度。数字技术能力

决定了农户在选择电商平台时的能力，这包括选择电商平台的能力、电商运营的技术能力和电商消费的

使用能力[24]。在培育农村电商品牌上，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进行差异化种植和营销，削弱同质化带来的

影响。深入挖掘地方特色农产品背后的人文价值，优先推动这些农产品的发展，并在其宣传和包装设计

中强调其人文内涵。 

6.3. 强化农村电商监管力度 

首先，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关于农村电商的法律法规，明确农村电商相关利益群体的权利、义务和责

任，为监管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依据；其次，对农村电商销售的农产品、农资等商品开展绿色食品认证、

有机产品认证等质量认证，加强对认证活动的监管，打击虚假认证行为，确保认证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最后，建立健全农村电商信用评价体系，对农村电商进行信用评级和分类管理，对信用良好的主体给予

激励措施，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在市场准入、融资信贷、优惠政策等方面予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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