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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电商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受到广泛关注。本文

基于中国知网(CNKI) 2005年至2025年5月的相关文献数据，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工具，对“农村

电商”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图谱分析。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研究热点演化路径识别以及研

究主题聚类分析，发现当前农村电商研究主要聚焦于农产品上行、农村物流体系建设、直播电商、数字

乡村建设等方向，呈现出多元化与实践导向明显的发展趋势。研究表明，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基础设施

改善以及新型经营主体的参与是未来研究的核心议题。本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农村电商领域的发展脉络

与知识结构，也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视化参考与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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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rural e-commerce has garnered increasing at-
tention as a vital pathway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literature data from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spanning from 2005 to 
May 2025, this study utilizes the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tool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and map the 
research landscape in the field of “rural e-commerce”. Through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identification of research hotspot evolution paths, and thematic clustering analysis, the findings re-
veal that current research primarily focuse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 distribution, rural logistics sys-
tem development, livestream e-commerce, and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ru-
ral e-commerce exhibits a clear trend toward diversification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The study 
highlights that digital empowerment, improvement in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engagement of 
new business entities are key issues for fu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not only unveils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rural e-commerce but also provides visual reference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subsequen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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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社会结构[1]。农村电子商务作为连接城乡市场、重构农业价值链的关键载体，

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性引擎。根据中国信通院预测，到 2025 年，数字经济投入产出

的效率将提升至 3.5，数字经济规模突破 60 万亿元，其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

全新范式。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将其视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构建

数字乡村的重要抓手。《“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加

快建设数字乡村，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同时，《“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也提出，

要“完善农村电商体系，创新农产品流通模式”，这些政策均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战略支

持。 
近年来，伴随智能手机普及、农村网络基础设施改善以及“直播 + 电商”等新业态兴起，农村电商

呈现出平台多元化、运营专业化、参与主体年轻化等显著特征。不仅为农产品销售拓宽了渠道，还促进

了农村就业结构调整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推动形成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产业融合为路径的农村

经济新生态[2]。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4%，

但区域发展失衡、供应链数字化水平低、可持续盈利模式匮乏等问题，仍制约着农村电商从“规模扩张”

向“质量跃升”的转型进程[3]。虽然，学界对于农村电商的研究日益深入，但普遍存在以下问题：研究

热点分布零散，缺乏系统性梳理；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前沿趋势探索不足；缺乏对学术成果的可视化

整合与演化路径分析[4] [5]。因此，系统性地分析农村电子商务研究的热点、脉络与趋势，不仅有助于厘

清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也有助于把握未来发展方向，从而为政策制定和基层实践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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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依托 CiteSpace 文献可视化分析工具，围绕“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现状与趋势”展开研究，通过对近十年来相关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研究热点演化、共引分析等方法。旨

在实现两大目标：其一，通过可视化图谱厘清农村电商研究的热点主题演进脉络与发展格局，探讨其未

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其二，结合相关政策与实践发展，分析数字经济驱动农村电商从“工具性应用”向

“生态化重构”转型的内在逻辑与未来图景，为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2. 数据获取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获取 
为准确梳理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研究热点、演进路径和发展趋势，本文以中国知网 CNKI 期刊数据库

来选取收录的 CSSCI、中文核心文献作为来源期刊论文，起止年份为 2005~2025 年 5 月，检索日期为 2025
年 5 月 19 日，以农村电子商务为核心关键词检索，剔除相关会议资讯、期刊选题、会议综述等，对数据

进行清洗后得到有用结果 473 条，以 Refworks 格式保存，并进行数据转换处理。 
(二)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主要基于科学计量学领域的知识图谱理论，利用最新 CiteSpace (v6.3.R2)作为分析工具，采

用文献计量学引文分析、聚类分析、共现分析、关键词网络时区等方法，对获取国内科技期刊相关载文

数据进行分析。本文 CiteSpace 软件绘制农村电子商务领域的关键词聚类等知识图谱，为我国农村电子商

务发展研究提供参考。 

3. 研究热点、前沿动态与演进趋势分析 

(一) 发文数量特征分析 
为探究农村电子商务研究的发展脉络，本文基于中国知网(CNKI) CSSCI 及核心期刊中 2005~2025 年

5 月的发文量进行统计与分析。通过趋势图可以清晰看出(见图 1)，我国农村电商研究经历了四个明显阶

段：起步探索期、政策驱动期、高位发展期与调整深化期。第一阶段为起步探索期 2005~2014 年，这一

阶段，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研究总体发文数量较少，年均不超过 10 篇，学术界关注度有限，基本处于探索

积累阶段。该时期农村网络基础设施薄弱、农产品电商平台稀缺，制约了相关研究的开展。尽管如此，

国家在政策层面已初步提出推动农村信息化。如 2006 年发布的《“十一五”国家信息化发展规划》中首

次明确“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为农村电商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二阶段为政策驱动期 2015~2016
年，这一时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明确提

出“推动电商在农村全面落地”，并启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程。同年，农村淘宝、京东帮、邮乐

购等电商平台加快下沉，电商基础设施迅速布局。政策推动与实践热潮共同激发了学术界的研究兴趣，

使得该年度相关研究数量激增，标志着农村电商研究进入政策主导的快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为高位发

展期 2017~2020 年，这一时期，国家战略不断深化，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 年)》明确提出“拓展农村电子商务覆盖面”，并要求加强数字农业建设。此外，2019 年《数

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进一步提出打造“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在政策持续引导下，

研究议题从平台建设、物流配送向产业链整合、供应链金融、农民电商素养等方向拓展，学术研究逐渐

向系统性、机制性和区域差异化深入。第四阶段为调整深化期 2021~至今，进入 2021 年后，农村电子商

务相关研究发文数量出现波动。2021 年与 2022 年发文量明显低于前几年的高位水平。这一阶段的下降，

可能受到两方面影响：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运行与科研活动造成较大冲击；二是随

着前期研究成果大量积累，学术界对农村电商问题的关注逐渐从广泛探讨转向更深层次的研究，导致整

体发文量趋于理性收缩。随后 2022 年发布的《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明确提出：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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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农村电商与产业深度融合，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农村振兴。这为学术界提供了

新的研究动力和研究内容支撑，热度逐渐回暖。 
从时间维度来看，农村电子商务研究与政策支持和技术推进高度相关，已由起步探索走向深入拓展。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融入农村产业链条，农村电商研究仍具丰富议题与广阔前

景，值得持续关注与深入探讨。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trend of rural e-commerce literature in China (2005~May 2025) (Unit: Number of publica-
tions) 
图 1. 2005~2025 年 5 月我国农村电子商务文献年度发文量趋势(单位：篇) 

 
(二) 关键词的共现图谱分析 
文献关键词是作者主旨思想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是论文主题的规范化表述词汇。通过对文献关键词

的深入分析，可以更全面地挖掘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和学术脉络。关键词共现频率的高低，往往能够揭示

研究热点的分布与发展趋势，帮助学者更好地理解领域内的核心议题与关键方向。因此，本研究以关键

词分析为切入点，不仅揭示了该领域研究的前沿动态，还为未来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运行 CiteSpace，将年份切片设置为 2 年，得到关键词共线图谱(见图 2)，得到关键词共线节点数量

246 个节点，连线数量 422 条，网络密度为 0.014。节点大小代表出现的频次，连线代表共现的强度，从

而可以描述该领域研究热度。表 1 对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度进行了统计，综合考虑选取了词频为前 10 的

关键词。 
从图谱整体结构来看，网络呈现出以“电子商务”“农村电商”“乡村振兴”为核心的多中心辐射状

布局，体现了农村电商研究领域的复杂性与多维性(见表 1)。其中，“电子商务”作为最大节点，出现频

次高达 134 次，中心性为 0.86，表明其在网络中处于绝对核心地位，是该领域研究的起点与核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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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农村电商”“乡村振兴”分别以 42 次和 39 次的高频率位列其后，并具有较高的中心性值，均

为 2018 年后集中出现。这一变化与我国政策导向高度相关：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了学界对“农村电商 + 乡村

振兴”路径的持续探索。此外，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再次强调“加快发展农村电商和快递进村”，进

一步巩固了该研究方向的重要性。从共现网络结构来看，“农村物流”“数字乡村”“农产品上行”“农

民增收”“农户参与”等关键词与核心节点密切相连，反映出当前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体系优化；(2) 电商在促进农产品流通、增加农民收入方面的作用；(3) 
数字技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与农村经济结构转型等议题。此外，如“农户参与度”“精准扶贫”“直播带

货”“服务体系”“政策支持”“农产品品牌”等边缘关键词的出现，表明研究领域正逐步从宏观战略层

面走向微观操作路径，从政策制度研究延伸至市场机制与农户行为分析，研究内容日趋多元。 
 

 
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diagram of China’s rural e-commerce (2005~May 2025) 
图 2. 2005~2025 年 5 月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关键词共线图 

 
值得进一步深入的是，当前研究热点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种现实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

政策角度看，自 2015 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以来，国家不断强化

对农村电商的制度性支持，催生了大量以“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数字乡村”等为关键词的研究内

容；从技术演化角度看，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的逐步落地，为研究者提

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如平台算法对农户行为的引导、短视频推荐机制对农产品销售的影响等；从社会结

构变化看，农村劳动力结构调整、新型职业农民崛起也促使学界关注“农民增收”“返乡创业”等微观层

面的机制研究。 
然而，目前已有研究大多偏重现象描述，缺乏对热点背后逻辑的深入建构。例如，虽然“电商扶贫”

频繁出现于关键词列表，但较少有研究系统分析其与精准识别机制、扶贫绩效评估或政策实施路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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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果联系。此外，对于平台型农村电商如何在不同区域实现差异化赋能、是否强化了平台中心化结构

等，也尚缺乏批判性思考。今后研究应更多聚焦于这些热点议题背后的内在驱动机制、制度安排与社会

影响，从而实现从“统计描述”向“理论解释”与“机制建模”的跨越。 
综上所述，关键词共现分析不仅揭示了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研究的阶段演进与核心议题演化，也反映

了国家政策导向与农村实践需求对学术研究的显著影响。未来，随着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直播电商

等的深入应用，农村电商研究有望进一步向多元融合、智能化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方向拓展。 
 

Table 1.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entrality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China’s rural e-commerce research field (2005~May 2025) 
表 1. 2005~2025 年 5 月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中心性统计分析 

词频 中心性 首现年份 关键词 

134 0.86 2005 电子商务 

42 0.27 2015 农村电商 

39 0.11 2018 乡村振兴 

31 0.06 2007 农村 

15 0.04 2006 农村物流 

11 0.01 2007 农村经济 

11 0.10 2023 共同富裕 

11 0.04 2015 产业集群 

10 0.00 2017 精准扶贫 

9 0.01 2018 电商扶贫 

 
(三) 关键词的聚类图谱分析 
为了研究某一领域在不同时期内的研究热点，更好把握其演进路径和发展脉络，展现不同时期内所

形成的研究主题，本研究将检索到的 473 个文献信息，采用 CiteSpace 导入进行关键词聚类，从而形成文

献聚类图谱。使用对数似然比(LLR)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通过多次调整阈值得到较为清晰的关键词聚

类图谱(见图 3)。从数据结果可知，该聚类图谱的模块值 Q = 0.5905，平均轮廓值 S = 0.8901，一般认为，

模块值(Modularity Q)大于 0.3，平均轮廓值(Mean Silhouette S)大于 0.5 即可认为聚类结构显著，由此说明

本文中聚类集群中的关键词的同质性较高，聚类效果好，阈值设置合理。 
为了进一步揭示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与主题演化趋势，本文基于 CiteSpace 对高频

关键词进行了聚类分析(见表 2)，形成了 11 个有效聚类，聚类轮廓值(Silhouette)均在 0.80 以上，说明聚

类结果具有良好的聚合度和区分度，各聚类主题在不同时间段具有不同的研究侧重和理论深度。其中，

#0“电子商务”是规模最大、聚合度最高的聚类，集中于 2010~2015 年，强调电子商务与农村经济的结

合及制度建设，通过制度供给、技术引入和网络平台建设推动农村地区发展；#1“共同富裕”与#2“农

村电商”聚类则体现出近年来研究重点转向城乡协调发展与政策绩效评估。。#3“农村”与#4“农村经

济”聚类则从供应链协同、创新路径和三农结构优化等视角，揭示了农村电商在经济体系中的嵌入方式

和产业集群的协同逻辑；#5“发展”与#6“对策”属于早期研究，关注流通模式、物流体系和政策路径，

为后续实践提供了初步理论支撑。同时，#8“大数据”聚类强调电商与扶贫政策的融合，展现了数字技

术在“精准扶贫”“电商扶贫”中的新型应用，具有较强的政策驱动特征；#9“淘宝村”聚类则以典型案

例切入，侧重基础设施与空间布局的实证分析，为电商集群现象研究提供了支撑。值得注意的是，#10“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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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聚类为 2024 年出现的最新研究方向，轮廓值高达 0.999，表明研究紧密度极高。该聚类涉及“乡村

系统”“数字技术”“转型”等关键词，揭示当前农村电商研究已由商业逻辑扩展至乡村治理与系统性变

革，预示着“数智乡村”建设将成为下一阶段的核心议题。 
 

 
Figure 3. Keyword clustering map of rural e-commerce research in China (2005~May 2025) 
图 3. 2005~2025 年 5 月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关键词聚类图谱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keyword cluster size, silhouette value, etc., in China’s rural e-commerce research field (2005~May 2025) 
表 2. 2005~2025 年 5 月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规模、轮廓值等统计表 

序号 聚类规模 轮廓值 平均年份 聚类名称 关键词 

#0 43 0.963 2014 电子商务 农村电商、社会资本、农村地区 

#1 28 0.817 2020 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县域经济、人力资本、非农就业 

#2 25 0.894 2020 农村电商 电子商务、交易成本、政策评估、数字乡村、 
直播带货 

#3 24 0.808 2015 农村 信息化、供应链、创新路径 

#4 15 0.842 2016 农村经济 三农问题、产业集群、农产品、动态博弈 

#5 10 0.853 2012 发展 农村物流、流通模式、促进对策 

#6 10 0.906 2012 对策 农村发展、创新、中国农村电子商务 

#7 9 0.948 2010 新农村 统筹、空间优化、发展模式、城乡商贸 

#8 9 0.973 2017 大数据 农村居民、精准扶贫、电商扶贫 

#9 8 0.972 2012 淘宝村 聚类分析、基础设施、主成分分析 

#10 7 0.999 2024 重构 乡村系统、转型、数字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直播电商”作为农村电商发展中的典型新兴业态，在关键词聚类图谱中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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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独立形成大规模聚类，但频繁出现于多个主题中，如“电商扶贫”“大数据”“农户参与”“品牌建

设”等关键词节点，体现出该研究方向正快速受到关注。尽管部分文献已对直播带货在农产品销售、农

民增收和数字创业中的实践作用进行案例性描述，但对其运行机制的理论建构与制度性分析仍显薄弱。 
一方面，农村直播电商的本质特征不仅是“销售形式创新”，更是一种嵌入农村地缘关系、基于数

字信任重构的社交型营销模式，其背后涉及平台算法、内容设计、观众黏性与主播角色之间的复杂互动

关系。另一方面，直播电商对传统农产品流通路径产生了显著冲击，尤其在直播中“去中介化”与“再中

介化”并存的现象，反映出平台对议价能力与流量分配机制的强控制，这些问题在现有研究中尚未充分

探讨。 
综上所述，农村电子商务研究主题丰富、层次清晰，经历了从物流流通、政策支持向数字转型与系

统重构的递进演变，研究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为新时代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与

理论支持。未来应加强对直播电商与本地产业体系、乡村治理结构和数字素养提升之间协同关系的理论

分析，深入探讨其平台化治理结构、政策规制空间以及可持续发展逻辑，推动农村电商从“流量驱动”

向“制度嵌入”转型。 
(四) 关键词的时间分区分布图谱分析 
通过分析某一研究领域的演进路径，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研究主题的发展脉络与未来方向。基于演

进路径的分析，还能够对主题的研究趋势进行有效预测。通过对图 4 所示关键词聚类时间分区分布图谱

的分析可以看出，2005 年以来，农村电子商务相关研究领域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持续演进、日益多元的

发展趋势。图谱以时间为横轴，不同颜色和位置的关键词标识出各阶段的研究重点与演化轨迹。整体而

言，研究热点从初期的“电子商务”与“农产品流通”等宏观性主题，逐步向“农村电商”“电商扶贫”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更具政策指向性和现实关切的问题转变。 
 

 
Figure 4. Keyword timeline diagram of China’s rural e-commerce (2005~May 2025) 
图 4. 2005~2025 年 5 月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关键词时区图 

 
图谱中的高频关键词如“农村电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淘宝村”“农民增收”等不仅呈现

出明显的时间演进路径，也表现出学术界对农村电商功能认知的深化过程。早期研究聚焦于如何将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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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技术应用于农村地区，实现“进村”目标；随后，研究开始强调电商平台对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和农

民收入提升的作用；近年则更加注重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治理现代

化中的价值。 
总体来看，农村电子商务研究领域的关键词演化呈现出从基础设施构建、产业嵌入到数字融合与系

统重构的递进特征，反映出我国农村电商从探索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学术研究逻辑[4]。这一趋势

不仅与国家政策导向密切相关，也体现出农村电商逐步嵌入乡村社会经济系统，在赋能农业、重构乡村

产业、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实践潜力与理论价值。 
(五) 关键词突变率统计分析 
关键词突变率是衡量某一领域研究热点变化的重要指标。通过分析关键词在不同时间切片中的频率

变化，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出研究领域内的重要转折点及其演化趋势。在本研究中，采用关键词突变率统

计分析方法，绘制了突变率前 20 位的关键词图谱。图 5 展示了 2005 年至 2025 年 5 月间农村电子商务研

究领域中引用突变最强的前 25 个关键词及其突变持续时间。从图中可以看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在不同

时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演化特征，反映出学术关注焦点随着政策引导与技术进步的变迁而不断转移。 
从突变强度来看，排名第一的关键词是“共同富裕”，其突变强度高达 9.05，突变始于 2023 年，至

今仍在持续，显示出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为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6]。其次是“新

农村”(7.26)和“乡村振兴”(7.44)，分别在 2007~2014 年和 2019~2024 年间引发显著关注，表明这两个

关键词在政策推进与实践探索中都具有较强的学术生命力和持续影响力。 
 

 
Figure 5. Keyword burst detection map in rural e-commerce re-
search in China (2005~May 2025) 
图 5. 2005~2025 年 5 月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关键词突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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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突变时间维度观察，早期(2005~2010 年)突显的关键词包括“战略”“新农村”“农业”“农村市

场”等，代表研究起步阶段对农村市场化、信息化路径的探索；中期(2011~2018 年)关键词如“对策”“合

作社”“产业集群”“农村物流”等则更关注于具体实施方式和组织形态的优化；而近期(2019 年以后)则
进入数字化与高质量发展阶段，关键词如“大数据”“数字乡村”“数字经济”“数字金融”以及“共同

富裕”等突变频繁，突显当前研究主题更加贴近国家数字乡村战略、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结构转

型等宏观议题。 
总体而言，该突变图谱不仅反映出农村电商研究领域在不同阶段的理论重心，也揭示出当前研究正

从传统农业与物流服务向数字驱动、融合发展等方向迅速拓展。这种关键词的时间突变规律，为进一步

聚焦热点、把握前沿趋势提供了重要参考。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围绕农村电子商务领域的相关中文文献展开文献计量分析，重点聚

焦关键词共线性关系、聚类结构及突变率演化特征，系统梳理了该领域的发展历程与研究热点，旨在为

后续理论研究深化与政策实践优化提供方向指引。 
首先，从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来看，农村电商研究已初步形成以“农村电商”“乡村振兴”“农业经

济”“农产品”“农民增收”等为核心的研究框架，呈现出从“电商平台建设”向“融合发展”“数字乡

村建设”拓展的趋势。关键词之间的紧密关联反映出农村电商发展已深度嵌入乡村振兴战略之中，成为

推动农业转型升级与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次，聚类分析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农村电商领域的研究主题结构和热点演化路径。从聚类编号来看，

#0“电子商务”、#1“共同富裕”、#2“农村电商”、#3“农村”、#4“农村经济”是当前研究的核心主

题，这些聚类不仅覆盖了农村电商的基础建设与运行机制，也延伸至数字技术支持、城乡融合、政策支

持等综合议题。关键词聚类时序图谱显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研究重心逐渐由“物流基础设施”

“电商平台”向“产业融合”“农户增收”“共同富裕”等深层次社会经济问题转移，展现出较强的时代

导向性和政策敏感性。 
最后，关键词突变率分析呈现出该领域研究的阶段性特征与前沿动态。从突变强度来看，“共同富

裕”(9.05)、“新农村”(7.26)、“乡村振兴”(7.44)等词条具有显著突变强度，反映出国家宏观战略在引

导农村电商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牵引作用。突变时间上，早期(2005~2015)聚焦于“新农村建设”“农业

市场”“合作社”等基础议题，中期(2015~2020)关注点逐步转向“农村物流”“产业集群”“电商扶贫”

等实践层面，后期(2020~至今)则聚焦于“共同富裕”“数字乡村”“数字经济”等具有战略高度的新兴

主题，表明研究正朝着深度融合与数字化转型方向快速迈进[7]。 
未来农村电商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向深入推进： 
第一，理论研究方面，应进一步构建“农村电商–农户行为–制度环境”之间的逻辑机制框架，将

直播电商、短视频推广、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纳入行为经济学、平台治理理论、数字普惠视角下加以系统

性建模，探索其在不同类型乡村经济结构中的适应路径。 
第二，政策制定方面，建议国家与地方政府完善针对农村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县域平台经济的

配套制度支持。例如，可制定农村主播认证与职业准入机制，规范直播内容审核机制，同时推进县域“电

商公共服务中心”与“农业品牌孵化中心”一体化建设，提升农村产业链数字化程度与区域品牌集聚能

力。 
第三，实践推广方面，应强化“电商 + 农业 + 文旅”融合的模式探索，推动乡村直播间与区域特

色产业相挂钩。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共建共管”方式将数字资源下沉至村级组织，探索“村播孵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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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配送 + 供应链”一体化体系建设，提升农村数字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 
综合来看，我国农村电商研究经历了从概念探索、基础建设到融合发展、战略引导的多维跃升过程，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研究体系和清晰的知识图谱。与此同时，研究视角也逐渐由“单一平台运营逻辑”拓

展为“多主体参与、多要素协同、多目标驱动”的综合发展框架。关键词之间日益增强的共线性，进一步

印证了该领域跨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愈发显著。未来，农村电商作为数字经济在“三农”领域的重要实

践，推动理论与实践之间良性互动，不断推动农村电商走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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