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6), 425-430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1758   

文章引用: 杜金怡, 蒋俊明.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电商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挑战与应对[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6): 
425-430. DOI: 10.12677/ecl.2025.1461758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电商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 
挑战与应对 

杜金怡，蒋俊明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 
 
收稿日期：2025年4月23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8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9日 

 
 

 
摘  要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电商在乡村产业振兴中成为关键角色，农产品市场的响应能力和竞争力通过电商提升，

同时推动传统乡村经济创新发展，制约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主要包含物流、人才短缺、基层治理

和金融支持不足等，本文建议构建多层次要素供给体系、推动技术赋能与人才培养、搭建县镇村电商协

同管理体系以及强化金融保障体系，研究表明通过优化政策支持、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及完善保障机制，

农村电商能够破解乡村产业振兴的深层次矛盾，为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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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has become a key role in the revitaliza-
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The responsiveness and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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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improved through e-commerce, whil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rural econ-
omy are promoted. The challenges restric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mainly include logistics, talent shortage,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support. 
This paper proposes to build a multi-level factor supply system, promote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talent training, build a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system for county, town and village e-com-
merce, and strengthen the financial security system. Research shows that by optimizing policy sup-
port,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factor allo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security mechanism, rural e-
commerce can solve the deep-level contradictions in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It will provide 
new driving forces for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integr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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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须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通过健全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和巩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

双向流动，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在这一战略框架下，农村电子商务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动能持续获

得政策支持：自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

以来，2025 年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深化农村产业融合，要求“全面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1]，通过

完善现代流通体系、强化供应链协同、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等具体行为，构建了“电商 + 农
业 + 文旅”的立体化发展模式，政策的演进深刻地揭示了电商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战略价值，它不仅实

现了农产品流通链条的重塑，建设数字化供应链，衔接“小农户”与“大市场”，而且借助“互联网 + 
文旅”的形式激活了乡村多元价值，把传统农耕文化转化为特色旅游体验，使绿水青山产生可持续的经

济收益。  

2.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电商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功能定位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我国先后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数

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政策文件，强调通过电子商务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

进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经济繁荣。电商不仅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新引擎，更是实现乡村产业内涵式增长、优

化产业组织结构、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重要抓手。 

2.1. 电商助力乡村产业内涵式发展 

电子商务在乡村产业的内涵式发展推动中，是一个重要引擎，从实践效果分析，电商平台通过优化

资源配置、匹配市场需求的精准性，实现产品生产效率与质量双提升。这种数字化商业模式不仅突破了

地理局限，减少交易成本，还为乡村特色产品进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提供助力，具体来看，传统经销模

式的中间环节在电子商务中得以省略，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连接，市场响应能力和竞争力显著提升，依

托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技术，电商平台可实时解析市场动向和消费者行为，为乡村产业升级提供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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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信息与科学营销策略。信息对称性提升后，交易摩擦显著减少，资源配置效率也达到更优化的层次，

电子商务在乡村产业中进一步拓展，为传统经济模式注入新的活力。以传统手工艺为例，市场渠道不仅

借助电子商务实现了拓展，还推动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的融合，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网

络直播等新兴模式的助力下，乡村特色产品的转化率提升，为产业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传统向现代、

粗放向集约的内涵式转变在乡村产业中进一步展开。 

2.2. 电商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电子商务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驱动力，涉农电商平台的模式特征与

社会功能，为优化乡村产业组织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要路径。首先，涉农电商平台的多样性促使

乡村产业组织优化实现了地域适应性的提升。基于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涉农电商平台形成了多样

化的运营模式，而这种差异化的模式创新正是乡村产业组织优化的关键驱动力[2]。其次，涉农电商平台

的多样性强化了乡村产业组织的社会属性，在高质量发展要求下，这些电商平台的社会功能在助农增收、

精准扶贫方面有所发挥，这既是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必然路径，也是完善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要求。 

2.3. 电商促进城乡一体化融合 

电子商务当前已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动力，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政策支持力度的提升，

使我国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迈入经济发展新阶段，然而显著的数字差距依然存在，形成了新型城乡不

平等结构，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助力农村地区数字化进程的推动，宽带网络覆盖与移动通信技术的提

升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信息化程度；以电商平台为依托的信息交互平台对接了城

市市场需求与农村特色资源，城乡之间的信息传导效能与共享效率在技术与政策的交互下显著提升。在

农村电商的带动下，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开始向农村流动，农村的劳动力、农产品等也能够

更加顺畅地流入城市，推动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标志着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的完善和城乡要

素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3]。 

3.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电商驱动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的挑战 

国家政策持续支持农村电商发展，但乡村产业振兴仍面临多重结构性障碍，资源禀赋差异使物流体

系与农产品季节供需波动难以匹配，平台规则复杂化则加剧了农村电商人才短缺的困境。基层治理能力

不足和金融支持体系薄弱也进一步限制了农村电商内生增长动力的生成，这些障碍在具体资源匹配和规

则应对中持续存在，难以在供需波动中完全消除。 

3.1. 资源禀赋受限导致产品整合与物流创业难题 

在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对农产品电商物流现状进行的系统性研究显示，部分区域的农产品集

散功能存在显著缺陷，电商物流的综合服务能力有待大幅度增强。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难以应对大宗农产品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集散的实际需求[4]；其二，生鲜农产品集散对特定条件

存在依赖性，而物流服务能力的局限性无法满足相关需求，秋季农产品集中上市时期，本地消费者倾向

于外地农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物流服务能力的局限性导致大规模运输需求无法同步满足，运输周期延

长，商品周转效率降低。此外，部分新鲜农产品对存储和运输条件有较高要求，如海鲜、时令果蔬等，需

要特定的低温保存和保湿运输环境[5]。然而部分地区电商物流服务范围有限，专业化服务难以直接提供，

农户不得不自行寻找城镇的第三方服务商，流通成本增加，农产品集散质量也存在影响。在这些现象中，

流通成本的增加直接与农户对第三方服务的寻找行为重叠，农产品质量的控制也同时在物流覆盖的有限

性下愈加难以达到原有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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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平台规则复杂形成人才短缺困境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首要资源与重要支撑。多数农村电商经营主体是自发成长起来的个体户，从业人

员大多是 40 岁左右的农民工以及返乡大学生，存在部分人员学历层次不高、专业技能欠缺等问题，难以

适应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需要[6]。农村电商领域从业人员在理论与经验方面存在不足，对电子商务平

台规则、精准营销、客户管理等环节的认知较为薄弱，实际工作中，商品采购、网店运营、仓储物流等多

重职责需要兼顾，一人多岗的模式难以实现专业深度发展。当前农村电商市场竞争激烈、模式快速迭代，

从业人员知识与素养难以达到新要求，农村产业基础薄弱且生活条件简陋，在吸引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方

面存在明显短板，这种人才结构缺陷对农村电商发展的制约日益明显。 

3.3. 基层服务管理滞后面临支持不足 

农民主体功能的发挥受到观念认知、能力水平以及资金投入等多重因素的限制，政府部门需调动积

极因素，引导社会资本与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提升涉农主体的参与能力与推动效率。实际操作中，

地方政府的行为受到压力型体制、资源冲突以及上级政策导向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地方政府在制定策略

时需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目标，以农村电子商务为例，地方政府的介入是对上级政策的响应，也是

部分县域涉农企业通过电商平台开拓市场所形成的示范效应的产物，而非县域经济内生发展的结果。然

而推动电商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县政府的初始动力往往源自上级政策要求和考核压力，本地农业农村产

业基础未能进行全面评估，市场研判与系统规划也存在不充分性，比如产业链条的构建基础、产业特色

的形成路径、品牌优势的培育策略以及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型等，都未能充分规划，县域电商发

展因此难以形成自身特色，局限于同质化竞争，差异化竞争优势难以形成，农产品在市场竞争力方面也

未能达到强态。 

3.4. 金融支持不足导致农村电商融资困境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商经济的发展正面临资本循环效率低下的瓶颈，农村地区的经济基础

相对脆弱，叠加市场风险较高和信息传递机制不健全等因素，资本输入渠道受限。金融资本介入意愿不

足，民间资本也表现冷淡，资本供给端疲软进一步加剧了资金获取难度，农村电商企业在资本运作中障

碍多重，资金周转速率偏低，库存积压现象突出，农村物流网络覆盖不足、运营效能欠佳，严重制约商

品流通效率，资本循环的顺畅性也进而降低，这些障碍已然成为掣肘农村电商企业规模扩张以及竞争力

提升的主要障碍。 

4.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电商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对策 

农村电商现已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引擎，在销售农产品和优化乡村产业结构上取得显著成

效，但也遭遇诸多瓶颈，比如基础设施尚不健全、物流配送效率低、技术支持欠缺以及专业人才稀缺等

情况相对突出，这些因素正在掣肘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需从资源投入、技术赋能、多元协作与资金

支撑等层面寻求破解之道，方能为乡村产业注入强劲动能。 

4.1. 构建多层次要素供给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础设施对农村电商发展发挥核心支撑作用，乡村产业体系现代化转型离不

开信息基础设施的优化与完善，必须强化对新一代宽带网络、移动通信设施等关键内容的投入和建设，

为农村电商提供数字化升级的重要依托。全覆盖且高质量的信息网络使农产品数据以最高精度和最快速

度传递至目标用户，物流体系作为农村电商发展的重要一脉，优化和升级物流网络具有关键性作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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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网络，通过层级化的物流管理架构，整合农产品供应链资源，实现生产、加

工、仓储、运输、销售等环节的无缝对接[7]。具体来说县域层面建立物流集散中心，提供区域统筹的支

撑作用，乡级区域设立中转站，负责配送和货物分拣，村级服务点打通“最后一公里”电商服务链，实现

村级物流服务的全覆盖和区域层次升级。 

4.2. 推动技术赋能及创新电商人才培养体系 

建立系统化、农村电商人才的培养体系时，引进与培养需要并重，可以采取“引进来”的方式，借助

外部既掌握电商理论又熟悉农村市场特性的复合型人才，为农村电商注入动力。这些人才的市场洞察力

对发展具有助力，同时，本土化培养路径同样需要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持续性技能培训、学术交流活

动和实战演练等，打造既掌握最新电商技术又深谙农村特征的师资队伍，师资强化后提升了教学的知识

储备，为人才输出提供支持，完成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人才引进方面，构建政策激励与环境优化并重

的长效机制，制定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创业扶持等具体政策，为电商人才营造了发展的政策空间和经

济条件，同时，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生活配套设施和工作环境，可为电商人才提供平台和广阔空

间，实现个人价值，从而为人才梯队的稳定提供助力。 

4.3. 搭建县镇村电商协同管理体系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视角下，构建县域电商协同治理机制可从顶层制度设计着手，完善农村电子商务

综合管理体系并制定支持电商创新主体的政策，持续优化农村电商环境，具体操作时，首先建议强化统

筹规划与服务供给，重点倾斜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在农村电商及相关配套项目方面，科学配置和引导资源，

着力解决县域电商及连锁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配套项目与企业深度合作的痛点。另外抓紧出台可操作的

政策支持举措，补齐制度短板，跨部门统筹项目资源，提高政策资源利用效率，避免闲置浪费现象，同

时高效能发展平台的构建也相当重要。建议根据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电商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分类制定

指导性政策，并建立定期调研和意见征集机制，着重精简整合同质化政策，提升政策精准性和适配性，

确保各项惠农政策落地生效[8]。其次市场监管职能的强化，可助力营造阳光透明的营商环境，农村电商

发展存在高壁垒与高风险等痛点，金融扶持力度可加大，设立乡村中小企业贷款绿色通道，涉农中小微

企业信贷支持力度也加大，各地政府要对农村电商发展进行规范化管理，公平、高效且包容的商业生态

也培育起来。 

4.4. 强化农村电商金融保障体系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电商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需从金融保障体系破题，完善农村电商支持机制，乡村

振兴战略政策红利需要抓住，财政与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应加大，大型龙头企业可入驻农村地区。产业合

作模式下，龙头企业可承担农产品生产、运营、销售及流通环节，使农产品达到标准化与质量控制，政

府在引导企业过程中，通过资金扶持与技术指导，完善物流配套设施建设，优化物流网点布局，运营效

率提升可以为农村电商发展构建保障。贫困偏远地区的物流发展，要求强化产业政策的多点推动，探索

快递物流奖励补偿机制时，快递企业应增加在山区的网点密度。借助政策激励，偏远地区物流运营成本

降低，网点布置的积极性也应提高，物流企业间的协同合作，成本共担和资源整合，可以构建多条深度

融合的物流链体系，农村地区高效物流网络覆盖全国，电商发展基础设施保障形成，乡村产业振兴迈向

新阶段，这些都离不开农村物流体系的构建与推动。 

5. 结束语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农村电商在乡村产业振兴中正成为推动性力量，借助资源配置的优化与市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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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精准匹配，农产品竞争力显著增加，同时传统乡村经济也注入新的活力。然而资源禀赋不足、人才

短缺、基层治理能力薄弱及金融支持不足等挑战，仍对农村电商的发展施加了制约，这些问题在影响可

持续性的同时也影响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推进，未来大数据技术的潜力，应成为农村地区深入挖掘点，也

是优化电商发展的相关因素。强化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商家对大数据技术的认知与应用能力需

提升，电商运营策略的精准化和科学化也需推动，地方政府加大对农村电商的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完

善物流配送体系、强化金融保障机制，同时通过“引育并重”人才培养策略构建电商人才梯队，农村电

商将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为提升农村经济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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