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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乡融合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路径支撑。随着城乡融合向纵深推进，农村电子商

务作为衔接城乡的新型经济纽带，在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市场融合、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

前农村电子商务在助力城乡融合进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主要体现在仓储物流体系薄弱、专业人才匮乏、

品牌标准化建设不足等方面。针对于此，提出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激活城乡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强

化品牌建设和标准化管理等对策。坚持以农村电子商务作为城乡融合的突破口，将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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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support the comprehensive con-
struction of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dvances in depth, rura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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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e, as a new type of economic link connect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urban and rural factor flows, market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t pre-
sent, rural e-commerce is still facing multiple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weak warehousing and logistics system,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the insufficient construction of brand standardization. In view of this,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strengthen urban and r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ctivate the reasonable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human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 brand building and standardized man-
agement. Insisting on rural e-commerce as a breakthrough i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will provide 
solid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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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明确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命题，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层目标，

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快构建农产品和农资现代流通网络，支

持各类主体协同共建供应链，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凸显了电子商务在城乡融合中的关键载体作

用。在数字信息技术深度赋能乡村的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通过“线上平台化交易、线下智慧化流通”

的创新模式，正在重塑城乡要素流动格局、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厘清农村电子商务与城乡融合的内在联

系，把握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动态，有利于提升城乡资源配置效率与发展协同性，进而为城乡融合发

展注入数字化动能。 

2. 农村电子商务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城乡融合

理论中国化，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城乡二元壁垒[1]。城乡融合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当

前我国已经进入城乡全面融合发展的新阶段[2]。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下，我国正处在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把简单的城乡融合发展理念融入到多维度、全方位、一体化的城乡

融合新格局，全面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信息经济学理论表明，市场参与双方在经济业务中对信息的

掌握程度存在差异，信息不对称现象具有长期普遍性特征，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在市场博弈中往往处于

优势地位。在农业产业经营领域，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农户自身市场信息匮乏，容易陷入盲目种植与农产

品滞销困境。在政策扶持与技术创新的双重驱动下，电子商务加速向农村领域渗透，破解农村市场信息

失灵，为农村经济注入新动能。农村电子商务通过信息通讯技术分析市场需求、打破地理限制，提高农

产品市场可达性，为城乡居民搭建交流桥梁，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 

2.1. 农村电子商务推动城乡要素相互融合 

通过城乡融合发展促进扩散效应，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协调统一，促进城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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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与要素双向流通[3]。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动力，而农村电子商务作为现

代信息技术的重要载体，在推动要素流动、缩小城乡差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电子商务技术助力

城乡资源优化配置，显著推动“农产品上行”。电商平台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突破传统销

售障碍和地域限制，将优质农产品推广至城市乃至全国，有效解决滞销难题。同时，依托消费端数据反

馈，农业生产逐步从传统经验驱动转向市场需求驱动，精准匹配市场需求，推动农村电子商务高质量发

展。另一方面电子商务技术赋能农村生活方式转型，促进“工业品下行”。电商平台结合各地耕地条件、

生产方式及农民个性化需求，精准引导城市工业品进入农村市场。这种以需求为导向的供给模式，不仅

提升农民生产效率，还促进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有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2.2. 农村电子商务推动城乡市场相互融合 

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加

快数字化建设，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形成更多商贸流通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在传统农产品流

通体系下，农产品销售受限于地理半径与市场边界，致使农户经济收益空间持续压缩，形成城乡收入差

距弥合进程中的障碍。农村电子商务技术通过数字信息技术有效打破城乡空间壁垒，具体表现在：农村

电子商务平台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实时整合城乡供需信息，将农村的生产能力与城市的消费需求精准

对接。以拼多多平台的“农地云拼”模式为例，该模式基于城市社区的团购数据，动态生成农产品订单，

引导农民开展精确的订单农业生产。这种数据驱动的生产方式，不仅帮助农民优化种植决策、提升生产

效率，还让消费者能够实时获取农产品的质量、价格等信息，实现供需双方的深度互联与高效协同。这

种模式推动了农业生产与销售链条的数字化转型与重构，为构建高效、透明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有

力支撑。 

2.3. 农村电子商务推动城乡文化相互交流 

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和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提出“支持电子商务

企业加强研发设计，提高文创价值，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产品设计，打造一批拥有自主 IP 的高附加值

品牌。”农村电子商务通过信息技术将传统文化、地方风俗融入农产品，以电子商务为媒介扩大市场影

响力。例如，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云南银饰锻造、陕西剪纸等非遗技艺为农产品增添文化内涵，提升

品牌吸引力。同时，城市消费端的新兴生活理念，如国潮审美和健康饮食，通过电商数据反馈至乡村生

产端，促进城乡文化双向交流与创新。以李子柒为例，她通过诗意化的视频内容，搭建起城乡文化沟通

的桥梁，将二十四节气、农耕文化与非遗故事融入产品设计，成功创立自主品牌。消费者在电商平台购

买其产品时，不仅获得高品质的商品，还能感受到文化与精神的深层共鸣。 

3.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3.1. 农村电子商务规模不断扩大 

新时代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信息化水平建设，农村信息化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带动居民就业、

提升居民收入，为城乡融合注入新活力。 
如图 1 所示，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逐年上升，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也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成为城

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引擎。2015 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为 21.79 万亿元，2023 年攀升至 46.80 万亿元，增

幅达 115%，这一数据彰显出我国电子商务规模的迅猛增长态势，深刻印证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正加速

实现深度融合。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量绝对值高，同比增长率均为正增长，但增长率却日益缩小，一

方面说明我国电子商务交易市场日趋成熟，另一方面表明数字技术驱动市场交易向精细化运营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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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电子商务报告》整理所得。 

Figure 1. National e-commerce transaction volume and rural online retail sales from 2015 to 2023 
图 1. 2015~2023 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和农村网络零售额 

 
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速放缓但增长质量提高。农村网络零售额也呈现出逐年增长态势，从 2015 年的

0.35 万亿增长到 2023 年的 2.5 万亿，增长了 6.1 倍，显现出农村电商市场的强劲活力与巨大增长潜力。

农村网络零售额增长率 2016~2019 年缩减，但仍是正向增长，2020~2023 年呈现波动增长的趋势，显示

农村电商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尽管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增长势头迅猛，但在全国电子商务成交额中占比

仍然较小，反映出城乡数字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结构性差距，农村电商体系建设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3.2. 农村电子商务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 

近年来，农村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地区通讯难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基

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正全面展开[4]。农村电子商务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存附于农村，因而农村电

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Figure 2. Total Internet broadband access users and rural Internet broadband access user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23 
图 2. 2015~2023 年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总用户和农村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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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的通讯问题、交通运输问题以及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都会影响到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根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末，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网络实现结构性跃升，农村公路总里

程突破 460 万公里，村域主干道硬化率超 98%，农村电子商务配送站点覆盖率达到 74.5%，农村宽带互

联网普及率高达 99%。由图 2 所示，农村宽带用户数从 2010 年的 2475.7 万户增长至 2023 年的 19189.2
万户，增长了 7.8 倍，表明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应用得到了快速发展。 

3.3.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呈现出新业态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农村电子商务已从单一模式发展为多维度融合的产业形态。农村电

商不再局限于农产品交易，还拓展到乡村旅游、手工艺品、农资供应等多个领域，形成了更加丰富的产

业链条。通过这些新业态，农村电商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和“销售渠道狭窄”等传统问题，推动了

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精心打造品牌故事，将优质农产品从“初级商品”升级为“品牌商品”，

不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也促进了农产品品牌发展与农业数字化转型。从最初简单地将农产品搬到网上

售卖，到如今实现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涌现出“新农人”直播电商节等创新营销模式，并打造电子商

务产业集聚区，这些都表明在信息技术加持下，应摒弃对传统农村电子商务的固有认识，从市场化、信

息化、专业化的角度出发，将农村电子商务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打造具有特色的产业体系。 

4. 农村电子商务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困境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城乡关系也逐渐从割裂状态趋向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中国城

乡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程度显著提升，但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根本消除[5]。城乡融合发展

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政府、企业，农户等多方协作，共同努力推进城乡融合。 

4.1. 仓储物流体系薄弱，设备升级滞后 

我国幅员辽阔，农村地区地形复杂，这一客观条件导致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交通连接仍不完善，许多

城乡之间“最后一公里”配送难题依旧存在，直接制约着农村物流的发展。受此影响，农村电商物流配

送中心面临着仓储设施不完备、物流节点分布不合理等结构性问题，阻碍了物流效率的提升。这些因素

致使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不仅进一步压缩了农民和电商企业的利润空间，还可能进而推高消费者的购物

成本[6]。农村物流运输多依赖班车进行长距离输送，使得配送周期相对较长。多数班车仅采用冰袋控制

温度，冷链物流的普及率较低，生鲜农产品易腐易烂，损耗率随之增加。现阶段的农村仓储主要以简易

仓库和民房为主，普遍缺乏智能控温和自动化分拣设备，导致存储损耗率较大。此外，仓储设施布局不

合理，主要集中在县域，乡、村两级仓储节点严重缺失，造成农产品需多次转运，增加了运输成本与损

耗率。 

4.2. 专业人才匮乏，能力建设不足 

农村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匮乏是农村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由于缺少缺乏专业化、本土化从业人员，

且农村青年更倾向选择城市工作生活，导致农村人口结构失衡，造成以老人、儿童为主的“空壳村”现

象。这一现状使得电子商务技术在农村缺乏有力的应用主体，制约了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

当前直播电商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较低，缺乏相应的电子商务理论知识和运营技能[7]。尽管各地政府出

台了相关政策，成立了专门的人才教育和培训机构，但在实际执行时仍出现许多问题。比如城乡资源的

虹吸效应加剧农村地区人才流失、培训体系与农民需求不符、受限于农村地区的现实条件无法留住专业

人才，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形成了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农村电子商务面临的“人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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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标准化程度低，品牌建设落后 

农产品的标准化和品牌化不足是导致农村电商竞争力弱的关键问题[8]。现阶段农产品在生产过程中

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其品质、色泽等指标存在较大差异；分拣环节中大多采用人工筛选，效率低且误差

率较高，造成同一批农产品品质参差不齐，进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信心，削弱了市场竞争力。在品牌建

设方面，多数生产者仍采用传统销售方式，未能将农产品与地区特色、民族文化有效结合，导致产品与

乡土文化脱节，弱化了消费者对农产品原生态、乡土风味的认知。部分地区还存在重营销、轻品质的现

象，过度宣传，过度包装、并盲目申请地理标志产品。这不仅使“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等知名品

牌被大量仿冒，严重挤占真品市场，还引发了消费者的信任危机，抑制市场消费活力。 

5. 农村电子商务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建议 

5.1. 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释放城乡融合潜力 

农村电子商务物流完善和发展对于加快城乡融合的进程，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实现农业现代化

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9]。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深入实施智慧物流乡村赋能行动，推进农村

延伸城市基础设施，提高互联网及网络宽带覆盖率，畅通城乡物流高效流通通道，持续优化电商发展环

境。按点轴开发模式，扩大乡村公路直通面积，优化物流运输体系，形成发展轴线，着力打通“最后一公

里”。整合快递、冷链、仓储资源，按照“一村一点，一镇一站”模式，推进行业物流体系的系统化升

级。完善城乡物流运输网络，打造双向流通模式，降低农产品上行损耗、提升工业品下行效率，为农民

拓展更多利润空间，促进农村同步享受城市消费资源，最终为农村电商与现代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奠定

坚实的物流基础。 

5.2. 激活城乡人力资源流动，赋能城乡融合效能 

构建城乡人力资本动态适配机制，将人口要素作为连接城乡发展的关键纽带，形成人口要素双向流

动的协同发展格局。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构建城乡人力资本双向流动机制，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的关键突破口。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往往是农村单方面向城市“输血”，加剧了农村的“空

心化”和城市“过密化”问题。我们应当重构城乡人力资源体系，通过积极举办各种技能培训、开展电子

商务运营等专业培训，帮助农村居民掌握新媒体技术，如直播卖货能力，熟悉农产品电子商务渠道，积

极引导具有数字素养的农户参与到农村电子商务产业中，促进农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鼓励挖掘地区

特色，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促进城乡优秀人才在城市和农村间自由流动，充分发挥人才作用，怀揣“三

农”情怀、用知识包装农产品，将农产品销售与乡村旅游发展相融合，促进城乡资源互动。加强开展与

强电商专业院校的合作，建立实践基地，开展定向人才引进，为返乡创业青年提供政策支持和有利条件，

反哺农村，建设家乡。 

5.3. 强化城乡品牌标准化建设，提升城乡融合能级 

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品牌化和标准化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柱。推动乡村生

产要素配置升级，标准化生产起到降低交易成本、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还通过品质一致性和可追溯性，

在城乡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建立信任纽带，为品牌价值积累奠定坚实基础。通过直播等方式直观展示当

地特色旅游、农产品生产场景、生态环境等，增强潜在游客的体验感知，提升游客来产地参观游览的意

愿，挖掘农产品的地域文化底蕴和品牌建设，激发游客自发传播，进一步打响产品品牌，农产品品牌化

并非简单的标识赋予，更是将传统的农业生产者向品牌运营商角色的转变。这一转型要求农民突破“物

质生产者”的单一定位，兼具品质把控、品牌叙事和市场运营能力。对此，当地政府和企业需构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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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支撑机制，通过政策引导建立地域公用品牌认证体系，并在品牌运营中强化技术标准约束，最终形成

以质量信誉为核心、城乡协同为特征的现代农村电子商务新业态。 

6. 总结 

农村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关键载体，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实践路径。

本文从城乡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农村电子商务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物流体系不完善、专

业人才匮乏以及品牌化建设不规范等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通过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激活城乡

人力资源流动、强化农产品品牌标准化建设等多方面举措，提升农村电子商务的整体发展水平，从而更

有效地促进城乡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推动城乡融合迈上新台阶。 
如今电子商务技术日益成熟，未来需进一步强化政策协同性，坚持以国家宏观政策为导向，结合当

地的实际情况，形成“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根据各区域的地理位置和特色产品，明确差异化发

展路径，推动农村电商因地制宜发展。同时，应积极推动农村电子商务与智慧农业、乡村文旅、跨境贸

易等产业深度融合，使农村居民更大程度上享受电子商务带来的增值收益，真正做到以农村电子商务赋

能城乡融合、以电商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切实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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