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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农村电商成为激活乡村经济、拓宽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重要引擎。然

而，其发展仍面临营销效率低、服务能力不足等瓶颈，如粗放式广告投放、农产品标准化缺失、专业人

才匮乏等问题，制约了乡村产业的提质增效。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全新路径：通

过数据驱动的精准用户定位、智能分拣与生产指导、智能客服与内容优化等，人工智能能够显著提升农

产品营销的精准性与服务效率，助力农民增收与产业升级。但当前农村地区仍存在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

农民技术接受度不足、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等现实挑战。为此，需从加强农村网络与物流建设、开展针

对性技能培训、推动多方协同合作等方面入手，促进人工智能与农村电商的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

可持续的科技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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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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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activating the rural economy and broadening the 
channel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 circulation. However, its development still faces bottlenecks, such 
as low marketing efficiency and insufficient service capabilities, including issues like extensive ad-
vertising placement, the lack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shortage of profes-
sional talents, which have restricted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enhance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The introdu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offers a new path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rough data-driven precise user positioning, intelligent sorting and production guid-
ance, intelligent customer service and content optimization, et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signifi-
cantly enhance the precision and servic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marketing, helping farm-
ers increase their income and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actical chal-
lenges in rural areas, such as weak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sufficient acceptance of technology by 
farmers, and economic and time costs. Theref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from aspects, such as 
strengthening rural network and logistics construction, conducting targeted skills training, and 
promoting multi-party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
ligence and rural e-commerce, and inject sustainable technological momentum into rural revitali-
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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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4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做好‘土特产’文

章，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完善连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增收”[1]。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农村电商的出现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新动力。农村电商作为连接农产品

与消费市场的重要纽带，农村电商作为高效、快速的零售终端模式，在推动农产品上行、促进农民增收

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2.56 万亿元，同比增

长 6.4%，但与此同时营销效率低下、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仍制约着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如何突破传

统营销模式的局限，实现精准化、智能化运营，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亟待解决的关键命题。人工智能技

术的快速发展为农村电商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全新视角。然而，人工智能在农村电商场景中的落地仍面临

多重挑战，如农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农民数字素养不足等等。在此背景下，系统探讨人工智能

如何破解农村电商的精准营销难题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需求。国内对于农村电子商务的研究开始

于 2000 年左右，多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却忽略了农村场景特殊性以及技术适配性，未探讨如何将乡

土文化嵌入人工智能推荐算法。国外学者对电子商务在扶贫和农村振兴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研究，但

研究偏重于技术创新与底层算法，其研究场景多集中于规模化农村、研究对象多为受教育群体，未考虑

我国农村经济较为分散、农民文化水平有限的特点。本研究以乡村振兴为战略视角，聚焦人工智能赋能

农村电商的精准营销路径。旨在厘清当前农村电商的营销痛点，揭示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与适配逻辑，

并提出相应的实施策略。 

2. 农村电商的发展现状与营销问题剖析 

在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技术的双重驱动下，我国农村电商实现了飞速发展，成为激活乡村经济、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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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重要引擎。然而，在飞速发展的背后，传统营销模式效率低下难以匹配消费升级需

求进而制约了乡村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乡村产业振兴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2.1. 我国农村电商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农村电商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首先，农村电商的总体规模不断扩

张。据商务部数据统计，2024 年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56 万亿元，是 2014 年的近 14 倍。农村电商发展带

动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加强和资源有效整合[2]。农村电商已经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产业链条，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动力。其次，农村电商发展模式不断创新。传统电商平台不

再拘泥于传统的售卖方式转为更为新颖、便捷的模式，如农产品独立直播板块的开辟推动农村电商多元

化发展。与此同时，售卖平台也不仅仅拘泥于传统电商平台转而向内容电商平台甚至社交平台发展，如

抖音推出的“山货上头条”这一项目通过“短视频 + 直播”模式助力特色农产品快速触达消费者；微信

小程序等轻量化工具也被广泛用于县域农产品分销，降低了小微农户的运营门槛。最后，农村电商政府

支持体系不断完善。国家连续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意见》等文件，支持村级电商服务站建设，鼓励电商平台下沉农村。但农村地区网络宽带不足、数字化

工具普及率低等制约了农村电商的纵深发展。 

2.2. 当前农村电商面临的营销问题 

2.2.1. 粗放式广告投放营销效率低下 
在当今数字化营销时代，电商农产品多采用粗放式广告投放的存在，严重制约了营销效率的提升。

从受众定位来看，粗放式广告投放表现出严重的模糊性。一方面是无差别覆盖，广告全然不区分用户地

域、消费能力或兴趣偏好。农产品电商将高单价有机农产品推送给价格敏感型消费者，这种不合理的投

放导致点击率极低，大量广告资源被浪费在无效触达上。另一方面，地域错配问题突出，未结合农产品

产地特性进行投放，如将北方特色水果广告投放至南方市场，不仅无法激发市场需求，反而加剧了农产

品的滞销风险。这些粗放式广告投放的表现形式使得大部分广告预算消耗在非目标用户上，城市用户接

收到县域特色农产品广告却无购买意愿，这无疑是巨大的资源浪费。 

2.2.2. 农产品标准化缺失发展受限 
在农村电商市场蓬勃发展的当下，标准化缺失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农产品质量参差

不齐是标准化缺失的首要表现。在生产端，由于农户分散经营，缺乏统一的生产标准，像施肥、病虫害

防治等关键环节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同一品类农产品在口感、大小、外观等方面显著不同。

包装与标识不规范也是农产品标准化缺失的重要方面。在包装方面，不规范的包装影响消费者的购买体

验还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在标识方面，产品标签信息缺失，未标明产地、生产日期、认证信息等。消

费者无法通过标签追溯产品源头，这增加了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的担忧，由此对农产品的推广和销售产

生了严重的制约并且会直接导致消费者信任度低下、购买率降低。 

2.2.3. 专业人才缺失服务能力不足 
农村电商发展进程中，专业人才缺失引发的服务能力不足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制约了农村电商的发

展潜力与市场竞争力。农民作为农村电商的主要参与者，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对电商相关知识和操作技

能的接受能力有限。一方面，他们不熟悉电商平台的操作流程，导致在开展电商业务时效率低下，对于

客户提出的问题无法及时解决，客户服务体验差难以扩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

农产品缺乏农产品营销人才稀缺导致内容同质化严重也是农村农产品营销的一大特点，农民缺乏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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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的能力导致农产品模板化文案盛行，农产品的广告内容仅仅强调“天然”“原生态”等泛化标签而

缺乏对产品差异化卖点的挖掘因此很难在众多特色农产品广告中脱颖而出。 

3. 人工智能赋能农村电商精准营销的独特优势 

在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的进程中，农村电商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力

量却深陷营销困境，严重制约着农村电商的发展，进而阻碍了乡村振兴的步伐。在这一关键节点，人工

智能凭借其独特的技术优势脱颖而出，“用户生成内容凭借其真实性和互动性，逐渐成为商家进行口碑

营销、提升产品销量的重要途径”[3]。为农村电商精准营销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与发展思路，助力农

村电商突破营销困局，更有望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升级、实现乡村振兴宏伟目标的强大引擎。 

3.1. 数据驱动精准受众定位 

在农村电商营销中，传统粗放式投放难以精准触达目标受众而人工智能的数据驱动精准定位优势显

著能够有力推动农村电商迈向精准营销新时代。人工智能可借助强大算法深度剖析历史消费数据对消费

者的购买数据进行精准分析，如随机森林算法因其抗过拟合特性可以广泛应用于农村电商用户分类研究。

根据用户特点精准划分出诸如“价格敏感型”“品质追求型”等不同的用户群体，使得农村电商在营销

推广时便能有的放矢，针对“价格敏感型”用户推送性价比高的常规农产品；针对“品质追求型”用户推

荐有机、绿色认证的高品质农产品。同时，人工智能还能实时捕捉用户动态行为。比如当消费者近期搜

索“时令水果”，系统迅速及时地推送契合当时季节的农产品。这种动态标签匹配，让广告推送紧密贴

合消费者当下需求，极大提升营销时效性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增强农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为农村电

商的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2. 智能分拣与生产指导 

在农村电商发展中农产品标准化缺失严重阻碍了精准营销，而人工智能凭借独特优势成为破局关键。

基于 YOLOv5 的视觉识别系统可实时检测农产品外观缺陷，例如农产品大小、色泽、瑕疵等。同时，利

用基于卷积神经网络视觉识别技术与光谱分析，人工智能可以实现智能分级与质检，有效解决农产品出

售时品控不稳定、质量参差不齐问题。卷积神经网络通过构建多层卷积层和池化层，能够自动提取农产

品图像的特征，近红外光谱快速检测糖度、水分等内在指标，实现科学分级，使农产品质量有了明确标

准，既方便商家定价，也让消费者能清晰辨别产品差异。通过数据驱动的标准化生产指导，物联网传感

器监测土壤、气候数据，智能生成标准化种植方案，向消费者传递绿色、安全、科学种植理念，突出产品

品质优势，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为农村电商精准营销开辟新路径。 

3.3. 智能服务与内容优化 

智能客服与自动化运营极大降低了人力依赖，提升服务效率。以往农民受限于文化水平与技能短板，

难以快速响应客户咨询，如今部署智能客服系统，像京东“言犀”、阿里“小蜜”这类智能客服，可 7 × 
24 小时在线，自动处理大部分的常规咨询，如物流查询、退换货政策等问题，大大减少客户流失。同时，

借助 NLP 技术支持多语言与方言对话，有效解决农民与消费者的沟通难题，农村用户咨询解决率大幅提

升。在内容营销方面，过去农产品文案模板化严重，仅强调“天然”“原生态”等泛化标签。现在利用

NLP 技术，通过深度分析产品特性与消费场景，为健身群体打造“低糖高纤维红薯”，针对节日礼品场

景推出“有机年货礼盒”，使得产品点击率远远高于传统文案。并且人工智能还能一键生成图文、短视

频脚本，解决农民拍摄与剪辑能力不足问题，助力打造差异化卖点，让农产品在竞争激烈的电商市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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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颖而出，推动农村电商精准营销迈向新高度。 

4. 人工智能赋能农村电商营销面临的挑战 

尽管人工智能为农村电商精准营销带来了诸多优势与机遇，“我国农产品营销创新仍然面临资源要

素难挖掘、智慧主体难联动、数字技术难应用、在线情感难培育及文化场景难搭建等窘境”[4]，阻碍着

人工智能与农村电商的深度融合，若不加以妥善解决，将会影响农村电商的转型进程，进而制约乡村振

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深入剖析这些挑战，是探寻有效解决策略、推动农村电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4.1. 农村地区的技术应用基础设施短板 

“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是简单地将售卖方式由线下搬到线上，而且需要道路、网络、物流、仓

储、金融支付等一系列基础设施的支撑，这正是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5]。农村地区在技

术应用基础设施方面存在诸多短板，严重制约了人工智能在农村电商领域的落地生根。首先在网络宽带

方面，许多农村地区网络覆盖不足，无法满足大数据量传输和实时交互的需求。这使得人工智能所依赖

的图像识别、视频处理等功能难以顺畅运行；智能客服响应迟缓、农产品直播卡顿频繁，极大地影响了

消费者的购物体验，直接地导致农产品直播带货无法正常进行，大量潜在客户流失。其次，数字化工具

普及率低也是一大难题。农村电商从业者难以获取先进的人工智能设备和软件，如智能分拣设备、数据

分析软件等。这使得农产品的质量检测、精准营销分析难以开展，无法发挥人工智能在提升产品品质和

营销效率方面的优势。而且，农村地区缺乏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仓储设施简陋，冷链物流发展滞后。

这不仅影响农产品的新鲜度和品质，也阻碍了人工智能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无法实现智能仓储和精

准配送，增加了运营成本和产品损耗。 

4.2. 农民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接受度与应用能力问题 

受传统农耕文化和小农经济思想的长期影响，许多乡村居民习惯于遵循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对科

技创新、绿色发展、产业融合等新质发展理念缺乏足够的理解和接受度[6]。许多农民甚至从未接触过人

工智能相关知识，对其在电商中的作用认识模糊并保守地认为传统的销售方式更可靠，对人工智能辅助

的电商营销模式持怀疑态度，导致对新技术的接受意愿较低，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新技能。农

民对人工智能技术接受度低，除传统观念和技能不足外，还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在经济成本方面，智能

设备采购与维护费用高昂，成为农民采用新技术的一大障碍。以智能分拣机为例，一台智能分拣机的费

用远远超出小微农户的承受能力，如此高昂的成本使得农民在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时，往往望而却步，严

重影响了新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应用。学习成本也是影响农民接受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因素。农民日

常劳作繁忙，这使得他们难以抽出大量时间参加集中培训。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农村居民接受教育

的水平还比较低，数字化培训还很难深入到农村[7]。即使部分农民有学习意愿，他们在实际应用人工智

能技术时也面临重重困难。一方面，缺乏专业的培训和指导，农民难以掌握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方法。

电商平台上的智能营销系统操作复杂，需要具备一定的数据分析和技术能力，这对于多数农民来说门槛

过高。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缺乏技术支持人员，农民在遇到问题时无法及时获得帮助，进一步打击了他

们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积极性。这使得农村电商在客户服务、精准营销等环节难以借助人工智能提升效

率，无法充分挖掘人工智能在农村电商中的潜力。 

5. 实现路径与策略探讨 

前文提及的农村地区技术应用基础设施短板、农民对人工智能技术接受度与应用能力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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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制约着人工智能在农村电商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广泛应用。要想充分释放人工智能的潜能，就必须深

入探寻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与策略，只有正确认识农村电商的作用及其局限性，对其进行合理定位，制

定合理的农村电商发展战略，不断改善农村电商发展环境，才能减少农村电商发展政策的盲目性，实现

农村电商的健康发展[8]。助力农村电商突破营销困境，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以下将针对这些挑战，

详细探讨实现路径与策略，以期为农村电商的智能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1. 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是人工智能赋能农村电商的一大阻碍，加强相关建设迫在眉睫。在网络

宽带建设方面，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推动电信运营商将高速网络覆盖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采用光纤

铺设、5G 基站建设等方式，提升农村网络的带宽和稳定性。同时，边缘计算可将部分计算任务下沉至本

地设备，减少对云端传输的依赖，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地区由于网络延迟对实时数据处理影响问题。政

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对农村地区网络使用给予一定补贴，降低农民和农村电商从业者的网络使用成本，

提高网络的利用率。针对数字化工具普及率低的问题，政府和电商平台要协同合作，政府可以组织采购

一批适合农村电商发展的数字化工具，以较低的价格租赁或出售给农村电商从业者。此外，还需加强农

村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建设现代化的仓储中心，引入智能仓储管理系统，提高仓储空间利用率和货物管

理效率。大力发展冷链物流，确保农产品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品质，为人工智能在农村电商供应链管

理中的应用创造良好条件。 

5.2. 开展针对性的农民人工智能与电商培训 

为解决农民对人工智能技术接受度与应用能力不足的问题，开展针对性培训是关键。在培训分层设

计上，依据年龄与数字素养将农民划分为不同群体开展分层培训。对于青年农户，他们通常对新技术接

受能力较强，学习意愿高，且具备一定的数字基础，因此培训侧重人工智能工具高阶应用，例如数据标

注、模型微调等内容。通过学习数据标注，青年农户能够更精准地为农产品相关数据分类，帮助人工智

能模型更好地识别和分析农产品特征，提升精准营销效果；掌握模型微调技术，则可根据当地农产品特

点和目标客户群体，对现有的人工智能营销模型进行优化，使其更贴合实际业务需求。而对于中老年农

户，考虑到他们可能存在数字素养较低、学习能力有限等情况，培训主要聚焦基础操作，像语音指令操

作和简单的故障报修方法。教会中老年农户使用语音指令控制智能设备，能够降低操作难度，方便他们

在电商业务中与智能客服沟通、使用智能营销工具；掌握基本的故障报修方法，可在设备出现问题时及

时处理，减少因设备故障导致的业务停滞。在培训方式方面，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线上通过短

视频教程、直播授课等方式，方便农民随时随地学习；线下组织专业讲师深入农村，开展集中培训和现

场指导。同时，可以建立培训反馈机制，根据农民的学习进度和掌握情况调整培训内容和方式。另外，

鼓励农村电商从业者之间相互交流学习、成立互助小组，分享经验和技巧，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逐步

提升农民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力推动人工智能顺利赋能农村电商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6. 结语 

人工智能与农村电商的结合，不仅是技术赋能的实践，更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突破。通过精

准营销，农产品得以更高效地触达目标市场，农民收入增长与消费者需求满足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然而，

这一过程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需直面农村基础设施滞后、技术应用门槛高等现实问题。未来，政府、

企业与社会需形成合力在夯实数字基建的基础上，以农民需求为导向设计培训体系，以技术普惠为目标

优化服务工具，让人工智能真正“扎根”乡土。唯有如此，才能将技术红利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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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村电商成为连接城乡、激活乡村活力的纽带，为乡村振兴绘就一幅科技与人文并重的时代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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