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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农业数字化转型与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紧密关联。本文深入剖析农业数字化转

型赋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涵盖技术渗透驱动农业生产优化、供应链重构实现降本增效与

流通优化、商业模式创新带来全链路数字化服务等方面。同时，指出当前存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数字专业人才短缺、农产品标准化与品牌建设滞后等困境。并提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人

才培养、推进农产品标准化与品牌建设等实践路径，以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更好地赋能农村电商高质量

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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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
ral e-commerce, covering aspects such as the optim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riven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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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penetr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to achieve cost reduction, effi-
ciency improvement and circulation optimization, and the innovation of business models bringing 
full-link digital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it points out the current dilemmas such as the imperfect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 shortage of digital professionals, and the lag in the stand-
ardization and brand build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t also proposes practical path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enhancing the cultivation of digital talents, 
and promoting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brand build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o as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to better empowe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nd boost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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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蓝图中，农村电子商务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自 2015 年

“农村电子商务”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以来，相关政策不断推动农村电商高速发展。到 2025 年，中

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提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彰显了国家对农村电商发

展的高度重视。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农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农业数

字化”概念源自数字化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最早是由美国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提出。阮俊虎等

人(2020)提出了“农业数字化”这一新的理念，也就是利用数字化的手段，将农产品及其生产过程中的各

种因素与模式转化为数据，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可持续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数字化资源[1]。慕娟(2021)
认为农业数字化转型是指充分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和大量的数字产品，提高我国现代农业的产量和效率

[2]。本文的农业数字化转型是指通过现代农业技术、基础数字设施、产业建设和品牌效应等重构传统农

业生产销售模式，运用物联网，大数据，AI、云计算等技术推动农业从生产方式到产业形态的全方位数

字化变革。 
农业数字化转型与农村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一方面，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力为农村电

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推动了农村电商在运营模式、供应链管理、销售渠道等方面不断

创新。另一方面，农村电商的发展也为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和市场需求，促进农业数

字化技术的不断推广和应用。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合力，

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开辟了新的路径与广阔前景。 

2. 农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 

2.1. 技术渗透：数据驱动农业生产优化 

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于通过技术渗透，实现数据驱动的农业生产优化。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

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农村电商规模持续增长，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2023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比 2014 年增长近 13 倍；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达 5870.3 亿元，同比增长 12.5%，约是 2014 年的 5 倍 1。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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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应用日益广泛，能够实时采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类数据，如土壤湿度、气象信息、作物生长状态

等，从而为精准农业生产提供决策支持。例如，在新疆棉花种植基地通过部署 3000 余个土壤传感器与无

人机巡检系统，结合 AI 算法建立的生长模型，将灌溉用水量降低 40%，化肥使用量减少 35%，单产提升

22%2。同时，在互联网信息技术赋能下，农村电商产业信息流通成本降低，供需主体可实现点对点信息

交流与个性化服务[4]。在产前阶段，利用大数据分析市场需求，农户可以精准规划种植品种和规模，减

少盲目生产带来的风险。在产中阶段，数据驱动的管理系统能够优化生产流程，减少劳动力投入和生产

资料浪费。在产后阶段，通过数字化平台，农产品的销售和物流环节更加高效，进一步降低了流通成本。 

2.2. 供应链重构：降本增效与流通优化 

农业数字化转型对农村电商供应链的重构主要体现在降本增效和流通优化两个方面。互联网改变了

农产品的供应链模式，由原来的以产地到销地的简单多点模式，发展为产地到顾客的分散点模式，而保

障这种供应模式顺畅的就是完善的物流体系[5]。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农村电商通过网络渠道的建立

和扩展，显著改变了农产品供应链的结构和流程[6]。一方面，数字化平台整合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

销售等环节，减少了中间环节的损耗。电商平台可以直接连接农户和消费者，省去了多级经销商的加价

环节，降低了农产品的销售成本。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电商平台能够精准匹配供需信息，提高农产

品的销售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优化了农产品的物流配送体系。智能物流系统可以根据农产品的

产地、销售地和库存信息，优化运输路线和配送方案，减少物流时间和成本。2024 年，广东省供销合作

社首批 38 个冷链骨干网项目实现组网，通过数字化推进一体化运营，在 19 个市 69 个县(市、区)布局建

设项目 88 个、规划冷库库容约 700 万立方米，初步形成“1 个大湾区中心库 + 产销 2 个区域网 + 数字

化等 3 个平台”的格局，补齐了粤东粤西粤北农业主产区缺乏大型公共冷库的短板，积极推动冷链资源

下沉镇村，降低了农产品在冷链运输中的成本 3。 

2.3. 商业模式创新：全链路数字化服务 

全链路数字化服务成为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农村电商作为高效、快速的零售终端模式，

是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重要渠道和平台，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7]。据中国政府网消息，截至 2022 年底，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等部门建设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超 2800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

15.9 万个，农村网商达 1750.3 万家，同比增长 8.5%4。在生产端，电商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为农户提供

生产指导和技术支持，帮助农户优化种植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在销售端，电商平台利用直播带货、社

交电商等新模式，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全链路数字化服务不仅提升了农村电商的运营效率，还增强

了农户与电商平台的粘性，促进了农村电商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此外，数字化技术还催生了农村电商

的增值服务模式。例如，电商平台可以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解决农户在生产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问

题。同时，电商平台还可以整合农业产业链上下游资源，为农户提供农资采购、农产品加工、品牌推广

等一站式服务。 

3. 农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困境 

3.1.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数字基础设施是农业迈向数字化转型以及农村电商得以蓬勃发展的基石。然而，现阶段农村地区在

 

 

1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 
2数据来源：尉犁县人民政府(https://www.yuli.gov.cn/)。 
3数据来源：中国供销合作社(https://www.chinacoop.gov.cn/)。 
4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467
http://www.mofcom.gov.cn/
https://www.yuli.gov.cn/
https://www.chinacoop.gov.cn/
https://www.gov.cn/


王思宇 
 

 

DOI: 10.12677/ecl.2025.1451467 1839 电子商务评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暴露出一系列明显的不足。在网络覆盖领域，偏远农村地区的网络状况令人担忧，

由于地理环境复杂、人口分布稀疏等因素，部分地区网络信号微弱，难以稳定地进行数据传输，无法满

足电商业务对实时性的要求。这直接导致农民难以第一时间获取市场动态信息，无法及时掌握农产品价

格波动、消费者需求变化等关键信息，农产品线上销售也因网络不畅，难以拓展到更广阔的市场范围。

在农村物流配送领域也存在诸多缺陷，农产品多以生鲜为主，运输过程中需要特定的低温环境来保持新

鲜度，而农村地区地广人稀，物流配送线路长且分散，冷链物流设施严重缺乏，无法满足生鲜农产品对

储存和运输条件的严格要求，致使新鲜的农产品在漫长的运输途中损耗加剧，降低了品质，导致无法满

足消费者对农产品新鲜度的消费需求，进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3.2. 数字专业人才短缺 

人才是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和农村电商发展的核心动力源泉。乡村建设需要大量优质人才支持，要

加大力度培育乡村实用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治理人才等[8]。当前农村地区面临着严峻的数字专业人才

短缺问题。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这

使得农村地区在吸引高素质数字专业人才方面缺乏竞争力。同时，农村现有的电商从业者大多未接受过

系统、专业的电商知识和技能培训。他们在数字化技术应用方面能力有限，对电商平台的复杂功能理解

和掌握不足。例如，在店铺运营方面，可能无法熟练运用平台的推广工具提升店铺流量；在客户服务方

面，缺乏专业的沟通技巧和处理投诉的能力。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农村电商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阻

碍了农村电商业务的高效开展。同时，地方高校和职业院校在相关专业设置上，未能充分结合农村电商

的实际业务需求，课程内容过于侧重理论知识传授，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实际工作中

难以迅速适应农村电商多样化、实践性强的工作场景，造成人才供给与实际需求的脱节，进一步加剧了

农村电商人才短缺的困境。 

3.3. 农产品标准化与品牌建设滞后 

农产品的标准化和品牌化是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品牌建

设和维护是提高乡村产业竞争力的可行路径之一[9]。目前，我国农产品在这两个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在

农产品生产环节，以小农户为主体的生产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小农户生产规模小且分散，难以形成统一

的生产标准和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农民生产观念较为陈旧，在对电商的经营过程中，往往更注重生产

环节的投入，从而忽略了产品的品牌建设与品牌价值[10]。众多农户和小型电商企业对品牌建设的重要性

认识不足，缺乏品牌建设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例如，在品牌策划方面，未能深入挖掘农产品的独特

价值和文化内涵；在包装设计上，缺乏创意和吸引力，无法突出产品特色；在宣传推广环节，投入资源

有限，推广渠道单一，导致农产品在市场上缺乏辨识度和知名度，难以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和购买。而且，

农产品从品牌的定位、策划、包装设计，到市场推广、品牌维护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然

而，农村电商企业普遍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有限的资金难以支撑品牌建设所需的各项成本，这使得农

产品品牌化发展进程缓慢，无法形成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品牌，严重阻碍了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 

4. 农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实践路径 

4.1.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基础性保障

的关键角色。农村地区网络覆盖不均，部分偏远区域网络信号微弱甚至全无，需要加大资金投入与技术

支持，通过增设基站、升级网络设备等举措，不断扩大网络覆盖范围。农民才能在第一时间便捷地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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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市场信息，精准把握市场动态，进而借助互联网拓展农产品的线上销售渠道，

将自家优质的农产品推向更为广阔的市场。同时，物流配送体系同样是农村电商发展的核心环节。农村

电商平台运作应该改变独立经营模式，提高平台之间的协作与资源共享程度，提高农产品尤其是生鲜产

品的保鲜、冷藏物流水平[11]。冷链物流能够极大地延长农产品的销售周期，减少因腐烂变质造成的损耗。

此外，构建功能完备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亦是不可或缺。平台应整合农产品质量追溯、市场行情分析

等多项关键服务。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可让消费者清晰了解农产品的生产过程、施肥用药情况、采摘时

间等详细信息，增强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任。市场行情分析服务则能为农村电商从业者提供准

确的市场数据与趋势预测，助力其合理安排生产与销售计划。通过这样一个全面、准确的信息支持平台，

农村电商能够实现规模化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 

4.2. 强化数字人才培养 

数字专业人才无疑是农业数字化转型和农村电商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引进和培育高质量的数字农业

人才，有助于各类农村经营主体准确认知电商发展理念、把握所在行业发展风向，最终实现产业的数字

化、连锁化、品牌化转型[12]。一方面，开展电商技能培训和实践锻炼是提升农民电商素养的重要途径。

组织专业机构或电商平台深入农村，为农民提供系统且全面的电商知识培训。实践应用方面，则教导农

民如何进行网络营销、客户关系管理等。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帮助农民切实掌握电商平

台的运营技巧，深入了解市场规律。积极鼓励农民在各大电商平台开设自己的网店，亲身体验电商运营

的全过程，在实际操作中积累宝贵经验，逐步提高电商技能和市场意识。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电商服

务体系也至关重要。为农民提供电商咨询、技术支持等一站式服务，能够有效降低农民在电商运营过程

中的成本和风险。农民在电商运营中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获得专业的解答与帮助，避免因技术难题或

运营失误而遭受损失。此外，通过校企合作、实习实训等方式，让学生深入农村电商企业，了解行业发

展动态，为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适应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4.3. 推进农产品标准化与品牌建设 

推进农产品标准化与品牌建设是提升农村电商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举措。从农产品的生

产源头抓起，规范种植，明确农药、化肥的使用种类确保农产品的品质与安全。加强对农产品生产全过

程的监管，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农产品的质量可控和可追溯。消费者通过扫描产品二维码等方式，即

可获取农产品的详细生产信息，增强对农产品质量的信任。同时，打造品牌故事能够赋予农产品更深层

次的内涵和价值。挖掘农产品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打造独特的品牌故事。例如，某些农产品可能

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或是与当地的传统节日、民间传说紧密相连。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多种渠

道广泛传播品牌故事，让消费者在了解农产品的同时，产生情感共鸣，增强对品牌的认同感和忠诚度。

此外，可以通过积极拓展线上营销渠道，运用搜索引擎优化、社交媒体营销等先进手段，提高农产品品

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农产品的推广和销售，与消费者进行互动交流，及时了解

消费者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推动农产品品牌化发展，使农村电商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实现

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农业数字化转型与农村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已紧密交织为推动农村

经济进步的关键力量。本文从技术渗透驱动农业生产优化，到供应链重构实现降本增效与流通优化，再

到商业模式创新打造全链路数字化服务，农业数字化转型为农村电商发展注入了强大动能。然而，我们

也清晰地认识到，当前面临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数字专业人才短缺以及农产品标准化与品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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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滞后等诸多困境。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网络覆盖范围，提升物流配送水平，搭建数字化

公共服务平台，为农村电商发展筑牢根基；强化数字人才培养，开展电商技能培训与实践锻炼，建立完

善的电商服务体系，为行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推进农产品标准化与品牌建设，规范生产流程，

打造独特品牌故事，拓展线上营销渠道，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随着各项实践路径的深入推进与持续

优化，农业数字化转型必将为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农村电商也将在农业数字化的

浪潮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助力农村经济实现腾飞，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美好愿景逐步成

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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