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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各方面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村电商物流作为连接城市和农村、连接生

产和消费的桥梁与纽带，在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民扩大消费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

用，更在促进乡村振兴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本文通过深入调研通渭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现状，发

现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农村电商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缺乏专业电商物流人才、难以实现“最后一公

里”等问题。为此，本文根据通渭县电商物流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夯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培养

和引进专业物流人才、多措并举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等措施，旨在推动通渭县农村电商物流业高质

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加速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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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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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in all aspects of rural development. As a bridge and link connecting cities and rural areas, as 
well a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rural e-commerce logistics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stimulating 
the rural economic vitality,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encouraging farmers to expand con-
sumption. Moreover, its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rough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rural e-commerce lo-
gistics in Tongwei Count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main existing problems include weak infrastruc-
tur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mmerce logistics, a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e-commerce logistics tal-
ents, and difficulties in achieving the “last mile” delivery. Therefore, in response to the prominent 
problems currently existing in the e-commerce logistics of Tongwei County, this paper proposes 
measures such as consolid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cultivating and introducing 
professional logistics talents, and adopting multiple measures to solve the “last mile” problem. The 
aim i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mmerce logistics industry in Tong-
wei County and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accel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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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和电商物流从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已经逐步建成了覆盖“市、乡、村”

三位一体的农村电商、物流配送服务体系，逐步形成了方便快捷、畅通有序的物流网络，农村电商物流

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

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文件强调要“深化快递进村，加强村级物流网点建设；加快构建

农产品和农资现代流通网络，支持各类主体协同共建供应链[1]”。近十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了“农

村电商”，今年也不例外，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同时这些部

署也为今年电商物流行业服务“三农”发展指明了方向，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迈向新台阶。近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简称《规划》)。《规划》中物流相关的内容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分别是健全物流服务体系、优化流通骨干网络、加强冷链物流建设、推进农村电商

高质量发展、完善农村物流基础设施[2]。通过这些措施，旨在弥补农村电商基础短板，加快农村现代物

流配送体系建设，提升农村物流的效率和服务质量，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的繁荣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通渭县地理位置优越，距离省会城市较近，周边交通路网发达，潜在消费人群辐射范围广，未来经

济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通渭县是一个农业大县，从古至今经济发展一直比较靠后，直至 2020 年才脱贫摘

帽。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一系列促进电商物流发展的利好政策，这为农村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此背

景下，农村电商物流加速发展。通渭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速度较快，但与其他发达城市相比发展速度仍

然较为缓慢，并且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困难。因此，通过深入研究通渭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现状并提

出相关可行性建议，对于促进通渭县农村电商物流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通渭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现状分析 

2.1. 农村电商物流基础设施日渐完善 

近年来，通渭县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破解农村电商物流难题的关键抓手，着力加快推进“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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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路”建设。近年来，农村公路的里程不断延伸，路况条件也得到了大幅度改善，村民出行便捷度显

著提升。截至目前，全县共计 18 个乡镇 332 个行政村全部通了水泥路，公路总里程已攀升至 2445 公里。

在这庞大的路网中，农村公路占据了 1978 公里，占比高达 80.9%；自然村(组)道路 3381 公里，已硬化

2934 公里、硬化率 86.7%，受益自然村组 2111 个、占 86.5%，预计在 2025 年底实现全县自然村(组)通硬

化路全覆盖 1。在 2020 年，通渭县成功创建“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2023 年，又被评选为“四好农

村路”全国示范县称号，这为通渭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有力基石。今年，通渭县将“四好农村路”

建设接续推进，聚焦农村公路发展瓶颈，以创新机制为核心，积极推动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如今已

基本构建成一套完善的农村交通网络体系，这为农村电商物流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 

2.2. 农村电商物流市场规模逐步扩大 

近年来，通渭县农村网络普及率得到明显提升，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网民数量不断攀升，

直播带货助力乡村振兴和网络购物市场规模迅速扩大，这些都为农村电商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3]。目前，

通渭县已经建成 18 个乡镇商贸中心、18 个集贸市场、新建 8 个冷链仓储设施；升级改造 228 个村级便

民商业网点，设立村邮站 332 个，建成快递站点 342 个。2024 年通渭县电子商务加速发展，市场需求规

模持续扩大，农特产品电商销售总额高达 2.2 亿元，增长 12%。农民通过电商渠道，能够降低滞销风险，

消除中间环节，减少销售成本，提高农产品收益，达到农民增收的目标。同时，农村电商不但增加农产

品利润，也能延长产业链，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更多就业人口[4]。 

2.3. 国家政策赋能农村电商物流发展 

近年来，国家围绕农村电商物流发展持续发力，相继推出一系列针对性政策文件，这为乡村振兴注

入了强劲动力。通渭县政府积极抢抓政策机遇，农村电商物流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多的农

产品开始通过电商平台走出农村，运输至全国各地，成功破解了困扰农民多年的农产品销售难题，同时

增加了当地农民收入，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电商物流新发展。2024 年，商务部、中央网信办等 9 部门联合

展印发《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指出必须以技术和应用创新为驱动，

从建设现代物流体系、提高电商产业化、搭建电商平台、培育新型电商主体、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开

展电商促销活动 6 个方面着手。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为农村电商

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外，在中央政策的影响与带动下，通渭县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定西市通渭县国家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这些政策将为通渭县农村电商物流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

策保障。 

3. 通渭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在国家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渭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发展水

平仍然落后于其他发达省份，总体上还处于艰难的探索阶段，农村电商物流发展仍然面临一些困境，其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电商物流基础设施薄弱 

通渭县由于受山地地形限制，部分村庄道路宽度有限、并且崎岖不平，一些未硬化道路每逢降水天

气，大量邮件会因道路湿滑而无法及时递投放到物流网点，导致物流运输过程难度加大，时间延长，成

本也随之水涨船高。除此之外，大部分农村地区缺乏规模化和专业化的保鲜、冷藏专业仓储设施，而生

 

 

1数据来源于通渭县人民政府官网 https://www.tongwei.gov.cn，注：此数据为 2024 年数据，最新数据可能有所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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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农产品具有易腐烂、易损耗等特点，若在常温环境下较长时间存放，不仅会大大降低生鲜农产品品质、

还会产生大量损耗，最终降低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供应能力，基础设施的薄弱制约了农村电商物流的健

康持续发展。 

3.2. 缺乏专业电商物流人才 

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需要专业人才的深入参与和智力支持。然而，通渭县农村电商物流企业从业人

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大多数为当地农民，他们缺乏专业的电子商务知识和技能培训，对现代物流理念

和技术了解不深。一些地区相当部分物流网点属于加盟店，总部提供的培训相对较少，加盟店从业人员

无法接受更多有效的专业培训。因此，门店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在面对、处理消费者关于物流配送

的咨询、投诉等情况时，服务专业性水平相对较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5]。再者，通渭县农村电商物流

目前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一方面工作环境较为艰苦，另一方面薪资待遇和发达城市差距较大，对高素

质的专业型人才吸引力不足，大部分高校电商物流专业毕业生毕业后不愿前往农村从事这一行业，他更

加倾向薪资待遇好和发展前景广阔的大城市，这将导致农村电商物流人才流失加剧、管理水平低下，服

务质量不高，对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6]。 

3.3. 难以实现“最后一公里” 

通渭县主要以山地地形为主，大部分自然村之间相距较远，村民居住在偏远的山区，分布整体呈现

出碎片化特征，所以物流网点布局也相对分散，难以实现集约化运营，导致物流企业获利较低，大部分

物流快递企业不愿意在偏远农村布局，这就使得通渭县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问题尤为突出。另外，

大部分物流网点设置在交通便捷、人口相对集中的乡镇街道，村民寄取快递则需要专门乘坐车辆往返于

乡镇快递网点，或者打电话给网点将快递代送至农村一些代取网点或商店，但这需要支付 1~3 元不等的

代送费用，村民享受送货上门和上门取货服务难以实现，因此无论是农产品的寄出，还是消费品的进入，

效率和成本都受到很大影响。“最后一公里”环节薄弱既给村民带来了诸多不便，同时也挫伤了农村消

费者网络购物的积极性[7]。 

4. 通渭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对策建议 

通渭县农村电商物流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高素质专业人才以及难以实现“最后一公里”等问题已

经成为制约农村电商物流长远发展重要因素。针对这些制约因素，我们需从系统性视角出发，着力破解

农村电商物流的现存难题，通过实施有效措施促进农村电商物流健康发展。 

4.1. 夯实电商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农村电商物流产业想要发展好，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其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保障。一方面，通渭县政府应加大对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重点资金尽可能向贫困

偏远山区、物流集散中心和主干交通路线倾斜。交通运输局也要加强对农村道路的日常管理和养护，确

保道路运行畅通无阻，从而提高物流运输效率；同时，要加强电商物流节点建设，科学合理规划县级物

流中心和乡镇、村级物流服务站点的布局，加大对电商物流中心和服务站点的建设投入，鼓励社会资本

和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农村电商物流节点建设，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提高物流节点的运营效率。另一方面，

在农村地区加快建设现代化仓储设施，逐步完善仓储、分拣、包装、配送等实施设备[8]。针对农产品易

腐烂和生鲜食品易变质的特点，建设冷链仓储设施，配备冷库制冷、购置专用冷藏车等设备，确保农产

品在日常存储和长途运输过程中保持良好品质。此外，应大力推广应用冷藏保鲜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产

品电商物流的专业化水平。通过以上这些具体措施，完善通渭县农村电商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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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功能完备、覆盖广泛的现代化、标准化电商物流运营体系，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农村电商物流业的产

业结构，提高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为推动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电商物流支撑。 

4.2. 培养和引进专业物流人才 

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专业人才在农村电商物流业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所以要高度重视专业人

才的培养与引进。首先，大力培养本地人才。这需要政府和当地职业学校通力合作。其中，政府要发挥

好主导作用，通过顶层设计、完善制度、资金支持等措施推动人才培养有效进行；通渭县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应制定科学系统的人才培养方案，开设电子商务和物流相关专业课程，从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实际

情况出发培养复合型电商物流人才。让本地学生实现“入学即入行，毕业即就业”，着力缓解当地专业

人才短缺现状，也让他们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更好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其次，加

强校企合作。鼓励当地物流企业与开设电子商务、物流相关专业的高校或科研机构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

系，通过开展实践调研、对口帮扶协作、搭建就业实习平台等形式联合培养物流人才，不断学习先进的

运营模式和管理方式，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通渭县政府应出台系列优惠的人才引进政策，根

据不同层次人才提供生活安置费、住房补贴、学位奖励等，积极引进高层次和紧缺专业人才，吸引外地

高素质人才到通渭县农村物流企业就业创业。最后，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物流企业要加强对电商物流从

业人员的培训，如定期组织理论知识学习，专家讲座、实操培训、外出研学等活动，使他们及时掌握电

商物流方面的最新知识技能和发展动态，进而提高企业员工的操作技能和服务水平。另外，建立严格的

培训考核评价制度，理论考核通过现场笔试或机考方式检验学员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实操考核可在

模拟设备或真实设备上进行操作，评估学员的操作技能水平，合格者可颁发培训合格证书和上岗操作证。

通过以上这些举措可为农村电商物流发展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人才支撑，更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4.3. 多措并举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 

目前，农村“最后一公里”难题严重制约了农村电商物流健康发展，亟需通过科学谋划和整合资源

整合来打通农村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一是完善物流基础设施。通渭县政府应加大对农村物流基础

设施的资金投入，着力改善农村道路交通条件，拓宽乡村道路，提高道路的通行能力。此外，还应加快

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建设，推广智能快递柜等设备，实现快递的自助取件和代收货功能，提高配送效率。

二是创新物流配送模式。鼓励电商物流企业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实现共享物流资源、共同规划配送路线、

集中配送货物，这样能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和提高配送效率。此外，还可以探索“公交 + 快递”模式，打

通消费品进村的“最后一公里”以及农产品进城的“最初一公里”，形成客货同网、多站合一、资源共

享、节约高效的物流体系。三是实施“快递进村”工程。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建立“多站合一”的

乡镇客货邮综合运输服务站，以及“一点多能”的村级快递物流综合服务点，推进县、乡、村三级的物

流共同配送[9]。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而打通物流配送的“最后一公里”则

是农村电商物流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只有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创新配送模式、实施“快递进村”工程

等多方面的努力，才能突破物流瓶颈，让农村电商物流真正实现“货畅其流”，为解决长期制约农村发

展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发挥积极作用。 

5. 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电商物流对于通渭县农村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农村电

商物流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通渭县各级政府、电商物流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相互配合，持续关注

农村电商物流发展动态，不断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发展路径，推动农村电商物流与农村产业深度融合，

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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