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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驱动下，农产品电商已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力量。然而，随着流量红利消退、同质化竞争加剧，农产品电商面临增长动能不足的问题。本文基

于可持续增长理论和动力转换理论，系统界定了农产品电商的核心概念，构建了多维驱动因素分析框架。

研究指出，农产品电商需实现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的动力转换，以应对产业链不完善、质

量标准缺失、市场竞争失衡等挑战。在行业、企业与政府三个层面，本文分别提出了完善供应链协同、

强化数字化运营、优化政策支持等对策建议。最后，总结了研究贡献与局限，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旨在为农产品电商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增长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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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dual forc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agricultural e-com-
merce has become a crucial engine for advanc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promoting sustain-
abl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with the diminishing of flow dividends and intens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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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genized competition, agricultural e-commerce is encountering challenges of insufficient growth 
momentum. Based on sustainable growth theory and dynamic conversion theory, this study system-
atically defines the core concepts of agricultural e-commerce and constructs a multi-dimensional driver 
analysis framework.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agricultural e-commerce must transition from resource-
dependency to innovation-driven and green-oriented development to address challenges such as in-
complete supply chains, lack of quality standards, and unbalanced market competition. At the indus-
try, enterprise, and government levels,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supply chain col-
laboration, strengthening digital operations, and optimizing policy support are proposed. Finally, the 
study summarizes it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and outlin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growth of agricultural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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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已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驱动力。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已

达 2.49 万亿元，有力拓宽了农产品流通渠道，增加了农民收入，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了农村经

济可持续发展[1]。与此同时，农村电商快速发展也暴露出城乡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不平衡问题，

亟需深入研究农产品电商可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及动力转换路径，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

导。本研究旨在从可持续增长的视角出发，分析驱动农产品电商增长的内外部动因及其转换机理，重点

探讨行业、企业、政府层面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2. 理论框架与核心概念界定 

2.1. 可持续增长与动力转换理论 

可持续增长理论：可持续增长是指在经济、社会和生态三方面都能够长期维持的增长方式。基本框

架上，可持续增长理论构建了包含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三维评价体系，为政策制定者提供

了全面的决策依据。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要素在于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2]。创新驱动要求通过技术创

新、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与资源利用效率；绿色发展则强调在发展过程中注重环

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推动经济向低碳、循环、可持续方向转型。在农产品电商领域，可持续增长理论的

具体应用体现在多个方面。技术维度上，数字技术的普及与物流供应链的创新显著提升了交易效率与供

应链协同能力；市场维度上，消费需求升级与市场渠道创新为农产品电商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政策维

度上，政府政策扶持与金融信贷支持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生态维度上，绿色发展需求促使农产

品电商企业积极推广生态农业与可持续生产方式。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这一宏观理念，为本研究奠定

了目标导向基础。 
动力转换理论：实现动力转换的关键要素在于准确识别并把握各阶段的主导驱动因素，以及这些因

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换机制。传统驱动力主要依赖资源投入和成本优势，而新动能驱动强调创新技术、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208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鹏程 
 

 

DOI: 10.12677/ecl.2025.1462081 3012 电子商务评论 
 

市场需求和绿色发展等因素[2]。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动能转换被提到重要地位，旨在从投资驱动、

资源密集型向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型转变。在农产品电商领域，具体应用体现在从初期依赖基础设施建

设和政策补贴，逐步向依靠技术创新、市场需求驱动及绿色发展转型。例如，通过数字技术提升供应链

效率，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优化库存管理和配送调度；借助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新兴电商模式拓宽市

场渠道；强化质量标准与安全监管体系，推广绿色农产品，满足消费者对健康环保的需求等。理解这一

理论，有助于把握农产品电商可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 

2.2. 农产品电商核心概念界定 

农产品电商的定义与范畴：农产品电商是指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进行农产品生产、交易、流通和

服务的一种新型业态。它包括种植者、合作社、农批市场、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等多个主体之间的信息

交易和价值流通环节，涵盖农产品的线上销售、供应链管理、金融服务等内容。农产品电商的范畴包括

生鲜农产品、加工农产品以及农副产品等，以“互联网+农业”模式为特征，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搭建了直

接、高效的连接渠道。 
农产品电商的特征：农产品具有季节性、易腐性和地域性等特点，使得农产品电商在运营过程中表

现出独特性。首先，农产品电商的供应链环节较多，涉及产地、加工、仓储、运输和销售等多个环节，对

物流和冷链要求高；其次，农产品电商面临质量安全风险，标准化程度相对较低，需要严格的质检和可

追溯体系；再次，农产品电商呈现出强烈的区域特色和差异化趋势，不同地区的农产品电商模式和产品

定位各具特色。此外，农产品市场需求受季节和环境影响较大，需要灵活的供应和营销策略以应对市场

波动和消费升级的挑战。 

2.3. 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多维驱动因素分析视角：本研究提出从技术、市场、政策和生态四个维度综合考察农产品电商可持

续增长的驱动因素。在技术维度，关注数字技术普及、物流与供应链创新等如何提升效率；市场维度关

注消费者需求升级、新型电商模式和产品差异化；政策维度关注政府政策扶持、金融支持和监管环境；

生态维度关注绿色发展理念下的生态农业与可持续生产方式。这些维度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农产品电商

可持续增长的系统驱动框架[3]。 
阶段演变与动因转换视角：同时，本研究关注农产品电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动因转换机制。在发

展初期，动力主要依赖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补贴；随着市场成熟和技术进步，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和市场

需求驱动。研究分析将区分不同阶段的主导驱动要素，探讨如何实现由资源要素驱动向创新与绿色驱动

的顺利转换，以支持长期的可持续增长。 

3. 动因分析 

3.1. 技术驱动因素 

数字技术进步：互联网、移动通信、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快速普及，为农产品电商提供了

基础平台和技术支撑。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移动应用和社交媒体，生产者可以在线展示和销售农产品，

消费者可便捷地获取产品信息并进行购物。数字支付和智能推荐系统等技术创新也提升了用户体验和交

易效率。 
物流与供应链创新：现代化物流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冷链物流和仓储技术的提升，大大改善了农产

品的保鲜和运输条件。高效的物流网络能够缩短农产品从产地到消费者的时间成本，降低损耗率。供应

链协同与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应用，使库存管理和配送调度更加智能化、精细化，增强了农产品电商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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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能力[4]。 
平台技术创新：电商平台不断创新应用新技术，如区块链在农产品溯源中的应用、物联网技术在生

产和物流环境监测中的使用等。这些技术的引入提高了农产品流通过程的透明度和安全性，增强了消费

者信任。同时，人工智能在市场分析、需求预测和智能客服等方面的应用，也进一步优化了电商运营效

率和决策支持。 

3.2. 市场驱动因素 

消费需求升级：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健康环保意识的增强，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品质、安全和

多样性要求不断提升。城市消费者尤其倾向于购买天然、有机和特色农产品，这为农产品电商提供了新

的市场机会。同时，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场景的变化，也为农产品本地消费和农特产品销售开辟

了新空间。 
市场渠道和模式创新：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社交电商等新兴电商模式快速兴起，突破了传统农产

品营销渠道的限制。这些创新模式通过发挥社交关系链条或内容平台的优势，使农产品能够更快地接触

到目标消费群体，提高了市场渗透率。同时，多渠道营销模式(线上线下结合)的多样化布局，也扩大了销

售市场。 
产品供给多样化与品牌建设：各地不断挖掘当地特色农产品资源，推出品牌化和多样化的产品供给。

品牌和地域性产品的兴起增加了市场选择，满足了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供给多样化不仅促进了市场

竞争，也为农产品电商提供了更多差异化竞争优势，推动了市场规模扩大。 

3.3. 政策与制度驱动因素 

政府政策扶持：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政策，包括发展规划、财政补贴、税

收优惠和技术培训等。如农村电商进村、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和“一村一品”等政策，引导资源向农村

和农业领域倾斜，激励农民和企业参与电商建设[5]。 
金融与信贷支持：政府和金融机构通过农业发展银行、小额贷款和担保等方式，为农产品电商企业

和农户提供融资支持。金融创新(如供应链金融、众筹等)降低了农户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门槛，缓解了资金

短缺问题。 
监管和服务体系完善：随着农产品电商规模的扩大，政府逐渐完善质量安全、电子商务和反垄断等

方面的监管法规和服务体系。例如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电商诚信体系，以及加强对农产品网络交

易的监督检查，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营造健康发展的环境。 

3.4. 社会与生态驱动因素 

乡村振兴与社会资本：乡村振兴战略提高了社会对农产品电商的关注度和投入度[6]。农民合作社、

农业龙头企业和社会组织在电商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联农带农模式和合作联盟推动农产品电商的

发展。此外，社会资本的介入使得更多资源和信息汇聚于农产品电商领域，增强了行业的协同效应。 
绿色发展需求：生态文明理念促使农产品生产向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消费者对有机、绿色农产品

的需求增加，政府也鼓励生态农业和环保种植。这一趋势驱动农产品电商企业将可持续生产方式纳入经

营策略，通过推广绿色农产品、发展循环农业和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 
信息化和文化因素：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和农民文化水平的提升，使得农户更易接受电子商务

模式。同时，消费文化的变迁，如团购经济和网购习惯的形成，也带动了农产品电商市场的扩展。城乡

居民的消费观念逐渐趋同，为农产品电商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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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挑战分析 

4.1. 行业层面挑战 

产业链条不完善：农产品电商的产业链较为复杂，涵盖生产、加工、流通等多个环节。当前行业中

上下游衔接不紧密，中间环节较多，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导致供应链效率较低，流通成本居高不下。

同时，农户规模普遍较小，组织化程度低，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质量安全与标准化难题：由于农产品的天然属性和生产环境差异，整个行业面临较高的质量安全监

管难度。行业内尚未形成统一的质量标准和安全监管体系，不同地区、不同平台之间的监管力度参差不

齐，影响了消费者对线上农产品的信任度。 
市场竞争不均衡：部分地区或农产品品类迅速崛起形成竞争优势，而更多企业还处于低水平重复竞

争状态。行业中价格战时有发生，低价促销、资源浪费现象明显，无法形成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此外，

品牌竞争力不足，许多企业仅依赖价格优势获取市场份额，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4.2. 企业层面挑战 

资源与能力不足：许多从事农产品电商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和农户)在资金、人才和技术等方面

存在短板[7]。有限的资金投入使得企业难以承担完善的仓储物流体系和信息化建设；缺乏专业电子商务

运营人才，导致市场推广和消费者服务能力不足。 
数字化转型困难：部分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不足或抗拒改变，未能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优化供应链管理和精准营销。这种局限使得企业无法及时响应市场变化，也难以提升运营效率和

决策水平。 
品牌与品质建设欠缺：企业在品牌塑造、产品差异化和质量控制方面投入不足，产品同质化严重，

缺少核心竞争力。加之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不完善，一些企业出现质量问题时缺乏有效追责机制，损害了

整体行业的信誉。 
物流和服务体系薄弱：企业普遍面临物流成本高、配送时效难以保证的问题。对于生鲜农产品，更

需要冷链运输和快速配送，但很多企业因资金和规模限制无法建设完善的物流网络。此外，售后服务体

系不健全，退换货、客服等环节配套不足，影响消费者购物体验。 

4.3. 政府层面挑战 

政策支持不足与协调困难：虽然政府出台了多项支持政策，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政策碎片化、

持续性不足和地方执行力度不够等问题。不同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协同，难以形成对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整

体支持合力。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部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包括网络通信覆盖不足、交通物流不便、仓

储条件差等。这些基础建设短板直接制约了农产品电商的扩展和物流效率，影响了农户的参与积极性和

消费者的购买体验。 
监管和服务体系不足：当前政府在农产品电商领域的监管体系尚不健全，特别是在产品质量安全、

电子商务诚信和跨区域协作监管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同时，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滞后，缺乏统一的信息

数据共享平台和专业咨询服务，难以为企业和农户提供及时有效的支持。 
人才与培训机制缺乏：政府及社会组织对农村电商人才培养和技能培训的投入有限，农村电商从业

人员整体素质参差不齐。缺乏针对性的培训体系和创新创业支持，导致农户和基层电商运营人才匮乏，

影响了行业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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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策建议 

5.1. 行业层面建议 

完善供应链协同机制：构建供应链信息共享平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供应链各环节信息

的实时共享与透明化。推动供应链协同作业，通过优化供应链流程、加强各环节间的协作与配合，提高

整体运营效率。设立供应链协同管理办公室，作为协调各方、推动协同作业的核心机构。开展供应链协

同培训与指导，提升供应链各参与主体的协同意识与能力。建立供应链协同激励机制，通过物质与精神

激励相结合的方式，激发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加强供应链协同监管与评估，确保协同作业的

规范性与有效性。 
制定行业标准与认证体系：建立农产品电商认证体系，对符合标准的企业和产品进行认证，确保认

证过程公开透明，结果权威。在标准实施过程中，需细化标准内容，针对农产品电商的不同环节和细分

领域，如生鲜农产品的冷链物流、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建设等，提高标准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通过线上线

下结合的方式宣传标准，提高行业认知度和执行力度。实施动态管理，建立标准实施的动态监测机制，

定期评估和分析标准执行情况，及时修订和完善标准，确保标准与行业发展同步。激励与约束并重，通

过政策扶持、资金奖励等方式激励企业积极执行标准，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同时，对违反标准的

企业进行公开曝光和处罚，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推动行业整体水平提升。 
建设公共物流与仓储平台：行业应加大投入，不仅要完善传统物流仓储体系，更要特别注重冷链物

流的全面布局，以确保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新鲜度与品质[8]。同时，构建统一的信息数据共享平台，

实现供应链上下游信息的无缝对接与高效流通，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进而降

低成本，提升整体运营效率。这不仅能显著提升农产品的流通效率与保鲜能力，还能增强市场竞争力，

为农产品电商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坚实基础，推动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 
促进行业创新与数字化转型：鼓励农产品电商与旅游、文化、教育等行业跨界合作，拓宽业务范围

[9]。设立农产品电商专项创新基金，由行业组织牵头，联合电商平台、科研机构及金融机构，支持新技

术研发、供应链优化等。搭建开放式研发平台，促进资源共享，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数字化技术应

用，引导企业投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提升运营效率[10]。鼓励与科技公司合作，开发数字化解决方

案，实现全渠道营销。建立农产品电商大数据中心，整合多源数据，提供市场监测服务。 

5.2. 企业层面建议 

加强数字化运营能力：对于初创期和小微企业，应首先注重基础电商平台的搭建与运营，利用低成

本、易操作的电商平台工具快速切入市场，同时积极学习大数据分析基础知识，初步尝试通过简单数据

分析优化产品展示和客户服务；对于成长期企业，应加大在电子商务管理系统和营销工具上的投入，引

入专业的电商运营软件，利用大数据分析精准定位市场需求，优化供应链管理，并尝试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进行初步的市场预测和库存管理；对于成熟期和大型企业，则应建立全面的数字化运营体系，深度融

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实现供应链全链条的智能化管理，并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保持市

场领先地位，同时积极参与行业数字化标准的制定，推动整个行业的数字化升级。 
强化品牌与质量管理：初创期和小微企业应注重产品质量的基础控制，从源头抓起，确保产品符合

基本安全标准，并尝试通过简单的包装设计和故事营销，初步建立品牌形象；成长期企业应加大在品牌

塑造上的投入，设计独特的品牌标识和宣传语，通过多渠道营销提升品牌知名度，同时建立完善的质量

管理体系，从生产到销售全程监控产品质量；成熟期和大型企业则应致力于品牌高端化和国际化，通过

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提升品牌形象，参与国际质量认证，拓展海外市场，并建立全面的质量追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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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区块链等先进技术确保产品质量的可追溯性，增强消费者信任。 
拓宽融资渠道与资源整合：对于初创期和小微企业，应重点关注市场定位、产品选择和团队建设，

通过政府扶持和天使投资等方式解决资金问题，快速验证商业模式。成长期企业则需加强品牌建设、渠

道拓展和供应链管理，通过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融资等方式获取更多资金支持，实现规模扩张。成熟期

和大型企业则应注重技术创新、国际化拓展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并购重组、上市融资等方式提升竞争力，

同时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提升人才队伍建设：初创期和小微企业应重点培养电商运营、市场营销等基础岗位人才，确保企业

正常运营；通过在线课程、自学资料等方式，快速提升员工基础能力。成长期企业应根据企业业务发展

需求，培养供应链管理、数据分析、品牌建设等专业化人才；与专业机构合作，开展定制化培训项目，提

升员工专业技能；加强团队建设，提升员工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能力。成熟期和大型企业应重点培养具有

战略眼光、创新能力和领导力的高端管理人才；鼓励员工参与创新项目，培养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通过内部选拔、外部招聘等方式，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保持企业活力。 

5.3. 政府层面建议 

优化顶层设计与政策体系：首先，应制定长期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与路径，结合区域特色制定

前瞻性规划，成立专项小组调研市场趋势、技术进步和消费者需求，规划涵盖基建、人才、技术、品牌

等。其次，应加强政策协同，打破部门壁垒，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定期召开协调会议，解决政策执行难

题，避免碎片化与重复建设，同时强化与地方政府的沟通，确保政策有效落地。再者，应完善政策实施

与监督，建立健全责任体系，明确各级职责，建立跟踪评估机制，定期量化评估政策效果，引入第三方

评估机构提高客观性，并加强政策宣传与解读，提升农户和企业认知度。最后，应强化政策评估与动态

调整，建立常态化评估机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政策方向与力度，设立专项基金支持评估工作，建

立快速响应机制，鼓励社会各界参与评估与反馈，形成多元化政策调整建议来源。 
加大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投入：在信息网络方面，应继续加大农村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并鼓励

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通过共建共享模式降低建设成本，提高网络覆盖率和服务质量，为农产品电商提

供坚实的信息技术支撑[11]。交通物流方面，需加强农村公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确保

农产品顺畅运出，同时鼓励物流企业延伸服务网络，构建覆盖城乡的物流体系，并支持发展冷链物流，

减少损耗，提高市场竞争力。仓储设施上，应鼓励行业共建或政府支持建设区域性农产品物流园和冷链

仓储设施，实现仓储资源共享，降低企业建设成本，并引入智能化仓储管理系统，提高仓储效率和货物

周转率。公共服务平台方面，政府应与企业合作，共同建设电商示范园区和信息服务中心，提供市场信

息、技术支持和培训服务，并搭建信息数据共享平台，促进信息流通与资源共享。 
完善监管与标准体系：构建政府主导、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层次监管体系。政府应明确

各部门职责，加强跨部门协作，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监管提供法律依据[12]。同时，推动行业自

律，鼓励成立农产品电商行业协会或联盟，制定行业规范，加强自我约束，并定期组织培训、交流活动，

提升企业合规经营意识。此外，还需强化社会监督，鼓励消费者、媒体等社会力量参与监管，建立投诉

举报机制，对违规行为进行曝光和惩处。 
扶持培训和推广项目：政府应积极搭建平台，促进高校、研究机构与农产品电商企业的深度合作，

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将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提升农产品电商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示范项目与案例推广是激发农产品电商发展活力的关键举措。政府应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农产品电商项目

作为示范，总结其成功经验，并通过媒体宣传、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方式，将示范项目的成功经验向

更广泛的区域推广，鼓励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发展模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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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本研究围绕农产品电商可持续增长的动力转换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政府支持、产

业协同与技术创新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农产品电商进入可持续增长阶段，并揭示了各驱动力量动态演化

的规律。理论上，本研究创新性地结合了可持续增长理论与动力转换理论，构建了农产品电商增长的多

维驱动因素分析框架，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视角，并为其他行业提供了理论借鉴。实践上，研究为电商

企业优化运营模式、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为政府制定支持政策、完善生态体系提供了

重要参考，有助于推动农产品电商的健康发展。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如未深入探讨某些特定因

素(如消费者行为、新技术应用等)对农产品电商增长的具体影响机制。展望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新技

术在农产品电商中的应用、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对农产品电商的影响等方面，为农产品电商的持续发展提

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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