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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经济振兴作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基本前提，同时构成推进城乡共同富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

要求。电商进村作为数字经济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已在平台赋能、创新驱动和主体协同三

个维度形成了助力乡村振兴的系统性支撑体系。然而，电商进村发展仍面临数据鸿沟、人才瓶颈、设施

滞后和模式固化四个关键性结构性障碍，制约着电商进村的健康发展。基于问题导向，通过优化电商进

村的政策治理体系、培育数字人才队伍、完善数字设施网络、拓展特色发展格局，能够有效突破发展瓶

颈，推动农村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最终全面促进乡村经济的振兴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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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conomies is a fundamental prerequisite for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shared prospe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well as modernizing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E-commerce en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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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s, as an innovative practice of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rural devel-
opment, has formed a systematic support syste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plat-
form empowerment,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nd collaborative entities. However, the de-
velopment of e-commerce entering villages still faces four key structural barriers: the digital divide, 
talent bottlenecks, lagging infrastructure, and rigid models, which constrain its healthy develop-
ment. By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through optimizing the policy governance system for e-commerce 
entering villages, cultivating digital talent, improv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networks, and expand-
ing distinctive development patterns, it is possible to effectively break through these developmen-
tal bottlenecks,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platform economies, and 
ultimately comprehensively advance the revit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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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商进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图景 

电商进村作为数字经济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已在平台赋能、创新驱动和主体协同三个

维度形成了助力乡村振兴的系统性支撑体系。据商务大数据监测，2023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5
万亿元，比 2014 年增长近 13 倍；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5870.3 亿元，同比增长 12.5%，电商平台在

促进农村产业升级、文化价值实现和社会结构优化方面发挥了多元赋能作用[1]。 
(一) 平台赋能：电商进村构建乡村振兴的多维发展生态 
电商进村以信息化、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为基础支撑，通过构建多方参与的共赢平台生态系统促进

城乡资源要素的互补整合与优化配置，进而系统性推动农村产业升级、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变

革。商务大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6.4%，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5.8%，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比持续提升，表明电商平台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2]。在产业升级维度，

电商平台通过降低中间环节交易成本和扩大销售半径，将农产品生产端与消费者直接连接，同时与传统

批发市场和农超对接等渠道形成互补，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多元销售网络。这种融合模式促使农产品

通过“技术支持–产地认证–品牌打造–物流配送”的完整价值链，在产销对接效率提升基础上带动产

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提高，形成“线上平台对接–线下生产变革–产业结构优化–农民收益提升”的

良性循环机制。在文化传承维度，数字化平台为农村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方特色的传播与价

值实现提供了系统化渠道，使乡村文化资源得到更广泛传播和市场认可，在传承文化基因的同时创造经

济价值，形成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在社会发展维度，数字技术的融入重构了农村社会组织形态与运

行机制，通过共享经济模式分享和盘活闲置农村资源与服务，为农民提供了更加灵活多样的就业机会，

有效减缓了农村“空心化”现象，形成了促进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乡村治理结构。  
(二) 创新驱动：电商进村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动力 
数字技术在农村的深度应用与适应性创新，结合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协同作用，共同激发了农民

参与创新创业的内生动力，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的现代化转型进程。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年底，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已经超过 3 亿人，反映了电商对农村创新创业的有力推动[3]。电商平台通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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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市场准入门槛，为农村创新创业提供了可及性强的发展通道，解决了农村创业者长

期面临的资源获取困难与市场距离远等结构性障碍。城乡市场的互联互通不仅扩大了农产品受众范围，

更重要的是通过大数据收集与分析技术，使生产端能够精准把握消费者偏好变化和市场需求趋势。资源

共享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推动了农村产业生态体系的活跃度提升，共享内容从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有形

要素扩展到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和经验模式等无形资产，创新主体通过平台获取来自产学研各方的专业

知识支持。这种效率提升加速了创新周期和成果转化速度，系统性地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从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体系的转型升级。信息传递机制的畅通与高效使农村经济主体能够实时获取市场价格、政策法

规和技术变革等关键信息，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增强了创新创业的风险防范能力和市

场应变水平，为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构筑了信息化支撑体系。 
(三) 主体协同：电商进村汇聚乡村振兴的多元参与力量 
电商进村的发展壮大依托于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各类主体基

于不同角色定位和功能分工，共同构建了乡村振兴的网络化支撑体系。近年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项目累计支持 1489 个县，形成了多层次的主体协同发展格局[4]。政府部门作为电商进村的政策制定者

和环境营造者，通过完善配套政策法规、优化基础设施条件和提供公共服务支持，为电商进村的健康发

展创造良好制度环境，形成了政府引导与市场投入相结合的资源保障机制。创业者作为电商进村发展的

核心实施主体，依托数字化平台挖掘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产业机遇，在农产品电商销售、乡村旅游开发和

农业生产服务等领域开展创新实践，为乡村经济注入了持续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能。投资者通过资本和

资源的精准配置与风险分担，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电商平台的信息匹配功能显著降低了投资

者的信息搜寻成本和风险评估难度，有效促进了资本要素向农村地区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科研机构

和技术服务组织通过提供专业知识支持和技术解决方案，成为电商进村的重要智力支撑力量，有效提升

了电商进村的科技含量和专业化水平，为农村向现代农业转型提供了系统性智力支持。平台企业作为电

商进村的关键基础设施提供者，通过搭建交易系统、物流网络和支付体系，构建了农村电商发展的技术

环境和服务体系。这种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通过优势互补与责任共担，在知识、技术和资本等维度实现

了城乡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和价值链的整体优化，为乡村振兴构筑了可持续的内生动力机制和外部支持

体系。 

2. 电商进村助力乡村振兴的潜在隐忧 

电商进村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着系统性制约因素，这些因素从数据要素、人才要素、基础设

施要素及运营模式要素等多维度形成了互动影响的复合型制约机制。数据显示，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

率为 63.8%，低于城镇地区的 85.3%，这些数据直接反映了电商进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5]。 
(一) 数据鸿沟：城乡平台壁垒制约电商进村的要素流动 
数据作为电商进村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其在平台间的畅通流动通过影响信息获取、市场分析和资

源配置等关键环节，构成了电商网络平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基础条件。长期以来，城乡网络平台之间

存在的数据壁垒现象通过阻断信息共享、限制资源互通和割裂市场联系等机制，严重制约了农村电商要

素的交换流动效率和规模。 
从结构性成因分析，城乡数据壁垒的形成源于技术标准差异、制度协同不足和市场分割效应三个相

互关联的机制。在数据接口和标准层面，城乡信息系统发展的不同步性导致数据交换技术标准不统一、

数据格式不兼容、接口协议不匹配等技术障碍，城乡之间缺乏基于统一技术规范的数据共用平台和应用

互通架构，这种技术标准差异使城乡数据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和共享面临实质性阻碍。同时，部分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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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基于商业利益考量，通过设置接口限制、提高调用门槛和收取高额数据使用费等方式，人为强化了

数据流动的商业壁垒。 
在信息资源配置层面，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表现为基础设施层面的硬件鸿沟、使用能力层面的技能

鸿沟和应用深度层面的服务鸿沟三个层次的差距。城市凭借区位优势、人才集聚和政策倾斜，在数字化

进程中获得了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的优先配置，数字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数据

资源更加充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地区因地理位置分散、市场规模有限和投资回报周期长等

因素，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人才培养和数字应用创新等方面投入不足、进展缓慢，导致数据生产

能力低下、数据质量不高、数据应用有限的结构性问题。国家统计局电子商务与物流统计司数据显示，

2022 年全国网络零售总额达 13.79 万亿元，而农村网络零售额仅为 2.17 万亿元，占比不足 16%，这种巨

大差距直接反映了城乡电商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和数据资源配置的失衡格局[6]。 
从地域分布看，农村电商发展呈现显著的区域不均衡性，进一步加剧了数据要素流动的差异化障碍。

区域间的巨大差距不仅反映了农村电商发展的地域不平衡，也导致了数据要素流动的区域性壁垒，使农

村电商进村在不同地区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数据鸿沟挑战。城乡数据鸿沟与区域发展差距形成了互相强化

的关系，发达地区凭借更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更丰富的数据资源获得更快发展，而欠发达地区则因数

据资源匮乏和数据应用能力不足而发展迟滞，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和区域间的数字发展差距。 
(二) 人才瓶颈：主体知识技能欠缺导致电商进村专业化不足 
高素质平台主体的培育与发展通过知识应用、技能实践和创新活动等关键路径，构成了电商进村蓬

勃发展的核心支撑要素。当前农村数字化人才的结构性短缺问题表现为农村居民基础数字素养普遍不足、

电商运营专业能力明显缺乏和数字创新应用水平严重有限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这种多层次的人才短缺

直接制约了农村电商的专业化程度和发展质量。 
从人口结构变化视角分析，农村人才外流与人才培养不足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农村人口持

续向城市单向流动，导致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结构失衡和人才匮乏问题日益凸显。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 29,562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7,190 万人，占比达 58.1%，

这意味着大量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7]。与此同时，留在农村的

人口群体在年龄结构上呈现老龄化特征(60 岁以上人口比例达 23.8%)，在知识结构上表现为对数字技术和

网络应用的掌握程度有限，这种数字技能的普遍缺乏直接限制了农村居民参与电商活动的能力和意愿[8]。 
从数字参与规模看，农村网民规模相对较小，网络应用深度不足，直接影响了电商主体力量的培育

和电商业态的发展。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与城镇居民网民规模存在明显差距，农村互联网普

及率与城镇相比存在显著差距[9]。这种数字参与人口基数的相对较小，导致农村网络经济交易结构呈现

“内输入大于外输出”的不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反映了农村居民的网络购物行为普及度相对较高，但

农村特色产品的网络销售渠道和营销体系尚未形成系统性突破，农村电商呈现“买得多、卖得少”的结

构性失衡。 
从人才培养体系看，农村地区专业型复合型人才培育机制存在教育资源不足、培训体系不健全、实

践平台缺乏和激励机制不完善四个方面的显著缺陷。据数据显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学历相对集中

于高等教育以下，这种教育结构的不合理限制了数字技能的学习吸收能力和创新应用水平[10]。与城市地

区丰富多样的教育培训资源相比，农村地区电商专业培训资源明显不足，专业师资匮乏，培训内容与实

际需求脱节，培训方式单一，培训效果难以保证。同时，农村电商实践平台建设滞后，创业孵化器、众创

空间等创新创业平台数量有限，质量不高，导致农村电商人才缺乏实践锻炼和能力提升的有效渠道。 
(三) 设施滞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影响电商进村高质量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电商进村发展的关键物质载体，其完善程度通过影响信息传输效率、数据处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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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服务支撑水平等核心环节，直接决定了电商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当前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

问题不仅表现为数量总体不足，更体现在质量普遍不高、区域分布极不均衡和功能结构明显不全等多维

度结构性短板，这种数字基础设施的薄弱状况直接制约了农村电商应用的普及深度和服务质量。 
从投资资源配置视角分析，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面临投融资渠道单一、建设资金严重不足和投资

回报周期过长等系统性瓶颈制约。这种投资不足主要源于农村地区市场规模有限、用户密度低、建设成

本高和收益周期长等客观因素，导致无论是政府财政资金还是市场社会资本都对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缺乏足够积极性。农村数字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缺乏统筹协调机制，存在顶层设计不足、部门协同不够

和标准规范缺失等制度性障碍，导致出现承载能力不足、覆盖深度有限和重复建设浪费等现实问题，这

种规划统筹不足直接导致了投资效率低下和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现象尤为突出，

农业、商务、邮政、金融等部门的信息系统各自为政，数据标准不一致，服务站点各自建设，业务流程互

不兼容，导致资源无法共享、数据难以流通、服务无法协同，这种“数据烟囱”和“信息孤岛”严重制约

了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的整体效能。同时，从基础设施现状看，农村通信网络质量与城市存在明显差距，

移动通信、宽带网络和物流配送等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制约了电商应用的广度和深度。 
(四) 模式固化：经营模式同质化容易导致电商进村的创新动力缺失 
经营模式创新作为电商进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源泉，对电商的持续壮大和价值创造具有关键引领作用。

当前农村电商在经营模式创新方面呈现出同质化趋势和创新不足的结构性问题，这种模式固化通过削弱

差异化竞争优势、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和限制价值创造空间等机制，严重制约了农村电商的市场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这种模式固化现象直接影响了农村电商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 
从发展路径依赖角度分析，农村电商作为继城市电商之后发展起来的新兴业态，面临着模式复制锁

定、技术路径锁定和制度环境锁定的发展锁定。受制于发展时间短、经验积累不足和创新资源匮乏等因

素，农村电商经营模式呈现出明显的模仿性和趋同性，这种简单复制导致电商模式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实际不相适应。城市电商模式发展的核心是规模效应与平台红利，而农村电商则应更注重特色化、差异

化和本地化发展，简单移植城市模式导致农村电商未能充分发挥地域特色和产品优势，难以形成差异化

竞争力。 
农村网络销售的商品结构与城市高度同质，却难以形成与城市相当的销售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呈现

出“同质竞争、低效竞争”的问题。与此同时，农村特色产品尚未形成规模化的网络销售优势，传统农产

品、地方特色手工艺品等具有差异化竞争力的商品在电商平台上的份额相对较低，未能充分释放农村特

色资源的市场价值。从市场竞争生态看，农村电商平台的快速扩张和低门槛准入导致了市场分割加剧和

资源争夺白热化，形成了“多而小、散而弱”的市场结构。众多商户在缺乏差异化定位和创新能力的情

况下盲目涌入电商平台，在有限市场空间内形成了激烈的价格竞争和资源争夺，压缩了平台经营的利润

空间，影响了电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同时，部分平台为争夺市场份额采取补贴战、价格战等短期

行为，通过牺牲长期发展能力换取短期市场占有率，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还破坏了平台生态中各参与

主体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农产品网络零售总额为 4221 亿

元，同比增长仅 2.8%，增速明显放缓，其中休闲食品、粮油和茶叶占总零售额的比例分别为 20.0%、15.4%
和 11.5%，产品类别集中度高，创新性产品和差异化经营不足。这种增速放缓和结构单一的现象反映了农

村电商发展动力不足和创新活力缺失的问题，不利于农村电商的长期健康发展。 

3. 电商进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因应路径 

(一) 顶层引领：优化电商进村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治理体系 
针对当前城乡电商发展面临的体系失衡和数据壁垒问题，亟需通过系统性顶层设计构建电商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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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撑体系，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协同发展格局。健全城乡数据共有共用的体制机制，构建涵盖标准统

一、权责明确和流程规范的城乡数据共享框架，破除阻碍城乡数据要素双向流动的制度性和技术性壁垒，

促进数据要素向农村地区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集聚。制定城乡信息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规划，明确建设标

准和实施路径，简化农村数字项目审批流程，优化基站选址和电力保障等关键环节，解决农村通信网络

建设和运维保障方面的瓶颈问题。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推动农业、商务、邮政等领域的数据互通和业

务协同，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形成数据资源的高效流动和价值共享。发挥数字乡村试点示范的引领

作用，鼓励各地区开展多样化的数字建设创新实践，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和有效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建设标准和实施路径。建立数字乡村建设评价体系，开展常态化评估和动态监测，确保数字乡村建设

质量和实施效果，为政策优化和资源配置提供科学依据。健全以城带乡的数字化建设政策，优化城乡数

字资源配置机制，统筹利用水利、通信和电力等建设资金，创新农村投融资模式，拓宽数字乡村建设资

金渠道。建立数字化领域专项信贷支持机制，打通中央支持地方、城市支持乡村的资金流动渠道，增强

农村电商和智慧农业等新兴业态的金融支持力度。强化城乡数字建设资源的协同开发和共享利用，促进

城乡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实现城乡电商的有机互动和融合发展。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

政策协同，逐步消除城乡数据壁垒，构建数据资源高效流动、价值充分释放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二) 能力建设：培育电商进村助力乡村振兴的数字人才队伍 
电商进村主体的数字化能力提升是释放电商发展潜力和激活内生动力的核心途径，需要通过系统性

培育和全面赋能，构建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能力提升机制。实施农村数字素养和技能培训计划，整

合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构建覆盖基础数字素养、专业运营技能和创新应用能力的

全方位培训体系。加大优质数字教学资源向农村地区的倾斜力度，完善农村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体系，

通过学校硬件设施改善和“智慧课堂”建设推动农村信息技术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为电商人才培养奠定

基础。深化职业院校和技工学校在数字技能培训领域的专业化建设，开发符合农村电商发展需求的实用

型课程和培训项目，强化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有效衔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发展农村现代学徒制、

订单式培养等多元化培训形式，引导乡镇企业与农村学校共建电商实验室、产业学院和实习基地，构建

产教融合、校企协同的人才培养生态系统。建立技术和业务双向交流机制，打造校企联合培养、产学研

用同步推进的新型协同育人模式，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针对农村电商发展的特殊需求，开

展精准培训和定向扶持，组织电商经营主题的专项培训活动，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的平台经营意识和实操

能力。鼓励涉农高校加强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和农业科技等交叉学科建设，培养熟悉农业农村、精通电

商运营的复合型人才，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立足农村实际情况，重点培育本地化的电商人才

队伍，发掘返乡创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和退伍军人等群体的潜力，引导和支持他们投身农村电商建设，

形成稳定的本土化电商人才供给机制。通过分层次、多渠道、系统化的人才培育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农

村电商主体的数字化经营能力，为电商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三) 基础夯实：完善电商进村助力乡村振兴的数字设施网络 
电商进村的持续发展需要以完善的硬件设施和高质量的信息服务为基础支撑，通过基础设施体系的

系统化建设和数字化升级，为电商应用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农村通信

网络提质升级工程，完善农村 4G 网络覆盖，加快 5G 基站和千兆光纤向农村延伸布局，提升网络覆盖广

度和服务质量，推动城乡“同网同速”目标的实现。优化现有网络性能和承载能力，加强农村电力供应、

通信机房和传输线路的建设与改造，提高农村网络服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推进农村广播电视网络的数

字化升级，利用卫星直播和无线微波等技术手段，提高农村广播电视的覆盖率和服务质量，为农村居民

提供多样化的信息获取渠道。统筹农村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按照“一站多用、多站合一”的原则，整

合农业农村、商务、邮政等部门的服务资源和平台功能，建设功能集约、服务高效的综合性信息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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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村的深度应用，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的

融合创新，提升农村信息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和精准度。实施快递进村工程，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的

农村物流配送体系，通过快递合作、驻村设点等多种方式，实现快递服务向农村地区的全面覆盖和直达

投送。加快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智能配送、冷链物流等现代物流服务模式，提高农产品销售的

时效性和保鲜率。推动农村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升级，加快智慧农业、智慧水利、智慧电网和智

慧交通等领域的建设与发展，将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融入农村传统基础设施，实现基础设施的智

能化、数字化转型。强化农村气象、水利等信息服务的精准化和个性化，建立覆盖全面、服务精准的农

业农村信息服务体系，为农村生产经营提供科学决策支持。通过多层次、全方位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

服务提升，为农村电商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和支撑环境。 
(四) 模式创新：拓展电商进村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格局 
经营模式创新是推动电商进村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源泉，需要通过产业创新、业态培育和组织变革，

构建特色鲜明、差异化竞争的电商发展新格局。深化农村农产品电商平台的创新发展，实施“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和“数商兴农”工程，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利用电

商平台，发展“三品一标”认证农产品和区域特色农产品的网络营销，打造农产品电商品牌，提升产品

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构建农产品网络销售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强化产地仓储、冷链物流、品牌营销等

环节的建设与协同，探索“农户 + 合作社 + 电商平台”的产业化运营模式，推动农产品产加储销全产

业链的协同发展和价值提升。创新农产品营销模式，发展社交电商、直播电商和社区团购等新型销售形

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销售效率和市场覆盖范围。加快培育农村电商新业态，推动农村旅游业

的智慧化发展，建设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乡村民宿、休闲观光和康养基地，通过线上推广和线下体验

的有机结合，提升乡村旅游的品质和影响力。利用网络平台推广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手工艺，促

进文化资源与旅游、创意、电商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推动农业生

产的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发展精准农业、智慧农业和数字农业，延伸农村电商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培

育农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创新农村电商的组织形式，提升平台经济的组织化程度和协同效应，

引导农村平台商户通过联合经营、组建合作社等形式开展深度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互利共

赢。鼓励同一区域同一产业的平台用户组建产业联合会，通过共创市场、共享资源、共育品牌，提升市

场竞争力和产业影响力。探索公司 + 农户等多元化组织形式，延长电商产业链、供应链和利益链，构建

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农村电商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和组织保障。 

4. 结语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使命在于系统整合数字化转型与农

村经济振兴的内在逻辑关系，构建起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电商进村作为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

兴的关键载体，通过数字技术、网络协同和信息共享机制，在城乡要素流动、产业融合发展和新兴业态

培育三个维度形成了对乡村经济的系统性赋能，通过整合优化不同市场主体间的资源配置，提升商品交

易效率，促进了农村经济各领域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伴随政策环境持续优化和乡村数字基础不断完

善，电商进村对乡村经济振兴的赋能作用将更加凸显。通过电商平台的市场连接功能，农村特色产品和

服务能够突破地域限制，与更广阔的市场实现高效对接，扩大销售渠道，提高产品附加值，推动农村经

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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