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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城乡发展的不均衡致使农村经济与交通发展相对滞后，这成

为我国农业物流效率偏低以及农产品滞销的关键因素，所以提升我国农业物流效率、推动电商发展迫在

眉睫。Y市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条件，产出的农产品不仅产量可观，而且品质优良。然而，由于地处

偏远地区，其农产品物流与电商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故而，有必要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凝聚

社工力量，当好政策的引领者与倡导者。如此一来，不仅能够促进农产品物流水平的提升，还能强化并

推动Y市的助农行动，对农村扶贫工作的开展以及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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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deficienc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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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has led to the relatively lagging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transportation. This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low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logistics and the unsalable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Therefore, it is 
extremely urgent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agricultural logistic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
ment of e-commerce. City Y, with its unique natural and climatic conditions, produces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at are not only substantial in quantity but also excellent in quality. However, due to its 
location in a remote area,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logistics and e-commerce in this 
city is relatively slow.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social workers, gather the 
strength of social workers, and act as leaders and advocates of policies. In this way, it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logistics, but also strengthen and ad-
vance the agricultural assistance activities in City 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lemen-
tation of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s Logistics, Rural E-Commerce,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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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农村电商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然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商务部电子

商务和信息化司发布的《2023 年上半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发展报告》[1]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网络零

售额 1.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5%。显然，农村电商呈现快速扩张，农产品销售线上渗透率持续走高的

发展态势。 
“有效治理”是落实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共同富裕的保障要素，是全党工作

的重中之重。党的二十大指出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强调“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

农村”[2]。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电商物流作为连接农村生产与城市消费的重要桥梁，其

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农产品上行的效率和农民收入的增长。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支持

乡村电商物流的发展，如《关于加强农村电子商务工作的意见》和《推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旨在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促进农村电商物流体系的建设和优化[3]。2023 年中国新电商行业继续保

持稳步增长，全国网上零售总额达到 15.42 万亿元。在农村地区，新电商模式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23
年，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2.49 万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 0.59 万亿元。通过电商平台，更多农村特色

产品得以进入全国市场，为农民带来了新的收入渠道，同时也推动了乡村经济的数字化转型。然而，乡

村电商物流快速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物流配送成本高、人才短缺等问题，这些问题

的存在严重制约了乡村电商物流的高质量发展[4]。 
社会工作是助人的专业，本质是科学有效的助人活动，专业社会工作的最基本特征是助人的价值观、

科学的方法、职业性的助人过程和为人解困的效果[5]。社会工作聚焦解决生活困境，提升个体与社会系

统功能，在促进人际和谐、社会公平方面作用积极。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乡村电商物流存在人才短缺、

发展意识薄弱等问题。凭借专业优势，社会工作介入该领域，调动多元主体参与，构建协同机制，针对

痛点制定方案。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意识培育、资源整合等服务，为乡村电商物流注入人力活力，夯实

社会支持网络，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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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 市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产品之间的关系 

2.1. 农产品品牌塑造助推 Y 市乡村振兴发展 

2022 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起

点，产业振兴在乡村五大振兴中占据核心地位。Y 市紧扣脱贫攻坚战略任务，着力增强贫困群众持续稳

定增收能力。以 Y 市为例，当地通过精准定位农产品品牌，凝练出“凉州农鲜”品牌的“一马当先、双

安双创、三沿三带、四季尝鲜”核心价值。并创新采用文创赋能方式，联合物流企业拓宽销售渠道，实现

农产品全国流通；同时借助展览会等平台强化品牌宣传，有效提升 Y 市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为乡村振

兴注入强劲动力。 

2.2. Y 市以乡村振兴为引领，推动农产品物流与电商协同发展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农产品展销会成为助力地方特色农产品推广的重要平台。Y 市积极把握契

机，通过展会经济开拓市场。2020 年广州国际农产品博览会上，Y 农产品实现销售额 2995 万元；次年 4
月，“凉州农鲜”作为凉州区区域公用品牌，组织 10 家企业携 50 余种产品参展，斩获 3800 万元销售佳

绩。为深化品牌影响力，Y 市联动多家物流企业拓展销售渠道，精心筛选 14 家企业的 16 类 60 种优质农

产品上线销售，有效推动农产品物流产业升级，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活力。  

2.3. Y 市乡村振兴推动农村产业升级 

在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农业发展的背景下，电商物流通过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

合，有效破解农业生产技术服务难题，推动农业与互联网、物流产业跨界协同，催生出全新产业链形态。

同时，电商物流带来的新型商业模式与思维理念，极大激发了农村创新活力。众多农民积极投身农产品

电商销售，借助直播带货等新兴形式拓宽销路；大量年轻人受电商物流发展吸引返乡创业，依托互联网

与物流网络开展创新实践，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Y 市农产品物流及电商在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 农产品批发市场监督管理混乱无序 

Y 地处我国西北的欠发达区域，当地农业批发市场的整体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呈现出下滑趋势。农

产品批发市场的数量有限，场内人员活动与农产品陈列较为杂乱无章，农产品的贸易途径较为单一，贸

易流程及支付方式相对滞后。这些问题致使当地农产品不仅产量难以提升，产品附加值也处于较低水平。

农民即便努力提高产量，收入却难以实现增长，严重制约了农业工业化的推进速度。此外，农产品批发

市场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普遍偏小，市场交易价值有限。以 Y 市民勤县为例，全县仅建成大滩、泉山、

西渠等 7 个乡镇农贸市场，以及朱雀现代农业物流园、收成、西渠等 7 个农产品批发市场，与经济发达

地区相比，市场数量差距显著。 

3.2. 物流基础设施不完善 

其一，农村道路状况欠佳，这是阻碍电商物流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大量农村区域的道路既

狭窄又严重破损，致使大型运输车辆通行受限。这一状况不仅拖慢了物流配送的效率，让时效性大打折

扣，还使运输成本显著增加。在部分地理位置较为偏远的农村，其道路条件根本无法为乡村电商物流的

高效运作提供有力支撑。大型运输车辆在配送时遭遇重重阻碍，无奈之下只能依靠人力搬运或者小型车

辆进行物流运输。如此一来，物流效率大幅降低，货物在运输途中受损的概率也大幅提高，在无形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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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重了物流成本负担。 
其二，现代化仓储设施短缺，是乡村电商物流发展进程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多数乡村地区

由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以及专业人才匮乏，难以构建起现代化的仓储设施。这就导致农产品在储存时

缺乏合适的环境，大量农产品在储存期间出现变质、腐烂现象，农产品的品质和价值因此受到极大影响

而严重降低。 
其三，农产品物流运输对于冷链物流设施具有较高的要求，但是许多农村地区冷链物流设施不足，

无法保证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新鲜度和品质。对于易腐烂的农产品来说，这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冷

链物流设施的不足还有一定几率导致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污染，影响消费者的健康[6]。 

3.3. 农村电商发展进程迟缓，存在专业化物流人才匮乏的困境  

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网络状况不佳尤为突出。以 Y 市的部分偏远乡村为例，4G 网络覆盖

存在盲区，网络速度较慢，难以满足电商业务对高效网络的需求。正如肖美婷[7]等认为目前兰州市农村

地区网络覆盖率高，但有关特色农产品信息交流平台的建设尚不完善，居民掌握不了互联网的基础操作，

很难把握市场需求变动。付淼[8]认为在当今社会，技术的作用至为关键，那些较为落后的技术，如果不

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终将会淘汰。 
Y 市在吸引电商人才方面面临较大挑战，对于电子商务人才培训的投入以及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环境的重视程度不足。由于缺乏常驻的专业助农直播人员，使得当地农产品电商销售业绩不佳，未能充

分发挥电子商务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作用，难以实现电商富农的目标。 

4. 乡村振兴视角下社会工作助力农产品销售和物流 

4.1. 凝聚社工能量，赋能乡村振兴事业 

社会工作不仅聚焦扶贫实践过程，对扶贫成果也予以高度关注，致力于让扶贫成效更为长效持久。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社会工作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催生出“社会工作 + 乡村振兴”以及“乡村振兴 
+ 社会工作”等创新模式，在社会工作领域中崭露头角、影响深远。 

近年来，Y 市民政局大力加强对社会工作者的培训工作，持续对社会工作者参与本地社会管理与公

共服务项目的情况进行考察。民政局充分认识到社工组织在社会管理及乡村振兴工作中的积极价值，借

助其专业优势与主动服务意识，为农村群众提供服务，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满足其不断增长的生活需

求。在项目考察方面，Y 市民政局建立动态化评估机制，对社工参与的乡村电商服务项目进行全过程跟

踪。不仅关注项目的短期经济效益，更注重社会效益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例如，在某村农产品电商帮扶

项目中，民政局通过定期走访农户、开展满意度调查、分析销售数据等方式，全面评估社工在品牌打造、

销售渠道拓展、农户技能培训等环节的工作成效。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服务策略，优化资源配置，

确保项目能够切实解决农村发展痛点。 
值得一提的是，Y 市社工组织在乡村振兴中涌现出诸多成功案例。在某偏远山区，社工团队通过挖

掘当地特色农产品资源，联合电商平台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并协助农户建立标准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

品质。同时，组织村民开展电商技能培训，培养出一批本土电商人才，实现农产品线上销售额大幅增长。

此外，社工还积极搭建城乡互动平台，通过组织城市居民参与乡村体验活动，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同

时，促进城乡文化交流，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民政局充分认识到社工组织在社会管理及乡村振兴工

作中的积极价值，借助其专业优势与主动服务意识，为农村群众提供服务，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满足

其不断增长的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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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寻求政府部门政策支持 

首先，社会工作者应深入乡村一线，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座谈会等多种方式，从多个维度调

研乡村电商物流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在充分收集和深度整理数据和信息的基础上，社会工作者可以将其

汇总撰写为详实、客观的调研报告，以便向政府部门有针对性地反映乡村电商物流发展的实际情况，并

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9]。基于调研结论，社会工作者应积极谏言，推动政府制定或完善一系列利好政

策，如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给予财政补贴或实施税收优惠以减轻资金压力，强化人才培养

与引进机制等，全方位助力乡村电商物流发展。 
为保障国家乡村振兴及电商物流相关政策法规精准实施，社会工作者应协同地方政府，系统开展政

策解读与培训工作。实际操作中，可通过举办专题讲座、组织研讨会等形式，联合地方政府官员、村干

部及相关从业者，深入阐释政策内容、目标与要求，助力各方精准领会政策要义。在政策执行阶段，社

会工作者要承担起监督职责，借助定期回访、随机抽查等手段，评估政策执行成效，并及时向政府部门

反馈针对性意见，协助其进行调整优化，确保政策执行达到预期效果。 

4.3. 开展针对乡村电商物流领域的人才培养工作 

首先，制定专业的培训计划。社会工作者可以积极与高校、职业院校等教育机构合作，共同开展针

对性的电商物流专业培训。这些机构通常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师资力量，能够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

培训课程，帮助从业人员掌握最新的电商物流知识和技能[10]。培训过程中，还注重培养其团队协作、项

目统筹、风险防控等管理能力，使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工作场景时游刃有余。鉴于电商物流行业发展迅

猛，培训计划需与时俱进。社会工作者可定期策划培训活动，邀请行业资深专家现场授课，及时传递最

新行业动态与技术突破，确保从业者始终紧跟行业步伐，保持职场竞争力。 
为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乡村电商物流领域，社会工作者可积极对接政府相关部门，推动设立奖学金、

创业基金等激励举措，从经济层面给予年轻人切实支持与奖励，降低其创业风险与成本投入。完善的激

励机制能够充分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激发他们在乡村电商物流事业中大胆尝试新商业模式、运用新兴

技术手段，探索行业发展新路径，为行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此外，社会工作者还可组织创

业大赛、经验分享会等活动，营造浓厚的创业氛围，让年轻人深入了解乡村电商物流行业广阔的发展前

景与潜在机遇，进一步点燃他们的创业热情，增强创业信心。这些活动同时为年轻人搭建起交流学习的

平台，促进他们相互启发、共同成长。 

5. 结语 

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方法为农产品电商发展注入了人文关怀与多元视角。其“助人自助”的核心

理念，促使农产品电商发展不仅聚焦于经济效益提升，更注重培育农民的自主发展能力与电商运营技能，

从根本上推动农村电商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在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通过深入乡村开展培训，提升农

民对电商平台的操作熟练度；挖掘乡村特色农产品，塑造品牌形象，增强市场竞争力；搭建城乡沟通桥

梁，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了农产品电商发展中的诸多难题。 
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社会工作助力农产品电商发展仍面临一些挑战。例如，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在农村地区的分布不均衡，部分偏远地区专业力量薄弱；社工机构与电商企业、政府部门等

相关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以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共享。未来，需进一步加强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鼓励更多专业人才投身农村电商领域。同时，构建更加紧密、高效的多方合作网

络，形成政府引导、社工推动、企业参与的良性互动格局。 
随着社会工作在农产品电商领域的深度嵌入与持续创新，必将为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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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早日成为现实，让农产品电商在社会工作的滋养下，成

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为乡村带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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