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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电子商务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本文深入探讨民族地区电商发展情况，

分析其研究背景与意义，阐述在市场规模扩张、基础设施完善等方面的发展现状，对当下电商发展的主

要路径和模式进行探究，并分析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带来的成效。针对人才缺乏、质量监控不足、品

牌建设落后等问题，提出政策扶持、产业融合、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等发展策略。研究发现，民族

地区电商发展在经济效益上推动就业创业、促进产业升级，在文化效益上促进文化传播与传承。未来，

借助新兴数字技术，民族地区电商有望在国内外市场取得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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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e-commerce has become a cruci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economic de-
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is paper delves deepl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alyzes its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expound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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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in aspects such as market scale expansion and infrastructure improve-
ment, explores the main paths and models of current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analyzes the 
effects it brings in economic, cultural and other aspects.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talents, insufficient quality monitoring, and backward brand buil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ch as policy support,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are 
put forward.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pro-
mote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boosts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erms of economic 
benefits, and promotes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inheritance and enhances ethnic cultural iden-
tity in terms of cultural benefits. In the future, by leveraging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e-com-
merce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s expected to achieve greater development i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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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中，数字网络和通信技术设施为全球的个人和组织提供了一个全球化的平台，以实现相

互之间的交流、沟通、合作。数字经济主要是指为电子商务或由电子商务引起的贸易行为制造、供应电

子产品和服务的经济过程[1]。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电子商务在技术、平台、方式、

路径和成效等方面都有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电商扶贫”是产业

发展脱贫的一种重要渠道，要培育电子商务市场主体[2]；印发《关于促进电商精准扶贫的指导意见》，

要求大力推进电子商务与农产品销售有效衔接。在此基础上，民族地区的电商发展既是带动民族地区经

济发展、缩小经济差异、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也是展示民族文化、促进文化发展、帮助民族地区

与其他地区交流交往交融的路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分布范围广。民族

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民族农产品、手工艺品、农副产品各具特色，具备了电商差异化

竞争优势。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地区(如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云南、贵州等

地)的电商发展呈现出快速增长、深刻变革、潜力巨大的总体情况。但是民族地区多偏僻落后，地理位置

偏远、交通运输不便、产业链不完善、产品滞销等问题限制地区商业发展，长期以来，虽然资源丰富产

品独特但是没有与市场接轨的路径。同时，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局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

较城市地区存在一定差距，传统经济模式发展逐渐疲软，在数字经济时代借助电商帮助实现民族区域发

展，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本文通过研究背景、发展现状、问题分析等方面对在数字经济时

代民族地区电商发展的路径与成效进行分析。 

2. 数字经济时代民族地区电商发展的现状 

2.1. 民族地区电商发展的总体情况 

2.1.1. 市场规模显著扩张 
民族地区的电商市场规模在近年来实现了可观的扩张，表现为交易数额显著上升和网商数量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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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从交易数额来看，许多民族地区的电商交易额、网络零售额等指标都实现了大幅增长。以新疆地区

为例，截至 2024 年，新疆网络交易额同比增长 9.77%，其中网络零售额增长 13.62% (实物型增长 11.51%，

服务型增长 18.15)。2024 年中国县域博览会在广州举行，通过电商平台，广西、贵州两省(区)分别组织了

31 个、24 个县参展，仅广西就实现了 70 个涉农签约及农产品采购项目合作，产销对接金额达 35.42 亿

元[3]。 
与此同时，民族地区的网商数量也增加，越来越多民族地区的商家入驻电商平台，售卖民族特色产

品的店家层出不穷。2024 年上半年，贵州全省网商数量达到 47.99 万个，同比增长了 15.11%，大多为售

卖贵州特色产品，如特色农产品、民族手工艺品等，开拓了更为丰富多元的线上销售路径。网商的增加

不断丰富市场主体，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促使商家不断优化，推动整个电商市场的交易活跃度大幅提升。 

2.1.2. 基础设施逐渐完善 
首先国家对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投入的不断加大，民族地区的网络覆盖范围持续扩大，网络速度显

著提升。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城镇和农村都已实现宽带网络和 4G/5G 网络覆盖，全国民族地区累计建成超

3 万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甚至内蒙古地区行政村覆盖率超过 60%，光纤通达率超过 95%。网络的普及使

得民族地区有了发展电商的工具，增加与外界的沟通，是商家和消费者联系的重要纽带。 
其二，为解决物流配送难题，民族地区积极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4]。截至 2024 年，新疆等民族

自治区的县级物流配送中心覆盖率超过 90%，村级覆盖率超 75%，偏远地区的配送时效也大幅缩短。以

贵州省为例，在 2015 年，贵州省实现了“县县通高速”的目标，使得物流效率提升，扩大了市场覆盖面，

配送方式不再是一大阻碍，贵州猕猴桃、刺梨等新鲜的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往外地输送，确保产品快速

出县，通向全国。不止贵州，西藏、宁夏等民族自治区在高速、高铁、空运等物流配送的发展，物流网的

建设都日益完善。 

2.2. 主要发展模式 

2.2.1. 政府主导型 
政府主导模式是指通过政府制定的政策扶持、教学指导、资金帮助、整合管理等手段，以政府为主

导，帮助民族地区借助数字经济手段发展电商，帮助电商与地方经济模式相融合。政府主导模式具有多

方面显著优势。政府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如设立电商扶贫专项资金、对电商企业给予税收优惠、组织

进行电商创业指导等，营造良好的电商发展环境。例如贵州省首先提出支持民族自治县实现电商示范县

全覆盖；甘孜州下发“甘孜州加快构建‘4 + 6’现代服务业体系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等。

然而，政府主导模式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政府的过度干预可能抑制市场活性，对政府的过

度依赖丧失了自身的创新力和主动性。 

2.2.2. 平台赋能 
5G 和千兆光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覆盖民族地区，平台赋能模式在民族地区电商发展中展现出多方面

的优势。平台为民族地区商家提供了便捷、高效、广阔的电商运营条件，降低了商家开展电商业务的技

术门槛，也降低了一些个体商户、低流动资金商家的开店成本。平台还能够帮助民族地区商家优化沟通、

物流等环节，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淘宝、京东、拼多多等传统网购平台为民族地区产品的销

售提供一个专业销售和上架渠道；而抖音、小红书等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电商的营销模式，

生动展示产品的制作过程、文化内涵和特色优势，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再结合直播带货，提高产品影响

力。如苗族的“苗银”“蜡染”通过平台走向世界，将这些精美的传统工艺通过电商送到每一个为之倾倒

的消费者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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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存问题 

3.1. 人才缺乏问题 

首先，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来说比较落后，教育水平普遍偏低，有限的文化水平难以熟练运用

新兴商业工具。同时，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外出读书的年轻人不愿意再回到家乡，本地人才“空心

化”“老龄化”，留守农民接受能力、执行能力和兴趣都有限，电商无法在这些地区落地实行。其次，民

族地区引进人才也较困难。最常见的问题有薪资待遇不高、人才吸引力不足、单一人才无法实现协作等。

还有民族地区独特的文化冲击的问题。一些人才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适应民族地区一些独特的文化，

也担心自己无法理解文化差异而造成冲突，因此不愿意到民族地区进行支援。最后，虽然政府牵头进行

电商培训，但是电商运营往往是由多个环节组成，对运营、美工、策划等能力培训不足，缺乏创新型全

面型的人才，培训的覆盖面有限。 

3.2. 质量监控问题 

民族地区的特色产品类别丰富、工艺多样，这是优势，但是这也导致制作工艺无法统一，没有质量

检测的标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部分民族地区缺乏对于一些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重金属含量的检测，

以及工业产品的性能、安全等方面的检测意识有限，无法准确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质量标准。他们对产品

质量标准、法律法规等了解不足，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往往只注重产品的外观和价格，忽视了产品的

内在质量和安全性，不完善的监管体系无法及时发现，引导改正，所以会影响消费者体验和产品口碑。并

且民族地区的电商存在大量手工艺品，相较于机器生产，手工艺品更容易出现质量、形态参差不齐的情况。 

3.3. 品牌建设落后问题 

鉴于独特的民族文化，民族地区在建设特色品牌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大部分民族地区品牌

意识薄弱，品牌塑造力、推广力都较为疲软。民族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特色资源，但在品牌塑造过程中，

往往不能结合产品文化内涵进行建设，难以在市场上脱颖而出；有的虽然重视用民族形象做品牌，但是

相似度过高，例如光是以“苗阿妹”为名字的酸汤品牌就有很多家。同时，地理标志品牌也较少，没有利

用好地理标志带来的效应。其二，品牌的营销和宣传手段落后。民族地区的电商大多数规模较小，资金

有限，并不会重视营销投入。再加上缺乏宣传，品牌的知名度无法走出地界，难以提升知名度打开销路。 

4. 民族地区电商发展路径分析 

4.1. 政策驱动策略 

政策支持是民族地区发展电商的重要支撑，目的是通过强化政府引导力而发挥数字技术对电商的赋

能作用。首先，由于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先天市场弱质性，其投资收益期限较长、收益率低，

这影响社会资本的直接投入[5]。因此，政府可以为民族地区拨款专项基金补贴，提供小额信贷、金融创

新服务，降低融资成本，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保障社会资本的合理收入，解决中小微企业资金限制电

商发展的问题。其次，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以中央政策为引领，因地制宜将地方政策细化，完善顶层设

计。优化电商注册、商标申请、资金审批、法人登记等政务服务流程。最后，政府能牵头建设民族产业园

区、创立电商品牌，建设产业集聚引导策略，发挥政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帮助民族地区进行电商发展。 

4.2. 产业融合策略 

产业融合是民族地区电商实现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其中，“电商 + 农业”模式具有显著优势。民

族地区特色农产品资源丰富，如蒙古地区的牛肉干、新疆的果干红枣以及西藏地区的青稞等，这些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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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具备较强的吸引力与市场竞争力。推动民族地区电商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能够有效拓展农产品销售

渠道，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电商 + 文旅”模式同样成效显著。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精美的

民族服饰、热闹非凡的节庆活动、独具匠心的手工艺品以及别具一格的民俗文化，均构成了强大的消费

吸引力。将电商与文旅产业结合，借助电商直播等形式进行宣传推广与产品销售，把民族地区独特的文

化转化为富有吸引力的文化旅游产品，打造特色文化 IP，既能充分展示民族文化魅力，又能打破地域和

时空限制，强化线上线下协同发展。例如，新疆喀什将电商与旅游体验紧密结合，游客在游玩过程中可

以试戴维吾尔族小花帽、品尝维吾尔族美食，若游客感兴趣，可通过“丝路云仓”跨境平台下单，商品甚

至能够直邮至中东地区；贵州省雷山县西江苗寨的苗绣传承人通过直播展示刺绣工艺，直播营销额突破

1000 万，不仅带动了当地绣娘就业，线下游客在体验苗绣后还可在抖音直播间购买绣品。此外，还有诸

多产业融合模式需要不同民族地区依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挖掘与探索。电商若单独发展，可能处于缺乏

独特性与竞争力的困境，而通过与多种产业融合，不仅能够拓展产业链，更是充分利用优势资源推动经

济发展的有效举措。 

4.3. 基础设施策略 

在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虽已取得一定成效，然而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要实现全面覆盖并充分发

挥衍生效应，仍需进一步加大力度。当前，应着重加大对民族地区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的投入。积极推动

光纤网络以及 4G/5G 网络在民族地区的广泛铺设，实现网络信号的覆盖。在此过程中，可与移动、电信

等运营商开展合作，针对电商从业者的实际需求，量身定制优惠网络套餐。通过这种方式，有效降低网

络使用成本，为电商业务的顺畅开展提供稳定、高效的网络支撑，确保电商交易、直播带货等各类业务

能够不受网络因素制约。此外，物流配送体系的完善对于民族地区电商发展亦至关重要。完善物流配送

体系，不能仅仅着眼于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大型仓库、中转站、服务站这些方面均是电商基础设施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民族地区电商产业竞争力、促进电商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贵州省已经实现县县通高速，但是如青海、西藏等地因交通覆盖不足，常出现快递不包邮或者无法配送

的情况[6]。因此，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关系着电商发展，应在现已取得的成果上更进一步的完善。 

4.4. 人才培养策略 

民族地区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匮乏。一是民族地区没有建立有

关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系；二是民族地区对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缺乏吸引力；所以，最基本也是最迫切的

问题就是人才的培养[7]。民族地区要进行人才培养，关键就是吸引外来人才和强化本土人才。通过政策

倾斜和待遇提升吸引人才，与民族院校签订定向培养计划，开设相关电子商务类课程，通过人才引进机

制确保人才流入，通过提升自身产品前景和人才发展环境以留住优秀人才；针对本地创业者进行培训，

根据需要精准进行培养，进行电商创业群体的精准孵化，提升专项技能，达到不完全依靠外来人才，培

育更了解当地经济模式和文化习俗的本土人才。政府应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和返乡青年投身

电商行业[8]。作为民族地区，当地外出的年轻人是最了解家乡也是不用担心受到文化冲击的人才群体，

一定的政策帮扶和电商发展潜力也是吸引他们返乡创业的关键。当然，民族地区和外来人才都要正视文

化差异，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才是优秀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一环。 

5. 民族地区电商发展成效评估 

5.1. 经济效益 

电商于民族地区的蓬勃发展，催生出颇为可观的经济效益。通过分析电商路径和成效，为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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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电商模式和策略，利用民族地区产品独具文化特色的优势，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

民族地区个体收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就业与创业维度，电商搭建起全新的就业渠道。民族地区

居民借助电商平台，能够便捷地将本地产品推向市场，显著降低了创业成本，商家进入市场的初期成本

降低。电商扶贫亦成为民族地区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工具。它打破了地域壁垒，使民族

地区产品的市场覆盖范围大幅拓展，例如在农产品和农副产品上，“直播带货”等方式有效解决滞销问

题，不仅为产品供应者带来收入与利润的双增长，也切实提升了当地收入水平，还为民族地区经济注入

了强劲动力，有力推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从产业发展视角而言，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向高级形态转变，

电子商务为其提供了有益的根基条件[9]。伴随民族地区电商交易市场的持续扩张以及产业结构的日益完

善，电商驱动产业升级并促使产业链得以延伸。电商能帮助民族特色产品的外售，同时，正是因为有这

些仅靠传统市场无法“出圈”的特色产品，电商平台的使用量、交易额大幅上升，二者相辅相成，满足着

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在此过程中，传统产业加速向数字化转型，交易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电商俨然已

成为民族地区实现高经济效益的核心引擎，对优化产业生态、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5.2. 文化效益 

作为民族地区，无法忽视的是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灿烂而又独特的文化在电商的影响下焕

发出新的生机。电商促进民族文化传播与展示，借助电商平台，将文化元素通过图文、视频、产品的形

式传播到各地，民族手工艺者借助电商平台展示手艺、展示特色产品、展示其工艺下蕴藏的先人智慧。

得益于其带来的高经济效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了解、学习民族传统手工艺，传承意愿增强，一些本

不受重视的濒危文化形态也被注入了新活力。而且，为适应电商市场需求、扩大产品竞争力、并在类似

产品中取得优势，在产品类型、产品设计、表现形式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既符合当代消费者审美要求，

又让古老的民族文化在顺应时代发展焕发生机。民族特色产品的畅销也从侧面展现出当代对民族文化的

认可和欣赏，因为喜欢，因为感受到了文化蕴含，消费者会愿意为其买单，若能在远方买到民族地区的

特色产品，何不为一种新奇的文化体验。电商加强了各民族间的交流，消费者在购物中深入了解不同的

民族文化，民族地区商家也通过与外界的交流了解到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此得到强化，增进了民族间的交流和理解，其带来的文化效益斐然可观，电商的发展帮助民族地区发

展，一定程度上也能加强民族间的合作，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保障各民族之间和谐的关系。 

6. 结论 

未来，数字经济背景下民族地区电商发展将向类型多元化、产业融合化、市场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新业态的发展下，政策不断完善，构建“民族文化 + 电商”的创新模式，将自身产品独具特色的优势发

挥到极致。产业链的整合升级，通过“电商+”模式创新，将民族地区的各类产品和农户、企业家、创业

者等群体结合起来，共同发展。此外，电商打破了时空限制，民族特色产品将通过数字化营销实现品牌

化、国际化，民族地区的产品将不仅仅在国内销售，其销路不只覆盖亚洲，更会走向世界各地，灿烂的

民族文化产品将在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力，为“中国制造”注入文化内涵。最终，民族地区电商蓬勃

发展，带动当地经济和个体收入，为乡村振兴作出巨大贡献。 
综上，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地区电商发展展现蓬勃生机，蕴含巨大潜力，发展

前景明朗。尽管当前面临人才短缺、质量监控体系不完善、品牌建设滞后等诸多问题，但通过实施一系

列针对性策略都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和提升，电商发展路径多样。民族地区电商已在经济和文化各方面

取得显著成效，不仅推动了当地经济增长、增加了居民收入、促进了产业升级、优化了产业结构，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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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互联网突破限制，传播民族文化、展现文化自信，增强了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与交流，在民族地区发

展电商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独特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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