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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正日益展现出推动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本文立足于数字

经济时代的发展脉络，系统梳理了农村电商的内涵与发展现状，指出其在助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拓展

农民就业创业机会、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及改善农村消费结构与生活质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

肯定成效的同时，文章也深入剖析了当前农村电商发展中面临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电商主体能力不足、

产业链协同不畅等现实困境。为破解上述难题，本文提出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与数字化建设、加快电商

人才培养、完善农村电商生态体系等优化路径，旨在为实现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

度融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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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apidly advancing digital economy, rural e-commerce has emerged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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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driving forc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grounded in the developmen-
tal trajectory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cur-
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rural e-commerce. It underscores the multifaceted contributions of ru-
ral e-commerce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the expansion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populations,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consumption structures and quality of life. While 
acknowledging these positive impacts, the study also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persistent challenges 
constrain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ncluding underdeveloped infra-
structure, limited competencies among e-commerce actors, and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across the 
rural industrial chain.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the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policy recom-
mendations, such as enhancing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digital connectivity, accelerating the culti-
vation of specialized e-commerce talent, and fostering a more integrated and resilient rural e-com-
merce ecosystem. The findings aim to provide both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nd facilitating its deep integration 
into the broader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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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正日益成为驱动社会变革与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在此背

景下，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迈入了新的阶段，农村电子商务(简称“农村电商”)作为数字经济在“三农”

领域的重要实践形态，逐步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与战略价值。农村电商不仅打通了农产品进城和工业

品下乡的“双向通道”，更在助力农业产业转型、拓展农民就业创业空间、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优化农

村消费结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入了强劲动力。然而，在取得阶段性成果

的同时，农村电商的发展也面临基础设施薄弱、电商主体能力不足、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失衡等现实挑战，

亟需在政策支持、机制建设和技术应用等层面持续发力。 
本文聚焦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系统分析其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的多维度作用，

并基于现实困境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路径，旨在为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构建可持续乡村振兴新格

局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2.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农村电商发展现状 

2.1. 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数字经济”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唐·塔普斯科特在其 1995 年出版的著作《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

的承诺与危机》中首次提出[1]。其本质是通过数据要素的流动与重组，重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

环节的经济活动范式。作为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

通信技术的深度应用为主要驱动力的新型经济形态，正在深刻重构全球经济体系与社会结构。在该背景

下，数据被视为继土地、劳动、资本之后的“新型生产要素”，其在资源配置、产业优化、企业运营和市

场监管等多个方面所发挥的战略性作用日益凸显。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199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谭雪 
 

 

DOI: 10.12677/ecl.2025.1461994 2330 电子商务评论 
 

首先，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互联网的深度普及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使得新闻资讯与商业信息能够在瞬间实现全球传播，从而加快了市场响应与商业决策的节奏。其次，人

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正在从根本上重塑传统行业的运作模

式与效率逻辑。例如，通过算法推荐与用户画像，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消费者偏好，优化商品设计

与销售策略，实现“千人千面”的智能化营销。此外，数字经济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其高度智能化。智

能技术的广泛嵌入，使得产品与服务呈现出自动化、个性化与互动化的特征。从智能手机、智能手表、

智能音箱等消费级终端，到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农业等公共服务系统，智能化不仅拓展了数字经

济的应用边界，也深刻改变了社会生活方式与生产关系。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以其开放性、互联性、智能性和融合性，推动了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乃至智

能经济的跃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机遇，农村

电商正是在这一大潮中孕育而生并迅速成长起来的新兴经济现象。 

2.2. 农村电商发展现状及趋势 

农村电子商务，简称农村电商，是数字经济在“三农”领域的典型应用形态，指以互联网为媒介，在

农村地区开展商品交易、信息交流与物流配送等商业活动的综合体系。农村电商的主要参与者是农民、

农村合作社以及地方电商企业，其主要经营内容涵盖农产品销售、农资采购、乡村旅游推广及农村手工

艺品交易等多个方面。根据交易对象与功能定位，农村电商可划分为三大核心业态：农产品上行主导型、

工业品下行主导型和综合服务型。其核心就在于通过电商平台实现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行”的

双向流通，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结构优化与农民收入增长。 
截至 2024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已从 1997 年的 62 万人增长至 11.08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78.6%，其中农村网民规模约达 3.13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28.2% [2]。这意味着更多农村居民具备了互联

网接入能力，极大提高了电子商务的市场基础。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下，农村电商正以其独特的优势，助

力乡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作为数字经济在农村落地的重要表现形式，其发展始于 2000 年前后，并在

国家政策扶持与互联网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的背景下快速发展。尤其是 2014 年国家启动“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工程”以来，农村电商发展驶入快车道。自此，大量电商平台(如淘宝、京东、拼多多)开始加大

对农村市场的布局，带动形成了以“淘宝村”“电商示范镇”等为代表的区域性电商发展高地。近年来，

随着国家对“数字乡村”建设战略的持续推进，农村电商更是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据《2024 年

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专题研究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4900 亿元，同比增长 14.7%，

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 5900 亿元，同比增长 11.0%。农村电商的迅速发展，为农产品销售开辟了新的广阔

天地。依托网络平台的强大力量，农产品成功跨越了地理界限，进入了更加宽广的市场，越来越多的特

色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一些地方的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当地农产品销售总额的

比例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看到了其中的商业潜力，纷纷投身于电商创业的浪潮[3]。 

3. 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分析 

3.1. 助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突破了传统农业生产与流通的地域限制，为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注

入了新的活力。传统农村经济活动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而存在交易对象单一、市场空间狭小等局限，

农村电商的兴起有效打破了时空边界，使地处偏远地区的农产品得以借助互联网平台进入更广阔的区域

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特别是近年来“直播带货”“产地直发”等新型销售模式的广泛应用，不仅显著压缩

了流通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还提升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与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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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依托电商平台的大数据分析与智能推荐机制，农民可以根据消费者的偏好精准调整生产内容

与节奏，从而实现“以需定产”“以销定供”，显著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减少了产能过剩与产品积压的

风险。 
除此之外，电商传播过程中的情景化展示，还能同步宣传乡村自然风貌和人文环境，形成“产品 + 

场景”的消费体验，带动乡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进一步拓宽农业经济增值路径，

推动农业从传统种养业向加工、服务等多环节全产业链拓展，助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更有助于缩

小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4]。 

3.2. 扩展农民就业创业机会 

农村电商不仅拓展了农产品销售渠道，更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农村的就业结构与劳动力流向。电商

平台和数字技术为农民提供了低门槛、高灵活性的创业与就业机会，激发了广大农民特别是青年群体的

创业热情。依托农村电商，农民不仅可以成为产品的生产者，也可转型为销售者、主播、网络客服、物流

从业者等，从“传统农人”向“新农商”转变，显著提升了农村人口的职业多样性与收入来源多元化。 
而农村电商对人才的需求又促进了电商技能培训体系在农村的建立与完善。各类“电商进村”培训

项目不断落地，提升了农村人口的数字素养与商业意识，增强了其适应和融入数字经济的能力。返乡创

业潮的兴起也使得部分具有高学历和管理经验的青年人才回流农村，为当地注入了新的智力资源与管理

理念。这种人力资本的回流与重构，有助于打破农村“人才荒”的困局，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的动力支

撑。 

3.3. 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农村电商在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一方面，电商平台所带来的交易数据、物流信息和用户反馈，能够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汇总与分析，

为基层政府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持，增强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性与科学性。例如，通过平台数据可分析出

农产品滞销情况、市场需求变化，帮助地方政府优化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宏观调控。 
另一方面，农村电商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组织形态的多样化与治理结构的优化。在电商生态中，村集

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并逐步取代传统的个体经营方式。这些

组织不仅在市场行为中发挥协同作用，还在资源配置、利益分配和社会服务中承担重要职能，成为基层

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此外，电商平台所形成的实名制交易与信用评价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

村社会信任体系的重构，有助于减少纠纷、提高交易效率，推动形成更加公平、透明、有序的农村社会

治理环境。 

3.4. 改善农村消费结构与生活质量 

农村电商在丰富农民消费选择、优化消费结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过去由于农村市场规模有限、

商品种类稀缺，农民消费水平受限，存在消费“外流”与“消费滞后”现象。随着电商平台深入农村，农

民能够便捷获取种类丰富、价格合理的工业品、日用品、教育与医疗服务产品，缩小了城乡在消费结构

与生活质量方面的差距。 
特别是在物流体系不断完善、“快递进村”项目广泛实施的背景下，农民的购物体验显著改善，越

来越多高品质、智能化商品进入农村家庭，消费升级趋势明显。同时，电商促销节、农村电商专场等活

动的频繁开展，也进一步提升了农民的消费意识和品牌认知，推动农村消费从基本生存型向发展型、享

受型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电商平台还承载着信息传播与教育培训的功能，为农村居民提供了获取新知、拓展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1994


谭雪 
 

 

DOI: 10.12677/ecl.2025.1461994 2332 电子商务评论 
 

视野的机会。例如，通过电商平台学习农业技术、电商运营等知识已成为农村群众提升自我、融入现代

社会的重要方式。由此，农村电商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社会文

化素养与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助力形成文明、开放、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社会。 

4. 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的现存问题 

在数字经济全面推进的大背景下，农村电商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这些问题在基础设施建设、电商主体能力以及产业链协调发展

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严重制约了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与赋能乡村振兴的实际效能。 

4.1. 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 

基础设施是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尤其在交通、网络、仓储与物流配送等环节具有关键

性作用。然而，当前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制约了电商体系的运行效

率。一方面，尽管国家已推动实现“快递进村”目标，但物流配送系统仍多集中在乡镇层级，真正深入到

自然村的物流代收点布局仍显不足。农村人口居住分散、地理环境复杂，导致快递配送成本高企、时效

性难以保障，严重影响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和商家的履约效率。 
另一方面，仓储设施不足、物流信息系统滞后也成为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因素。农村地区居民

分布的广泛性以及住处的疏散性，导致物流配送点之间距离增加，直接推动物流成本增加[5]。部分农村

物流企业仍依赖传统方式进行货物调度和管理，缺乏智能仓储、信息追踪等技术支持，造成物流效率低

下、货物滞留甚至丢失等问题。此外，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虽有进展，但仍存在网络覆盖不全、带

宽不足、信号不稳定等问题，限制了直播电商、远程教育、在线培训等数字经济形态在农村的深入拓展。

因此，完善农村数字物流基础设施是推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 

4.2. 电商主体能力略显不足 

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依赖平台与政策支持，更依赖于经营主体的专业素养与运营能力。然而，在实

践层面，电商从业者能力不足问题依然较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人才短缺、技能匮乏以及品牌意识淡薄等

方面。 
首先，农村地区普遍存在高素质电商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由于基础设施、生活环境及教育资源相

对落后，较难吸引专业人才长期驻留，加之本地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信息技术掌握能力有限，导致

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农村电商运营过程中存在人员平台操作不熟练、数据分析能力不足、产品策

划与营销策略缺失等现象[6]。特别是在直播带货、社交电商等新型销售方式中，农民缺乏内容策划与流

量运营能力，难以实现有效转化。 
其次，品牌建设意识薄弱，成为制约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障碍。许多农户依旧停留在“产销

导向”思维模式，对品牌价值、消费者心理以及产品差异化塑造的认知不足，导致农产品包装简陋、推

广方式单一，缺乏鲜明的品牌形象与文化内涵。此外，在广告宣传、品牌维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

投入不足，也使得部分农村电商品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一旦遭遇负面舆情或产品质量问题，

缺乏有效应对机制，品牌声誉易受重创。因此，加强对农村电商从业者的系统培训，提升其综合素质与

品牌运营能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4.3. 产业链上下游发展失衡 

农村电商的发展应当建立在完善的农业产业链基础之上，而当前我国多数农村地区在产业链上下游

协同发展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严重制约了农村电商效益的释放与乡村产业的系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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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游环节，农产品标准化、规模化、组织化水平普遍偏低，产品种类同质化现象严重，不利于形

成市场竞争优势。例如，不同地区销售的大米、水果、蔬菜等农产品在品质、包装、品控等方面缺乏明显

差异，消费者难以辨别优劣，只能以价格为主要判断标准，最终导致价格战频发，压缩了农户的盈利空

间。此外，缺乏系统的质量检测机制，也容易在市场上引发食品安全隐患，削弱消费者信任。 
在下游环节，农产品加工、冷链运输、售后服务等配套体系尚不完善，导致产品附加值低、损耗率

高。农户普遍缺乏深加工能力，无法有效延伸产品链条，从而难以形成“产、加、销”一体化经营格局。

与此同时，农村电商在物流配送、信息流通、金融支持等方面的服务能力尚未完全匹配农产品全生命周

期的市场需求，造成上下游之间脱节，影响了电商的整体运营效率与经济效益。 
此外，农村电商生态体系尚未形成良性互动，政府、平台、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协作机制不健全，政

策扶持存在“碎片化”“短期化”倾向，缺乏一体化、可持续的协同发展机制。这种产业链内部协同与外

部联动的缺失，不仅削弱了农村电商的综合竞争力，也使其难以真正发挥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引擎作用。 

5. 数字经济赋能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策略路径 

5.1. 加强基础设施与数字化建设 

农村地区受地理环境、资金投入和技术发展的限制，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但基于农村基础

设施，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与物流体系，是保障电商活动高效运行的前提条件，首先，应构建覆盖广泛、

运行高效的农村现代物流网络。通过在农村地区合理布局物流中心、配送站、冷链储运设施等物流节点，

形成“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在县域建设综合性物流集散中心，整合快递、冷链、仓储等功能；乡

镇设立物流中转站，负责区域内货物分拣与中转；行政村依托村委会、便利店等设立物流服务点，配备

智能快递柜，实现“最后一公里”配送。 
其次，要全面提升农村物流的信息化水平。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手段，实现对

物流信息的实时采集、调度和追踪，推动农产品物流从“人力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开发区域性农

产品物流信息共享平台，整合物流企业、电商平台、农户数据资源，实现订单、库存、运输轨迹的实时共

享。引入物联网技术，在运输车辆、仓储设备安装传感器，对温湿度、位置等数据进行监测预警。借鉴浙

江“农村物流智慧大脑”经验，利用大数据分析优化配送路线，降低空驶率。 
此外，针对易腐农产品，还需进一步强化冷链物流系统的建设与管理，确保产品在贮存、运输、配

送等环节的温控精准性，从源头保障农产品品质，为品牌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在农产品主产区建设产地

预冷中心，配备预冷设备和分级包装生产线；在交通枢纽城市布局冷链仓储基地，配置智能温控系统；

推广“产地预冷 + 冷链运输 + 终端配送”全程冷链模式，针对生鲜农产品采用“最先一公里”直采直

运。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百色市田阳区是中国芒果之乡、全国南菜北运基地。田阳区通过采取“1
个冷链物流集配中心 + N 个产地保鲜仓 + N 个移动冷库”模式，整合利用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建设

集加工、冷储、冷运等功能于一体的县级冷链物流集配中心。目前，田阳区已建成产地冷链设施 550 座，

库容达 15 万立方米，在冷链设施运营上实行“忙时自用 + 闲时租用”运营管理机制，通过小批量、多

批次、多品种配送，满足大型零售商物流管理和配送需求，推动产业链与供应链有效衔接。冷链设施的

建设运营为田阳区累计创造就业岗位超 5000 个，带动就业 1 万余人，其中带动脱贫人口就业 3000 人以

上[7]。 

5.2. 加强农村电商主体人才培育 

高素质电商人才是农村电商健康发展的核心支撑。当前农村电商人才仍存在“数量不足、能力不强、

流动性大”的结构性问题，亟需从人才培训、机制优化和本土人才保留三方面加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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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应推动构建系统化的农村电商人才培养体系。通过构建分层分类培训体系，建立“省级统

筹、市县实施”的培训机制，针对不同群体制定差异化课程。政府可联合高校、电商平台及社会组织，定

期开展面向不同年龄群体与教育层次的分层培训，引导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者提升专业能力，对新手农

户应当开设基础培训课程，包括电商平台注册、商品上架、短视频拍摄等；对返乡创业者开展进阶培训，

涵盖直播运营、店铺装修、数据分析等操作性内容；对基层干部进行管理培训，内容涉及电商政策解读、

产业规划等。依托淘宝大学、抖音电商学习中心等平台，开发线上课程资源库，实现“懂农业、懂市场、

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转型[8]。 
另一方面，应建立健全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通过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薪酬待遇、职业发展通道与生

活配套设施，鼓励城市电商专业人才向农村流动。同时，也应注重培育和留住本地人才，在推动农村经

济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提供更多创业平台和就业岗位，增强人才的归属感和发展预期。自 2011 年起，

江苏睢宁县财政每年拿出 1000 万元电商专项发展资金，专门用于扶持电子商务发展。睢宁县着重强化电

子商务各类专业人才培养与引进，坚持以培养本土人才为主，引进外部人才为辅。先后与南林大合作在

睢开设家具制造与设计大专班，提高网商设计能力；与东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院校开展合作，设立

实习实训基地。同时，面向全国吸收引进各类电子商务专业人才来睢发展，通过“创业导师 + 孵化基地 
+ 政策扶持”模式培育本土电商人才[9]。 

5.3. 构建完善的农村电商生态体系 

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依赖于个体商户和电商平台的运营，更需要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与支持，构建

良性循环的电商生态系统。首先，应大力推进农产品品牌体系建设。政府和企业应联合搭建区域公共品

牌平台，集约展示本地特色农产品，提升品牌集中度和影响力。通过融合地域文化、农业特色与产品故

事，打造具有人文温度和地域辨识度的品牌形象，从而增强消费者的认同感与忠诚度。 
其次，应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模式。在城市地区设立农村电商体验店或展示中心，实现产品线下

体验与线上交易的有机结合，提升消费者对农村产品的信任与参与感。同时，鼓励农村电商主体借助社

交媒体平台(如抖音、小红书、微信视频号等)进行品牌传播与粉丝运营，采用内容电商、直播电商等方式，

扩大品牌影响力。 
此外，还应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制定针对性营销策略。在产品导入期，通过精准广告投放

与社交传播提升品牌曝光率；在成长期，加强营销投入与促销活动，提高转化率；在成熟期，运用会员

制度、积分回馈等方式巩固消费者黏性，并借助大数据技术优化客户管理与市场预测，提升销售效率。 

5.4. 基于地域经济梯度的差异化推进策略 

考量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性的实际情况，应当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此前已有研究针对数字经

济对我国不同地区农村创业活动的影响性进行分析，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创业活力促进农村电商

高质量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以提高农户收入为着力点[10]。 
鉴于此，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及城郊融合型农村地区，农村电商发展需以产业升级与城乡融合为

核心目标，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的电商生态体系。通过全产业链价值延伸，聚焦农产品深加工领域，依

托冷链物流网络与电商平台，打造“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链条。采用数字化技术先行试点，

率先应用区块链溯源、AI 智能选品等前沿技术，提升产品信任度与市场竞争力。探索“电商 + 乡村旅

游”“电商 + 智慧农业”等跨界模式，借助直播电商、VR 技术等数字化手段，将乡村自然景观、农耕

文化转化为消费场景。 
对于中部平原及特色农业产区，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在于强化产业集聚效应，构建区域化供应链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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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首先可以围绕单一特色农产品建设专业化电商产业园，统一制定生产标准、质量检测体系与物流服

务规范，形成规模化竞争优势。同时推广“合作社 + 电商平台 + 农户”组织模式，通过集中采购、统

一配送降低物流成本。并依托地理标志产品优势，打造“地标 + 电商”组合品牌，利用抖音、快手等短

视频平台开展原产地内容营销。 
在西部山区及偏远农村地区，农村电商发展需以补短板、强基础为首要任务，依托“电商 + 公益”

模式激活特色资源。通过“邮快合作”“交商邮融合”等创新模式，整合农村物流资源，完善县乡村三级

配送网络。如四川“金通工程”通过统筹邮政、交通、商贸等渠道，有效降低了偏远地区物流成本。使消

费帮扶与公益联动，对接京东“扶贫频道”、阿里“公益宝贝”等平台资源，通过“以购代捐”“定向采

购”等方式打开市场。鼓励农户采用低门槛的社交电商模式(如微信社群、社区团购)，通过短视频分享乡

村生活、农产品种植过程等内容，实现“内容引流–社交转化”的轻量化运营。 

5.5. 优化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 

制度与政策是保障农村电商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首先应完善农村电商相关政策体系，推动形成多

层次、系统化的支持机制。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设立农村电商专项发展基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品牌培育、人才培训和技术引进等重点领域，降低农村电商创业者的初始门槛和运营成本。 
其次，应构建协同治理机制，强化部门协作与多方参与。在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过程中，应充分

调动政府、企业、平台与农民主体的积极性，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引导、农民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与此

同时，还应完善农村电商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网络交易、品牌保护、消费者权益、平台责任等方

面的监管和规范，推动农村电商市场朝着更加公平、有序、规范的方向发展。 
最后，应注重政策的长效性与适应性。农村电商的发展具有地域性差异和阶段性特征，政策设计应

因地制宜、因时施策，避免“一刀切”式干预。通过构建动态调整机制，增强政策对市场变化和技术变革

的适应能力，从而为农村电商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与发展空间。构建完善的农村电商生态体系。 

6. 总结 

综上所述，农村电商作为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的重要形式，正在深刻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就业

形态与社会生态。其通过拓展农产品流通渠道、提升农业附加值、丰富农村消费市场、优化社会治理体

系等多方面路径，有效助力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尤其在当前数字技术日益普及、政策红利持续

释放的有利环境下，农村电商已不仅仅是技术推动下的商业创新，更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

富裕的重要抓手。 
但不可忽视的是，农村电商的发展仍面临诸多现实制约。基础设施的薄弱、电商人才的匮乏、产业

链的碎片化等问题，成为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瓶颈。因此，必须立足长远，系统推进农村电商发展

环境的优化：在硬件层面，要完善农村物流与数字基础设施；在人才层面，要加强电商教育培训与人才

引育机制；在产业层面，要构建协调联动、互利共赢的电商生态系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释放农村电

商的潜能，实现数字经济背景下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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