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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农村电商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在“数商兴农”政策推动下已

经步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然而，当前实践当中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基础设施层面、主体能力层面、产

品层面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创建新的模式，利用新的技术予以解决。同时，在数字化时代，推

动“数商兴农”向智慧农业升级，实现农业生产精准化与供应链透明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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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digital economy becomes a core driver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rural e-commerce, a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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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entered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driven by the “Dig-
ital Commerce Empowering Agriculture” policy. However, current practices still face multiple chal-
lenges, including infrastructure gaps, insufficient capabilities of stakeholders, and product stand-
ardization issues.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innovative models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can be 
leveraged. Furthermore, in the digital era, upgrading “Digital Commerce Empowering Agriculture” 
to smart agriculture through AI and blockchain applications—such as intelligent sorting and trace-
ability systems—will enable precis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supply chain transparency, 
injecting new momentum into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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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也极大地集中于此。在这一背景下，以大

数据为支撑的农村电商也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

手段。2005 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到了“电子商务”一词，到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又第一次提出了

“数商兴农”这一工程，“数商兴农”成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新方向[1]，再到现在农村电商进入到以

数字化升级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阶段[2]，我国的电商助农有效缓解了农产品“卖难”问题，成为农民增

收、城乡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但是，与此同时，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基础设施短板、主体能力不

足、产品标准化滞后、政策落地不均衡等等，如何解决这一系列新的问题成为“数商兴农”工程的重要

着力点，以使电商助农真正发挥作用。  

2. 数字经济赋能电商助农的理论逻辑 

数字经济依托的是数字技术，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传统产业主要是与该技术相融合，以此产生一

种新的经济模式，实现经济的数字化。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数据和信息的高效流通，电商助农依赖于这种

流通来实现农产品的市场拓展。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包括数据、算法、算力等，其主要特征是数据驱动、

网络协同和智能决策。数字经济理论强调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包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优

化生产流程、创造新的商业模式等。“数商兴农”可以被理解为基于“商”与“农”互联互促经济规律，

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以及数据资源的有效运用，推动农业经济提升的一项创新举措[3]。通过构建数字经

济与农村产业的领导机制、统筹机制、运行机制，以此赋能农业产业，促使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壮大农村经济[4]。 
“数商兴农”借助大数据实现精准决策。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是数据。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

大数据技术能够对海量的农业生产数据以及市场需求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存储和深度分析。依据这些

数据模型，电商平台能够较精确地预测农产品与大众之间的供求关系，实现供求的合理划分。这一过程

能够帮助农户更加科学地规划生产，有效降低因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例如，电商平台通过分析消费者

对农产品品种、品质、口感以及营养成分等方面的偏好，可以为农户提供详细的市场需求信息。农户据

此可以有针对性地调整种植和养殖结构，从而提高农产品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并且，农户在电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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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积累的交易数据可转化为信用资产，助力其获得数字金融服务，突破传统金融的“精英俘获”困境。

与此同时，随着无人机、无人车、机器人等智能设备，以及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在物流配

送和田间管理中的广泛应用，农村电商正逐步迈向智能化与数字化的全新发展阶段[5]。数字技术的应用

重构了农产品流通链条，通过去中间化、物流智能化、支付便捷化显著降低交易成本。 
“数商兴农”依托网络协同提升整体效率。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农业生产和销售之间的地

域限制，农户、电商平台、物流企业、消费者等各方能够在一个开放的网络平台上实现高效的协同运作。

这使得农产品可以通过网络快速、便捷地从产地直达消费者手中，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流通成本，

提高了销售效率。网络协同还促进了农村电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推动农业从单一生产

向全产业链升级的产业链延伸，激发了创新活力，形成了更加协同紧密的产业共同体，有力推动了农村

电商向规模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另外，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数字平台协同合作，构建协同生态。

如浙江省“数字乡村大脑”整合农业科研数据与电商销售渠道，形成“产–研–销”闭环。 
“数商兴农”借助智能决策优化资源配置。在传统农业中，信息不对称导致农户难以精准把握市场

需求，农产品滞销与价格波动频繁。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能够依据历史数据和实时信息，为农户和

电商平台提供智能化的决策支持。比如，现在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农业模式，即智能农业系统模式。该系

统可以根据机器检测出的有关土壤湿度、温度、光照等有关的环境数据，通过智能系统自动调整灌溉、

施肥和种植策略，实现农民智能耕作，提高生产效率。电商平台也可以充分利用智能推荐算法这一工具，

挖掘并分析消费者的购买历史记录以及兴趣爱好偏好等相关数据信息。通过对这些复杂数据的梳理和解

读，智能推荐算法能够准确把握消费者的喜好，从而精确地筛选出符合其特定需求和偏好的各类农产品。

这种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消费偏好的方式，能够反向指导生产端优化品类结构。如拼多多通过“农地云

拼”模式，将分散的农产品需求集中化，形成规模化订单，降低农户销售风险。 

3. 电商助农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3.1. 发展现状 

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新型电商初具雏形。物流网络覆盖不断扩大，截至 2023 年，城镇地区互联网普

及率超 80% [6]，“快递进村”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冷链物流体系加速布局，如浙江省桐乡市构建“田头

到餐桌”的冷链闭环，服务覆盖 10 万亩农产品产区，助农增收 6000 万元[7]。 
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区域示范彰显效果。中央连续多年部署农村电商政策，在中央一号文件一直强

调实现乡村振兴，而“数商兴农”工程在大数据时代就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着力点。东部地区引领发

展，近年东部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不断增长，浙江许多地区通过吸纳网红创建新模式带动农民实现增收。 
新兴业态激活市场，产销模式创新。在“数商兴农”背景下，直播电商成为核心驱动力，社区团购与

近场电商兴起[8]。直播电商降低了营销成本，与传统广告相比，成本更低且效果更直接。社区团购借助

社区微信群等社交平台，实现农产品的集中采购和配送。这种方式首先降低了物流成本，以社区为单位

进行集中配送，减少了物流环节，降低了配送成本。其次，社区团购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消费者

可以通过团购平台定制农产品种类和数量。此外，社区团购还增强了用户粘性，形成了稳定的消费群体，

为农产品销售提供了持续的市场需求。近场电商则借助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创新模式，打破传统交易场

景的限制，实现农产品从产地到消费者手中的快速流转与高效配送。 

3.2. 核心问题 

3.2.1. 人才与组织化短板 
首先，农村留守群体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不足[9]。农民数字素养普遍较低，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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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其难以独立运营电商。由于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农村地区以老年人、妇女和儿童为主，这

些群体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对电商等新技术的认知和应用能力有限。而且农村存在“信息不对称”和

“金融排斥”问题，农民对虚拟交易的信任度低，更依赖熟人经济。他们习惯于传统的农业生产销售模

式，对电商助农的了解较少，甚至存在误解和疑虑。农民对政策信息的获取能力和利用意愿均较弱。这

些使得电商在农村的推广和应用面临较大的困难，不利于农村电商的发展和助农效果的发挥。其次，农

村地区专业人才流失严重。由于农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城市存在差距，吸引了大量农村人

才流向城市，导致农村电商发展缺乏专业的人才支持。农村空心化现象加剧人才短缺，农村中的留守群

体难以适应数字化运营的需求。加之，农村产业基础较薄弱、收入又不稳定，难以与城市竞争人才，因

此年轻人很少会回到农村经营农业。同时，农村合作社的运营能力也有待提高。农村合作社作为连接农

户与市场的纽带，本应发挥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但由于合作社的管理不规范、资金不足、专业技术人

才缺乏等问题，使其在实际运营中难以有效地开展电商活动，无法充分发挥其在电商助农中的作用。 

3.2.2. 物流基础设施滞后 
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不完善。在农村电商不断发展的今天，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却存在明显短板，

整体建设进程相对滞后，尤其是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的构建并不完善，导致整个农村电商的物流运

作效率不高，配送速度较为缓慢，而且运输成本也居高不下。部分农村地区物流网点覆盖不足。物流配

送车辆和相关设备大多陈旧简陋，不仅数量而且质量上都无法满足物流配送的要求。在云南，部分偏远

地区道路状况差，运输车辆难以顺利通行，导致农产品运输时间延长，新鲜度和品质下降，市场竞争力

削弱，尤其体现在蓝莓这一农作物上。当地冷库和冷藏车等冷链物流设施不足，无法满足蓝莓的保鲜需

求。冷链缺失加剧了农产品的损耗。农产品的特性之一就是不易保存，容易腐败，这就要求采用冷链的

方式进行运输和储存，但现实情况是，农村冷链物流设施不足，冷链运输环节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冷链

设备老化、冷链技术落后、冷藏车数量不足等，导致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产生了比较高的耗损，销售成

本提高，那么农民的收益自然就减少。 

3.2.3. 产品标准化与品牌化不足 
农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由于农户对产品标准的了解不够深入，这就使农户们忽略了有关这方面的

关注。加之农产品种类比较单一，有的地区在特定时间都种相同的作物，而且也主要以初级农产品为主。

对于不同农户的产品质量也是不一，缺乏统一的产品标准和认证规范。以上这些都将导致农产品面临缺

乏竞争力的问题。同时，农产品品牌建设相对滞后，缺乏质量追溯体系[10]。农户对品牌效应的认知不足，

缺乏品牌意识，在销售农产品时无法利用品牌扩大销售。而且即便有相应的品牌，对品牌的培育和推广

力度明显不够，导致农产品品牌知名度低，没有市场效应，消费者不买账，难以形成真正的品牌效应，

发挥品牌的作用。此外，质量追溯体系的缺失也使得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担忧难以消除，影响了

农产品的销售和农民的增收。 

3.2.4. 政策落地不均衡 
部分地区财政支持不足。首先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能较好地整合资源，形成

产业化、规模化经营模式，政策支持效果显著。而中西部一些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交通、物流等基

础设施薄弱，虽有政策扶持，但落地效果不佳，像部分偏远山区，虽也出台相应政策鼓励农产品电商发

展，但因物流配送网络不完善、冷链设施不足等问题，农产品出村困难，难以实现电商助农的预期效益。

这种政策落地的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电商助农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其次是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

电商助农的政策，但在一些地区，政策的落实不到位，财政支持资金有限，无法满足农村电商发展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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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需求。这导致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物流配送等方面的投入不足，制约了电商助农的成

效。对于农户的电商培训在许多地区也是浮于表面、走形式。一些地方的培训只关注于理论方面，缺乏

实践，加之培训的方式过于简单，无法使农户学到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电商销售知识。此外，培训后的

跟踪指导和服务不足，无法有效帮助农民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电商运营中，使得培训效果大打折扣。 

4. 对策建议 

4.1. 培育本土化电商生态 

建立“政府 + 企业 + 农户”合作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好技术”需要多方参与，促进产

学研、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破解技术应用难题[11]。政府凭借政策调控职能，为农业产业链铺设发展基石，

从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到交通、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护航，为农村电商崛起筑牢根基；企业则作

为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的主力军，将前沿技术如大数据精准溯源、区块链防伪等引入田间地头，将品牌

化营销理念植入传统农业，盘活农产品市场价值；而农户以土地、劳动力及原生态种养殖技艺入股，成

为产业链前端的关键一环。例如，云南元阳县梯田红米项目正构建此类生态系统，政府申报“梯田红米”

地理标志保护，引入数字孪生技术复刻梯田种植模型，云南农大培育抗倒伏新品种，合作社统一农机服

务降低种植成本，农户通过短视频直播打造“梯田守望者”IP，集体分红收益不断增长，为乡村振兴注入

强劲数字动能。探索农村电商人才培养的可行路径，提高农村电商人才培养效果，为农村电商发展赋能，

实现强农富民目标，全面推进“数商兴农”工程[12]。例如，武汉黄陂区通过建立直播基地，每年培训超

过千名主播，培养了一批懂电商、会直播的“新农人”，为农村电商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4.2.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是关键。可以通过整合现有物流资源，建立物流共配中心，推广“共享冷

链”模式。例如，浙江衢江区通过构建物流共配体系，实现了冷链物流的高效利用，降低了物流成本，

减少了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此外，应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在县域建设集散中心，乡镇设

立中转站，村级布局智能快递柜，形成“统仓共配”网络，减少重复运输。推进农村 5G 网络覆盖，能够

为电商运营提供更快速、更稳定的网络支持，从而降低电商运营成本，提升运营效率。这些都将有助于

农村电商更好地开展直播带货、在线交易等活动，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 

4.3. 推动产品标准化与品牌化 

当前农产品竞争较大，如何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是电商助农要关注的一方面。构建完善的农产品

质量认证体系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方面，也是提升农产品竞争力的手段之一。可以通过制定统

一的质量标准和认证流程，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市场认可度以及竞争力，以此增加受众。在实际操作中，

政府相关部门应牵头制定一套全国统一、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农产品质量标准及认证流程，确保

每一个环节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通过严格的认证程序，筛选出符合高标准的优质农产品，为其颁发

具有公信力的质量认证标识，使消费者在购买时能够安心放心，从而显著提升农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和整

体竞争力，吸引更广泛的消费群体。同时，通过打造区域公用品牌提升农产品的知名度和附加值，打响

名号。区域公用品牌整合了一地区域的自然、文化、历史等独特资源，赋予农产品独特的地域身份标识，

能够有效提升农产品的知名度与附加值。例如，临沂市通过打造“兰陵蔬菜”“蒙阴蜜桃”等区域公用品

牌，实现了农产品的溢价销售，增加了农民收入。此外，可以利用大数据对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以及消费

偏好进行分析，精准地推送农产品品类，以及根据需求推送不同品质要求的产品，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

市场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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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优化政策与金融支持 

加大财政补贴力度，设立农村电商专项基金，可以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这将有助于吸引

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农村电商领域，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和市场拓展。扩大普惠金融的服务范

围，提高金融业对农村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强化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服务[13]。通过健全的政

策体系与坚实的金融扶持，能够有力地激发农户参与电商销售的热情，让他们在投身电商的过程中无后

顾之忧。此外，应当持续完善市场监管机制，加大打击虚假宣传、刷单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力度，多管齐

下维护市场秩序，全方位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从而打造出一个健康、有序的电商生态环境。 

5. 结语 

电商助农的实践表明，其核心矛盾在于“人、货、场”三者的系统性失衡，应当妥善解决。在“人”

的层面，必须注重培育具备数字素养的新型职业农民，提升其对新技术的接受度和应用能力，如武汉黄

陂区通过系统培训孵化千名主播，极大增强了农村电商运营的本土力量。在“货”的方面，重点应放在

推动农产品的标准化与品牌化建设上，通过建立严格的质量认证体系和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公用品牌，

提高农产品的市场辨识度和附加值，临沂市“兰陵蔬菜”“蒙阴蜜桃”等品牌的成功经验为此提供了示

范。而“场”的构建则需要强化电商平台与农村市场的对接，完善农村电商生态体系，拓展农产品销售

渠道。未来，电商助农的发展方向应聚焦于前沿技术的探索应用，积极探索 AI、区块链等技术在农产品

溯源体系中的创新应用，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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