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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淮安市在“互联网+”背景下，积极探索农村电商的创新与融合发展路径。当前核心困境包括：

品牌建设分散化、协同不足，文化内涵挖掘欠缺；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受阻，本土培训与企业需求脱节，

高端人才向发达地区流失；物流“最后一公里”配送效率低，冷链全链条保障能力不足，制约特色农产

品上行。为此，研究提出创新路径：通过“互联网+”整合区域品牌，推动标准化生产与文化融合，提升

品牌价值；构建“政策引导–校企联动”的人才培养体系，完善职业认证和实战化培训，吸引人才回流；

借助智能物流系统、交邮融合模式及冷链节点建设，优化配送效率与全链保鲜能力。该研究为同类地区

农村电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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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ternet Plus”, Huai’an City has actively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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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aths for rural e-commerce. The current core dilemmas in-
clude: Decentralized brand building with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and inadequate exploration of cul-
tural connotations; Obstructed career development pathways for talents, disconnection between lo-
cal training and enterprise needs, and the outflow of high-end talents to developed regions; Low effi-
ciency in “last mile” logistics distribution and insufficient cold-chain full-chain guarantee capabilities, 
which restrict the upward circulation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address these chal-
lenges, the study proposes innovative pathways: Integrate regional brands through “Internet Plus,” 
promote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enhance brand value; Build a “pol-
icy guidance-school-enterprise linkage”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improve professional certifica-
tion and practical training, and attract talent backflow; Leverage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s, trans-
portation-postal integration models, and cold-chain node construction to optimize distribution ef-
ficiency and full-chain freshness preservation capabilities.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theoret-
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commerce in similar re-
gions from scale expansion to quality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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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互联网+”战略深度融入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农村电商已成为激活乡村经济活力、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的关键动力。作为农业大市，淮安市依托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政策扶持，积极探索“互联网 + 
农业”发展路径，农村电商规模持续增长，逐渐成为农村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然而，在快速发展

过程中，品牌建设分散、专业人才短缺、物流体系薄弱等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制约着农村电商向高质

量阶段迈进。当前，全国范围内农村电商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的阶段，淮安市如何在“互联网+”
浪潮中突破发展瓶颈，实现特色农产品品牌价值提升、人才结构优化与物流供应链升级，成为亟待解决

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梳理淮安市农村电商发展现状，剖析品牌化、人才配套、物流配送等核心困境，

探索“互联网+”驱动下的创新融合路径，旨在为同类地区农村电商转型升级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

鉴。 

2. “互联网+”背景下淮安市农村电商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淮安市高度重视农村电商发展，按照省农业农村厅出台了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如《江苏省“新

农人”培育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从资金补贴、税收优惠到土地政策等多方面给予支持，鼓励企

业和个人投身农村电商领域。在“互联网+”背景下淮安市的农村电商交易规模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

2023 年农村电商零售额更高达 47.89 亿元，同比增长 31.1%，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也实现稳步增长。

2024 年 1~8 月，全市网络零售额达 127.47 亿元，同比增长 7.3%，其中农村电商零售额为 31.9 亿元，占

比 25.03%且同比增长 3.57% [1]。这些事实有力凸显了农村电商在淮安市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地

位，同时淮安市农村电商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品牌建设分散、专业人才短缺、物流体系薄弱等结构性问题

逐渐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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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淮安市农村电商发展的困境 

3.1. 品牌建设分散，市场竞争优势不足 

农业品牌建设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农民增收、增强农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2]。
虽然淮安市打造了“淮味千年”等区域公用品牌和多个特色农产品品牌，但品牌建设仍存在分散、协同

不足的问题。众多农产品品牌各自为战，缺乏统一规划和整合，在品牌定位、包装设计、宣传推广上未

能形成合力，导致品牌辨识度不高。本质上是“缺乏系统规划和顶层设计，导致后期实施路径不清晰而

忽视本地特色，极易导致同类品牌间出现同质化、泛形象化”的具体表现[3]。部分品牌仅注重产品本身，

忽视文化内涵挖掘和品牌故事塑造，难以与消费者建立情感共鸣，限制了农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和市场份

额的扩大。文化价值是品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需深度融合地域文化、历史传统与消费场景。如广西“三

江茶”通过融入侗族文化打造茶旅融合模式，而淮安市未能将洪泽湖渔耕文化、盱眙龙虾节庆等 IP 注入

品牌叙事，导致品牌停留在表面，无法形成情感认同[4]。 

3.2. 专业人才短缺，制约创新发展活力 

3.2.1. 农村电商人才职业发展通道缺失 
当前农村电商人才职业发展存在结构性阻碍，从岗位配置看，淮安市农村电商企业中基础操作岗(客

服、打包、物流)占比过高，而网络运营、品牌策划、数据分析等核心岗位占比过低。此现象反映了农村

电商人才培育的结构性矛盾。当前农产品电商人才“重操作、轻战略”，多数从业者仅掌握基础网店运

营技能，而缺乏数据分析、品牌策划等高端能力，导致岗位结构长期低端化[5]。如许多 90 后从业者在入

职几年内仍处于基层岗位，中层管理岗平均晋升周期远高于城市电商企业。同时职业认证体系缺位问题

突出，全省统一的农村电商人才职称评定体系尚未建立，大量从业者只能依赖企业内部模糊的考核体系。

并且地域发展差距形成“虹吸效应”，农村地区薪资水平较低，且缺乏城市配套的人才公寓、子女教育

等政策支持，导致掌握网络营销技能的高端人才流失严重，在直播运营、跨境电商等领域尤为突出。 

3.2.2. 本土培训体系与市场需求脱节 
培训教的和企业要的对不上号，主要卡在课程、老师、就业三个环节。课程方面，现在培训大多只

教电脑基础和开店入门，像怎么用算法做推广、社群怎么运营、数据怎么分析这些实用技能却很少教。

有的地方反复开同样的基础课，像抖音投流、小红书推广这类实战课，因为没老师教，干脆就不开了。

师资“学院化”是导致培训脱离实际的关键因素。理论型高校师资普遍缺乏行业经验，导致教学停留在

“知识传递”而非“技能训练”。淮安电商培训师资结构与之类似，缺乏具备头部电商企业运营经验的

“双师型”教师，难以传授前沿实操技巧[6]。而且学完也找不到合适工作，很多人学完还是不会做电商，

还有不少人直接转行不干这行，结果就是培训完留不住人，陷入恶性循环。 

3.3. 物流体系薄弱，冷链基础设施待提升 

3.3.1. 物流体系中最后一公里薄弱 
农村物流体系建设滞后成为制约淮安市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因素。“最后一公里”问题集中在配送

效率(如偏远地区每日仅 1 次配送)在盱眙区等农村地形复杂区域，物流配送面临严峻挑战，呈现“单频

次、长时效、高损耗”的突出问题。乡村物流的“单频次”困境源于基础设施基底性不足与社会网络动员

能力薄弱的双重制约[7]。以盱眙县河桥镇为例，大部分自然村每日仅有一趟配送车清晨进村，若村民错

过固定取件时间，包裹便需滞留至次日。生鲜等对时效要求高的商品，常因配送延迟出现腐损。此外，

不少村民需步行较长距离，前往村口代收点取件，取件过程极为不便，严重影响农村电商的消费体验与

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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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冷链基础设施不足 
同时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对于鲜活农产品(如洪泽湖大闸蟹、金湖芡实等)的保鲜运输保障

能力不足，导致产品损耗率高，影响产品品质和消费者体验。我国果蔬预冷环节缺口显著，76.92%的生

产经营者仅用冷库直接预冷，而非专业预冷设备，导致冷却速度慢、温度不均，加剧腐损[8]。如洪泽湖

大闸蟹若未经过压差预冷或真空预冷，直接入库会导致表面冻伤而内部温度不降，损耗率极具增加。这

些损耗不仅让农户辛苦劳作打了折扣，更让“淮安特产”的口碑在市场中逐渐褪色，形成“品质好却难

走远”的发展瓶颈。 

4. “互联网+”背景下淮安市农村电商创新与融合发展路径 

4.1. “互联网+”创新促进淮安本土品牌建设 

在“互联网+”背景下，促进淮安本土品牌建设需多维度发力。针对品牌建设分散、协同不足的问题，

可依托“互联网+”整合“淮味千年”等区域公用品牌。区域公用品牌整合需依托“资源基础与政策推动

的协同”，如通过政府主导的品牌规划整合分散品牌，形成“地理标志 + 文化 IP”的差异化定位。淮安

可借鉴其“统一标识设计 + 历史文化叙事”模式[9]。如将洪泽湖渔耕文化融入“淮味千年”品牌故事，

通过电商平台传播地域特色，增强消费者情感认同。挖掘农产品文化内涵，塑造品牌故事，通过电商平

台、社交媒体等渠道传播，与消费者建立情感共鸣，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与市场份额。推动农产品标准化

生产，改变多数农产品以初级形态销售的现状，加强深加工，释放“淮味千年”等老字号品牌价值，提

高品牌信任程度。品牌信任通过区块链溯源使消费者支付意愿提升[10]。如淮安可结合“淮味千年”品牌，

引入区块链技术记录洪泽湖大闸蟹养殖环境、捕捞时间等数据，并通过短视频平台传播“洪泽湖生态养

殖”故事，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市场需求，发展定制化农业，满足消费

者个性化需求。例如，可借鉴先进经验，对盱眙龙虾等特色产品进行品牌升级，整合加工、仓储环节，借

助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让淮安农产品凭借优质品牌“走得更远”。 

4.2. 淮安市“互联网+”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4.2.1. 建立农村电商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针对农村电商人才职业发展的结构性障碍，需构建“政策引导–企业主导–社会协同”的立体化职

业发展体系，打通从基层操作到核心管理的晋升通道：在政策激励与人才认定层面，将电商人才纳入“乡

土人才”“青年拔尖人才”评选体系，给予核心岗位人才专项补贴及配套服务，试点“电商人才积分制”

等激励模式；在企业岗位结构与晋升机制方面，引导企业提高网络运营、品牌策划等核心岗位占比，建

立“基层操作岗–项目主管岗–部门经理岗”多级晋升通道，缩短核心岗位晋升周期，实施青年骨干培

养计划；通过联合行业协会推动“农村电商运营师”等职业技能等级认证，建立“培训–认证–就业”闭

环模式，提升职业认可度与市场竞争力；参照人工智能行业通过“技能认证 + 实战培训”提升人才专业

化水平[11]。淮安可参考该模式，联合电商行业协会开发“农村电商运营师”认证标准，将直播运营、数

据分析等技能纳入考核体系，并与企业合作开展“认证后实战项目”，实现“培训内容与岗位需求零距

离对接”。同时实施“电商人才回流工程”，开展专项引才行动，以“创业孵化基地 + 导师结对”等模

式为返乡人才提供场地供应链等支持，吸引外流人才返乡参与农村电商发展，形成多维度协同的人才发

展格局。 

4.2.2. 淮安市“互联网+”重构产教融合的实战化培训体系 
针对本土培训“重理论轻实战”“课程与产业脱节”的痛点，以“互联网+”重塑“需求导向–校企

联动–技能落地”的培训生态：深化校企协同机制，推动院校与龙头企业共建“电商产业学院”，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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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电商运营”“大数据选品”等模块化课程。将农村电商人才培养与高职教育结合，成立专门的电

商学院，或者在乡村区域组织短期电商技能培训[12]。将企业真实项目纳入教学场景，试点“双元制”培

训，由企业导师带学员参与实战任务并考核录用；优化课程内容与师资结构，侧重算法推广、跨境电商

运营等实战模块，建立“行业大师 + 高校教师 + 企业高管”的多元化师资库，邀请行业专家开展实战

教学；完善“培训–认证–就业”闭环服务，引入职业技能认证，依托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设“人才服

务窗口”，提供岗位对接、创业指导等服务，推行“定向培训 + 企业直聘”模式，缓解“培训完即流失”

问题，形成以需求为导向、校企深度联动、聚焦技能落地的新型培训体系。 

4.3. 加强物流体系创新融合建设，提高供应链效率 

4.3.1. 淮安市“互联网+”改善物流体系中最后一公里薄弱 
针对农村物流“单频次、长时效、高损耗”的痛点，以“互联网+”为引擎构建立体化物流网络：深

化交邮融合模式，依托现有线路和村级服务点，整合邮政、快递、公交等运力资源。通过多元主体合作

网络扩大信息开放流通效应[13]。在地形复杂区域推行以“公交带货”，以“数据跑路”提升信息获取效

率[13]。增加配送频次，优化邮路规划，实现城乡物资双向高效流通，相关经验在生鲜主产区推广。引入

智能物流系统，搭建统一信息平台，利用大数据动态优化配送路线，在村级服务点部署智能快递柜实现

自助取件，解决“取件难”。同时加大物流技术推广经费投入，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智能设备部署，避免

因资金短缺导致技术应用滞后[14]。 

4.3.2. 完善冷链基础设施 
针对冷链物流“设施薄弱、损耗率高”的瓶颈，以“互联网+”为核心驱动力，在主产区推广“田间

移动预冷站 + 村级冷藏柜”模式，借助物联网温控系统实时监测环境参数，并通过控制温度、湿度降低

农产品腐败速度，减少损耗[15]。实现农产品采摘后快速预冷处理，保障鲜活产品运输前的保鲜状态；依

托县级物流中心冷链库容，整合多方资源建设区域性冷链分拨中心，形成“产地预冷–干线冷链–末端

配送”的全链条保鲜体系，并引入“共享冷链”模式，通过智能调度平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通过共享模

式与产业结构优化而减少资源浪费，提升低碳环保技术应用[16]。在运输车辆和仓储设施部署物联网设备，

通过统一管理平台实现全流程可视化监控，同时推广“冷链物流 + 农食加工”综合园区模式，建设集冷

藏仓储、加工包装、电商配送于一体的冷链综合体，实现“前店后仓”高效运作，降低中间环节损耗。最

终形成“智能温控保品质、节点网络提效率、数字管理降损耗、模式创新增效益”的冷链发展新格局。 

5. 总结 

在“互联网+”背景下，淮安市农村电商呈现政策驱动增长与结构性瓶颈并存的特点。一方面，政府

通过专项行动计划等政策扶持，推动农村电商规模稳步扩大，为农村经济注入活力；另一方面，品牌化

程度低、专业人才短缺、物流冷链薄弱等问题凸显，制约产业进一步升级。当前发展困境集中体现在三

方面：品牌建设缺乏统筹规划，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未充分释放，产品标准化不足且文化内涵挖掘有限，

难以形成市场辨识度；人才结构失衡，基础操作岗占比过高，核心运营人才流失严重，本土培训重理论

轻实战，与企业需求脱节物流“最后一公里”效率低下，冷链设施覆盖不足，生鲜产品损耗率高，特色农

产品“走出去”受限。为此，淮安以“互联网+”为创新引擎，探索融合发展路径：通过整合区域品牌、

挖掘文化 IP、推动标准化生产与定制化农业，提升品牌溢价能力；构建“政策引导–校企联动”的人才

培养体系，完善职业发展通道，引入实战化培训和认证机制，破解人才供需错配；依托智能物流系统、

交邮融合模式和冷链节点建设，打通城乡双向流通链路，实现“智能调度降本、冷链下沉保质”。通过多

维度创新，淮安正着力突破发展瓶颈，推动农村电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型转型，助力乡村振兴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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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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