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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深入探讨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电商提供了政策支持、促进基础设施完善等，但农村电商仍面临诸多挑战。针对这

些挑战，本文提出了大力发展教育、完善基础设施、规范市场秩序等对策建议，以期为农村电子商务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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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elves into the main issues 
faced by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m.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rovides policy support for rural e-commerce and promotes in-
frastructure improvements, yet rural e-commerce still encounters numerous challenges. In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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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se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suggests vigorously developing education,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and standardizing market order as countermeasures. These suggestions aim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facilitate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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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党的二十大以及 2018 至 2025 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在不断推进与

完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有城市现代化，也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1]在乡

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推动下，农村电商的发展迎来了更多的机遇，发展稳步向前。虽然农村电商获得了长

足的发展，但仍面临着一些问题，这制约着农村电商的可持续的发展。基于此，文章探讨了乡村振兴战

略对电子商务的影响和农村电子商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针对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2. 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电子商务的影响 

2.1. 提供政策支持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党中央不断推进与完善乡村振兴战略。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深

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鼓励发展农产品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模式，

建设农副产品直播电商基建设[2]。2024 年商务部等 9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中提出用 5 年时间基本建成设施完善、主体活跃、流通顺畅、服务高效的农村电商服务体系

[3]。2025 年，政府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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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并在支持农村电商发展配套方面作出了明确

要求[4]。这些政策不仅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还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具体措施，有效

降低了农村电商的运营成本，激发了市场活力。 

2.2. 促进基础设施的完善 

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促进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方面，政

府加大对农村互联网建设的资金支持，推动宽带网络向偏远地区延伸，不断提升网络的速度和稳定度，

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了网络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对农村学校的资金投入，改善办学条件，配备

先进的教学设备，特别是加强了网络基础设施和信息化设备的建设。这有利于农村地区人才的培养，也

为农村电商的发展培养了潜在的人才。 

2.3. 拓展发展空间 

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产业兴旺，致力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和机遇。农村电子商务作为连接城乡、联通产销的重要桥梁，促进了农业产业链延伸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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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提升，有效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了农村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电商产业链的延

伸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既在一定程度吸引青年人才返乡创业，也带动农村留守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

缓解了“农村空心化”问题。此外，资本和技术向农村的流动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显著提升了农业

生产效率和抗风险能力。 

3.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农村电子商务设施落后 

3.1.1. 农村的基础设施较为落后 
由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互联网+”的发展，农村的互联网建设进速度显著提升，但是其在城市的普

及率有较大的差距，甚至在一些偏远地区尚未实现宽带网络覆盖[5]。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网民规模达 11.08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8.6%。其中，我国农村网民规模

达 3.13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28.2%。即便是部分已覆盖地区，但由于网络基础设施落后，网速较慢，难

以满足农产品电子商务对高速、稳定的网络需求，制约了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发展。 

3.1.2. 物流配送成本高，耗时长 
无论是农业产品的输出还是工业产品的输入，物流配送都是农村电子商务交易成功实现的必要前提。

一方面，当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村村通公路”工程的全面实施为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部分农村由于政策实施不到位以及地理条件的限制，交通基础设施仍显薄弱，

成为制约区域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大型物流企

业在农村地区布局较少，配送网络不密集[4]。再加之农村地区生产相对较多的生鲜农产品对运输的要求

高，冷链物流等物流服务提供较少且在农村地区难以满足农产品对保鲜冷藏等特殊物流需求，运输中及

其容易造成高损耗、高成本，从而间接的导致农民收入的降低，降低农民参与电子商务的积极性。据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发布的《农产品产地冷链研究报告》显示，当前我国果蔬、肉

类、水产品的冷链运输率分别为 35%、57%、69%，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冷链运输率在 90%以上，这也就导

致我国生鲜农产品的流通损耗一直居高不下。以肉类为例，我国流通损耗在 12%左右，而美国的肉类流

通损耗率只有 3%。 

3.1.3. 金融发展落后 
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分布分散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金融机构基于成本效益考量缺乏布局动力，使得

农村电商配套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与之相应的金融服务不完善。这种支付结算服务网络的滞后性，

客观上制约了农村电子商务市场的潜力释放与发展空间拓展[6]。 

3.2. 人口流动和人才匮乏 

3.2.1. 农村年青人口流出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其收入相对于传统的农产品种植

更加可观，吸引了大部分年青人口外出务工，农村家中留下年迈的老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才培

育的难度[7]。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2020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我

国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乡村的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城镇。乡村 60 周岁及以上、65 周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 23.81%、17.72%，比城镇 60 周岁及以上、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

镇总人口的比重分别高出 7.99 个百分点、6.61 个百分点。而留在农村中的大部分老年人文化水平普遍较

低并且身体素质较差，并且对电子商务的接受度低，不利于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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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农村地区专业电商人才缺乏 
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落后，吸引专业电商人才能力弱，并且缺乏完善的电商人才

培训体系。同时，农村的教育设施较为落后、师资力量薄弱，人才培养难度大。即使是农村里培育出来

的新一代人才，重回家乡的意愿也较低。据《2020 中国农村电商人才现状与发展报告》显示，2021 年我

国农村电商人才缺口预计为 217 万人，2025 年将进一步增至 350 万人。而电子商务销售不同于传统销售,
对人力资源来讲,需要的素质和能力更全面，农村地区原有人口对电子商务知识的认识不够，缺乏电商运

营经验和技术支持，在电子商务激烈的竞争中难以有效应对市场变化和竞争，造成产品售卖困难。 

3.3. 农村电商市场秩序缺乏规范 

3.3.1. 农村电商尚未形成统一的供货标准 
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农户和中小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往往依赖传统经验，产品质量难以得到有效控

制，容易出现规格不一、品质参差不齐的现象。这种不规范的生产和供货模式不仅影响了产品的一致性

和稳定性，还增加了售后问题的发生率。消费者因质量不稳定而导致使用体验差，进而引发退货、投诉

等售后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电商的信誉和限制了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 

3.3.2. 农村电商市场秩序尚未完全规范 
部分农村电商经营者也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和公平竞争意识，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进行不正当的

竞争，如虚假宣传、假冒伪劣产品销售等问题。由于农村地区市场分散且较为偏远，监管力量相对薄弱

且监管难度较大，导致这些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治理。这些问题会使得相关电商经营者无力抵抗不正当竞

争从而破产，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更是阻碍了农村电商的健康发展。 

4. 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所存在主要问题的对策 

4.1. 完善基础设施 

4.1.1. 加快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要加大对农村互联网建设的资金支持，建立农村网络建设的专项财政保障机制，推动宽带网络

向偏远地区延伸，确保农村地区实现高速、稳定的网络覆盖。同时，鼓励电信企业推出“乡村振兴专属

套餐”等优惠政策，在保持较低资费水平的同时，提供定向流量优惠和终端设备以旧换新服务，降低农

民数字接入成本。此外，政府要加强农村网络运维保障，建立“网格员 + 数字服务队”的基层响应机制，

及时解决网络故障问题，保障农村电商的顺畅运行。 

4.1.2. 完善农村物流体系 
政府应引导大型物流企业向农村地区延伸服务，建设覆盖县、乡、村的三级物流配送体系。针对生

鲜农产品运输难的问题，政府要支持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鼓励企业投资建设冷藏仓库和冷链运输车队，

降低农产品运输损耗。并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物流体系建设，培育

本土化的专业物流服务企业，形成可持续运营的农村物流生态系统。 

4.2. 大力发展教育 

4.2.1. 大力发展教育，培育电商人才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针对农村教育基础薄弱问题，要落实“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的要求，通过加大财政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师资培训等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在课程设置上，

地方政府应创新开发“数字农业”“电商启蒙”等校本课程，将电商知识融入中小学实践课堂，通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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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直播带货体验日”等沉浸式教学活动，培养青少年的数字经济思维。在人才培养路径设计上，要

践行“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指示，构建政府引导、高校支撑、企业参与的协同育人机制。同时，

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开设电商运营、数字营销等特色专业，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本

土电商人才。在此基础上，政府联合高校和企业，建立农村电商人才培养基地，定期开展电商技能培训，

帮助农村居民掌握电子商务运营、网络营销、物流管理等技能。 

4.2.2.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助力农村电商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8]农村电子商务的繁荣发展需要人才的大力

支持，而当前农村地区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形成了“无人可用”的局面。因此，我们必须从思想根源入

手，转变当前部分青年的享乐主义观念，唤醒他们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与乡村振兴的责任感。通过思想

的引领，让青年一代心怀祖国、情系人民，主动扎根乡村，投身于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以他们的智

慧和汗水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为乡村的繁荣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一方面，学校要

全面贯彻党中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科课程中发掘爱国主义等内容，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并深刻理解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增强他们对于乡村振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与此

同时，通过讲述乡村振兴的成功案例、宣传乡村创业典型等，促使他们转变对“三农”的认知并激发青

年人回乡创业的热情[9]。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组织联合开展“乡村振兴青年行动”等活动，同时政府

完善人才激励机制，通过创业补贴、住房优惠、子女教育等政策吸引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利用他们在学

到的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4.3. 规范农村电商市场秩序 

4.3.1.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政府出台相应的农村电子商务专项政策，激发市场活力[10]。首先是通过实施税收减免政策，直接减

轻农村电商企业的财务负担，特别是对于初创企业和微型企业，更应给予更为优惠的税率或免税期，以

鼓励更多创业者投身农村电商领域。其次，政府设立农村电商发展基金，为农民创业提供直接的资金支

持并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农村电商领域，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最后，为农村商户提供流量扶持等支持，

拓宽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4.3.2. 规范农村电商市场秩序 
一方面，政府应制定明确且详细的农村电商行业标准，明确产品质量、服务规范等要求，防止恶性

竞争。同时，加强对农村电商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消费者权益。通过建立农村电

商信用评价体系，引导商户诚信经营，提升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可以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的法律法规宣传活动，如举办专题讲座、培训班、发放宣传资料等，使农村电子商务经营者明白“什

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为”。电商平台作为农村电商经营的重要载体，应承担起引导经营者遵守法律法规

的责任。可以在平台规则中明确法律法规要求，为经营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或学习资料。电子商务经营

者也要积极的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按照法律法规经营电子商务，并不断提升自己的良性竞争能力。 

4.3.3. 推动农村电商差异化发展 
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鼓励农村电商经营者深度挖掘本地特色资源，如具有地域标识的农产品、传

统手工艺制品等，将这些独特元素融入电商经营中。同时，支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品牌，通过品

牌效应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认可度。此外，通过举办农产品展销会、电商创意大赛等活动，为农民提

供交流学习平台，拓宽经营思路，鼓励他们创新经营模式，避免同质化竞争，让农村电商走出一条独具

特色的发展之路。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557


陈心雨 
 

 

DOI: 10.12677/ecl.2025.1451557 2550 电子商务评论 
 

5. 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也面

临着一些问题，这些主要问题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培育电商人才、规范市场秩序等措施有望得到解决，

实现农村电子商务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然而，农村电商的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波

浪式前进的繁荣过程。未来，我们应持续关注农村电商的创新模式和发展趋势，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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