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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成为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本文系统梳

理了我国特色农产品电商化的重要性，指出其在推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拓宽农民

增收渠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前特色农产品电商发展仍面临诸如物流配送成本高、品牌影

响力薄弱、电商人才匮乏、产品标准化程度低以及市场拓展能力有限等突出问题。针对上述挑战，文章

提出特色农产品电商发展的优化策略，包括完善冷链物流体系、加强品牌建设与推广、加大电商人才培

养力度、推动产品标准化和质量溯源、创新营销模式等。本文旨在为特色农产品电商的可持续发展和农

村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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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commerce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become a key forc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This paper sys-
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e-commerce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and points out that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ural economy, enhancing the added val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broadening the channels 
for farmers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However, the current e-commerc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still faces outstanding problems such as high logistics distribution costs, 
weak brand influence, lack of e-commerce talents, low product standardization, and limited market 
expansion capabilities. In view of the above challeng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cluding im-
proving the cold chain logistics system, strengthening brand building and promotion, increasing the 
training of e-commerce talents, promoting product standardization and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in-
novating marketing model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
cal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to help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Rural E-Commerc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电子商务逐渐成为

推动农村经济转型的关键力量。特色农产品作为乡村资源的核心载体，其电商化发展不仅能提升农产品

附加值，还能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产业升级。然而，当前特色农产品电商发展仍面临物流成本高、

品牌建设不足、人才短缺等问题。本文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通过分析当前发展现状，深入探讨

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路径和优化方向，为农村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实践参考。 

2. 发展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的重要性 

2.1. 有助于农民增产增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打破了传统销售的地域限制，拓宽了销售渠道，有效解决了农产品“卖难”问

题。以往，农民主要依赖本地批发市场或中间商进行销售，受制于信息不对称和渠道单一，常常面临农

产品价格被压低的困境。而通过电商平台，农民可以直接对接终端消费者，实现产销对接，直接提高农

产品流通效率。2024 年我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超过 15 万亿元，达到 155,225 亿元，同比增长 7.2% [1]。
电商平台的加入也减少了销售中间环节，提高了农民在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和收益比例。农民通过自营

店铺、直播带货等多种方式参与到产品定价和营销过程中，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权和更高的经济回报。同

时，电商销售的反馈机制也促使农民更加关注产品质量和市场需求，优化生产结构，提高产出效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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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平台的实时评价、销量数据和消费者留言，农民能够直观了解市场偏好，及时调整种植品种和生产方

式。这种数据驱动的生产决策使农业生产从传统的“以产定销”转向“以销定产”模式。 

2.2. 促进特色农产品产业链转型升级 

特色农产品电商发展可以实现农村地区资本、技术、资源等的跨界优化配置，并通过产业集聚、技

术创新、制度优化等方式，将农村区域内的农业生产、特色农产品加工、销售、餐饮、物流、休闲旅游等

其他产业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和协同发展[2]。一方面，为适应电

商需求，农产品加工、包装、品牌设计等相关产业得到迅速发展，进一步延长了农产品的产业链，提升

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为满足电商对于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要求，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

不断创新，推动了农业向集约化现代化的方向转型。 
此外，电商平台的大数据分析能力为农产品的生产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对消费者购买行为、

偏好趋势和市场需求的精准分析，电商平台能够向农户和合作社提供科学的市场预测，这种数据赋能不

仅提升了农业生产的精准性和科学性，还有效缓解了农产品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的问题，促进了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3. 推动品牌建设，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特色农产品不仅具有独特的品质特性，还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和历史传统。通过电子商务平台，

农产品的销售不再局限于商品本身，更能够传播当地的乡土文化。如“西湖龙井”“阳澄湖大闸蟹”等

地理标志产品，借助电商平台的广泛传播，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也提升了地方的整体形象。同时，电

商数字化营销手段有助于构建特色农产品品牌体系，形成品牌溢价，实现从“价格竞争”到“价值竞争”

的转变。此外电商平台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能够使消费者更为直观地了解农产品的生产环

境、制作工艺和文化内涵，建立情感连接。例如许多本土茶商通过直播展示传统炒制茶叶技术，不仅实

现了产品销售，还促进了濒临失传的传统工艺传承。这种“产品 + 文化”的销售模式，既满足了现代消

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又促进了乡村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新动力。 

2.4. 吸引人才回流，促进乡村人口结构优化 

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农村地区创造了新型就业机会和创业平台，电商发展不仅拓宽了农产

品的销售渠道，还带动了物流、包装、品牌策划、网络营销等农产品相关产业的发展，极大丰富了农村

的就业形态。这些新兴岗位和创业平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高素质人才返乡就业创业。返乡人才

的不断增加，有助于优化农村人口结构，缓解“空心化”现象。年轻人和高素质人才的回流，不仅带动了

本地经济发展，还促进了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他们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推动农村教育、医疗、

文化等各项事业进步，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总体来看，特色农产品电商的

发展潜力正在成为吸引人才回流、优化乡村人口结构的重要动力，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

活力。 

3. 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 

3.1. 特色农产品电商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国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成为推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自 2022 年国家启动“832”平台以来，特色农产品电商业务已实现对全国 832 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全面覆

盖，有效拓展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到 2023 年底，平台入驻供应商数量已超过三万家，累计销售额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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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亿元[3]。各大电商平台如淘宝、京东、拼多多等也纷纷加大对农村市场的投入，积极布局乡村电商

生态。为助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这些平台相继推出了“兴农扶贫”“拼多多农货节”等一系列专项

扶持计划，通过设立专属频道、降低入驻门槛、提供物流补贴等措施，为特色农产品进城销售开辟了绿

色通道。“电商 + 企业 + 合作社 + 贫困户”的链式利益联结机制将贫困户长远发展和脱贫增收内嵌

于农村电商产业发展进程，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提供多种路径[4]。许多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部分欠发

达地区将农村电商逐渐上升为地区重大战略，出台政策支持农村电商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

训，为特色农产品上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3.2. 各区域间农产品电商发展不平衡 

我国特色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如浙江、江苏等省份，凭借完

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信息化水平，电商发展较为成熟。以浙江德清县为例，当地通过建设村级快递服

务站点，叠加多种“一站式”便民服务，不仅方便了快递收发，还提升了村民的生活便利度。德清县还

引入智能配送系统，使物流效率提升了 37% [5]。经过多年发展，浙江等地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电商产业链

和配套服务体系，在农产品电商领域积累了丰富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建设经验，目前浙江销售的农产品占

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 
相比之下，中部地区如河南、湖北等省份，依托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政策支持，电商发展势头较强，

但整体成熟度略低于东部。而西部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由于交通、物流和信息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电

商发展相对滞后。虽然西部农产品电商近年来增速较快，但在物流配送、冷链设施等方面仍存在短板，

导致运营效率不及东部发达地区。这些差距影响了西部特色农产品的运输和销售，也制约了其电商产业

的进一步发展。 

3.3. 农产品物流配送成本高 

物流配送是制约特色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关键瓶颈。特色农产品多产自偏远农村地区，物流成本普遍

较高。一些特色农产品保鲜要求高且易损耗，增加了运输难度和成本。虽然近年来农村物流体系建设取

得明显进展，但“最后一公里”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冷链物流设施不足也限制了生鲜特色农产品的电商

发展。 

3.4. 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品标准化水平不足 

当前，特色农产品电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品牌意识薄弱和标准化程度低等突出问题。许多农产品

生产经营主体规模较小，分散经营现象普遍，缺乏系统的品牌建设能力和意识。由于个体经营者经济实

力有限，他们往往难以承担商标注册及后续品牌运营的相关费用，导致品牌运作能力不足。此外，农产

品在生产、加工等环节的标准化水平较低，产品品质参差不齐，这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体验，也难

以建立起稳定的市场信任。 
与此同时，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无法有效回应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高度关

注。缺乏完善的追溯机制，使得产品安全性难以保障，进一步影响了市场口碑。此外同质化竞争现象严

重，不少经营者只能通过打价格战来争夺市场份额，且在网络上也出现了许多“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冒

伪劣农产品。这种恶性竞争不仅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也削弱了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 

3.5. 人才短缺与运营能力不足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一方面，懂农业的人不懂电商，懂电商的人不了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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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且大部分农村电商从业者缺乏系统的电商运营培训，对新技术接受能力有限，难以立刻将新技术新

方法运用至电商销售中[6]。同时，农村电商运营能力普遍不足，表现为产品定位不精准、营销策略单一、

数据分析能力薄弱等。尽管各地开展了电商培训，但培训内容与实际需求脱节，难以形成长效机制。人

才瓶颈已成为制约特色农产品电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4. 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优化策略建议 

4.1. 完善基础设施与物流体系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依赖于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主要包括硬件基础设施与软件基础设施两大部分

[7]。首先，硬件基础设施方面，需要保障水、电、道路及网络等基础条件的健全，尤其是对物流体系的

高标准要求。为此，应逐步构建和完善农村物流网络，推动农村电商项目的顺利开展。具体措施包括持

续推进“互联网+”农产品出村工程，建设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及村级配送站点，以有效解决农产品流通中

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同时，应加快农村冷链物流体系的建设，支持冷藏运输车辆和冷库等相关设施

的投入，降低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损耗。其次，软件基础设施涵盖文化教育、信息技术、经济发展水

平以及社会化服务市场等方面，其中信息技术尤为关键。目前，农产品电商多依托现有的电子商务平台

进行。为进一步推动农产品电商的发展，需确保平台的信息流能够准确反映市场需求，并通过多样化的

传播媒介将市场信息高效传递至农村信息节点，保持信息流的畅通与稳定。同时，应加强农村地区的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覆盖的广度与质量。鼓励大型电商平台与物流企业协作，拓展服务网络至农

村区域。 

4.2. 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体系 

实施“一县一品”战略，明确区域特色农产品定位，避免同质化竞争。加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开

发利用，提升特色农产品附加值。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注册商标、申请专利，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和企

业自有品牌相结合的品牌体系。创新品牌营销方式，通过讲好“产品故事”，传播地域文化，实现文化赋

能。建立特色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可追溯机制，增强消费者信任。建议政府部门联合电商平台开展特

色农产品品牌推广活动，如“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推介、“一县一品”展销等，提高品牌知名度。 

4.3. 培育农村电商人才队伍 

推进“农村电商人才振兴工程”，构建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首先，鼓励高等院校和职业学校设

立与农村电商相关的课程或专业，重点培养既懂农业又掌握电商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特色农产品

电商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在人才培养体系与教学方法方面，应不断探索创新，推动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通过组织学生深入农业生产一线，强化实践环节，提升其实际操作能力和综合素质，从而更好地

满足农产品电商发展的需求。二是鼓励返乡创业青年和退伍军人参与农村电商发展；三是加强农民实用

技能培训，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和电商应用能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如“导师帮带”“创业孵化”等，提

供全程指导服务。建立健全农村电商人才激励机制，提供创业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建议地方政

府与电商企业合作建立电商实训基地，开展订单式培养，提高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 

4.4. 创新营销模式与渠道建设 

应积极推动“直播 + 电商”等新型业态的发展，鼓励农民主播、返乡创业青年及网络红人等多元主

体参与特色农产品的直播销售，拓宽农产品的市场渠道。同时，应大力推广“社交电商”模式，充分利

用微信群、社区团购等社交平台，进一步丰富销售路径。发展“预售 + 定制”模式，建立健全产销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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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有效降低农产品销售过程中的风险。此外，应促进线上与线下的深度融合，建设农产品体验店、

展示中心等实体网点，形成覆盖广泛的多渠道营销体系。在内容营销方面，应不断创新传播方式，通过

图文、短视频、虚拟现实等多样化形式，全面展示农产品的生产环境与品质特征，增强产品的市场吸引

力。建议政府部门搭建特色农产品电商公共服务平台，整合各类营销资源，切实降低农户的营销成本，

助力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 

4.5. 加强政策支持与组织保障 

农产品电商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国家政府的支持、各类组织的兜底保障以及完善的农

产品电商政策体系，当地政府应在金融、税收、用地等方面给予特色农产品政策支持。加大财政投入，

设立特色农产品电商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品牌推广。同时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发展农村

电商信用贷款等多种新型金融产品，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健全组织保障体系，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作、

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同，统筹农业农村、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建议

各级政府将特色农产品电商发展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整体规划，制定专项行动计划，明确目标任务和责任

分工。 

5. 结语 

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既面临基础设施不完善、物流成本高、人才短缺等挑战，

也迎来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消费升级带动需求增长、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等机遇。促进特色农产品电商健

康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农民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商业模式，完善服务体

系，培育市场主体，形成发展合力。未来，随着农村数字化程度提高和农村电商生态体系逐步完善，特

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将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引擎，为促进农民增收、农业提质和农村发展注入新活力，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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