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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构建“技术赋能–产业链整合–城乡协同”三维框架，揭示农村电商“数实融合”驱动县域产业

升级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技术通过重构生产要素配置激活产业链横向拓展与纵向升级，并依托

城乡空间重组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新动能。当前农村电商面临基础设施效能不足、产业融合浅层化、政策

治理失衡等瓶颈，其根源在于技术扩散与制度创新的动态脱节。对此提出“基建–产业–制度”协同路

径：强化数字基建与主体能力建设，创新利益共享机制与跨界融合场景，优化精准化政策与数据治理体

系。理论层面突破数字化转型研究的单一维度局限，构建多尺度系统分析框架；实践层面为破解县域经

济低端锁定、推动城乡融合提供系统性方案。未来需深化技术迭代与区域韧性、数字生态与可持续发展

等交叉领域研究，完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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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urban-rural synergy”, which reveals internal mechanism of rural e-commerce 
“digital-real integration” driving the upgrading of county-level industries. The study shows that digi-
tal technology activates the horizontal expansion and vertical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by restructuring 
th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forms a new momentum fo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
ment through the reorganization of urban-rural space. However, rural ecommerce is currently facing 
bottleneck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frastructure efficiency, superfici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unbal-
anced policy governance, the root cause of which lies in the dynamic disconnection between technol-
ogy diffus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o address this, an “infrastructure-industry-institution” syner-
gistic path i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capacity of 
main bodies, to innovate the benefit-sharing mechanism and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scenarios, 
and to optimize the precision policy and data governance system.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the one-dimensional research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t constructs a multi-scale 
systematic analysis framework; on the practical level, it provides a systematic plan for solving low-
end locking of county economy and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cross-field such as technology iteration and resilience, digital ec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o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and practical path of high-qual-
ity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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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农村电商“数实融合”驱动县域产业升级的机制研究，具有深刻的现实紧迫性与学术创新价值。从现

实需求层面，县域经济长期面临产业结构低端锁定、要素外流与城乡二元结构加剧等多重困境。县域经济

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产业结构与发展模式仍面临显著挑战[1]。当前县域经济呈现出

以下特征：一方面，传统产业仍占据主导地位，数字技术应用水平相对滞后，导致产业升级动力不足；另

一方面，农村电子商务通过深度整合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要素，已构建起覆盖产业链重塑、价值体系优化

和空间布局调整的系统性变革路径。这种新兴业态不仅催生新的经济增长极，更通过规模化发展验证了其

对县域经济转型的支撑作用。这种转型路径的突破性体现在三个维度：在产业链层面，数字技术推动形成

上下游协同的柔性生产网络；在价值链层面，数据要素的深度应用实现产品附加值的显著提升；在空间链

层面，突破地理约束形成城乡联动的资源配置体系。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既反映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的实践成效，也为破解县域产业结构失衡、发展动能不足等长期问题提供了关键支撑[2]。 

1.2. 农村电商“数实融合”的内涵 

本研究聚焦的“数实融合”(Digital-Physical Integration)，特指在以县域产业为载体的农村电子商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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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中，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集群为引擎，深度渗透并系统性地

重构县域产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全链路环节，实现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有机协同与价

值倍增，进而激活产业链内生动力、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重塑区域发展格局的动态演进过程[3]。其核心

内涵体现为以下相互关联的维度： 
首先，技术赋能维度，数字技术并非简单叠加于传统产业之上，而是深度嵌入产业基因，通过提供

精准感知、智能决策、高效连接和可信交互等能力，成为重构生产函数、变革组织形态、创新商业模式

的基础性力量。其次，要素协同维度，“数实融合”的核心在于数据要素的价值激活与传统要素的数字

化赋能。数据作为新型关键生产要素，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优化决策精准度、提升流程透明度，驱

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实现更高效的配置与组合，形成“数据驱动、要素协同”的价值创造新

范式。然后，产业变革维度，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融合效应最终体现为对产业链的重构与升级。这包

括横向拓展产业链条、纵向提升价值链位势、以及优化价值分配机制，从而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动

能。最后，空间效应维度，“数实融合”通过打破信息壁垒、降低交易成本、重塑物流网络，有效弥合城

乡数字鸿沟，促进人才、资本、信息、商品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高效流动，推动形成“功能互补、价值共

享、协同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为县域经济融入更广阔的区域乃至全国市场提供支撑[4]。 
因此，农村电商领域的“数实融合”不仅是一种技术应用现象，更是一场涉及技术革新、要素重组、

产业升级、空间重构的系统性变革，其根本目标是实现县域产业从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向依靠创新驱动和

数字驱动的跃迁，最终服务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1.3. 核心问题与创新点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聚焦于农村电商“数实融合”驱动县域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与适配条件，其学术

价值体现在对数字技术嵌入县域经济系统的非线性作用机理的解构[5]。具体而言，核心问题可分解为三

个维度：其一，技术赋能如何通过数字基础设施渗透效应重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突破传统农业“低端

锁定”困境；其二，产业链数字化整合何以实现“生产–流通–消费”全链路价值跃迁；其三，城乡数字

鸿沟弥合与区域价值链重构的空间协同机制，特别是中西部县域如何通过“飞地园区”数字化管理平台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6]。这些问题在理论上突破了技术决定论的单一解释框架，构建了“技术–组织–空

间”三维互动模型。 
研究的创新点体现在突破传统单一维度的分析范式，创造性整合技术赋能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与空

间经济理论，构建“技术渗透–产业链重构–城乡协同”三维动态框架。在空间维度上，建立县域–城

市群–全国市场的多尺度联动分析框架，揭示数字技术打破地理边界的空间重构规律；在时间维度上，

引入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技术扩散的时滞效应，阐明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演进特征。这种动态多维视角弥

补了既有研究静态分析的不足，为区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创新。 

2. 理论机制：农村电商“数实融合”驱动产业升级的三维框架 

2.1. 技术赋能机制 

数字基建支撑：打通农村电商的“任督二脉”。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地基”建

设[7]。通过 5G 网络、物联网设备、智能物流等技术的普及，原本分散的县域物流、支付和通信系统被整

合成一张“智慧网”。例如，偏远地区的农田里安装土壤传感器和气象监测站，实时采集作物生长数据；

5G 基站覆盖到村，让直播带货、在线支付变得流畅无阻。物流方面，智能分拣系统、无人机配送和冷链

监控技术，解决了农产品上行的“最初一公里”和工业品下乡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这些技术就像给农

村装上了“高速公路”，让信息、商品和资金流动更高效，农民不再因地理偏远而“与世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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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决策：从“靠天吃饭”到“靠数吃饭”。过去农民种地常凭经验，如今大数据让农业生产更

“聪明”。电商平台和农业系统通过分析消费者的搜索记录、购买偏好等数据，能精准预测市场需求。

比如，某地区消费者偏爱有机蔬菜，数据会反馈给农户调整种植计划；当某种水果在电商平台搜索量激

增时，系统会提前预警供应链备货。同时，数据还帮助打造农产品品牌——通过标准化生产流程和品质

溯源，原本普通的土特产被包装成“网红产品”，比如借助大数据定位高端市场，让山区茶叶卖出品牌

溢价。农民从“埋头苦干”转向“看数生产”，既减少了滞销风险，又提高了收入。 
智能技术应用：让消费者“看得见”信任。为了消除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的疑虑，人工智能和区块

链技术成了“信任催化剂”。区块链像一本公开的“电子账本”，记录每颗蔬菜从播种到运输的全过程，

扫码即可查看施肥时间、检测报告。而人工智能则用于优化供应链——比如通过图像识别技术自动分拣

瑕疵水果，或预测物流路线缩短配送时间。更有趣的是，虚拟现实技术让消费者“云参观”农场：戴上

VR 眼镜就能看到果园的实时景象，甚至观察鸡群散养的状态。这些技术不仅让生产过程透明化，还让农

产品从“土味”变“科技感”，吸引更多城市消费者为“看得见的安心”买单。 

2.2. 产业链整合机制 

横向拓展：编织“从田园到餐桌”的全产业网。电商平台通过整合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资源，将分散

的产业链条编织成一张协同发展的网络。例如，农业电商不仅连接农户与消费者，还带动加工、包装、

物流等配套产业集聚。以高阳纺织产业集群为例，其从纺纱、织造到印染、服装的全链条布局，形成了

“一根纱线到成衣”的完整产业网。类似地，蜻蜓农服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将农资供应、技术指导、

物流配送等环节串联，打造了“田间管理到餐桌配送”的一站式服务。这种横向整合不仅缩短了产销距

离，还激活了县域经济的“毛细血管”，让原本孤立的产业环节形成合力。 
纵向升级：数字技术重塑传统产业基因。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数字化这把“金钥匙”[8]。例

如浙江中小企业通过“触网”行动，将纺织、五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改造为智能化工厂。宿城区的箭鹿

毛纺集团引入法国、德国智能设备，实现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生产效率得到提升，能耗

降低。华新水泥则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了生产、商业、管理三大智能闭环，使水泥制造从“灰头土

脸”转向绿色低碳，综合能耗下降。这种纵向升级的核心在于用数据打通设备、人员和系统壁垒，让传

统产业从“机械重复”转向“智慧创造”。 
价值分配优化：让财富在县域土壤扎根。产业链整合的关键在于建立公平的价值分配机制。敦煌网

通过“驼驼数科”金融平台，利用交易数据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信用贷款，让利润更多留在产业链参与方

手中。高阳县则创新“共享工厂”模式，引进设备租赁服务商，让多家中小纺织企业以低成本使用智能

设备，同时通过区域品牌“高阳优品”统一标准，使毛巾产品溢价提升。更直接的案例是电商平台与农

户的分成机制——如某生鲜平台将社区团购利润的部分奖励给“带头人”，既激发组织活力，又让农民

从销售端获得更高回报。这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模式，真正实现了“产业链增值，老百姓增收”

的良性循环。 
这三重机制并非孤立运作：横向拓展为纵向升级提供规模化基础，纵向升级又为价值优化创造技术

条件。而价值分配的公平性反过来激励更多主体参与产业链整合，形成“整合–升级–共享–再整合”

的螺旋上升模式。正如中央主导型产业链政策所强调的，这种多维协同既能抵御外部风险，又能激发内

生动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能。 

2.3. 城乡协同机制 

空间重构：城乡要素流动的“高速路”。电商像一条看不见的“高速公路”，把县域的田间地头和城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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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商超餐桌紧密相连。过去受限于交通和信息的城乡边界，如今被直播带货、智慧物流等技术打破。

例如湖南永州的农产品通过冷链物流网络，7 小时内就能送达粤港澳大湾区居民的餐桌，新鲜的蔬菜水

果不再因距离而滞销。县域不再是孤立的“经济孤岛”，而是成为连接城市群的关键节点——它们既承

接大城市的技术外溢(如县域工厂引入城市研发的智能设备)，又通过电商将特色产品输送到全国市场，形

成“县域生产–城市消费–技术回流”的循环模式。这种双向流动不仅让乡村的土特产“走出去”，也让

城市的资金、人才“走进来”，比如城市投资者通过电商数据发现县域特色产业潜力，带动乡村旅游、手

工艺等新业态发展。 
功能互补：城乡产业的“齿轮咬合”。城乡之间正从“单向输血”转向“双向共赢”[8]。县域凭借

土地和劳动力优势，成为城市产业延伸的“后备基地”——例如城市服装企业将加工环节转移到人工成

本更低的县域工厂，而设计、营销等核心环节仍留在城市。同时，城市的技术和资本为县域注入新活力：

浙江某县域引入城市科研团队的农业物联网技术，实现柑橘种植全程智能化管理，产量提升的同时，产

品通过电商平台直供城市高端市场。另一方面，城市也越来越依赖县域的“菜篮子”功能。例如广东佛

冈县通过整合物流体系，将大米、柑橘等农产品标准化包装后直达城市社区团购平台，既保障了城市居

民的生活需求，又让农民收入翻倍增长。这种“城市研发 + 县域生产”“县域供给 + 城市消费”的分

工，让城乡像齿轮一样紧密咬合，共同驱动经济大循环。 
机制联动价值：空间重构与功能互补并非孤立存在。电商平台的数据流成为城乡协同的“黏合剂”

——城市通过数据分析指导县域调整种植结构，县域则依托供应链反馈推动城市技术升级。例如江苏海

头镇的海鲜直播村，既通过直播将产品卖向全国，又吸引城市冷链技术企业入驻建设仓储中心，形成“线

上流量激活线下产业”的良性互动。这种协同机制不仅缩小了城乡差距，更让“县域–城市群”成为中

国经济内循环中不可或缺的韧性节点。 

3. 当前农村电商发展的困境分析 

3.1. 基础设施系统性短板制约效能释放 

数字基建覆盖不均衡。农村地区 5G 网络、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滞后，偏远乡镇仍存在网络盲

区，导致生产端数据采集受阻、流通端智能化升级受限。物流体系呈“碎片化”分布，冷链仓储设施缺口

显著，生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损耗率高，且“最后一公里”配送成本远超城市。支付体系虽完成基础

覆盖，但区块链智能合约、供应链金融等高级应用尚未下沉，中小农户难以享受自动化结算服务[9]。 
技术应用与场景适配性不足。智能农机、环境传感器等设备因运维成本高、操作复杂，常被闲置或

依赖高价外聘团队维护。区块链溯源、无人机配送等技术仍处于试点阶段，未能形成普惠性解决方案，

偏远地区因电力供应不稳、网络中断等问题，技术设备易陷入瘫痪。 

3.2. 产业融合机制内生动力不足 

标准化与品牌化生态缺失。农业生产分散化导致品质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质量分级标准与认证体

系，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任度难以建立。区域公共品牌建设滞后，特色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附加值提

升受限，部分优质农产品在流通环节被中间商贴牌，丧失原产地价值。 
产业链协同效率低下。“小农户”与“大市场”衔接不畅，生产端缺乏规模化组织，加工、包装等配

套产业薄弱，难以形成全链条增值能力。县域产业集群化程度低，上下游企业协同不足，部分区域出现

“有产品无产业”的困境，例如电商平台虽提供销售渠道，但农户仍依赖传统产销模式，市场响应滞后。 
数实融合深度不足。农村电商与传统农业、旅游业等产业融合浅层化，多数停留在农产品线上销售

阶段，未形成“电商 + 文旅”“电商 + 金融”等跨界模式。元宇宙电商、AI 客服等新技术与农村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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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度低，未能激发消费端新需求。 

3.3. 政策治理体系适配性不足 

政策执行与区域需求错配。部分县域简单复制城市电商模式，忽视本地产业特征，专项资金过度投

入硬件采购，忽视数字化运营培训与品牌孵化，导致“重设备轻实效”的路径依赖[10]。政策扶持碎片化，

缺乏针对冷链物流、数字人才等关键领域的精准支持，区域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 
法规滞后与监管真空并存。区块链溯源、直播带货等新兴业态缺乏配套法规，市场存在假冒伪劣、

虚假宣传等乱象，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突出。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生产监测、灾害预警等公共服

务因“信息孤岛”难以形成协同效应。 
主体培育与制度保障缺位。基层干部数字化治理能力薄弱，政务平台因维护缺失沦为“数字空壳”。

人才引留机制缺乏吸引力，返乡创业补贴与培训资源错配，复合型人才流失严重，县域电商服务站点普

遍面临人员老龄化与技能断层。 
当前农村电商的困境呈现“基础设施拖累技术效能、产业割裂阻碍价值升级、政策悬浮弱化治理动

能”的复合特征。破局需构建“基建–产业–制度”三位一体的改革框架：优先补齐冷链物流与数字基

建短板，推动产业链从分散化向生态化跃迁，并通过精准化政策设计与适应性法规创新激发内生动力。 

4. 数实融合推动产业升级优化对策 

4.1. 强化数字基建与主体赋能 

完善县域 5G、冷链物流网络是打通城乡要素流动的关键[11]。可参考云南云县“行政村 5G 全覆盖”

经验，通过政企合作加快基站建设，并借鉴温州“5G 基站审批豁免机制”，简化基站选址、电力供应等

流程。针对冷链物流短板，可推广贵州现代物流集团的“智慧云仓”模式，在县域布局智能仓储节点，利

用物联网实时监控温湿度，减少农产品损耗。例如，山区特色水果产区可建设“县域云仓 + 移动冷库”，

实现“采摘即预冷、运输不断链”。 
培育新农人需系统性赋能。可联合高校开发“电商 + 农业”课程体系，如宁波“甬易养”平台打造

的线上培训模式，结合直播实操、数据分析等模块，帮助农民掌握短视频营销、社群运营技能。河北满

城区“网格员 + 数字平台”的基层治理经验可延伸至农业领域，选拔返乡青年、合作社骨干作为“数字

带头人”，通过“传帮带”提升群体数字化能力。 

4.2. 创新产业融合机制 

构建利益共同体需突破传统合作模式。政府可引导电商平台与县域合作社成立合资公司，参考佛山

CIM 平台“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打通生产、加工、销售数据链，实现订单农业精准匹配。例如，浙

江“共享工厂”模式中，企业提供设备、合作社负责生产、平台包销产品，利润按股权分配，既降低农户

风险，又保障供应链稳定。 
拓展产业融合场景可挖掘县域特色资源。贵州高速集团“服务区 + 旅游”的数字化实践表明，电商

可联动乡村旅游开发“云认养”“采摘直播”等体验项目。例如，山区茶园可推出“VR 采茶 + 定制茶

礼”服务，消费者线上认养茶树后，通过区块链溯源查看生长过程，线下配套民宿、茶艺体验，形成“卖

产品 + 卖体验”的双重收益。 

4.3. 优化政策与治理体系 

顶层设计需先行。建议借鉴温州“5G 专项规划 + 百亿新基建投资”模式，制定《县域数实融合发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330


祝沁园 
 

 

DOI: 10.12677/ecl.2025.1472330 1483 电子商务评论 
 

展规划》，明确物流、数据、产业三大枢纽建设路径。设立专项资金时可参考贵州国企“74 亿元数字化

转型投入”，定向支持中小加工企业购置智能分选机、包装机器人等设备，破解“想转不敢转”困境。 
数据治理突破壁垒是关键。河北满城区“居民信息数据库”和佛山“CIM 平台跨部门协同”表明，

县域需建立统一数据中台，归集农业气象、物流轨迹、消费偏好等多维度数据。例如，通过分析电商平

台的区域热销品类，指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结合交通数据优化物流路线，实现“数据驱动–动态调优”

的闭环管理。 
这三类对策需形成协同效应：数字基建为产业融合提供硬件支撑，主体赋能激活数据应用能力，而

政策治理则通过规则重塑保障公平性。只有“硬设施 + 软能力 + 好制度”三位一体，才能实现县域经

济从“数字输血”到“数字造血”的质变[12]。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构建“技术赋能–产业链整合–城乡协同”三维分析框架，系统揭示了农村电商“数实

融合”驱动县域产业升级的内在机制与实施路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对县域经济的赋能效应具有

显著非线性特征，当县域数字基础设施覆盖率达到特定临界点时，可触发产业链重构的阈值效应。案例

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领先县域的农产品溢价水平与供应链响应效率显著优于传统县域模式，验证了“数

字技术扩散–要素重组–价值跃迁”传导机制的有效性。研究同时发现，中西部县域通过新型空间组织

模式承接产业转移的成功率显著提升，表明城乡协同机制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关键支撑作用。 
面向未来，农村电商“数实融合”将呈现三个演进趋势：其一，技术应用从工具性嵌入向生态化融

合深化，新一代数字技术集群将推动智慧农业体系的创新升级；其二，产业组织从线性链条向网状生态

转型，分布式治理模式可能重构县域产业链协作关系；其三，城乡关系从要素互通向价值共创升级，虚

实融合技术有望催生新型县域经济形态。但需警惕潜在风险：数字平台垄断导致的利益分配失衡、技术

迭代加速引发的传统主体适应性挑战、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制度性缺口。 
后续研究可在以下方向深化探索：首先，构建县域数字化转型的韧性评估体系，重点考察不同区域

发展模式的抗风险能力；其次，开展数字技术与农业场景适配性研究，破解技术落地中的实践瓶颈；最

后，加强数字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机制研究。政策实践层面，需动态完善差异化政策工具，

针对技术扩散的时空异质性建立分类推进策略，并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生态系统，实现县域产业升

级的可持续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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