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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已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力量。本研究运用

Citespace 6.4软件，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495篇文献，对我国农村电商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与趋

势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电商领域的研究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快速发展，再到创新拓

展的三个阶段。未来研究应更加重视对数字技术与农村电商融合机制、电商助力共同富裕路径等内容的

研究。 
 
关键词 

电子商务，农村，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Research Status, Hotspots, and  
Trends of Rural E-Commerce  
in China 
—A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Yingyan Y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n. 8th, 2025; accepted: Jun. 20th, 2025; published: Jul. 14th, 2025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rural e-commerce ha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force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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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s Citespace 6.4 software to conduct a visual analysis of 495 research articles from the CNKI 
database, examining the current status, hotspots, and trends in the field of rural e-commerce in 
Chin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search in this field has evolved through three stages: initial explo-
ration, rapid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expansion. Future studies should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s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with rural e-commerce and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e-commerce contributes to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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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已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

型的核心引擎。据商务部《2023 中国电子商务报告》显示，2023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5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2.2%，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5870.3 亿元，同比增长 12.5%，凸显了其作为新经济增长点

的战略价值。 
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系列政策强化农村电商顶层设计。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学习运用“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

程，要求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培育本土化数字商务人才[1]。2025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聚焦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强调提升乡村产业

发展水平和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为农村电商发展指明了方向[2]。 
当前学术研究呈现多学科交叉特征，但存在热点分散、演进路径不清晰等问题。本文运用 Citespace

科学计量工具，对 CNKI 数据库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旨在揭示我国农村电商研究的知识结构与演进脉

络，以及识别政策导向与技术驱动下的研究前沿动态。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首先，在知网上以“农村电商”为主题进行高级检索。

为了确保文献的质量，本次检索特别选取了北大核心期刊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检索工

作于 2025 年 6 月 6 日进行，初步共检索到 703 篇文献。在初步检索结果的基础上，为了使文献更加符合

电子商务领域的研究需求，对文献的学科领域进行了进一步的筛选。这一步骤旨在排除那些虽然包含“农

村电商”关键词，但实际上与电子商务领域关联不大的文献。此外，为了确保研究的准确性，通过手动

筛选剔除了那些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 495 篇。 

2.2. 研究方法 

先将筛选出的 495 篇文献以 Refworks 的格式导出，借助 Citespace 6.4 软件以机构、作者、关键词等

为节点绘制知识图谱，梳理出我国农村电商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脉络及其关键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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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文特征分析 

3.1. 文献发表数量 

图 1 清晰地展示了我国农村电商领域的研究情况(见图 1)。2015 年，发文量仅为 5 篇，显示出该时期

农村电商研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2016 年和 2017 年的发文量增长迅速，反映出学术界对农村电商领域

的关注度有所提升。同时，这与国家政策的推动密切相关。2015 年 11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农村电子

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作为首个农村电商国家级顶层设计文件奠定基础[3]，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提出推进农村电商发展[4]。2018 年，发文量下降至 47 篇，但 2019 年和 2020 年，发文量保持在 60
篇的高位，显示出研究的持续热度。这一趋势与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2019 年)
及《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的发布高度契合[5] [6]，政策明确要求扩大农村电商覆盖面和培育农村电商

主体，推动学界对农村电商商业模式、物流体系、消费行为等议题的深入研究。 
2021 年，发文量下降至 53 篇，2022 年进一步增长至 68 篇，创历史新高，这可能与新冠疫情影响下

农村电商成为保障农产品供应链稳定的关键手段有关。农业农村部《“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

点工作方案》的出台[7]，进一步推动研究聚焦于疫情背景下的电商助农、直播带货等应急模式。2023 年，

发文量下降至 52 篇，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反映出研究进入深化阶段，学者开始关注农村电商与乡村振

兴的协同机制、数字鸿沟等问题。2024 年，发文量进一步增长至 56 篇，这可能与商务部等 9 部门联合印

发《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8]，提出构建县域电商生态圈，促使研究热点向跨境电商、

供应链数字化等前沿领域延伸有关。截至 2025 年 6 月，发文量不足 20 篇，一方面受年中统计周期影响

数据不完整，另一方面可能因研究处于新议题酝酿期，热点暂未集中爆发，呈现阶段性回落特征。 
 

 
Figure 1.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rural e-commerce in China 
图 1. 我国农村电商领域发文量 

 
整体来看，我国农村电商领域的研究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快速增长，尤其是在政策推动和电商发展的

背景下。然而，近年来发文量的波动可能反映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和研究领域的成熟。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更

加关注农村电商的细分领域和具体问题，如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等。 

3.2. 核心作者发文分布 

将相关文献导入 Citespace 软件进行分析，以“Author”为网络节点，生成农村电商研究作者合作可

视化图谱(见图 2)。从图谱参数看，生成的网络节点有 265 个，连线为 81 条，网络密度为 0.0023。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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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大小对应作者在农村电商领域的发文量，连线数量反映作者之间相互协作程度。从图谱呈现可知，

该领域部分学者间形成了一定合作关联，展现出小规模合作团队雏形，如曹玲玲、秦小丽等学者。但诸

多作者处于相对独立研究状态，反映出研究交流的不均衡性，尚未形成紧密且具强引领性的核心作者群。 
 

 
Figure 2.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core authors 
图 2. 核心作者共现图谱 

3.3.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 

应用 Citespace 软件，将网络节点选择为“Institution”进行可视化分析后得到研究机构共线图谱(见
图 3)。从研究机构共线图谱中得知，网络节点有 240 个，连线 66 条，网络密度为 0.0023，说明研究机构

分布比较分散，多数机构呈现合作甚少的独立网络状态，反映出国内农村电商领域研究暂未形成成熟、

紧密联动的核心研究团队。例如，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机构，

在农村电商研究发文相关维度表现突出，但部分机构间缺少明显合作关联。不过，也有机构间已建立良

好合作，像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不同院校、院所机构，存在一定协作网络，在农村电商研究领

域取得初步协同成果。 
 

 
Figure 3.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 3. 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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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展示了农村电商研究领域发文机构的相关数据(见图 4)。中国农业大学以 9 篇发文量位居首位，

在农村电商研究领域展现出突出的成果产出，占据重要核心地位；华南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紧跟其

后，也在该领域有较多研究成果，构成研究的主要力量。同时，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建桥学院

等职业院校也有一定发文，体现出农村电商研究在职业教育体系等多元主体中的关注与参与。整体来看，

发文机构以高校为主力，反映出农村电商研究深度依托农业、经济管理等学科资源，也说明该领域研究

在学界获得广泛关注，后续可推动这些机构深化合作、开展跨学科研究，助力农村电商研究发展。 
 

 
Figure 4. Top 5 Institutions by publication volume 
图 4. 发文量前 5 的机构 

4. 研究热点及未来趋势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Figure 5.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图 5. 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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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High-frequency keywords and their attributes in rural e-commerce research in China 
表 1. 我国农村电商领域研究高频关键词及其属性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初现年份 

1 农村电商 275 1.28 2015 

2 乡村振兴 75 0.13 2018 

3 电子商务 38 0.12 2016 

4 数字经济 19 0.03 2021 

5 农村经济 16 0.02 2017 

6 淘宝村 16 0.01 2017 

7 农村 15 0.02 2016 

8 共同富裕 14 0.00 2022 

9 电商扶贫 14 0.01 2017 

10 精准扶贫 13 0.01 2017 

11 农村物流 11 0.02 2016 

12 中介效应 11 0.00 2019 

 
为挖掘农村电商研究领域的热点与趋势，绘制了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5)，包含 310 个节点、632

条连线。图中菱形节点为关键词，节点越大，说明其出现的频率越高。此外，选取共现频次最高的前 12
个关键词(见表 1)，统计其频次、中介中心性及初现年份。中介中心性用于衡量节点重要性，值越大表明

对其他关键词的辐射、关联作用越强。“农村电商”以 275 次高频位居榜首，中心性达 1.28，初现时间

为 2015 年，是该领域最核心研究主题；“乡村振兴”“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等关键词紧随其后，频

次与中心性各有分布，体现多维度研究关联。结合图表进行分析，可以清晰了解国内农村电商研究脉络。

早期聚焦基础概念与模式探索；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研究逐渐与国家战略深度绑定，“电商扶

贫”“精准扶贫”等关键词体现农村电商在减贫增收中的实践；近年“数字经济”“共同富裕”等关键词

兴起，反映研究向数字化赋能、宏观价值目标延伸，展现农村电商与产业融合、区域发展的多元关联，

呈现从实践应用到战略协同、从单一模式到生态构建的研究演进趋势。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仅对农村电商关键词做词频统计，难以精准把握研究热点。为此，基于关键词共现，通过聚类分析

并筛选出 9 个聚类结果(见图 6)，以更直观地展现研究主题和热点。这 9 个聚类结果分别为#0 农村电商、

#1 电子商务、#2 乡村振兴、#3 发展模式、#4 农民收入、#5 数字经济、#6 农村物流、#7 对策、#8 公共

服务。依据聚类判定标准，关键词间连线越多，图谱信息模块性(Q 值)越大，聚类效果越佳；当 Q > 0.3
时模块性显著，轮廓系数(S 值) > 0.5 时聚类结果合理。图 5 中的 Q 值为 0.5046，S 值达 0.8972，表明关

键词聚类图谱能有效反映农村电商研究领域总体情况。 
从图谱中可知，“农村电商”是核心聚类类别，关联节点与连线最密集，体现其在该领域的基础与

统领地位。“电子商务”聚类，呈现农村电商对电商模式的借鉴与适配，是农村电商开展的模式根基；

“乡村振兴”聚类，凸显农村电商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路径之一，在促进产业兴旺、推动乡村发展中

的作用，体现与宏观经济战略的关联；“发展模式”聚类围绕农村电商运营形态展开，探索特色化、可

持续的发展路径；“农民收入”聚类聚焦农村电商的民生价值，反映其对提升农民收入、改善生活的作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254


杨营焱 
 

 

DOI: 10.12677/ecl.2025.1472254 929 电子商务评论 
 

用，关联民生福祉维度；“数字经济”聚类展现农村电商与数字经济融合趋势，借数字化赋能升级；“农

村物流”聚类关注农村电商供应链关键环节，保障商品流通；“对策”聚类针对农村电商发展痛点，提

供解决思路；“公共服务”聚类体现政府与社会层面的支撑保障，如基础设施、公共平台搭建等。这些

聚类围绕“农村电商”核心，呈现出层层关联、相互支撑的演变逻辑。从模式借鉴、战略呼应，到运营

探索、价值落地，再到数字赋能、供应链保障，以及问题解决、生态支撑等，构成多维度、系统性研究格

局，为后续挖掘细分方向、把握发展趋势，清晰梳理出从基础到应用、从战略到实操的脉络。 
 

 
Figure 6. Keyword clustering map 
图 6. 关键词聚类图谱 

4.3. 时区图谱分析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农村电商领域文献分析，生成时区图谱(见图 7)，展现关键词及研究主题随时

间演进的动态过程，直观呈现领域研究脉络与热点转移。时区图谱显示，Q 为 0.5046 (S > 0.3)，模块性显

著；S 为 0.8972 (S > 0.5)，聚类合理，说明图谱能有效反映农村电商研究的时间演进特征。随着时间的推

移，农村电商领域中的重要关键词不断交替出现。根据时区图谱发现，农村电商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Figure 7. Timezone map 
图 7. 时区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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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萌芽探索期 

2014~2016 年，“农村电商”作为核心关键词率先出现，关联“电子商务”“农村经济”“淘宝村”

等基础概念，体现研究初期对农村电商基本形态、与农村经济关联的探索，聚焦模式引入与初步实践，

如“淘宝村”作为农村电商典型载体[9]，成为早期研究关注对象，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4.5. 快速发展期 

2017~2020 年，研究向纵深拓展。首先是政策与实践的融合，“乡村振兴”“电商扶贫”“精准扶

贫”关键词涌现，呼应国家战略，农村电商成为乡村振兴、减贫增收的实践路径，如“电商扶贫”聚焦

通过电商助力农产品上行、农民增收[10] [11]，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其次是运营与模式的细化，“发

展模式”“农村物流”“农产品”等关键词发力，关注农村电商运营链条，从物流配送到产品端，从农

村物流体系构建[12]到农产品的标准化、品牌化[13]，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解决“最后一公里”配送、

农产品流通难题。 

4.6. 创新拓展期 

2021 年起，研究进入创新融合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数字经济赋能和多维价值延伸

两个方面。前者主要表现在“数字经济”“互联网+”“产业集群”成为关键，体现农村电商与数字技术

深度融合，借助数字化手段重构产业生态，如产业集群推动农村电商从分散经营向协同发展升级，形成

区域化、规模化竞争优势[14]。后者表现为“共同富裕”“农民收入”“城乡融合”等关键词凸显，农村

电商研究从经济实践上升到社会价值层面，关注电商对农民增收、城乡差距缩小[15]的长效作用，探索与

共同富裕目标的衔接路径，同时“中介效应”[16]“要素流动”[17]等学术化关键词出现，反映研究向理

论深化、机制剖析迈进。 
时区图谱清晰展现农村电商研究从基础概念引入到政策实践与运营细化，再到数字赋能与价值延伸

的演进路径。未来研究可延续数字经济融合、共同富裕关联等方向，深化理论机制与实践模式创新，同

时加强跨学科、跨区域协作，回应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需求。 

4.7. 关键词突现分析 

 
Figure 8. Keywords burst detection graph 
图 8. 关键词突现图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254


杨营焱 
 

 

DOI: 10.12677/ecl.2025.1472254 931 电子商务评论 
 

分析农村电商领域研究前沿至关重要，通过挖掘前沿动态，能精准把握学科发展脉络、预测趋势方

向，为研究推进提供指引。借助 Citespace 软件的突变词探测功能，从主题词中识别频次变化率高的词汇，

可清晰展现农村电商领域研究前沿(见图 8)。从基础模式探索，到政策驱动扶贫实践，再到数字赋能与共

同富裕导向。当前，“数字经济”“数字乡村”“共同富裕”作为高强度、长持续期的突变词，是研究核

心前沿，后续需深化数字技术与农村电商融合机制、电商助力共同富裕路径等研究。同时，“乡村振兴”

关联研究仍具价值，需强化战略衔接中的电商角色挖掘。这些前沿既与国家战略相呼应，也为农村电商

高质量发展提供学术支撑，指引研究向更具深度、广度的方向推进。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运用 Citespace 在知网中对我国农村电商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 
(1) 从时间维度看，农村电商研究成果随产业发展逐步积累。2015 年前后，伴随国家政策对农村电

商扶持力度加大，学界关注度显著提升，文献产出进入增长通道，反映农村电商在乡村振兴、数字经济

下沉等战略推进中的研究价值与实践需求。更凸显了其研究价值，农村电商成为观察宏观政策传导、县

域经济激活、城乡要素流动的微观切口，为理解数字时代乡村发展新路径提供理论研究锚点。 
(2) 农村电商领域学者间存在一定合作关联，部分院校、科研团队围绕农村电商模式、产业融合等议

题形成小范围协作。但整体而言，发文机构尚未构建规模性合作网络，跨区域、跨学科深度协同较少，

知识交流与资源整合存在局限。这一现状揭示农村电商研究仍处于碎片化探索阶段，有待通过搭建协同

创新平台，打破农业、经济、技术等学科边界，推动多领域知识交叉融合，以回应农村电商复杂实践中

的系统性问题。 
(3) 农村电商研究主题呈现多维拓展与微观深化特征。早期聚焦“农村电商促进乡村振兴”“缩小

城乡数字鸿沟”“助力农民增收”等宏观价值维度，论证农村电商对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的推动作

用，为产业发展奠定理论共识。伴随实践深入，研究逐步向“淘宝村培育”“农村电商商业模式创

新”“农产品上行供应链优化”等微观场景延伸，关注农村电商运营细节、模式适配性与产业落地路径，

如剖析淘宝村集群发展规律、探索农产品品牌化电商运营模式。这一演进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

论的闭环，既验证了农村电商宏观价值，又通过微观研究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实操指引，构建起兼具

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研究体系。 

5.2. 未来研究展望 

第一，聚焦政策衔接与精准赋能。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商兴农行动”等政策导向，现有研

究对农村电商与政策的深层衔接机制的挖掘尚显不足。未来研究需深化政策衔接，探索如何通过县域电

商服务体系建设[18]、分层分类人才培育[19]等精准扶持手段，有效破解农村电商发展中的资源错配、人

才短缺等问题。可通过梳理政策对农村电商产业环节、参与主体的精准适配点以明确资源投放优先级；

以县域为单元，依托电商公共服务中心整合资源建“一站式”平台，针对不同主体开展分层培训形成人

才梯度；建立含量化指标的政策效能监测机制，动态调整政策组合，从而构建政策驱动下农村电商可持

续发展长效机制，推动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动力。 
第二，深耕技术融合与场景创新。鉴于物联网、大数据、直播等新兴技术向农村电商领域加速渗透，

但当前对技术赋能实际效能及适配农村场景的研究尚显薄弱。后续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需要明晰各类技术在供应链、营销、服务等环节的应用场景与价值逻辑；其次，开展技术效能实证研究，

选取典型项目对比技术嵌入前后在成本、效率、附加值等方面的变化，量化技术赋能成效；此外，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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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场景创新落地，探索“数字乡村 + 农村电商”的协同模式、直播助农迭代路径[20]及农产品溯源闭

环体系[21]，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技术应用方案，全方位释放技术驱动农村电商发展的潜力。 
第三，推进产业生态协同与融合。农村电商与农业、文旅等产业的融合趋势日益加深，“农村电商

产业集群培育”[22]、“跨区域农产品供应链协同”[23]、“电商 + 乡村文旅场景拓展”[24]等议题的热

度不断攀升。但现有研究多停留在模式框架层面，对于多产业联动的利益分配机制、风险共担体系缺乏

深入剖析。未来研究需聚焦于多产业联动闭环的构建，研究农产品加工增值收益如何反哺电商、文旅淡

旺季对电商业务的互补支撑等，以强化产业间的协同韧性，提升农村电商产业的综合附加值。例如，落

地“产业融合场景”试点，打造“电商 + 乡村文旅”示范项目，验证联动模式实操性并提炼推广路径，

以此强化产业协同韧性，提升农村电商产业综合附加值。 
第四，关注可持续与普惠发展的纵深。在推动农村电商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数字鸿沟弥合”、“弱

势群体创业赋能”、“电商助农长效机制”等命题亟待深入探索，然而现有研究在实践路径细化方面存

在不足。未来研究应围绕“筑牢共同富裕产业基石”这一方向展开，通过以下举措实现突破。一是制定

动态资源调配方案，针对返乡农民工、留守妇女等弱势群体实施创业阶梯扶持计划，分阶段提供资金补

贴、渠道对接、品牌孵化等支持，推动创业升级[25] [26]；二是创新服务下沉机制，以村集体、合作社为

依托，建设集培训、代运营、物流服务于一体的村级电商服务站，消除偏远地区及弱势农户参与电商的

障碍[27]；三是构建电商助农长效生态，通过建立数字素养长效培训体系和电商助农积分制，以制度创新

与服务迭代保障农村电商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使其成为覆盖广泛群体、推动共同富裕的普惠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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