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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集群化是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但相较于农村电商整体蓬勃态势，农产品电商的集群化发展

却相对滞后。本文基于产业集群理论视角，从生产端、流通端、市场端、人才端和政策端五个维度剖析

我国农产品电商集群化发展的阻滞困境。发现生产端产品创新不足引发同质化竞争，流通端供应链技术

与基础设施薄弱加剧损耗，市场端恶性低价竞争与内卷化现象普遍，人才端专业人才匮乏与职业教育体

系缺位，政策端政策协同不足与制度衔接脱节，共同制约了农产品电商的规模化上行与高质量发展。针

对上述问题，须从生产差异化、流通优化、市场规范、人才培养及政策适配五个层面提出制度保障建议，

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产品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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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ustering is vital for rural e-commerce quality, but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clusters lag 
behind overall growth.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tagnation dilemmas of the clustered develop-
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ive dimensions: pro-
duction, circulation, market, talent, and polic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t f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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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insufficient product innovation at the production end leads to homogenous competition, weak 
supply chain techn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at the circulation end exacerbates losses, widespread 
malignant price competition and internal competition at the market end are common, there is a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talent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t the talent end, 
and inadequate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disconnects in systems at the policy end jointly restrict the 
scaling up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institutional recommendations must be proposed from five levels: production differentiation, 
circulation optimization, market regul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policy adaptation. Through sys-
tematic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high-quality de-
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an be pro-
vided. 

 
Key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Rural E-Commerce, Industrial Clusteri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农产品电商是农村电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我国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载体。2022 年一号文件提

出，要重点发展农村电商等产业，推进“数商兴农”“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等强基工程；2023 年一

号文件提出了建设农副产品直播电商基地等具体要求；2025 年一号文件又进一步强调推动农村电商高质

量发展。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我国农产品电商零售额稳步增长且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农产品

电商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而集群化程度不足即其中之一。本文立足于我国农产品电商

集群化发展的现状，分析其阻滞困境并提出应对策略，以期推动农产品电商“最初一公里”上行体系的

建构，助益农产品电商高质量发展。 

2. 农产品电商集群化发展的现状 

产业集群是经济发展中的常见现象。一般认为，所谓产业集群，是指相同或相似的企业集中连片，

并带动相关企业的地域集中，形成的具有结构完整、外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以及灵活机动特性的有机体

系；空间集聚性、柔性专业化、社会网络化、地域植根性是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1]。这种产业集聚进而

形成集群的过程，即产业的集群化。产业集群化不仅存在于传统经济领域，在农村电商这一数字经济新

形态中也极为常见。农村电商集群化是指在特定的农村区域内，借助于电子商务进行销售的农户个体或

企业在空间上不断汇聚，在上下游产业链以及相关产业形成有机体系的过程。从我国农村电商发展情况

看，近年来以淘宝村、农村电商产业园等为代表的集群体量增长迅速[2]。然而，农产品电商作为农村电

商的重要类型之一，相较于农村电商集群化发展的整体态势，农产品电商的集群化却相对滞后。 

3. 产业集群视角下农产品电商集群化发展的阻滞困境 

产业集群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相关利益者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作出的选择，本文将从

农产品电商发展的产业链环节切入，从生产、流通、人才、市场、政策五个角度，讨论农产品电商集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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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遇到的阻滞困境。 

3.1. 生产端：产品创新不足，同质化竞争加剧 

当前，我国农产品电商集群化发展生产端面临的核心困境，主要源于产品创新不足引发的同质化竞

争加剧。农产品电商集群以家庭作坊式经营为主，其生产模式多为生产低端仿制品，产品结构单一、附

加值低下[3]。因生产主体普遍缺乏产品创新能力和品牌建设意识，致使其业务多集中于初级农产品加工

与生产标准化程度较低的产品，难以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4]。同质化竞争的根源在于，产业层面尚未

形成协同生态[5]。在发展初期，同质化产品还可通过价格优势快速占领市场，但是，随着产业集群规模

扩大，产品供给过剩的问题将会逐渐凸显。在此背景下，部分企业甚至不惜通过降低质量品质、压缩成

本，以追求更高的利润，这也加剧了以次充好、虚假宣传等市场乱象，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6]。同质

化竞争折射出的，是农产品电商集群的制度性缺陷。其一，农产品电商缺乏统一的质量检验标准和品牌

认证体系、品牌力打造不足，导致产品标识混乱、产品品质参差不齐；其二，农产品电商的知识产权保

护机制不够完善，商标抢注、品牌仿冒等现象时有发生[7]。 

3.2. 流通端：供应链技术落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供应链技术落后与物流基础设施薄弱，在流通环节严重掣肘了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冷链物流体系缺

失，导致农产品损耗加剧。农产品电商的商品多以生鲜农产品为主，新鲜度是影响其产品质量和销售价

格的重要因素，因而其对冷链运输的依赖程度较高。但农村地区电商对冷链设施的投入本就不足，再加

上专业的冷链物流企业数量也较少，便导致农产品在运输、仓储环节的损耗率居高不下，直接压缩了农

户本就不多的利润。同时，农村地区物流网络碎片化严重，阻碍农产品电商集群化发展。农产品电商虽

然数量多、覆盖面广[7]，但配套的物流网点设施不齐全、布局分散，难以形成体系化的配送网络。而农

产品的自身特质决定了，其大多对物流运输的时效性有着较为严苛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乡村“最后一

公里”配送仍然缺乏专业化车辆与路线优化、一味依赖传统的物流模式，无疑会导致配送效率低下却费

用高昂[6]。 

3.3. 市场端：恶性低价竞争，市场内卷严重 

农产品电商集群化发展在市场端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恶意低价竞争与市场内卷的加剧，严重制约了行

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第一，低价竞争将会挤压电商的利润空间，长期更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

局面。由于集群内农产品电商的目标客户高度重合，且电商自身缺乏差异化的竞争手段，部分电商或企

业为了快速抢占市场，甚至不惜通过大幅降价、亏本销售的方式争夺订单[2]。这种低端博弈行为迫使同

行被动跟进，进而造成行业整体利润水平下滑、企业陷入“不生产则失去客户，生产则持续亏损”的窘

境。第二，电商平台规则的调整与多平台运营，导致农产品电商主体经营压力增加。平台对农产品质量、

售后服务要求提高，意味着农产品电商需要投入更多成本完善运营体系；为了适应消费者分散购物的习

惯，也要求电商主体需要同时在多个平台开设店铺，这也导致人力、运营及流量成本大增。部分电商主

体“另辟蹊径”，选择通过降低产品品质或虚标价格等方式维持生存，而这也使得市场乱象丛生[8]。第

三，直播带货作为新兴渠道，原本可以帮助电商主体实现产品溢价，但是部分主播为了追求短期效益，

打着“直播助农”的噱头销售低劣、假冒农产品，削弱了消费者对电商渠道的整体信任度。 

3.4. 人才端：专业人才匮乏，职业教育体系缺位 

专业化的电商人才是农产品电商发展和集聚的重要基础，当前农产品电商人才端有着“量”和“质”

的双重短板。首先，人才的“量”不足。一是城乡资源的失衡导致人才“引不进”、供需矛盾突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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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受限于生活环境、薪资水平、职业发展空间等因素，难以吸引人才扎根，高校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

员普遍流向城市；二是人才流失严重，“留不住”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即便通过政策补贴或创业扶持等

方式实现人才引进，新入职人员因无法适应农村环境与薪资落差而在短期内离职，难以长期留存[8]，致

使企业陷入“招人–流失–再招人”的怪圈。《2020 中国农村电商人才现状与发展报告》估算，截至 2025
年农产品电商人才缺口将达到 350 万人。其次，人才的“质”不高。尽管不少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本土电

商人员的业务能力，将电商培训纳入财政预算，但由于多数培训内容同质化严重、重理论轻实践，往往

流于形式，难以匹配行业需求[2]。 

3.5. 政策端：政策协同不足，制度衔接脱节 

我国农产品电商集群化发展在政策端存在的核心矛盾，集中表现为政策体系碎片化与制度衔接断层，

难以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支撑。缺乏整体布局和战略规划是首要问题。目前，针对农产品电商产

业集群的法律法规与全国性战略规划尚未完善，地方政府多依赖自主探索或零散政策的指导，这就导致

区域间的政策标准不一、资源整合难度大大增加。不少部门管理职责交叉，农业、商务、市场监管等部

门各自为政，在政策执行中易出现重复支持或监管盲区，极大地削弱了政策落地的实际效能[9]。其次，

政策制定与实际需求脱节更是加剧了制度衔接脱节。譬如，政策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农产品电商的特殊性，

对冷链物流、数字技术等关键环节的支持力度不足。此外，政策动态调整的滞后性也导致农产品电商集

群的创新活力放缓。当下农产品电商处于快速更迭阶段，政策更新不及时，使得其难以适应技术创新与

市场变化，加剧了集群内部创新停滞的困境[10]。 

4. 农产品电商集群化发展的制度构建建议 

4.1. 明确差异化导向，加强特色品牌建设 

破解生产端产品同质化竞争的问题，需要构建以品牌化和差异化为导向的产业协同机制。首先，要

推动农产品品牌化建设。地理标志农产品能够有效提升地方农业品牌知名度及市场竞争力，通过以地域

特色资源为基础、将农产品与区域文化相结合，着力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品牌文化[10]。例如，宁夏西吉

县通过整合肉牛、杂粮等特色产品，以“西”字品牌为抓手，实现了将初级农产品赋予高附加值[11]；黑

龙江“庆安香”大米则通过打上黑土生态标签，增加了其在大米市场中的辨识度。因此，电商主体应该

深挖农产品的地域性特质，通过包装、标准化生产等方式，加强农产品品牌差异化建设。其次，要开发

深加工产品，延伸产业链、丰富产品线，通过生产工艺的升级实现“去同质化”，从而提升产品附加值和

市场竞争力。再次，要健全农产品质量认证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其差异化竞争提供制度支撑。一是

对农产品质量进行等级分化，推行分级分类标准[9]。譬如，通过明确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产地、工艺等关

键信息，增强消费者的信任和记忆点。二是强化品牌保护力度，通过严厉打击商标抢注、仿冒行为，减

少甚至避免被质量低下的仿冒产品影响自身信誉。由此形成“特色引领–协同增效–制度保障”的农产

品电商良性生态，为其集群化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动能。 

4.2. 完善冷链物流，优化区域配送网络 

对于农产品电商流通端存在的难题，需重点从冷链系统完善与物流网络优化两方面入手，切实降低

产品损耗、提升运输效率。针对农村地区冷藏设备不足、运输服务落后等问题，可以尝试整合预冷、仓

储、运输等中间环节，并在农产品主产区建立集中式的冷链中心，从而打造从产地到市场的“一条龙”

全程冷链。例如，湖北孝昌县充分利用超市、农产品基地等村级物流关键点，选址建设冷链仓储中心，

有效优化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初一公里”。同时，还要鼓励物流企业与电商平台合作，通过共享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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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车辆、推广高效冷链运输技术等方式，降低运营成本、打破农产品上行瓶颈。针对农村交通不便、电

商数量多分布散、运输中转环节多等问题，可因地制宜构建本土物流体系，特别是重点完善乡村道路网

络与仓储节点，优化物流网络布局。譬如，在超市、合作社等现有的核心网点设置临时仓储点，从而缩

短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物流中心再到消费者手中的时间和距离。而在交通条件较差、短时间内难以有效

改善的地区，可以通过规划最优运输专线、开通农产品电商运输专线的方式，来减少中转次数、提高物

流效率。 

4.3. 规范竞争秩序，重塑良性市场生态 

首先，推动成立区域性电商协会，由其牵头、联合企业制定统一的质量标准与定价指导原则等规则，

明确区域内的农产品电商禁止低于成本价格倾销，并建立相应的违规行为举报和惩戒机制。通过做好区

域内电商的管理工作，保障优质农产品的供给，从而提升农产品电商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协会还可以

统一整合物流、营销等资源，推动电商主体联合采购、共享仓储和配送渠道，降低个体的运营成本，减

少对低价策略的依赖[8]。其次，电商平台应优化现有规则，更加强调质量、服务、口碑等核心指标，以

维护网络交易秩序，引导平台商户良性竞争。在此基础上，平台需严查刷单、虚标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

对失信商家采取限流、罚款或清退措施，倒逼其合规经营。再次，直播平台应规范直播渠道，建立直播

带货的准入与溯源机制。譬如，要求商家提供农产品的产地证明、质量检测报告等文件，审查合规的农

产品方能在直播中使用“直播助农”的标签。行业协会可联合平台开展主播诚信培训，对夸大功效、以

次充好等行为设立“黑名单”，限制违规主播参与电商活动。通过上述措施，逐步扭转市场内卷化趋势，

进而推动农产品电商集群化发展。 

4.4. 引育结合，激活本土人才潜力 

针对人才端现存“引不进、用不好、留不住”的痛点，需要分别从“引才、育才、留才”三个方面精

准施策。一是要强化政策的激励作用，破解“引不进”的困局。针对城乡资源失衡问题，地方政府应推出

差异化的人才引进政策。同时，还可以探索“候鸟式”人才共享模式，鼓励城市电商从业者以短期派驻、

远程顾问等形式参与农村的农产品电商项目，以缓解人才短缺压力。二是为避免培训同质化严重、时效

性不足，要优化职业教育与本土人才培养的方式，解决“用不好”的难题。一方面，深化校企合作，发挥

高校对农村电商人才培养的主体作用，将实务技能纳入日常课程，让课程中学到的变成工作上用到的[12]。
另一方面，提供线下专家指导、线上学习资源，让农户结合本地特色自主学习，挖掘和培养农村内部人

才。三是构建完善的待遇保障体系，缓解“留不住”的矛盾。通过将电商人才个人收入与业绩深度绑定，

明确多卖多得，从而在提高薪酬待遇、优化薪资结构的同时激发工作热情；此外，还要完善生活配套设

施，进而缩小城乡之间的生活质量差距。通过政策激励激活人才流入、培训体系提升本土能力、生态优

化增强留存意愿，助推农产品电商行业走出人才流失的窘境。 

4.5. 引育结合，激活本土人才潜力 

首先，强化顶层设计与部门协同。制定全国性发展规划，明确中央与地方权责分工，建立跨部门联

席工作机制，统筹农业、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政策标准，避免重复支持或监管盲区。针对冷链物流、数

字技术等关键短板，出台专项扶持计划，整合区域资源，形成政策合力。其次，提升政策适配性与需求

响应。搭建“政府–企业–农户”三方协商平台，定期收集行业需求[9]，优先解决农产品标准化、供应

链整合等实际问题。明确“技术”的重要地位，推动政策从“输血式补贴”转向“造血式培育”，例如，

通过设立技术升级基金，支持企业引入智能仓储、区块链溯源等技术的方式，增强农产品电商集群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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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力。再者，优化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加大县域物流网络、冷链仓储等基础建设投入，通过政企合

作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建设区域公共服务中心，提供电商培训、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降低中小企业

运营成本。最后，构建动态政策调整机制。依托行业协会与数字化平台，建立政策效果评估与反馈通道，

定期修订滞后条款。对直播电商、跨境供应链等新模式，明确监管框架与责任边界，平衡创新激励与市

场秩序[8]。通过制度创新与资源整合，推动政策体系从“零散应对”转向“系统护航”，为农产品电商

集群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支撑。 

5. 结语 

农产品电商集群化是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制度优化为农产品电商实现更优的产业

融合、更高质量的发展值得高度重视。唯有通过制度优化与技术创新双轮驱动，方能推动农产品电商从

“分散经营”迈向“集群共生”，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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