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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新质生产力依托科技创新，运用智能化、绿色化等技术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是驱

动农业现代化的新型力量。农业新质生产力与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在实现乡村振兴这一根本要求上具有

内在一致性。新质生产力逐渐融入社会各领域，但融入农业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较少。新时代乡村

电商高质量发展存在人才短缺、技术滞后、品牌匮乏、政策有限等现实困境。因此，从主体建设、载体

供应、制度保障、模式创新四个方面，深入挖掘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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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 is centered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mpl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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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such as intelligentization and greening to enhanc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thereby driv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 
shares an intrinsic consistency with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n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lth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gradually 
being integrated into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there is relatively limited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its incorporation into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n 
the new era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including a shortage of talent, a technological lag, a lack of 
brand recognition, and limited policy suppor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pathways for lev-
erag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 to empowe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
commerce from four aspects: capacity building, resource supply, systemic guarantees, and model in-
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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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电商的迅速发展和新农人的涌现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实施农村

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通过电商平台，中国各地的农产品打破了地域的束缚，远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市

场，据统计，2023 年全年，农村网络零售已经达到了 2.49 万亿元，电商平台对农产品品质有着更为严格

的要求，这促使农民在生产过程中，更加注重标准化、规范化的操作，电商的发展还吸引人才回流，产

生一大批新农人。2025 年 1 月 17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发布的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农村网民规模达

3.13 亿人，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10.70 亿人，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8.33 亿人[1]。 

2. 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2025 年 2 月 23 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

意见》正式发布，其中，“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首次提出尤为引人注目。而农村电商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

要一环，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农村电商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近年

来，伴随网络技术的广泛传播与物流系统的日益健全，农村电商已崛起为农产品销售的关键途径。借助电

商平台，农民得以直接将农产品售予消费者，省去了诸多中间环节，进而拓宽了盈利空间。此外，电商平

台还提供了数据分析、市场营销推广等功能，助力农民更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优化农业生产结构。 

2.1.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解读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基本定义可知，其实质上就是基于已有生产关系

进行劳动、完成生产、提供产品与服务，核心过程即对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在内的多种资

源进行组合配置[2]。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具体表现为：立足传统农业生产力的改造升级，因地制宜地

稳步破除原本存在的高耗低效的发展模式，通过培育高质量劳动者，创新新型劳动资料，催生劳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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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加速新质生产要素的有机衔接与融合联动，从而进一步激发农业生产新引擎[3]。
科技创新对新质生产力起主导作用，但未必只有科技创新(生产力)才是新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改变和适

配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形不成真正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不只是针对产品，更重要的是产品背后的

支持，比如无论哪种方式和技术生产的大米，外观是大米，但大米背后的生产方式是不一样的。否则农

产品出新的范围是比较窄的，误解会限制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思路和视野。 

2.2.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特点 

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克服传统农业生产力局限的过程中[4]，由科技与改革两大驱动力共同推进，摆脱

了过度依赖耕地、淡水、化肥、农药等资源的粗放式发展道路，展现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和可持续

性的特征，与新发展理念下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形态相契合。它不仅标志着农业生产力实现了重大飞跃，

也体现了农业现代化在提升生产效率、促进科技融合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共同目标，其核心特征

为科技导向、数字化智能化应用、高效协同融合以及绿色低碳发展[5]。 

2.3. 农业新质生产力与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农业新质生产力与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相辅相成。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为

乡村电商提供优质、稳定的农产品供应；乡村电商则通过数字化平台拓宽销售渠道，促进农产品价值实

现，反哺农业现代化。两者协同推动乡村经济转型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2.3.1. 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电商模式创新 
农业新质生产力，包括现代生物技术、无人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等，为乡村电商带来

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和机遇。例如，无人机技术可以应用于农业植保、播种、施肥等环节，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同时为乡村电商提供了独特的营销和展示方式。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应用于农产品溯源、智能客服、

个性化推荐等领域，提升乡村电商的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数字技术则促进了农村电商平台的搭建和完

善，使农产品能够更便捷地走向市场。 

2.3.2. 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乡村电商产品品质 
运用现代生物技术，能够培育出品质更优、更符合市场需求的农产品新品种，进而提升农产品的附

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这些高品质农产品借助乡村电商平台进行销售，可以满足消费者对绿色健康食品的

需求，推动乡村电商的不断发展。 

2.3.3. 农业新质生产力拓宽乡村电商销售渠道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应用，使得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包装等环节更加标准化、规范化，便于电商平

台的销售和物流配送。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精准定位市场需求，为乡村电商提供个性化的销售

策略和推广方案。此外，农业新质生产力还促进了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降低了农产品的运输成本

和损耗率，拓宽了乡村电商的销售渠道和市场范围。 

2.3.4. 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电商人才培养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应用需要高素质、创新型的农业人才来支撑。这些人才不仅具备传统的农业技能，还

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技能。通过培养这些新型农业人才，可以为乡村电商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

才保障。同时，乡村电商的发展也为这些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创业和就业空间，促进了人才的回流和聚集。 

2.3.5. 农业新质生产力助力乡村电商可持续发展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运用，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的革新与升级，实现了农业生产的环保化、智能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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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化。这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提升了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助力农业可持续发展。同时，乡村电商

的兴起也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和产业化进程，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新动力。 

3. 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农产品电商发展迅猛，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产量波动大、乡村物流成本高、产品同质化现象普遍、

信息数据流通不畅、乡村电商专业人才短缺。这些问题致使部分农户因盲目种植而蒙受损失，大量农产

品滞销，部分生鲜电商平台也因此陷入亏损甚至倒闭。如何引导年轻人积极参与乡村数字化建设，跨越

数字鸿沟？电商如何更好地助力农民增收，成为农业发展的“新动力”？互联网企业又应如何利用其先

进技术，为农产品电商发展注入新活力？这些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助推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

直面并解决的现实问题。 

3.1. 人才短缺，技能不足制约发展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 2024》显示，2022 年全国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37 年，高中及

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仅 23.51%，城镇相应情况为 11.61 年和 55.41%，存在较大差距[6]。当前，农村

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严重，致使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加剧，留守居民普遍年龄偏大且文化水平不高，

对新知识和信息的接受度有限，对电商的认可度和参与度较低。调研显示，农村电商领域最紧缺的是运

营推广、美工设计及数据分析等专业人才，同时客服与物流仓储人才也供不应求。电子商务技术性强、

领域广泛，对农民而言学习难度较大。尽管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扩大电商人才队伍，如培训、引进、鼓励

返乡等，但电商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人才缺口依旧难以弥补，尤其是实操型、领军型及复合型人才等高端

人才的匮乏问题尤为突出。 

3.2. 技术滞后，基础设施束缚发展 

当前，我国农村传统基础设施改造仍存不足，技术创新应用未能充分满足农业现代化需求，数字基

础设施高投入与农业低收益的矛盾凸显。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公路建设滞后，难以支撑电商物流的快速

发展。尽管部分农村交通条件有所改善，但物流企业因成本考虑，不愿深入偏远乡村，致使乡村物流覆

盖和配送能力不足。随着消费需求升级，生鲜与特色农产品需求激增，构建现代化农产品流通体系迫在

眉睫。同时，“小农户”对接“大市场”面临挑战，加工工艺和技术水平有限，制约了农产品生产规模

扩大和附加值提升。 

3.3. 品牌匮乏，质量溯源阻碍发展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很重要的背景在于无论是国民经济

还是农业，都到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科技与产业组织创新，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以此实现生产力的质态跃升，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当前，农村电商企业面临流通不畅、

信息闭塞等困境，导致农产品难以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农户收益难以保障，影响其再生产积极性。

同时，农村电商品牌意识薄弱，创新不足，多停留于表面调整，缺乏产业链整体布局，特色农产品产业

化程度低。部分农户重生产轻营销，网络推广能力有限，难以形成产销一体化链条。初创农村电商平台

企业专业知识匮乏，管理经验不足，单打独斗易陷入同质化竞争，难以形成产业集聚，阻碍农户蔬菜等

农产品进入商超渠道。 

3.4. 政策有限，协同创新掣肘发展 

农村电商起初是模仿城市电子商务模式而来的，未充分结合乡村实际情况进行优化调整。以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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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企业主推、平台主力的单一模式，已难以满足农业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需求。农业新质生产力

要求数字技术与国民经济深度融合，涉及范围广、领域多，在与农村电商的互动中，催生了元宇宙、电

商 NFG、ChatGPT 电商客服等诸多新模式新业态。数字经济的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凸显了现有农村电

商的诸多不足。一方面，部分地区的扶持政策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导致政策落实不到位，难以有效

推动乡村电商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机制不完善，产学研合作

深度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此外，农村地区资源分散，整合难度较大，难以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的

发展模式。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农业新质生产力与乡村电商的深度融合，亟须通过优化政策支持、加强

协同创新、整合资源等方式，破解发展瓶颈，推动乡村电商实现高质量发展。 

4. 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是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支撑，也是提

升农业效益、激发农村活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一方面，体制机制的破

旧立新，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原动力，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破解乡村振兴，人、地、钱等瓶颈

制约，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加大对农业科研科技研发的财政投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农业技术

攻关；另一方面，要健全成果转化体系，积极搭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推动科学研究院所，高校与

企业深度合作。同时，科技创新赋能增效，推动数字赋能，发展智慧农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

网等技术推动农业生产智能化、管理精细化、服务高效化。 

4.1. 主体建设，打造农村电商新质生产人才队伍 

以高校、企业、政府为主体，构建复合型电商与农业科技人才队伍，支撑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外

引”即通过实施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吸引有知识、有技术、有冲劲的青年人才从事农村电商；

“内培”即建立人才培训中心和孵化基地，跟当地高校合作，邀请高校教授、电商专家，针对有志于从

事农村电商的农民开展扫盲式、垂直式和菜单式培养。与此同时，为使电商人才扎下根、出效益，还要

在住房、教育、卫健等保障方面出实招、强激励[7]。 
政府与学校、企业携手，深化产教融合，促进直播电商资源要素的集聚与融合，打造具备数字经济

思维和新质生产力应用能力的直播电商人才，以科技力量赋能直播电商产业发展，支撑产业转型升级，

打造行业新标杆，支撑数字经济发展、激发新型消费潜能。从政府层面看，一是建设农村流通体系，搭

建一个农村电商的综合服务平台，加快农村现代化物流配送体系的建设，来畅通农产品进城，消费品下

乡，双向渠道，二是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电商促销活动，发展比如“线上引流 + 线下消费”模式，探索

实施“定制农业园区”“基地宣传”这些特色的电商营销模式，将农户接入数字产销服务平台，助力农产

品的销售，三是提高农民包括从业人员的技能，探索把手机变成新农具，培训他们做短视频的一些技能，

助力千家万户的“小农户”，有效对接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最终把农产品销售出去。 

4.2. 载体供应，夯实农村电商新质生产基础设施 

农业新质生产力依托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和乡村建设至关重要。当前，需加快构建县域直播电商

基地，培育农村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基建中的数据中心、AI、物联网等技术紧密关联“三农”现代化，

建立数字乡村网络平台成为主流模式。鉴于农村数字化水平不均，应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基础设施发展

策略。农村金融、物流等辅助行业可依托互联网，通过合作帮扶模式逐步推广。同时，加强城乡数据中

心一体化建设，聚焦农产品溯源、销售流通等数据治理，支撑数字乡村应用。 
深度融合区块链等技术与实体经济，促进多方主体紧密合作，共同培育新型经济主体。通过平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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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构建适应数字乡村的技术体系、标准与机制，实现全面互动，形成“链式”发展生态。在升级传统

基础设施的同时，逐步推进“三农”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建设，打破物理界限，促进农村电商全面发展。 

4.3. 制度保障，激发农村电商新质生产内生动力 

制度保障是激发农村电商新质生产内生动力的关键。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为农村电商提供

有力的制度支撑，可以保障其健康有序发展。完善的制度环境能够降低农村电商的运营成本，提高其市

场竞争力，同时激发农民的创新创业活力。在制度的引领下，农村电商能够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拓展销

售渠道，提升产品质量，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不仅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也为乡村振兴

注入了新的动力。继续做好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出台系列支持农村电商的资金、技术、人才扶持政策

和具体办法，为农村电商在乡村的推广、应用和扎根提供制度保障[8]。近日，农业农村部指导抖音等网

络平台，开展“星乡村”“星农人”培育工作，以公益方式扶持培育一批有特色有潜力的乡村和发展带头

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培育乡村领域新质生产力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同时，为更好地发挥农村电商政策效果、激活农村要素潜力和推动农村发展，各地区应充分发挥政

府、数字技术和农户主体的协同作用，优化电商产业发展环境，完善城乡要素互流体系，为乡村振兴提

供制度保障、产业支撑和要素支持[9]。 

4.4. 模式创新，构建农村电商新质生产创新模式 

在推动农村电商发展的进程中，模式创新是构建农村电商新质生产创新模式的关键。通过构建电子

商务配套产业市场链，整合了从产品供应、电商平台运营到物流配送、支付结算等各个环节，形成了高

效顺畅的市场运作体系，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个体农户直播销售新兴链的崛起，

为农产品销售开辟了全新的渠道。农户们通过直播平台直接与消费者互动，不仅拓宽了销售市场，还提

升了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和附加值。政府代言公信拉动扶持链的引入，更是为农村电商注入了强大的动

力。政府领导干部通过直播带货等形式，积极宣传地区特色产品和产业，不仅提升了政府公信力，还有

效拉动了农村电商的发展。此外，明星网红引流带货效应链的形成，也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电商的繁荣。

明星和网红们凭借个人魅力和广泛的影响力，为农产品带来了大量的流量和关注度，进一步促进了农产

品的销售和农村电商的发展。这四种模式的有机结合，共同构建了农村电商新质生产创新模式，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5. 结语 

当前，中国乡村电商的蓬勃发展显示，它已成为乡村振兴、数字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农村电商与具体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针对产品、渠道、人才等方面的痛点问题，实现了精准施策、

有的放矢。线上市场的兴起，不仅促进了工业品下乡，也加速了农产品进城，有效打破了城乡要素流动

的障碍，创新了农产品交易模式，提高了农民收入，推动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农业农村经济

发展的“排头兵”，为乡村振兴贡献了独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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