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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以来，国家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农村电商在国家政策强力支

持下，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但随着电商规模的扩大，一些法律问题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交易主体

资格存在漏洞、隐私权和知识产权侵权以及法律维权存在风险三个方面。这些法律问题的原因是多层次

的，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市场监管机制欠缺和行政机关角色定位不明确等均有关系。为了促进现阶

段农村电商的持续健康发展，有必要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如完善与农村电商相关的法律

法规、建立农村电商市场监管制度、发挥行政机关的服务职能等对策，带动乡村振兴的快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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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untry has vigor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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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d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
ral industries. With strong support from national policies, rural e-commerce has ushered in an im-
portant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However, as the scale of e-commerce expands, some legal issues 
have surfaced,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loopholes in the qualifications of transaction par-
ties, infringements of privacy right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risks in legal recourse. The 
reasons for these legal issues are multifaceted, related to the inadequacy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
ulations, a lack of market supervision mechanisms, and unclear roles of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t this stage, it is necessary 
to propos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such as improving the legal regulations re-
lated to rural e-commerce, establishing a market supervision system for rural e-commerce, and en-
hancing the service functions of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rapid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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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科技正在以各种方式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电商行业也因此兴起

繁荣，成为数字经济较为活跃的新产业新常态。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心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农村

电商作为新兴农业平台以及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商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将成为农村经济

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数商兴农”工程，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强调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工程，建设农副产品直播电商基地。根据《“十

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2023 年，我国农产品电商销售额超过 7300 亿元，农产品“出村进城”的规

模持续增长[1]；2024 年 2 月 3 日，新华社受权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指出，要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农村电商的发展是基于乡村产业，以农村线上网商为经营主体，与其他主体

的生产经营关系是并嵌入在乡村社会关系网中[3]。同时，农村地区网上购物规模也在扩大，农村网络零

售额达到 2.49 万亿元。随着农村电商销售额和规模的增加，隐匿在农村电商交易背后的法律问题逐渐显

露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电商行业在农村的发展，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障碍。 

2. 农村电商发展的法律问题 

2.1. 交易主体资格存在漏洞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线上交易额的增加，为维护电子商务市场的秩序，我国于 2018 年出台《电子

商务法》，该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电商主体在进行经营活动时的秩序稳定和交易安全。目前我

国农村电商市场交易主体主要包括个体农户、农村合作社和农村企业三类，其中个体农户的数量是最多

的。根据《电子商务法》第十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在进行电商平台交

易过程中，电子商务经营者被授权市场主体进行交易，但是登记规则中《电子商务法》第十条对个体农

户中的特定人群给予了免登记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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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法》的立法目的是规范电子商务行为，维护线上交易市场秩序，保护交易中各方市场利益，

该法的实施为农村电商交易提供法律保障并促进我国农村电商行业的发展，对个体农户中的特定人群免

登记待遇是为了鼓励农户积极参与到农村电商这一新兴经营活动中，交易主体门槛降低，来帮助农民增

收致富；然而，随着农村电商行业的高速发展，个体农户中的特定人群免登记背后的法律漏洞逐渐显现

出来。由于部分农户享受了免登记的待遇，他们只需要按照相关电商平台的要求完成注册流程，便可以

在抖音、快手、微博等互联网平台销售农产品。但这些个体农户在经营过程中缺乏独立法人的资格，随着

后续的交易中出现问题时，他们将无法在交易中独立地承担法律责任，并且难以受到法律法规的有效监管。 

2.2. 隐私权和知识产权侵权问题 

农村电商活动存在侵犯隐私权的问题，农民在参与农村电商活动时可能会导致农民个人信息被泄露。

隐私权是指个人对其私生活安宁、私生活秘密等享有的权利[4]。公民在进行日常活动时都有权对自己的

个人信息进行限制和保护，我国《民法典》对个人信息隐私权的保护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是，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犯罪形式层出不穷且呈现多元化特征，其中网络黑客数量增多是特征之一。

这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漏洞，窃取电商用户的个人信息，从而获得非法利益。此外，还有某农村电商平

台凭借收集用户信息的优势，出售这些用户个人信息，以此获利，这给农户隐私权保护造成了难以解决

的困扰。 
除了隐私权侵权，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也是农村电商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农村电商中知识产权侵

权形式主要有盗用、模仿商标、网页设计、产品图片等[5]。在电商平台中，不同电商商家使用相同的商

标、出售商品的图文简介完全一致等现象十分常见。对农村电商案件数据分析中，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在 2021 年至 2023 年公布的 384 个关于农业品牌的行政执法案件中，超过 60%的案件是涉及地理标

志商标侵权类，而其中占比达到 45%的案件类型是农村电商渠道。以洛川县为例，2023 年以来累计办理

“涉果类”知识产权案件 50 余件，挽回经济损失 180 余万元，侵权形式包括商标冒用、包装抄袭等。这

些侵权现象在农村电商甚至整个电商行业都比较普遍，一方面因为农户的知识产权意识薄弱，只顾追求

经济利益，缺乏相关法律知识，保护其个人信息，另一方面与市场监管有很大关联。这类侵权行为会直

接影响消费者对电商产品的信任程度，进而影响农村电商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2.3. 法律维权存在风险 

相较于传统的线下交易，农村电商交易存在较大的法律维权风险。传统的农产品线下交易主要涉及

买方和卖方两个主体，并且买方在交易过程中能及时对所购农产品质量进行检验。在农村电商交易中，

涉及的主体是多元化、多层次的，除了买方和卖方，还包括电商交易平台、支付平台以及物流运输等主

体，由此形成的法律关系也是多层次的。正是由于多层次的法律关系，农村电商交易的法律维权存在难

题。 
首先，农村电商交易的多元主体意味着复杂性。电商交易主要在线上虚拟平台进行，当交易出现问

题时，交易的多元主体性使得很难确定侵权方以及承担责任的主体；其次，线上纠纷解决机制存在不完

善之处。我国《电商法》第四章规定了电子商务争议解决方式，但从整体来看，这部分法律法规比较笼

统，缺乏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措施。《电商法》自 2019 年实施以来没有重大修订且未出台针对电商纠纷

解决方面的司法解释和相关法规，电商经营者处于支配地位、经营者与消费者权利不对等，不利于消费

者权益保护；最后，农村电商交易纠纷解决的维权成本较高。农村电商交易具有很强的跨空间性，买方

和卖方之间的距离、管辖法院的不同等多方原因给交易维权带来了实际困难。一方面，如果采用线下纠

纷解决方式，如诉讼、调解等方式，当事人需要承担各种维权成本费用；另一方面，维权环节和过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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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繁琐和复杂，可能会消耗大量的时间成本。 

3. 农村电商发展问题的原因分析 

农村电商暴露出的法律问题与电商的本身特殊性存在密切联系。这些法律问题导致的原因主要包括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市场监管机制欠缺以及行政机关角色定位不明确等方面。 

3.1.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法律法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可能无法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农村电商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之一是

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可以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农村电商缺乏系统的法律规范体系。目

前我国与电商管理相关的法律文件仅只有两部，分别是 2004 年的《电子签名法》和 2018 年的《电子商

务法》。为了填补法律的空缺，一些地方在《电商法》出台之前就制定了电商管理办法，如 2016 年的《佳

木斯电子商务管理办法》。但是，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的法律文件，均在农村电商方面具有一定的

应用局限性。因为农村电商与城市电商存在较强的差异性，这些法律文件对于农村电商中出现的问题不

具有针对性，即缺乏针对农村电商的专门立法。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是农村电子商务存在法律问题的重要

因素。 
第二，农村电商交易的法律纠纷解决机制不够健全。农村电商与城市电商的区别之一在于销售产品

不同，农村电商销售的主要是农副产品，如瓜果蔬菜等易损耗产品。这类农产品在交易过程中极易破损

变质，且介于电商交易流程的繁琐性和主体多元化上，在产品出现问题时，无法直接具体确定主要的责

任主体，后续产生多方纠纷的困境。因此，在农村电商的相关法律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的情况存在下，

交易过程中各方主体在产生纠纷时难以找到有效的纠纷解决方法。 

3.2. 市场监管机制欠缺 

网络交易平台作为农村电商的重要载体，不同于传统线下的交易行为，具有较强的不可控性，需要

更强有力的市场监管。当前农村电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市场监管缺位，对于这种情况主要从以下两个方

面展开论述。 
一方面，网络监管缺位。前文提及到，农村电商的主体资格存在漏洞，农户在进行电商交易时门槛

较低，不需要办理严格的登记手续，仅需要完成相关电商平台的注册流程即可开始经营。并且除了普遍

的电商交易平台如京东、拼多多等，有些农户甚至在微信、QQ 等社交平台销售农产品，即“微商”式的

经营模式。基于农村电商交易模式的多样化、交易方式多元化、交易群体的量大和范围广等特征和网络

交易具有虚拟化的特征，交易主体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对于农村电商交易市场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极其

重要。部分电商平台对数量庞大的农户群体提交的信息缺乏严格的审查监管，将可能导致主体资格不适

的农户参与到电商交易市场中，产生交易纠纷问题存在。 
另一方面，产品监管缺位。电商交易平台上的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国家质检总局、工信部、农业部、

商务部、林业局、邮政局、供销合作总社等七部委在 2018 年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农产品电商标准体系建

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对电商市场的农产品标准进行规范，但是实践中农户的实施效果不佳。在农村电

商交易过程中，产品监管的缺位使得有些个体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并未经过符合国家标准的市场检验，可

能存在产品质量不达标的情况；此外，一些不良农户一味只追求经济利益，忽视产品的质量、以次充好

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扰乱了农村电商交易市场秩序。 

3.3. 行政机关角色定位不明确 

电商市场的发展与互联网水平的提升基本同步，但相较于城市电商行业现已迈进白热化竞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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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商行业仍然是新兴的经济模式。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商的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支持、

引导、鼓励[6]。实践中，行政机关对自身角色定位不够准确，从而给农村电商全面发展带来了阻碍。首

先，行政机关忽略了对农户在电商运营上的专业知识和基础法律知识的普及。一些地方政府通常只关注

到提升农村电商产业的经济水平，帮助农户增收致富，因此更多侧重于对本地区内的电商经营者开展关

于市场运作、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培训[7]。例如广东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出具体工作方案，强调在农产品

电商新模式、农产品品牌等方面开展培训工作。除此之外，政府未在电商法律知识层面进行知识普及，

致使农户在交易中对守法维权缺乏敏感度。电商交易过程中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普及的欠缺，导致农户

盲目追求市场效益，对电子商务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存在认知不足，未能全面、准确、深入地知悉法律规

定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 
其次，政府对于农村电商所需的网络基础设施投入效能缺口。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是农村电商发展

的必备条件，没有高速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将给农户带来一定的信息闭塞和经济利益损失。根据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可知，部分农村尚未打通连接网络的“最后一公里”或者

网络安全仍存在一定风险隐患，部分偏远地区物流配送成本高、时效低，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不足。在这

种背景下，农村电商的发展将会受到不利影响。 
最后，政府在农村电商人才培养与输送方面存在履职瑕疵。专业电商人才在技能素养和法律风险识

别防控方面呈现出制度适配性优势，在农村电商交易过程中系统性防范各类专业问题和法律问题。但是，

现实生活中的农村电商专业人才较少，且多数从事农村电商的经营者绝大部分尚未经过系统的专业知识

和基础法律知识培训，对现实电商交易中突发法律风险事件无法应对解决。 

4.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的法律对策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在农村产业发展问题上，振兴农村经济应当成为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电商行业作为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当承担起乡村振兴的重

担[8]。面对当前农村电商显现出的法律问题，积极寻求解决对策才能为农村电商产业发展提供新契机。 

4.1. 完善与农村电商相关的法律法规 

无规矩无以成方圆，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农村电商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为推进农村电

商产业的发展，各级立法部门应当重视建立健全与农村电商相关的法律规范。第一，相关部门应当在衔

接乡村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立法工作，形成层次分明、内容协调、实施有效的规范体系，以实现法律

规制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动态适配。第二，除应推进创制性立法外，尚需对既有法律规范开展系统性修改。

如对《电子商务法》进行修订，对于其中的农村电商主体资格予以明确，增加实操性，从法律角度保障

农村电商的有序进行；对《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进行修订，针对农村电商中出现的特定问题给出解决对

策，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第三，考虑到消费者在农村电商交易过程中可能遇到各种新的法律问题，在民事诉讼中可以增加关

于电子证据相关固定的条文，帮助消费者更好获取维权证据；第四，应当完善与农村电商有关的法律纠

纷解决机制，加强增加线上调解平台类型。面对不断增长的电商交易纠纷，快捷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显

得尤为重要。当前是数字化、网络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在线争议处理方式是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

可以推动互联网法院、线上调解平台的建设，以调解和诉讼相结合的方式，保障电商交易纠纷得到最高

效的解决。 

4.2. 建立农村电商市场监管制度 

完善与农村电商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推进稳定农村电商发展重要的前提条件，在实施层面上建立与农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2058


李婷婷 
 

 

DOI: 10.12677/ecl.2025.1462058 2837 电子商务评论 
 

村电商法律规范相适配的市场监管机制是保障。地方监管部门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和执行监管政策，及

时发现和处理农村电商领域的违法行为[9]。各地行政机关应结合当地农业产品特色，针对本地主要农作

物情况制定符合本地农村电商政策，此外行政机构可以对农户在电商平台填写的注册信息进行审查与不

定时抽查，以保证经营者信息的可靠性。例如，可以建立电商主体资格备案公示制度，将经营主体的产

品供应、责任承担能力予以公示，以此保证消费者对相关经营信息的知情权，避免农村电商交易中主体

资格混乱的现象。 
在产品监管方面，一方面，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产品生产、出售、运输等全过程的监管。各地方行

政机关对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应将产品质量全方面把控，从产品源头、运输链过程控制控量打造产品质量，

创造各级监管部门对产品各个过程进行责任制承担；另一方面，考虑到农产品的冷藏、储存的要求比较

严格，可以成立专门的农村电商监管机构或者成立“特色农产品”部门，授予其监督权利使其有权对农

产品交易的各个环节进行检查和抽查，最大程度保证农产品的质量，以此督促农村电商经营者诚信经营，

切实规范电商市场秩序。 

4.3. 发挥行政机关的服务职能 

在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行政机关承担着基础性治理职能。为更好激发农村电商市场的活力，行政

机关应当注重转变自身角色定位，更好发挥自身的服务职能。首先，针对电商经营者缺乏专业知识和法

律知识的问题，各级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优势，为农村电商经营者提供实际的技术支持。除了帮助电商经

营增加经济利益，还要注重提升他们的法律意识。农村电商经营中有相当大部分的个体农户，其中占较

大比例是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因此，各级政府应当引导个体农户们更规范地利用电商平台，

帮助他们增收致富。 
其次，针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的现实情况，政府应当加强推进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保证农村网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针对偏远乡村和山区，实施专项网络覆盖工程，确保网络信号能够覆

盖到每一个村落，解决“信息孤岛”问题[10]。增加基站设备建设，以此来解决城乡结合部、偏远山区等

区域存在信号弱、网络不稳定问题；有些网络运营商对于偏远的农村地区额外收取较高的网络费用，对

此政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给予这些地区财政补贴，将网络费用成本从农户身上转移，帮助农户更便捷、

安心地进行电商经营活动。 
最后，针对现实情况中农村电商专业人才的缺乏，政府应当及时出台人才激励政策，包括物质奖励

和税收政策等。通过优惠政策的实施，吸引更多的电商人才，以此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有效指导。此外，

政府可以推动城市企业与农村电商开展交流合作，学习城市企业先进的人才引进和管理方式，优化本地

区的农村电商人才的质量，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步伐。 

5. 结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商不仅是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更是农村产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方式。本文基于农村电商的发展状况，对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同时也对这些法律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当然，由于农村电商发展的复杂性，上述法律问题分析可

能有局限性，不够细致深入。在未来，需要对更多的涉及农村电商的法律问题展开研究，以助力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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