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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电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有力地推动了农产品流通与农民增收。但在发展进

程中仍然面临产品同质化、产业链协同不足、物流成本高、专业人才短缺等突出问题，本文以马克思劳

动价值论为理论根基，剖析指出农村电商本质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数字时代的具象化实践，进而提出

针对性的破局路径：通过挖掘地域特色与数字技术应用推动产品差异化，构建“生产–加工–销售”贯

通的全产业链体系提升协作效率，优化冷链物流基建并强化区域品牌建设以降低损耗、提升溢价，同时

建立“政校企”联动育人机制，培育复合型电商人才，激活农民主体动能。研究表明，马克思劳动价值

论为破解农村电商发展瓶颈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助力其实现从规模扩张到“价值驱动”

的高质量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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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e-commerce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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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ly promoting the circul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income increase of farmers. 
However,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t still faces prominent problems such as product homogene-
ity, insufficient industrial chain collaboration, high logistics costs, and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tal-
ents. Based on Marx’s labor valu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essence of rural 
e-commerce is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Marx’s labor value theory in the digital era. Furthermore, it 
puts forward targeted solutions: promoting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by tapping regional character-
istics and apply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building a full industrial chain system integrating “produc-
tion-processing-sales” to improve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optimizing cold-chain logistics infrastruc-
ture and strengthening regional brand building to reduce losses and increase premium; and estab-
lishing a “government-enterprise-university” joint education mechanism to cultivate composite e-
commerce talents and activate the main momentum of farmers. The study shows that Marx’s labor 
value theory provides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path for solving the develop-
ment bottlenecks of rural e-commerce, helping it achieve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from scale expansion to “value-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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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村电子商务”，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要实施农村

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明确提出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农村电商借助数字技

术，成为连接城乡市场、推动农业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在促进农民增收、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等方面成

效显著。然而，当前农村电商发展依然面临产品同质化、产业链割裂、流通成本高、人才短缺等问题，亟

需理论指导突破发展瓶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揭示了商品经济

的内在规律，将其应用于农村电商发展研究，有助于深入剖析农村电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探寻出促

使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 

2.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与新发展 

2.1.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 

2.1.1. 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 
商品二因素即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商品因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具

有使用价值，它是商品的自然属性。马克思指出“使用价值总是构成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1]。商品作

为劳动产品凝结着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因而具有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这些物现在只

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

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2]。商品的价值是其所固有的社会属性。使用价值不同的商品之所以

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交换是因为他们都具有价值，价值蕴含在使用价值之中，而使用价值是价值的

物质承担者。 
商品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劳动过程，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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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劳动是撇开劳动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人类

体力和脑力消耗，体现的是劳动的社会属性。马克思认为，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

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

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2]。也就是

说，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因此，马克思得出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

商品的二因素的结论，揭示了商品价值的劳动本源。 

2.1.2.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量决定 
商品的价值包括“质”和“量”两个规定性，抽象劳动创造了价值的“质”，而商品价值的“量”由

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

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2]。这儿有两层含义：一是从

单个商品生产角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单位商品价值量；二是从社会总劳动分配角度，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要求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于各类商品生产，以实现供求均衡。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的差异，直接影响商品生产者的竞争地位，劳动生产率的高低通过影响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的关系，决定商品生产者的盈利水平。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指出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的复杂

程度有密切关联。 

2.1.3. 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其核心内容是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并且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其表现形式为商品的价格围绕其价值自发上下波动。价值

规律能够调节社会资源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促使商

品生产者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在商品经济中，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基本矛盾，它决定了商品生

产者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将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而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实现，直接关系到商品价值的

实现与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 

2.2.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 

2.2.1. 劳动形态的社会化拓展与非物质化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显著发展体现在劳动形态从单一物质生产向多元社会化劳动延伸。第四代

科技革命使劳动结构发生了变化，促使脑力劳动占据主导地位，劳动形式已拓展至复合形态[3]。例如，

农村电商中农民不仅在田间种植，还可以通过直播营销、数据处理等数字化劳动实现价值，这类劳动虽

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却通过优化流通效率创造价值。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主播话术设计、电商数据

分析等抽象劳动通过平台流量转化为社会价值量，而算法技术仅作为效率工具，不创造价值本身。这种

拓展表明，劳动的社会性不再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而是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协作。 

2.2.2. 价值规律作用机制与政府职能的现代调适 
另一显著发展体现在当代技术进步使价值规律作用形式呈现新特征。人工智能提升劳动生产率，缩

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反比的观点一致；但市场自发调节的局限需政

府制度创新弥补。例如，农村电商冷链物流滞后会增加社会必要劳动的无效耗费，政府通过政策扶持完

善物流网络，实质是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时间以优化资源配置，“避免价值规律自发作用引发的资源

浪费”[4]。这种调适既坚持“价值由劳动创造”，又赋予政府新职能——通过宏观调控引导劳动要素向

薄弱环节流动，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对劳动价值论的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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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农村电商发展的关联 

3.1. 劳动价值论视角下农村电商的本质 

农村电商的本质是农产品和服务的商品化过程，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数字时代的具象化实践，其

整个运行过程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框架。在价值创造方面，农户的生产劳动与电商工作者的运

营劳动都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既创造出农产品的使用价值，比如农产品的使用和食用等功能，

同时又通过抽象劳动凝结形成农产品的价值。在商品交换环节，农村电商平台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

的桥梁，为农产品和服务的交换提供了场所。电商平台借助于价格机制，使农产品和服务能够按照价值

规律进行等价交换。例如，在电商平台上，优质大米的价格会依据其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结

合市场供需情况来确定。这一过程实现农产品价值的市场化衡量与交换，使农产品的价值得以实现。 

3.2.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农村电商发展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指引。首先，劳动价值论强调的“劳动是价

值的唯一源泉”这一原理能够帮助农村电商工作者深刻认识到，无论是农产品生产、电商运营，还是数

据处理等新型劳动，劳动者的实践活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核心，避免过度依赖资本或技术而忽视劳动主体

地位。其次，依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反比”等相关原理，指导农

村电商遵循市场规律，合理配置资源，通过技术创新与管理优化提高劳动效率，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从

而提高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此外，劳动价值论蕴含的“按劳分配”原则，为农村电商的利益分配提供

了理论依据，促使各方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保障劳动者权益。 

4. 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4.1. 产品特色缺失与创新不足制约价值创造 

目前，农村电商产品由于具体劳动的同质化导致使用价值趋同，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特色。

一些农村地区由于缺乏对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挖掘和转化，导致农村地区之间的产品同质化问题突出，

难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当功能、外观、品质相似的农产品涌入市场时，消费者难以通过

产品的特性进行区分，只能通过价格竞争来选择，久而久之价格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同质化竞争使得

农产品的附加值难以提高，农民的收益受到影响，不利于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 
创新能力薄弱也制约着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在生产方式上，他们仍然采用粗放式的种植和养殖

方式，缺乏创新意识和科技投入。在品牌改良、质量提升和保鲜技术等方面进展缓慢，这本质是抽象劳

动中新型劳动形态的缺失。在营销方式上，营销与包装设计层面的创新缺失进一步削弱产品吸引力。电

商平台上，农产品宣传内容同质化现象突出，千篇一律的图文描述和简单的功能罗列难以激发消费者购

买欲，包装也没有充分考虑到消费者的审美和体验需求。产品特色缺失与创新能力的薄弱使得农村电商

产品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限制了产品价值的转化。 

4.2. 产业链分工缺失与融合滞后阻碍协同发展 

农村电商产业链涉及农产品生产、加工、仓储、物流、销售等多个环节，但目前各环节呈现“分段割

裂”特征，协同效应难以发挥。生产端以单个商户经营为主，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以至于缺乏对市场需求

的准确把握，生产的农产品质量不稳定，规格不统一。加工环节技术滞后，产品附加值受限。流通环节

则受制于传统物流模式，冷链覆盖率低、“最后一公里”配送成本高，制约农产品流通效率。 
此外，农村电商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其与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之间的融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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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也制约着产业的协同发展。当前农村电商仍以“农产品线上销售”为主要模式，“农业 + 文旅”等新

业态多停留在概念的叠加。部分乡村尝试“直播 + 田园观光”模式时，直播内容与旅游体验缺乏联动，

未构建出“生产–体验–消费”闭环，乡村文化资源、生态价值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协同动力。数字技

术应用也局限于销售环节，生产与供应链管理的智能化水平亟待提升。 

4.3. 物流瓶颈与品牌建设滞后加剧价值损耗 

物流基础设施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短缺问题，大多数农村地区缺乏相匹配的运营中心、完善的接驳

网络、仓储设施和交通枢纽等[5]。农村地区的冷链物流发展缓慢无法满足农产品的保鲜、冷藏等需求，

造成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使用价值损耗，直接影响价值实现。此外，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的物流

点覆盖不足、难以实现快递直达，解决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难题，导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部分农村企业和农民对农产品的品牌建设认识不足，导致农村电商陷入“有产品无品牌”的困境。

从整体上来看，农民对品牌认识不足以及缺乏专业的人才和资源，导致一些农产品的品牌特色、品牌价

值、品牌作用被弱化。此外，部分农产品由于品牌宣传推广方面投入不足，营销手段单一，导致品牌知

名度不高，市场认可度低。从价值实现角度看，物流瓶颈与品牌建设不足增加了商品流通中的价值损耗，

使得农产品价值得不到充分实现。 

4.4. 人才短缺与低组织化水平限制要素配置 

农村电商面临人才结构性短缺与组织效能不足的双重瓶颈。一方面。农村电商人才短缺问题显著，

缺乏既懂农业生产又懂电商运营的复合型人才。农村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工作环境和待遇与城市相比存

在较大差距，难以吸引和留住电商专业人才，现有从业人员多为农民或返乡创业者。同时，农村地区的

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缺乏相关的电商培训。因普遍缺乏电子商务、市场营销、数据分析等专业知识与技

能，使其难以适应电商行业快速发展的需求。 
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电商发展大多以单个商户为主，由于地域限制以及经营内容分散，难以形成规

模效应[6]，这种分散的经营模式使得农村电商在面对市场风险时缺乏抗风险能力。例如，许多农户在电

商平台开设店铺后，因缺乏统一规划和资源整合，既难以获得平台流量倾斜，也无力承担专业运营成本，

导致店铺流量低、销量不佳，最终被迫关闭。人才短缺与低组织化水平导致农村电商难以有效配置劳动、

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无法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制约了产业的升级发展。 

5.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驱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 

5.1. 深化特色开发与产品创新以提升价值 

以劳动二重性理论为指导，强化差异化价值创造。具体劳动层面，鼓励农村各地立足本地资源优势，

深度挖掘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将其融入农产品生产与品牌叙事以此提升产品的独特性。打造具有独特

竞争力的农产品品牌[7]。通过挖掘地方品种、传统工艺或生态优势，打造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使用价值。

抽象劳动层面，需推动技术创新与标准化生产，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优化生产流程，降低个别劳

动时间，使农产品在市场交换中更具竞争力，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 
在此基础上，要加大创新投入，推动产品升级。政府和企业应加大对农村电商产品创新的投入，鼓

励农民和农产品加工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品质。一方面，推广智能化生产技

术，引入无人机植保、智能仓储等设备，减少生产环节的劳动消耗。另一方面，发展定制化生产模式，利

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需求，开展 C2M (消费者直连制造)定制生产，避免同质化竞争。通过创新赋予农产

品更多的价值内涵，使其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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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健全分工协作机制以促进产业融合 

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这一理论为农村电商产业链优化提供了基本遵

循。农村电商需打破产业链“分段割裂”格局，构建“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全产业链体系。纵向层

面，依据分工协作原理，通过“农户 + 合作社 + 企业”等模式明确各环节职责，推动生产、加工、销

售的专业化衔接，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标准化管理。横向层面，借助数字技术优化分工效能，强

化产业链各主体间的信任协同，形成“技术赋能–分工优化–效率提升”的良性循环。 
在产业融合维度，农村电商需要突破单一销售功能，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一方面，推动“农业 +

服务”“农业 + 文旅”等跨界融合模式，将农业生产过程转化为体验经济、服务经济场景，使农业劳动

的使用价值从单一产品向多元服务延伸，拓展价值创造维度；另一方面，深化数据要素与农业生产、流

通环节的结合，通过消费数据反哺生产决策、优化资源配置，将数据劳动融入传统农业流程，实现“需

求洞察–生产调整–价值增值”的闭环。例如，可以基于数据分析结果定制更加精准的生产决策，以更

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偏好[8]。 

5.3. 完善物流体系与品牌建设以减少损耗 

马克思认为商品流通是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农村电商需通过物流体系优化与品牌建设破解流通损

耗与市场认可难题。在物流体系构建上，需以基础设施升级为核心抓手，依托政府主导的区域性冷链仓

储中心建设，强化智能温控、标准化仓储等技术应用，系统性降低生鲜农产品在运输中的损耗率。同时，

创新“县乡村三级协同配送”模式，整合邮政、快递等多方资源，通过共同配送、集中调度等方式，破

解“最后一公里”配送难题，提升偏远地区商品流通效率，确保农产品使用价值在流通环节的完整性。 
在品牌建设上，构建“区域公用品牌 + 数字营销”的价值提升体系。通过制定统一的质量标准、强

化品控管理，培育具有市场辨识度的区域公用品牌，提升农产品的社会认可度与溢价能力。此外，借助

短视频、直播等数字媒介，将生产工艺、地域文化等劳动内涵转化为可视化的品牌叙事内容，通过抽象

劳动的市场表达(如故事化营销)，将具体劳动成果转化为社会认可的价值符号，形成“内容传播–信任构

建–价值实现”的闭环。 

5.4. 加强人才培养与组织建设以优化配置 

人才是促进农村电商发展的根本，农村电商需破解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建立“政校企”协同培养

机制，通过系统性培训激活劳动主体的创新潜能。政府应制定覆盖电商运营、数字营销、数据分析等领

域的培训计划，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开展精准教学，并深化与高校、企业的合作，建立“理论教学–实战

实训–就业孵化”一体化基地，培养一批懂农业、懂电商、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9]。同时，通过创业补

贴、住房保障等政策激励，吸引青年人才返乡，破解农村电商人才结构性短缺难题。 
从生产组织理论出发，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将分散农户整合为规模化生产单元，实

现统一采购、标准化品控与集约化销售，有效降低农资成本并提升市场议价能力。推广“平台 + 基地 + 
农户”模式，依托电商平台大数据分析与流量支持，建立稳定产销对接机制，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与市

场预判，降低生产盲目性与滞销风险。此外，完善行业规范与标准，强化组织自律与跨主体协作，形成

“生产–加工–流通”全链条的协同管理，将个体劳动整合为具有系统优势的“集体生产力”，实现劳

动要素高效配置与农村电商抗风险能力跃升。 

6. 结语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指导。在农村电商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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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要义，运用其分析农村电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通过提升产品价值、完善产业链、降低流通成本、强化人才与组织等措施，

打破农村电商发展的瓶颈，实现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继续深入研究马克思

劳动价值理论在农村电商领域的应用，不断探索创新，为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

础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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