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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电商发展有政策红利可享，生鲜农产品线上销售成农户增收新引擎，却受冷链物流

体系薄弱、品牌化标准化缺失、末端配送困境等问题制约而难以持续发展。本文从供应链协同视角，结

合政策文件与实证数据分析农户线上销售核心痛点后提出“政府–平台–农户”协同模式，其通过强化

数字技术赋能、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构建共享物流生态等路径有效提升生鲜农产品流通效率，为促进农

村电商健康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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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has policy dividends to en-
joy, and online sales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become a new engine for farmers to in-
crease their income, but it is difficult to develop sustainably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a weak cold 
chain logistics system, the lack of branding and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end-of-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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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etc. From the supply chain synergistic perspective, the “government-platform-farmer” 
synergistic model is proposed by combining the policy documents and empirical data to analyze the 
core pain points of farmers’ online sales. The synergistic model of “government-platform-farmer” is 
proposed, which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circulation efficiency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by 
strengthening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building regional public brand, and constructing a 
shared logistics ecology, etc.,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 for pro-
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nd assisting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
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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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的背景下，电子商务已经成为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力量。2024 年 2 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开展“乡村振兴电子商务发展计划”，重点推进县级电

子商务直播基地的建设，同时推动农村特色产品网络销售体系的战略安排[1]。生鲜农产品线上销售模式

减少了传统销售过程的中间环节，帮助农户直接连接城市消费市场。这种模式提高了农业生产资源的利

用效率，也增加了农户的收入来源，因此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长期动力。但是，当前生鲜农产品供应

链存在分散化问题，冷链物流设施覆盖范围不足，地区公共品牌建设不够完善。这些问题使得农民在商

品利润分配中获得的收益被压缩。 
以供应链协同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该理论强调，供应链各节点企业或主体通过信息共享、资源整

合、目标协调、风险共担及利益共享，实现整体供应链绩效最优。生鲜农产品线上销售面临高损耗、低

时效、信息不对称、信任缺失、小农户对接大市场难等多重困境，其根源在于传统供应链各环节(生产、

流通、销售)的割裂状态与低效协同机制。在此背景下，构建覆盖全链条的多方协同机制成为破解上述难

题、提升线上销售效率与效益的核心路径。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政府–平台–农户”三方协同优化

模式，通过厘清三方职责边界、构建全链条协同机制，推动生鲜农产品线上供应链的信息流、商流、物

流、资金流深度融合，旨在为破解行业痛点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2. 生鲜农产品线上销售现状 

2.1. 国家政策扶持力度加大 

在城乡融合发展加速的背景下，商务部联合多部门于 2023 年 8 月出台《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通过优化供应链下沉与农产品上行效率，重点聚焦创新驱动战略推进农村电商发展。

2024 年政策深化实施阶段，生鲜农产品线上销售被列为乡村振兴核心工程。同年 3 月，商务部等九部门

发布《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以数字化技术升级农村商业网点，推行“线上

预订–线下自提”与“生鲜直送–快速配送”融合模式，并推动农村批发商、物流服务商等主体向覆盖

生产管理、流通优化和终端服务的现代供应链转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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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线上销售规模逐渐扩大 

由于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我国生鲜农产品线上销售规模快速增长。数据显示，生鲜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持续上升，2022 年达到 5313.8 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9.2%；到 2023 年进一步增至 5870.3 亿元，增速提

高到 12.5% [3]。根据“电数宝”(DATA.100EC.CN)平台的行业数据统计，2024 年生鲜电商交易规模达到

7367.9 亿元，比 2023 年增长 14.67%。抖音电商公布的《2024 丰收节助农专题数据报告》显示，从 2023
年 9 月到 2024 年 9 月，该平台共售出生鲜农产品 71 亿单。按此计算，平均每天处理的订单超过 1740 万

单，即每秒钟约有 200 单农产品通过平台销往全国各地。 

2.3. 线上销售发展潜力巨大 

生鲜农产品线上销售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得益于政策支持、技术进步与消费升级协同作用，中央政府实

施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项目”政策重点推动县域冷链物流设施覆盖及仓储标准化建设，数据显示阿里

巴巴“爱心助农”、拼多多“市长县长直播”实际行动累计实现超百万吨农产品线上流通，验证了规模化

上行可行性。消费端城市消费者对产品新鲜度与配送时效双重需求推动线上渗透率持续提升，直播电商通

过专业选品推荐与质量保障机制强化购买转化率。供应端创新方面 B2B 电商平台整合农户、合作社及批发

市场资源，典型如阿里巴巴通过集中采购与第三方物流构建产地直供体系有效提升供需匹配效率[4]。 

3. 主要模式与典型案例 

3.1. “农户 + 合作社 + 平台”模式 

以合作社为核心的“农户 + 合作社 + 平台”合作模式，整合分散农户资源及电商平台渠道优势，

形成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规模化路径。具体操作层面，合作社凭借统一采购农资、统一技术指导以及统

一质量标准，把农户生产的非标准化农产品转化为契合电商销售的标准化商品。如广西平乐县桥亭乡围

绕柿饼产业所建立的“企业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 + 电商”全产业链数字化体系，此模式通过合作

社对农户的整合、企业标准的制定、电商流量支持的提供，共同提升生鲜农产品流通效率，且合作社引

进低温烘干设备与无硫加工技术，让柿饼含糖量稳定于 65%以上，符合电商平台质量要求。平乐合作社

与拼多多、抖音合作开设“平乐柿饼”官方店铺，利用“农地云拼”流量支持机制，把分散的消费者订单

集中为大批量采购需求。同时开展“县长直播”和“原产地溯源”等营销活动，单场直播销售额超过 80
万元，产品复购率提升到 35% [5]。 

3.2. “直播电商 + 产地直供”模式 

以原产地为核心的“直播电商 + 产地直供”模式借助直播技术达成生产端与消费端实时互动之效，

主播于种植基地、分拣车间等场景开展实时直播，借展示农产品生长环境、采摘过程及质检环节来构建

全流程可追溯的透明供应链以增强消费者信任。全国直播电商标杆县湖南江永县依托“江永五香”(香柚、

香芋等)特色农产品形成典型案例，数据表明 2023 年 1 至 2 月该县农产品线上销售额达 0.94 亿元，其中

六成源自直播电商，借助抖音、拼多多等平台“原产地溯源”专区，香柚产品日均销售 3000 单且复购率

达 42%，当地政府联合物流企业开通“香柚专线”，通过“航空 + 冷链”组合运输把北上广深等城市配

送时间缩至 36 小时。 

3.3. 社区团购模式 

作为生鲜零售数字化转型重要模式的社区团购，凭借商业模式创新与供应链优化实现高速发展，数

据显示其 2023 年交易规模达 3228 亿元，同比增长 53.71%，增速显著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2%
的增长率，且三线及以下城市用户占比达 76%，依托“网格仓 + 自提点”模式成为主要增长动力[6]。生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220


唐铭蔚 
 

 

DOI: 10.12677/ecl.2025.1472220 677 电子商务评论 
 

鲜品类占据核心地位，2023 年交易额 1937 亿元，占社区团购总规模的 60%，占生鲜电商市场的 59.6%，

高频刚需品类如蔬菜、水果、肉禽蛋等占比 78%，通过构建“产地直采–中心仓–网格站”三级物流网

络，使流通环节从传统 6~8 层压缩至 3 层，综合成本降低 30%~40%，叶菜损耗率从 25%降至 8%以下，

重点城市能实现 24 小时达，县域地区 48 小时送达，典型案例显示广东美团优选与合作社合作“农鲜直

采”，推动区域生鲜团购规模达 420 亿元，占全国份额 13%。 

4. 生鲜农产品线上销售存在问题 

4.1. 冷链物流体系薄弱 

流程协同低效是生鲜电商面临的关键问题，其核心障碍在于冷链物流体系薄弱，主要表现为设施不

足与标准缺失。数据显示，我国生鲜电商冷链物流覆盖率不足 50%，尤其偏远农村地区冷链仓储缺口大，

导致运输损耗率普遍高于 15% (部分易腐品甚至达 30%)，显著高于发达国家 3%~5%的水平[7]。标准体

系方面，冷链全流程操作规范尚不完善：预冷环节因农户分散和设备短缺，易在“最后一公里”发生断

链；运输配送过程中制冷设备不稳定亦加剧损耗。关键痛点在于全国统一标准的缺失，特别是运输车辆

温度控制、包装材料标准及配送时间要求等方面；同时，预冷、仓储、运输、配送各环节的标准衔接率仅

为 34.6%。此外，法律监管机制不健全导致违规成本低廉，运输环节存在故意关闭制冷设备等问题[8]，
加之质量追溯系统覆盖率不足，致使全链条监管存在漏洞，加剧了食品安全风险。这种流程协同断裂直

接导致了风险分担机制的缺位：冷链失效引发的腐损、失水、品质劣化等物流风险，其损失主要由供应

链最前端的农户承担。平台和物流商往往凭借签收状态或简化的时效条款规避责任。农户既无法有效监

控全程温湿度，又缺乏议价能力要求风险共担，最终只得独自承担“冷链短板”带来的经济损失。 

4.2. 品牌化标准化缺失 

品牌化标准化缺失是生鲜电商信息协同失效和目标协同缺失的深层诱因。就相关数据来看，在我国

农产品的生产标准方面，存在着国家、行业与地方的标准体系衔接不通畅的问题。甘肃省农产品标准和

国际接轨比率低，在全流程实施标准化的比率不足 27%，这就使得同一产区的同类产品在规格以及外观

上出现了很显著的差异[9]。正是这种标准化的缺失状况，让电商平台上的商品质量频繁出现波动，退货

的比率也随之增加。在品牌建设这方面，2019 年的数据显示，农产品商标的注册量虽然超过了 481 万件，

可全国性的知名品牌仅仅只占 0.3%，而且有 72%的区域品牌存在着标识混乱、缺乏防伪技术等诸多缺陷

[10]。从常州市生鲜电商这个典型案例能看出，由于品牌的辨识度不够，就不得不把运营成本中很大的一

部分都用在获取流量上，这样一来，品质管控方面的投入就被迫给压缩了，进而形成了“重营销却轻品

质”的恶性循环局面[11]。缺乏统一且可追溯的品质分级标准以及可信赖品牌背书的状况，致使生产端(农
户)对产品品质的描述(像“精品果”之类)与消费端实际感知、平台展示信息之间存有巨大鸿沟，且质量

追溯信息不透明，让消费者难以验证产品来源及种植/加工过程，也使平台难以精准匹配供需并建立信任，

这在本质上就是关键品质和价值信息于供应链各环节的失真与阻滞情况。 

4.3. 末端配送困境 

作为连接生产端与消费端关键环节的“最后一公里配送”，其在效率和服务质量方面的情况直接影

响着消费者满意度以及农户收入，当前其末端配送存在成本高、效率低的突出问题，深刻体现了流程协

同低效、风险协同缺位和利益协同失衡。市场尝试了送货上门、自提柜、便利店代收等多种模式，然而

因生鲜订单分散、需求即时性强且产品规格不统一，致使配送网络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有数据显示末端

配送成本占物流总成本的 30%到 40% [12]，其中农村地区矛盾尤为突出——偏远区域受制于交通条件差、

配送站点不足，常需三次中转才能完成配送。实践中，为控制成本，部分订单在末端常被迫脱离冷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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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普通快递员/电动车配送保温箱甚至无保温措施)，导致产品在送达前的关键环节经历剧烈的温湿度

变化，流程在此处彻底断裂，就像云南山区咖啡豆因配送延迟，水分含量超出标准要求，直接对产品等

级和售价产生影响。末端损耗风险(如拒收、退货)和冷链成本压力最终向农户集中。平台通过压低采购价、

提高抽成将成本转嫁农户，或向消费者提价；物流商因运价低缺乏升级动力。最终形成“农户承担风险

–平台转嫁成本–消费者买单–物流降质”的恶性循环，弱势农户沦为利益失衡的最终承受者。 

5. 构建供应链“政府–平台–农户”协同机制的优化路径 

现代供应链管理的核心理念与发展方向即供应链协同，超越传统意义上松散且基于交易的简单合作，

代表着供应链上各独立实体(像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乃至最终客户)为实现共同战略目标所开

展的深度整合与协调。其本质内涵在于借助系统性机制设计打破组织壁垒促使各方在关键运营层面达成

高度联动与同步的状况。供应链协同旨在构建一个以信任为基础、以共同价值创造为目标、运作起来如

单一实体般高效灵活的供应网络生态系统。 
在供应链协同治理框架下，需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动态化政策体系来协调多方利益。研究表明，政

府可按产品公共属性实施差异化补贴：政策初期定向支持生产端(农户)可提升社会福利；当补贴强度较高

时，向流通端(平台/物流)与消费端倾斜可实现更优效益[13]。针对复合型补贴，政府同步实施保鲜技术补

贴与绿色包装补贴时，可在消费者环保意愿适中的条件下，同步提升供应链整体效益与技术创新水平[14]。
在纵向协同方面，政府应着力推进“农超对接”机制创新(如江苏句容模式)，通过整合零散农户形成合作

联社以降低流通成本、提升农户议价能力；政府在此过程中需主导标准化体系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并拓

展“合作社 + 电商”复合渠道[15]。在契约治理层面，政府需建立“质量约束–订单激励”双向机制，

通过补贴扣减与超额返利强化合作稳定性；同时，电商平台应构建需求预测与库存管理系统，实现供应

链数据实时共享，以控制供需波动和产品损耗[16]。该机制如图 1 所示，通过数据互通、利益捆绑、风险

分散和制度保障，形成“生产有计划、销售有保障、物流有效率、分配有公平”的闭环生态，推动生鲜电

商从“单环节博弈”转向“全链条共赢”。 
 

 
Figure 1. “Government-platform-farmer” synergy mechanism 
图 1. “政府–平台–农户”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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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数字化供应链体系建设 

构建“政府–平台–农户”三方共建共享的供应链云平台，是信息共享机制落地的关键路径，也是

流程整合机制的基础支撑。生鲜农产品线上销售的数字化供应链体系通过智能监控、协同运作与可信追

溯三重架构重构了传统流通模式。在智能监控层面，体系依赖物联网传感器(温湿度检测仪、GPS 定位器)
及交通大数据平台构建实时监测系统；运输主体利用多源传感器采集环境数据，并应用改进遗传算法优

化配送路径以动态平衡成本、时效与碳排放[17]。贵阳试点项目应用该智能算法优化冷链运输路线后，客

户满意度提升至 75% [18]。在协同运作层面，通过引入供应商管理库存(VMI)模式整合农户、物流商与电

商平台的数据资源，协同主体采用数学规划模型同步优化补货策略与配送路径，大幅降低冷链物流成本；

当政府提供 30%冷链补贴时，农户保鲜技术投入增长 52.3%，电商平台营销投入提升 28.1%，形成了质量

提升与市场扩张的正向循环[19]。在可信追溯层面，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的分布式账本利用嵌入式设备采

集种植环境参数、质检数据与物流轨迹，并采用加密技术确保信息不可篡改；典型案例显示，沃尔玛应

用该技术后，芒果溯源时间从 7 天缩短至 2.2 秒，问题产品召回效率提升 97%。通过这一协同共建模式，

平台得以实现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基于大数据的需求精准预测、各节点库存可视化以及冷

链物流全程温湿度监控，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5.2. 品牌化与 IP 化建设 

打造具有公信力的区域公共品牌，是协调多方目标并确保价值共创成果公平分享的有效载体。提升

生鲜农产品附加值的核心路径在于地理标志认证与品牌人格化，区域品牌建设应基于产品、价格、渠道、

推广、人群与政策的综合框架构建品质差异化优势，如“甘味”省级农产品区域品牌，通过融合地域文

化元素设计特色 IP 形象(“甘牛牛”代表畜牧产业、“甘骆骆”象征古丝路商队)形成具有辨识度的品牌

符号体系以有效增强市场认知度与溢价能力，研究表明有机认证体系与品牌化策略协同应用可显著提升

特色农产品附加值且品质认证与品牌形象对消费决策有关键影响[20]，具体实施路径有三方面：一是构建

地理标志认证与质量分级相结合的标准化体系，通过立法保障产地环境对产品品质的决定性作用、建立

分级标准实现优质优价以及借助信息透明化降低交易成本并提升消费者信任；二是通过家族化 IP 设计与

虚拟直播技术打造沉浸式营销场景并结合轻量化社交传播内容强化品牌记忆以形成视觉识别、场景体验

与社交互动的协同效应；三是推进物流资源共享与终端渠道融合，整合电商与实体零售的供应链资源，

通过共同配送与自提点设置缩短流通链路，在保障产品新鲜度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以形成线上线下联动

的渠道网络。品牌成功带来的溢价收益，必须通过透明化、公平化、激励相容的利益分配机制(如基于品

质等级的收购价差、品牌溢价专项分成、平台推广效果挂钩奖励等)公平地惠及源头农户，使其切实感受

到品牌共建的价值回报，从而形成“优质供给–品牌溢价–农户增收–更优供给”的良性循环，巩固协

同关系的稳定性。 

5.3. 完善农村电商生态 

农村电商生态系统的优化需通过物流基础设施完善与人才体系建设的协同推进，构建“共享、集约、

高效”的物流生态体系。这一过程既是实现生鲜电商全流程深度整合的基础支撑，也是构建产业链风险

共担机制的核心路径。基于系统动力学视角，政府在此路径中承担基础设施规划者与初期引导者角色，

宜实施双轮驱动政策，即一方面强化农村电商教育投入及物流基建投资，另一方面优化精准扶贫与财政

补贴政策，通过降低物流成本、改善流通环境来突破发展瓶颈，以形成农产品线上销售与农民增收的良

性循环；其具体实施路径涵盖三个关键维度：一是构建县域三级物流网络，整合邮政、供销社等资源，

创新客货协同配送模式，利用农村客运运力空闲时段开展共同配送，建立智能分拣体系提升流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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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进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校企联合定向培养冷链管理、电商运营等专业人才，结合政策

激励与分级认证体系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质[21]；三是搭建资源共享平台，盘活村委会等公共空间作为临

时仓储节点，依托合作社组织与邻里互助网络提升农户参与度，形成物理空间与数字能力协同赋能的可

持续发展模式。同时，共享基础设施本身就蕴含了风险分散(规模效应摊薄单位成本)与共担(各方共同维

护设施高效运转)的内涵。更重要的是，通过协同生态，物流过程中的损耗风险、时效延误风险等，可以

依据合同约定在参与主体(平台、物流商、农户)间进行更合理的分配，例如共同出资设立物流风险池、约

定不同原因导致损耗的责任分担比例等，改变以往风险过度集中于弱势农户的局面。 

6. 结语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生鲜农产品线上销售已成为推动城乡资源高效配置、重塑农村经济生态的关键

路径。本文依据供应链协同理论，且结合政策导向与实践案例，对农户生鲜农产品线上销售的核心矛盾

与优化策略予以了系统的剖析。研究表明，当前生鲜农产品电商化进程中，分散化生产与规模化需求的

结构性矛盾、冷链物流覆盖率偏低引发的跨区域损耗、品牌化缺失导致的市场信任危机，以及数字技术

应用滞后形成的效率瓶颈，共同构成了制约农户增收与产业升级的核心因素。借由构建“政府–平台–

农户”协同机制，将政策资源、技术能力与组织化生产加以整合，能够显著地提高供应链的整体效率，

从而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提供助力，最终达成共同富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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