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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通过政策、技术、产业、市场四维联动机制，驱动了乡村产业的振兴。研究

基于东、中、西部地区案例，揭示了政策实施对资源的激活作用、技术创新对产业链的重塑、产业链的

升级对产品附加值的影响以及品牌建设与市场拓展的协同路径。实践表明，党建引领的组织创新与品牌

建设为普适路径，但仍需应对冷链覆盖不足与人才缺口等挑战。本研究为乡村产业振兴提出分层分类策

略，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实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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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rural e-commerce has driven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through the four-dimensional linkage mechanism of policy,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market. Based 
on the cases of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study reveals the activation effect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on resources, the reshaping of industrial chain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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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industrial chain upgrading on product added value, and the synergistic path of brand 
building and market expansion.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brand build-
ing led by party building are universal paths, but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verage of cold 
chain and talent gap still need to be addressed.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strategies for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tool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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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互相推进中，农村电子商务通过资源整合，积极驱动乡村产业升级、

填补人才缺口等。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被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列为国家战略，“数商兴农”等政策

框架也被提及[1]，这赋予了电商重要使命。然而，现实困境依然显著：农业生产规模小，以分散经营为

主，标准化程度低，产业附加值不足；传统流通环节冗杂，高损耗增加农业发展成本，“卖难买贵”问题

突出[2]；农村冷链物流覆盖率不足 30%，数字化人才缺口超 200 万人[3]。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电商驱

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逻辑与运作机制，不仅关乎国家重要战略的实施，还能填补学术界在该理论方面

的空白。 
现有研究将关注点集中在电商赋能农产品流通的单一层面[4]，技术驱动视角侧重分析数字基础设施

对流通效能的提升作用[5]，政策效应视角聚焦于财政补贴与产业扶持政策的实际效果[6]，市场拓展视角

则着眼于品牌建设与跨境贸易渠道的拓展路径[7]。当前研究仍存在三方面待完善之处：首先，多数学者

倾向于孤立探讨政策、技术或市场等单一要素的作用机制，忽略了农业全产业链条各环节间的协同联动

效应；其次，样本选择偏重于东部发达县域，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数字基建水平、产业基础条件等方

面的适配性机制缺乏系统性考察；最后，现有理论框架多呈现碎片化特征，尚未构建起包含技术赋能、

政策引导、市场驱动等多要素协同作用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本研究构建了“政策体系–技术应用–产业

融合–市场网络”四维演进机制：初期通过政策扶持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中期依托技术突破提升产业运

营效率，进而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最终通过市场反哺形成可持续发展动能。研究进一步归纳

差异化实施路径：在数字基建成熟的发达地区，宜采取“技术创新 + 场景创新”双引擎驱动模式；在发

展基础薄弱的欠发达地区，则需重点推进“政策保障 + 要素培育”分阶段实施策略。这一理论体系不仅

系统阐释了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作用机制，更为不同发展梯度的县域提供了可灵活调整的实践路径

指南。 

2. 电子商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机制 

2.1. 政策驱动机制：顶层设计与资源激活 

政策驱动是电商赋能乡村产业的首要机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策驱动在核心层面是借

助制度的有效供给，对市场交易成本进行削减。国家层面通过“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实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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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和品牌塑造，地方政府结合区域特点制定实施细则。例如，连城县实

施“11511”量化发展战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9]，得荣县整合 2500 万元专项帮扶资金重点投入冷链物流

建设与人才培养，有效激活葡萄酒产业链升级[10]。中央与地方政策叠加实施税收优惠(如涉农电商增值

税减免)，构建起覆盖全链条的政策支持体系，2022 年全国农村电商税收优惠超 120 亿元，直接带动新增

市场主体 3.2 万家[11]。 
政策效能的体现并非单纯依赖资金的投入，而在于政策工具与地方具体实际的需求的吻合度。不同

区域的发展水平与实际需求存在显著差异，政策设计需遵循“一地一策”的底层逻辑。以东部发达地区

为例，其数字经济生态成熟、市场主体活跃度高，政策重心可聚焦“场景创新突破”，如直播电商扶持

政策依托成熟的物流网络与消费市场，不仅催化“村播 + 供应链”新业态，更是引入包装设计、内容营

销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形成“创新飞轮”效应。反观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薄弱与资源错配问题突出，

政策需锚定该地区的要素弱点。以冷链基建为例，针对生鲜损耗率高达 25%的痛点(农业农村部，2024)，
通过专项补贴定向升级仓储运输体系，既将葡萄等特色农产品的流通成本压缩 18%，又通过标准化分级

推动溢价空间提升 40%，为产业规模化筑牢根基。这种“东部重模式创新、西部强基础赋能”的差异化

策略，本质上是以政策供给适配区域禀赋的治理革新——如同精准匹配钥匙与锁芯，避免“水土不服”

造成的资源空耗，真正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2.2. 技术赋能机制：效率提升与生态重构 

技术赋能通过“硬基建+软生态”双轮驱动重塑乡村产业格局。在硬件层面，5G、物联网等数字技术

显著提升生产流通效率，如泗洪县智慧协同仓应用物联网环境监测系统，使仓储损耗率从 15%降至 5%，

订单响应时效提升 40% [12]；软件层面，电商生态系统整合产业资源，如连城县直播电商生态园汇聚 MCN
机构、智慧云仓等服务商，2023 年直播销售额占县域电商总收入的 68% [13]。技术创新更有效促进了小

农户与大市场的精准对接，如泗洪县基于电商消费数据分析开发“精品蟹”分级标准及深加工产品，实

现产品溢价率超 30% [14]。 
就深层逻辑而言，技术赋能的关键在于“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在当下经济形势里，曾经无形的数

字资产正一步步化为可量化评估的商业价值，从推动产品销量上扬、拓宽市场份额，到提高盈利水准，

构建起从数据资产沉淀至商业价值释放的闭环路径。 

2.3. 产业协同机制：纵向整合与三产融合 

电商通过产业链全链条整合与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价值增值。纵向整合方面，如泗洪县依托电商

消费数据分析指导富硒稻规模化种植，配套建设农产品加工中心与智慧物流体系，构建“72 小时从田间

到餐桌”的供应链体系，综合成本降低 20% [15]；横向融合层面，如得荣县打造“葡萄酒庄园 + 文化旅游”

农旅融合项目，2023 年接待游客 12 万人次，带动农户户均增收 1.2 万元[16]。农产品深加工显著提升附

加值，如泗洪富硒稻通过分级包装售价从 4 元/公斤提升至 15 元，螃蟹深加工礼盒实现 50%溢价空间[17]。 

2.4. 市场拓展机制：品牌溢价与渠道创新 

电商通过品牌建设与渠道革新突破市场边界。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是实现产品溢价的核心路径：如连

城县“莲乡西遇”品牌地瓜干单价提升 40%，成功进入一线城市高端商超[18]；泗洪县“宿有千香”品牌

覆盖 20 类特色农产品，溢价率达 25%~60% [19]。渠道创新方面，直播电商通过沉浸式场景构建情感消

费连接，连城县 2023 年电商快递业务量同比激增 27 倍[20]；跨境电商则有效打开国际市场，得荣县葡萄

酒通过跨境电商销往东南亚市场，出口额同比增长 4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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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思维机制的理论整合与互动逻辑 

政策、技术、产业、市场四要素紧密联结与相互作用，呈现螺旋式上升态势。政策和技术协同推动，

为技术筑牢根基，助力产业升级，产业拓展市场，市场反哺政策优化，形成动态循环。系统动力学理论

揭示，各环节既独立又紧密相连。 
政策为技术提供保障，如数字基建补贴助力农村电商铺设网络，技术倒逼政策迭代升级，直播电商

监管规则不断优化；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破解冷链物流损耗、农产品质量追溯

难题，产业升级需求驱动加工技术革新；产业与市场形成双向激活，催生体验式农业等新业态，市场通

过消费数据赋能产业，泗洪县“按需种植”模式成为典范；市场与政策互促共进，涉农电商发展促使税

收优惠向农村倾斜，“新农人”补贴吸引人才返乡。 
这一四维互动机制驱动乡村振兴，从政策奠基到技术赋能，再到产业升级和市场拓展，各要素有机

耦合、螺旋提升，优化乡村产业价值链，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可持续发展方案。 

3. 电子商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在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电子商务通过资源整合，打造了一条乡村产业差异化发展的“策

略箱”，促进了乡村产业的振兴。该路径以资源整合创新为重点，品牌建设为杠杆，产业链、供应链、价

值链为支撑，人才培养为动能，数字生态为土壤，共同探索适合乡村产业差异化发展的模式。 

3.1. 党建引领与组织创新：资源整合的“红色引擎” 

乡村产业要实现振兴，关键在于合理配置资源。党组织发挥纽带作用，汇聚政府政策、企业市场及

农户生产等资源，有效化解乡村“小散弱”难题。福建省连城县通过创新构建“党建+生产+电商+物流+
商贸”的五维模式，联合县镇村企四级党组织，充分利用组织优势，筹设立电商产业基金，组织整合生

产合作社资源发展地瓜等作物的规模化种植，村级党支部建立电商服务站提供品控、代运营等服务，企

业党组织与物流企业合作构建起覆盖县镇村三级的“1 + 17 + 248”物流网络体系。这种立体化组织架构

成功实现“今日下单、次日送达”的物流目标，推动 2023 年电商零售额突破 40 亿元，较 2019 年增长了

27 倍[22]，充分彰显了党组织在资源整合中的枢纽作用。连城县“五维模式”的本质是凭借党组织的政

治合法性来降低资源整合时所需的成本。在此过程中，构建起“组织优势带动资源集聚，进而实现效率

提升”的传导机制，这与社会学的“组织嵌入理论”相契合。 

3.2. 品牌化与标准化建设：从“土特产”到“金名片”的价值跃迁 

在农产品市场竞争加剧背景下，品牌化与标准化成为价值重构的核心突破口。四川省得荣县通过地

理标志认证与全产业链标准化建设实现价值跃升，注册“高山葡萄酒”商标后构建 23 项质量标准体系，

引入区块链溯源技术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产品溢价率达 60%并进入高端市场[23]。江苏省泗洪县采用区域

品牌整合策略，“宿有千香”品牌覆盖 20 类农产品，通过统一质量标准与营销体系带动均价提升 25% 
[24]。品牌建设不仅是市场符号的塑造，更是文化资源的激活—连城县将客家文化融入“莲乡西遇”品牌，

通过电商直播讲述传统工艺故事，使产品单价提升 87.5%，文化叙事成为品牌增值的核心驱动力[25]。 

3.3. 三链协同：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螺旋升级 

电子商务对乡村产业的改造本质是通过三链协同打破“低端锁定”。在产业链层面，泗洪县依托电

商数据反向指导生产，构建“富硒稻–精品蟹”生态共生系统，通过稻田养蟹实现资源循环利用，配套

建设的稻米加工中心开发出富硒米粉等深加工产品，使稻米附加值提升 3 倍[26]。供应链方面，连城县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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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1 + 17 + 248”三级物流网络，物流成本从 12 元/单降至 5 元，通过云仓系统实现库存动态管理，缺

货率控制在 2%以内[27]。价值链重构体现为消费端与生产端的双向赋能：消费者通过直播参与产品定制，

生产端依据订单数据优化产能配置。得荣县葡萄酒产业的“种–酿–销–游”闭环模式集中体现三链协

同效应，通过政策完善冷链物流(供应链)、合作社标准化种植(产业链)、酒庄体验式营销(价值链)，2023
年综合产值达 1.2 亿元，带动农户户均增收 1.5 万元，形成产业升级的可持续路径。 

3.4. 人才引育与技能提升：从“新农人”到“兴农人”的蜕变 

人才短缺是乡村电商发展的最大制约，而创新型人才培育体系正在突破这一瓶颈。广西将电商运营、

直播营销、数据分析纳入职业院校竞赛体系，通过“以赛促学”机制年均培养 3000 名专业人才[28]。泗

洪县创新实施“新农人培育计划”，面向返乡青年、退伍军人等群体组建创业团队，提供 5 万元/人创业

补贴并构建“理论教学–基地实训–企业实践”三维培养体系。该计划孵化的“蟹农直播学院”累计培

训农户 1.2 万人次，带动 5000 余人开设个人网店。值得关注的是“数字乡贤”群体的崛起：连城县吸引

互联网行业乡贤返乡担任电商顾问，其引入的 AI 选品算法将爆款预测准确率提升至 85%，有效降低库存

风险[29]。这些创新实践正在推动“新农人”到“兴农人”的蜕变。 

3.5. 数字基建与生态构建：从“工具应用”到“系统进化” 

数字基础设施的深化正推动乡村电商从“流量红利”向“生态红利”跨越。连城县打造数字经济产

业园，集成直播基地、跨境选品中心、智慧云仓等功能，引入 MCN 机构、跨境支付平台等服务商，形成

“内容创作–供应链管理–跨境结算”全链条服务体系。园区内的跨境直播实训基地年均孵化 50 个本土网

红 IP，“全球连城”频道将特色农产品销往东盟市场，2023 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 2 亿元[30]。泗洪县实

施“数字田园”工程，部署智能传感设备实时监测土壤、气象数据，与电商订单系统联动实现“按需种植、

精准采收”。数字生态的成熟不仅提升运营效率，更催生新型商业模式–得荣县葡萄酒庄园创新推出云

认养服务，消费者通过 VR 直播认养葡萄树并定期获取定制酒品，复购率提升 40%且客单价突破 800 元

[31]。这些实践表明，数字基建已从工具应用阶段转向生态系统重构，为乡村产业升级提供持续创新动能。 
电子商务赋能乡村产业的本质是通过数字技术重塑“人货场”关系：党建创新重构人力资源组织模

式，品牌建设提升农产品价值内涵，三链协同提升流通效能，人才培育与数字基建提供持续动力。区域

实践表明，差异化路径需通过要素模块化组合实现。未来随着元宇宙、AI 技术的渗透，乡村电商将突破

物理边界，但核心始终是以农民为主体、产业为根基、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推动数字经济与乡土社会深

度融合。 

4. 典型案例分析 

电子商务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存在地域差异，但各地均可通过机制创新与资源整合探索适

配模式。福建连城、江苏泗洪、四川得荣三地的实践，揭示了路径背后的共通逻辑，为理论与实践创新

提供了新启示。 

4.1. 连城模式：党建引领下的全产业链赋能 

福建省连城县依托“世界地瓜干之乡”产业基础，以党建为核心枢纽构建全链条协同体系。创新“党

建 + 生产 + 电商 + 物流 + 商贸”模式，将党组织嵌入产业链各环节：县级统筹产业基金，镇级组织

规模化种植，村级建立电商服务站，企业构建“1 + 17 + 248”三级物流网络实现“当日达”。这一创新

使地瓜种植面积达 10 万亩，培育 54 家加工企业(规上 29 家)，形成集品种研发、生态种植、精深加工、

品牌营销于一体的完整链条。2023 年全产业链产值 145 亿元，电商零售额 20 亿元，快递量激增 2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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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 2.5 万人就业[32]。 
该模式的成功取决于组织的创新与科技创新的互动发展。通过产业链的升级、技术的创新、管理方

式的更新，将损耗率从 15%降低到 5%。与此同时，通过“莲乡西遇”品牌建设，将客家文化融入到产品

设计中，使地瓜干价格提升至 40%并进入一线城市高端消费者的视野[33]。 

4.2. 泗洪实践：品牌化与“新农人”驱动的生态重构 

江苏省泗洪县以品牌战略与人才培育为双轮驱动，通过“宿有千香”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和“新农人”

生态构建，重塑农业产业格局。该县聚焦稻米、螃蟹等特色产业，构建“协同仓 + 云仓”智慧供应链体

系：协同仓配备物联网监测系统，动态调控仓储环境并联动电商库存数据，使损耗率下降 10%、订单响

应速度提升 40%。2023 年协同仓实现销售额 2 亿元，带动千户农户户均增收 1.2 万元。品牌建设方面，

“宿有千香”覆盖 20 类农产品，通过地理标志认证与区块链溯源技术实现 25%~60%溢价，“泗洪大米”

入选省级十强区域品牌[34]。 
泗洪“新农人”生态构建独树一帜。提供 5 万元创业补贴，融合理论教学、实践锻炼、企业见习模

式，孵化返乡青年与退伍军人创新团队，创办“蟹农直播学院”累计培训农户 1.2 万人，催生 5000 余家

个人网店，引入智能选品算法，爆款预测准确率达 85% [35]。当地推行“富硒稻–精品蟹”生态种养模

式，巧借电商大数据指导生产，并深挖蟹黄酱等深加工潜能，使蟹礼盒溢价 50%。借力品牌塑造、人才

培育和技术革新，深挖农产品附加值，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为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活力。 

4.3. 得荣经验：托底性帮扶与产业链强链补链 

得荣县以政策扶持注入活力，技术升级凝聚实力，市场拓展彰显魅力，用 2500 万元帮扶资金为高山

葡萄酒产业注入强劲动力，完善冷链物流、升级酿酒技术，并吸引 6 家企业入驻，形成“种植–酿造–

体验–旅游”的全链条发展模式[36]。得荣县以地理标志认证赋能，区块链溯源加持，使葡萄酒在东南亚

市场大放异彩，溢价 60%，出口年增 45% [37]。2023 年，得荣县葡萄产业链综合产值超 1.2 亿，农户户

均增收 1.5 万，新增超两百岗位，乡村经济被有力激活。 
该模式亮点在直击产业链短板，以村党组织书记牵线企业需求，服务区优先采购本地农产品，打造

“葡萄酒 + 旅游”农旅融合体，2023 年接待游客 12 万人次，为项目贡献 30%收入，印证欠发达地区需

政策补短、三产融合延链，构建多方联动的可持续机制。 
简言之，三地实践揭示电子商务赋能乡村的深层逻辑：政策、技术、产业、市场四维机制通过动态

协同形成闭环生态。连城以党建整合资源推动全链数字化，泗洪借品牌实现产品溢价，得荣通过政策托

底完善产业链，均印证“政策撬动技术、技术激活产业、产业反哺市场”的递进关系。更关键的是，三地

均构建“人才–生态”共生系统：泗洪“新农人”与连城“数字乡贤”通过技能传递激活集体动能，表明

电商赋能本质是要素重组打破产业边界。区域发展可采取分层策略–发达县域强化技术生态，中等地区

侧重品牌突围，欠发达县域借力政策托底，最终形成“数字经济扎根乡土、农民成为振兴主角”的协同

发展格局。 

5. 挑战与对策建议 

5.1. 现存挑战 

5.1.1. 基础设施结构性短板：城乡数字鸿沟与冷链物流失衡 
冷链物流覆盖率不足成为制约农产品上行的关键瓶颈。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我国县域冷链物流节点

覆盖率不足 40%，西部县域冷链节点覆盖率仅 28%，较东部低 40 个百分点，生鲜损耗率比发达国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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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倍[38]。得荣县虽通过专项帮扶资金建成冷链物流中心，但全县仍有 6 个行政村未覆盖冷链设施，葡

萄运输成本占比超 35%，直接影响产品市场竞争力[39]。 
数字化基础设施区域失衡进一步加剧城乡差距。东部县域每平方公里有 3.5 个 5G 基站，可西部欠发

达地区每平方公里仅 0.8 个。以连城县为例，其“1 + 17 + 248”物流网络虽覆盖全县，可村级电商服务

点里，数字化设备配备率不到一半，这让农产品检测、直播带货等工作难以顺利开展。此类结构性不足，

既降低了农产品上行效率，也不利于农村电商向智能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5.1.2. 产业升级内生动力不足：同质化陷阱与价值链断裂 
农产品品牌化发展脚步难以跟上市场需求的变化。从数据来看，全国县域农产品注册商标里，拥有

地理标志认证的区域公用品牌只占 18.7%，而法国、意大利等农业强国这一比例超 60%。以某中部省份

为例，60%的县域农产品集中在米面油等初级品类，附加值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22 个百分点。泗洪县“宿

有千香”品牌覆盖 20 类农产品，可 43%的农户依旧沿用传统种植模式，标准化生产覆盖率不到 50%，使

得品牌溢价没能充分转化为农户收益[40]。 
更深层次的问题体现在产业链延伸不足。泗洪县的螃蟹礼盒有 50%的溢价空间，可深加工环节依赖

人工操作，自动化设备渗透率不足 30%，制约了产能提升。得荣县葡萄酒产业虽打造了“种植–酿造–

旅游”链条，但深加工技术仍停留在传统工艺层面，缺乏开发高附加值产品的能力。相关研究显示，在

农业全产业链增值中，加工与营销环节占比应超 70%，而我国目前仅为 45%，凸显出价值链断裂的风险。

这种品牌建设与产业链升级的双重滞后，正成为制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 

5.1.3. 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错配：结构性短缺与流动失序 
当前农村数字化人才面临结构性失衡问题，呈现数量与质量双短缺特征。据 2024 年统计，全国农村

电商人才缺口达 230 万，其中数据分析、跨境运营等中高端岗位占比超 40%。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存在

显著错位，广西职业院校电商专业毕业生对口就业率仅 28%，企业实际需求难以满足。泗洪县“新农人”

团队中，仅 15%成员具备供应链管理能力，多数从业者仅掌握基础直播技能，难以适应产业升级需求。

这种人才断层现象，既制约农村电商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也加剧了城乡数字鸿沟的深度。 
人才流失问题更给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连城县调研显示，35 岁以下农村电商从业者中，72%计划

在 3 年内向城市迁移，收入差距(县域平均工资仅为城市水平的 58%)、职业发展通道匮乏是主因。与此同

时，“数字乡贤”返乡机制缺乏长效激励，技术顾问平均服务周期仅 1.2 年，难以形成持续创新动力。社

会学研究表明，乡村人才“候鸟式”流动与城乡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均密切相关，亟待通过系统性政策

干预，破解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用不好”的结构性困局，为乡村数字化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5.2. 对策建议 

5.2.1. 构建“双轮驱动”的基础设施体系 
整合专项资金实施“冷链物流攻坚计划”，明确“中央财政补贴 40%、地方配套 30%、企业投资 30%”

的共建模式(如得荣县可联合 6 家葡萄酒企业共建共享冷链中心，政府按每吨存储容量补贴 800 元)；制定

《县域冷链物流节点布局规划》，2025 年前实现中西部冷链覆盖率提升至 50%。推进“数字基建下沉工

程”，在村级服务点配置集成直播、检测功能的智能终端，借鉴泗洪“数字田园”经验，在村级服务点配

置“智能终端一体机”(集成直播设备、农产品检测仪、数据采集系统)，中央财政按设备价格的 50%补

贴，2025 年实现每村至少 1 台智能终端覆盖。 

5.2.2. 打造“三化联动”的产业升级路径 
制定覆盖全产业链的质量标准体系，推广区块链溯源技术：建立“国家–省–县”三级质量标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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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2025 年前每个县域主导产业至少制定 5 项全链条标准(如得荣县“高山葡萄酒”已制定 23 项标准，

可复制推广)；引入区块链溯源平台，实现“一码溯源”覆盖率达 60%。实施“县域品牌振兴行动”，复

制泗洪“宿有千香”模式统一品牌形象与认证体系提升溢价：实施“千县千品”品牌培育计划，中央财

政每年扶持 100 个县域公用品牌建设，要求地方配套 1:1 资金用于品牌营销；鼓励发展“农业 + 文旅 + 
电商”融合模式：设立“农村三产融合示范区”专项，支持建设“电商 + 文旅”体验基地，如连城县将

地瓜干非遗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拓展产品文化价值，目标 2025 年每县至少建成 1 个融合示

范项目。 

5.2.3. 创新“三维协同”的人才培育机制 
深化“政校行”产教融合，推广广西“以赛促学”模式，2025 年前每个省份至少建立 1 所“乡村振

兴产业学院”，开设“电商直播运营”“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等定向班，实行“招生即招工、毕业即就

业”(如泗洪县“新农人培育计划”已实现 65%留存率)。完善返乡创业政策，将“新农人”创业补贴标准

统一提升至 8~10 万元/人(分三年发放)，并提供 3 年免息贷款(如连城县可扩大 AI 选品算法等技术支持范

围，降低创业风险)；建立“数字乡贤库”，对返乡人才给予技术入股(最高占比 20%)、税收减免等政策。

在职技能提升方面，实施“万名乡村数字导师计划”，从头部电商企业选派导师驻村指导，每人每年补

贴 5 万元；开发“乡村电商云课堂”，要求每个行政村每周开展 1 次线上培训，纳入乡村振兴考核指标。 

6. 结论与展望 

电子商务通过政策、技术、产业、市场的协同创新，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实践表明，政策

资源的整合是最基底的支撑，借助物联网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推进农电产业融合及拓展品牌市场，是打

磨全产业链的关键路径，而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和人才支撑是共同破解冷链物流短板与同质化难题的密码。

未来，乡村产业振兴要不断激发技术创新潜力，加速农村数字基建与技能培训，填补城乡数字鸿沟。电

商的最终目标是让城乡资源平等流通，让农民站上乡村振兴舞台中央，使数字经济在泥土里扎根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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