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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重塑了农村经济业态，同时以数字化、市场化的方式为乡

村治理发展提供了新路径，成为连接乡村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纽带。本文以甘肃省成县为研究区

域，通过分析成县农村电商发展与乡村治理现状，发现农村电商发展对缓解乡村空心化、改善乡村生态

环境、破解乡村数字化治理难题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最后提出成县农村电商助推乡村治理的路径：制定

电商发展与乡村治理的协同政策；培育“电商 + 治理”的复合型乡村振兴人才；整合多源部门数据，搭

建“电商 + 政务”乡村数字治理平台；明确多元主体监督职责，共筑乡村诚信营销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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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commerce not only reshapes the rural eco-
nomic landscape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path for rural governance development through digital 
and market-oriented approaches, serving as a bridge connecting rural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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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innovation. This paper takes Cheng County in Gans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area.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rural governance in Cheng 
County,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alleviating 
rural hollowing out, improving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aths for Cheng County’s rural e-com-
merce to boost rural governance: formulating coordinated policies for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rural governance; cultivating compound talent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both e-commerce 
and governance skills; integrating multi-source departmental data and building a “e-commerce + 
government affairs”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platform; clarifying the supervisory responsibilities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and jointly building a rural credit marketing cultu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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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效，传统乡村治理模式面对人口流动加速、

产业结构转型、社会关系变迁等新困境，亟需解决，而电商的蓬勃发展，为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契机与

可能。通过 2018 年至 202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电商发展的部署，可以看出从基础建设到产业融合，再

到高质量发展，政策不断深入和细化对发展农村电商在促进农产品销售、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助力农民

增收等方面寄予厚望。农村电商通过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数字技术，为从事涉农领域的生产经营主体提供

在网上完成产品或服务的销售、购买和电子支付等业务交易的过程[1]。乡村治理指在乡村地域范围内，

多元主体围绕乡村经济发展、社会事务与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与文化传承等内容，通过民主协商、制度

规范等方式实现乡村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过程。作为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兴的农村经济发展模

式，农村电商能够以其信息化、数字化的优势为乡村治理多元主体提供新的路径。因此，本文通过探讨农

村电商助推乡村治理的路径，旨在为其他地区探索农村电商经济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发展提供可借鉴经验。 

2. 成县区域现状分析 

成县隶属于甘肃省陇南市，辖 14 镇 3 乡，245 个村 14 个居委会，地处秦巴山区，地势呈西北高，东

南低，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冷暖适度，素有“陇上江南”和“陇右粮仓”美誉，也是“中国

核桃之乡”，名优特产除核桃外还有红川酒、天麻等。成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2013 年以来抓住电子商

务发展机遇，探索出了一条以电商扶贫为核心的乡村治理路径。 

2.1. 成县农村电商发展现状 

成县作为“中国核桃之乡”，核桃种植面积广，由于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传统销售模式可能无法消

化如此大量的产品，导致供过于求，价格波动大，农民收益不稳定。面对这些难题，2013 年以县委书记

通过微博卖核桃事件，解决了渠道单一的问题，验证了发展电商的可行性，随后成县开始大力发展电商

产业。近年来，成县政府通过“农村道路畅通工程”“快递网点覆盖工程”等措施加大对交通、网络、物

流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乡村整体的生活环境。成县为满足电商发展需求出台电商扶持政策，印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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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电子商务产业链建设实施方案》积极加强生产端、平台端、配送端和电商供应链体系建设，发展跨境

贸易电子商务。在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并且优先吸纳贫困人

口就业。通过发展直播电商推动电商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推动直播村、直播基地、直播人

才矩阵建设，加强农民数字技能提升为乡村振兴育人储能，为乡村数字治理增效。据 2024 年成县年鉴显

示，目前成县拥有各类网店、微店 2639 家，电商企业 55 家，物流快递企业 42 家，电商扶贫车间 16 家，

电子商务全产业链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 3 万余人(其中贫困户 9500 多人)，建成标准化网货生产线 48 条，

取得 SC 认证产品 234 款，跨境电商销售额为 3100 万元，电商的发展趋势持续上升。 

2.2. 成县乡村治理现状 

由于传统治理模式存在效能不足、产业资源分散、群众参与渠道不畅以及陈规陋习制约发展等问题，

成县以基层党建为核心，推动治理机制创新。店村镇通过“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整合产业

资源，培育龙头企业 6 家，带动中药材种植 9300 余亩，形成特色产业链。通过“陇南民事直说 1234”工

作法，建立“群众说事室 + 民事直说微信群 + 民情二维码”平台，实现民情直通、民意直达、民事直

办。同时成县在数字乡村建设上通过开发便民微信小程序，集成“民事诉求、矛盾纠纷、红黑榜”等功

能，村民可通过扫码直接参与治理反馈，减少“跑腿”成本，部分地区引入无人机巡航、摄像头监控等技

术，实时监测森林火险、交通情况等，提升应急响应能力。成县还将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治理重点，通过

“三大行动”(人居环境大整治、乱占耕地大清理、农村公路大养护)推进村庄提档升级。成县通过推广“巾

帼家美积分超市”，通过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激励村民参与环境卫生、公益服务等活动，推动乡风向善

向上，带动村民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 

3. 成县农村电商发展对乡村治理的重要性 

3.1. 电商产业链创造就业创业机会，有利于缓解乡村空心化治理难题 

随着农村年轻劳动力迁往城市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农村留下的多为老人和儿童，造成其劳动力短

缺，不仅减少了农村的生产力还降低了乡村治理的活力。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大量耕地因无人耕种而

闲置，农地碎片化和非农化现象加剧，土地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农业生产效率大幅下降[2]。农村电商

是乡村数字经济的核心内容，在协调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治理主体的治理意愿和治理

能力有重要作用。 
成县农村电商的发展促进了产业融合发展，激活了乡村长期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创造出了数量可

观的就业岗位，也催生了许多新的创业机会[3]。农民不仅可以实现在家门口就业也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和

乡贤受到吸引，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工作并积极投身到乡村建设以及乡村治理的各项事务当中，

为乡村的振兴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例如，成县陇小南电商企业坚持以“党支部引领、销售公司驱动、

生产公司支持、种植合作社协作、农户参与”为核心，充分发挥党建带团建的作用，使农民通过参与种

植、加工、运输等环节增加收入[4]。一群平均年龄不足 30 岁的热血青年，凭借对家乡的热爱、责任和对

新农业的执着追求，积极学习电商知识，不断提升专业能力，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5]。因此，农村电商

的发展能够吸引更多优秀的青年主体回归农村，能够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并能够解决一定程度上乡

村空心化的难题，使更多治理主体能够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言献策，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3.2. 电商企业主动采取环保措施，有利于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治理难题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的宝贵财富，也是乡村建设与治理的重要目标，在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

发展协同推进的今天，环境保护不仅是乡村发展的基础，更是撬动产业升级、留住乡愁文化、促进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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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的重要支点。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人们越来越追求绿色健康的食品，对食品的质量等

级要求也越来越高。成县有众多优质农产品纯天然无污染来自大山深处，符合当前人们的消费趋势。但

是大部分农产品面临销售渠道的限制、运输成本高、农产品附加值低和缺乏品牌意识而导致不被人所熟

知是乡村治理的难点，阻碍了农民增收。成县农村电商的发展推动了成县核桃特色农产品品牌化的加速

实现。在政府倡导减少“白色污染”，鼓励企业践行环保理念的号召下，成县部分电商企业采用可回收

纸质包装盒、可降解缓冲材料替代传统塑料包装减少对环境污染。电商企业为确保产品的质量建立完善

的质量检测体系，主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采用科学的生产技术。企业为提升产品的产量与质量，举办

环保技术培训活动引导农户们采用更加科学的绿色的种植和养殖方式，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降低对土

壤、水体的污染，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推动乡村生态振兴[6]。 

3.3. 电商互联网思维赋能农户，有利于破解乡村数字化治理难题 

农村电商已经成为助推“三农”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7]。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农村社区逐渐形成了数字化的管理和运营模式，国家为了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加大乡村网络覆盖建设，

提升网络速度和稳定性，为农民获取数字化知识和参与电子商务提供硬件支持。近年来，为全方位推动

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农业农村部持续推进农民移动互联网应用技能培训，助力农民提升农产品电商销售

技能。成县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农村智力扶贫培训工程”，培养“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农民。联合高

校、企业开展“理论 + 实操”培训，重点培育本土新农人直播带货、网店运营等技能，通过举办“成县

核桃节”等，打开全民“思想总开关”，激发全县发展电商的热情。群众通过电商实操中积累的数字化操

作经验，逐步掌握了移动支付、大数据分析、网络舆情管理等现代技术手段，这种能力的溢出效应有利

于推动了乡村数字治理的转型，更能使村民主动适应“互联网+政务”的新型治理模式，保障自己的知情

权与参与权，从而激发了村民的内生动力，有利于推动乡村数字化治理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4. 成县农村电商助推乡村治理的路径 

4.1. 制定电商发展与乡村治理的协同政策 

政策对社会经济运转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定农村电商与乡村治理的协同政策能够更好地

促进乡村的发展。因此，制定和完善电商与乡村治理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首先要明确政府、电商企业、

社会组织等各方的职责边界和协作流程，加强信息共享机制建设，实现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提高信

息利用效率与联动效率，确保工作有效衔接，重点解决电商助农、资源调配、纠纷调解等治理难题[8]。
通过出台《农村电商与乡村治理协同发展指导意见》，为电商企业参与乡村治理与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和

保障，降低企业参与治理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明确电商企业参与治理的范围，如产业帮扶、就业带动、

数字基建、权益保障及风险防控机制。增设电商治理融合专项基金，对参与乡村公共服务，如物流网络

建设、农民培训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或补贴。其次，建立“电商企业 + 村委会”联合治理模式，强化基

层治理能力，鼓励电商平台派驻专员协助村级事务，如农产品溯源、线上纠纷调解，并将其纳入乡村治

理考核指标。开展“数字治理能力提升”培训，针对基层干部、村民骨干进行电商运营、数据分析等技能

培训，增强治理主体适应性。最后，建立政策监督和评估机制，定期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和反馈。

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完善政策，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政策还需关注乡村治理的可

持续发展，确保电商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发展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双赢。 

4.2. 培育“电商 + 治理”的复合型乡村振兴人才 

人才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不竭动力，无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还是实现乡村善治，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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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批本领过硬、作风优良、爱农、懂农、会技术会治理的队伍，必须充分树立人才意识把人才作为最

核心、最根本、最具有竞争力的重要资源[9]。乡村的发展需要外来力量的参与为乡村空心化治理注入新

的活力，更需要当地村民踊跃建言献策[10]。成县可以通过外部引进与内部培养的方式根据当地乡村发展

实际情况及规划，对外来引入的专业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形成尊重人才、关爱

人才的良好氛围，建立合理的薪酬体系和激励机制，使人才回得来、留得住、发展前景好。其次，应当深

入农村地区挖掘和培养出具有长远发展眼光与治理能力的“领航者”，发挥引领作用带领本地居民创新

创业，形成帮扶集体，共同参与家乡的建设与治理。通过加大覆盖返乡青年、农民等群体人才的培训，

加强电商数字技能培训的同时融入相应的乡村治理理论、公共事务管理以及矛盾调解方法，促进既懂电

商运营又懂乡村治理的复合型乡村振兴人才到乡村工作，切实提升其综合素质和跨界能力，为乡村的发

展献睿智之言，谋务实良策。 

4.3. 整合多源部门数据，搭建“电商 + 政务”乡村数字治理平台 

电商作为驱动数字乡村治理的核心之一，进一步厘清“乡村数字平台”的功能定位及其赋能机理，

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有着重要的意义[11]。政府首先应从多渠道筹集资金为数字治理平台建设提供稳定

的资金支持，同时设立专门的资金管理小组，确保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合规性。其次与高校的计算机科

学、农业信息化等专业的实验室，成立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 等技术研究小组，开展联合研究

项目，分析这些技术对乡村数字治理平台的适用性和潜在价值，为平台构建提供参考依据，解决平台建

设的技术难题。然后通过整合电商平台、政务系统、农业部门等多源数据，搭建集农产品供应链、物流

跟踪、村民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数字治理平台，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的集中管理和共享。通过

平台推广区块链技术应用实现农产品溯源确保食品安全，通过对农产品交易数据进行监测与可视化分析

精准匹配市场需求，帮助农户和企业更好地调整生产和销售，优化农产品供应链布局，合理规划仓储、

物流配送等环节，降低运输成本，提高供应链效率。将政务服务转移到线上，集成民政、农业、市场监管

等服务为一体，向农户提供农业咨询、政策解读等便捷的推送服务，支持农户通过平台在线提交材料办

理业务，如低保申请、补贴申领、营业执照办理等高频服务。定期对平台进行评估，结合实际运行情况

和用户反馈，及时调整和改进优化平台的性能和功能。同时制定技术风险应急预案，针对可能出现的技

术故障、数据泄露、网络攻击等风险，提前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和解决方案，与其他类似平台或技术企

业建立合作关系，不断完善平台的技术风险防范体系。 

4.4. 明确多元主体监督职责，共筑乡村诚信营销文化环境 

随着直播电商市场的下沉，更多个人或家庭群体的乡村人员从事直播，在交易与经营活动中，呈现

出文化水平素质较低、对于电商知识的不足、诚信合作的价值观念参差不齐等问题[12]。这种状况不利于

构建积极向上的乡村治理文化环境，从而限制了乡村发展过程中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因此，需进一步明

确各个参与主体对共筑诚信营销文化环境治理各方面事务的监督和职责[13]。政府应鼓励农村电商主体

诚信经营并提供奖励和补贴，对不诚信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惩罚，同时加强对农村电商市场的监管力度，

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电商企业应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开发简单易用的电商工具和平台，

降低农民参与电商的门槛，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电商知识普及活动，向农民传授电商基础知

识、运营技巧、诚信经营理念等。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加大对农产品各环节进行统筹管理，制定村规民约，

加强对农民的监督和约束，引导农民诚信经营、合作发展，保证农产品的品质，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作为农民应主动学习电商知识和技能，参加电商培训活动，掌握电商选品、营销、客服等基本技能，

提升自身在电商领域的竞争力，促进增收。因此，在电商交易与经营活动中需要多方引导和遵守诚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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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合作的价值观，构建积极向上的乡村营销文化环境，共同推动乡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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