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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电子商务已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动力。本文基于网络营销

的视角，系统梳理了电子商务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发展现状，重点分析当前发展中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品牌建设短板、基础设施滞后以及数字人才匮乏等现实困境。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从优化区域资源

配置、强化品牌价值表达、推动供应链体系与技术深度融合、完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构建破解路

径与优化策略，为提升乡村电商发展质量、促进城乡要素融合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

考。研究认为，构建多元主体协同、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网络营销体系，是推动乡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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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commerce has become a vital 
driving force for advanc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e-commerc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online marketing, with a focus on analyzing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shortcomings in 
brand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lag, and digital talent scarcity encountered in it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se challenges, the study proposes pathway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centered on optimiz-
ing reg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strengthening brand value expression, promoting deep integra-
tion of supply chain systems and technology, and improving the digital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These efforts aim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facilitate the inte-
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as well as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constructing a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online marketing system is key to pro-
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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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国家重大部署。随着信息技术与

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电子商务凭借其平台化、数字化和去中心化的特征，成为打通城乡市场、拓展农

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工具。近年来，依托“互联网+”政策支持，乡村电商快速发展，在

激发农村消费活力、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推动资源合理配置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但基于网络营销视角来

看，乡村电商仍面临一系列发展障碍，如区域发展不均、产品同质化严重、基础设施配套滞后以及数字

人才短缺等问题，制约了持续赋能能力。基于此，本文从网络营销的视角切入，围绕现状分析、现实困

境与策略构建三个方面展开系统研究，为相关实践路径探索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2. 电子商务赋能乡村振兴的网络营销发展现状 

2.1. 市场规模与政策驱动形成双轮效应 

在政策推动与市场机制的背景下，农村电商网络营销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逐步成为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直播电商的兴起拓宽了农产品的线上销售渠道，短视频平台的广泛

应用推动了农村商家的快速增长，电商平台逐步下沉至基层乡村，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在政策层面，

《数字乡村发展纲要》等顶层设计持续释放扶持信号，多地因地制宜出台相关举措，通过基础设施建设、

推广费用补贴、人才培育等手段强化对乡村电商的支持力度，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发展支撑体系。随着农

村电商的快速推进，区域发展失衡、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政策干预对市场机制的扭曲等问题逐渐显现，

不仅制约了网络营销效能的进一步释放，也对乡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1]。这些问题亟需

在深化制度供给、优化市场环境与激发主体活力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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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渠道创新呈现生态化演进特征 

随着直播电商的不断演进，其功能已从传统的销售工具逐步转变为集产品推广、品牌建设与用户互

动于一体的生态协同平台。各类平台通过推动助农项目、打造区域特色专区、开展乡村主播扶持计划等

方式，积极引导农产品“出村进城”，拓展乡村电商的传播路径与转化效率。在渠道创新方面，直播带货

与新兴技术深度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部分地区果园企业通过 VR 技术实现沉浸式展示，提升用户观看

体验与购买意愿；部分茶叶生产主体利用区块链技术加强产品溯源与质量可视化，增强消费者信任与复

购率[2]。社交电商的兴起推动了私域流量的深度运营，“社群 + 本地配送”等模式在优化用户黏性和物

流效率方面展现出一定优势。渠道与技术的快速创新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重流量轻履约导致的消费体

验不佳、公私域平台流量壁垒加剧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多元业态之间协同不足等问题，这些均对乡

村电商网络营销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现实考验。 

2.3. 技术应用从工具普及到场景创新 

农产品网络营销的技术演进路径呈现出“沉浸体验–智能适配–数据驱动”的渐进式深化特征。在

消费信任的构建方面，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等技术正逐步由初期的概念展示向深度场景应用转

变，通过可视化手段增强消费者对农产品生产环境和流程的直观认知，提升了品牌形象与交易转化效率。

同时区块链技术在产品溯源中的应用也日益普及，通过记录种植、加工、检测等各环节的关键信息，有

效增强了消费者对农产品安全性与品质的信任，有助于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复购意愿[3]。但在技术推广过

程中仍面临诸多制约，如部分地区出现技术“悬浮化”现象，设备投入高而应用效益不显著；数字化基

础设施分布不均导致区域发展鸿沟扩大；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不足限制了营销策略的精准化与智能化演

进。这些问题亟需通过加强技术适配性、提升数字治理能力以及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场景深度融合加以

破解。 

2.4. 经营主体分化催生新农人群体崛起 

当前我国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出显著的代际分化趋势。以“95 后”为代表的新农人群体快速崛起，展

现出较强的数字素养与创新能力，日益成为推动乡村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该群体积极探索跨境电商、

直播营销、文化融合等新兴模式，在农产品品牌塑造与市场拓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显示出较强的业

态整合与市场应变能力[4]。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传统农业经营者，特别是高龄农户，在数字技能、信息

获取和市场适应等方面普遍存在短板，参与度和获益水平相对较低，呈现出一定的边缘化趋势。这一代

际断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乡村数字鸿沟，也对政策供给与资源配置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面向老龄群

体的数字化适配工具覆盖范围有限，公共培训体系与技术支持机制尚未完全匹配其实际需求，制约了传

统经营主体在新型网络营销生态中的有效融入。为实现农户群体的整体数字转型，亟需完善多层次的人

才培育体系，提升政策适配性与包容性。 

3. 电子商务赋能乡村振兴的网络营销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3.1. 结构性矛盾：区域发展不平衡与资源错配 

在电子商务推动乡村振兴的网络营销实践中，区域发展不均与资源配置扭曲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

约其高质量发展的深层结构性障碍。一方面，从区域发展视角观察，区域发展失衡根源于非均衡的区域

发展战略路径依赖和政策考核机制的导向偏差。政策资源投放呈现显著的空间梯度，基础设施建设与数

字服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城市近郊地区，而生态敏感区域、高寒山区等边缘地带则在制度设计与实

践层面遭遇持续性忽视，其深层机制在于追求短期显性政绩的考核体系，使得地方政府更偏好投入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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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高、见效快的区域。在以交易额、平台入驻数等量化指标为导向的行政考核机制驱动下，地方政府更

倾向于推动标准化、可复制的网络营销模式。这种路径依赖导致地方在产业选择上趋于同质化，具有地

域适应性的传统产业被边缘化，本质上反映了政策目标与本土实际需求的结构性脱节，电商发展逐渐脱

离本土实际[5]。 
另一方面，在资源配置机制上，资源配置错配源于市场逻辑与农业特性、乡村社会资本之间的深刻

矛盾。主流电商平台以商品标准化与履约效率为核心逻辑，偏好具备统一外观、可批量交付的工业化农

产品，从而排斥了自然农法下呈现多样性与季节性的农产品类型。当前的金融支持机制多以抵押物为基

础，忽略乡村社会中基于地缘和血缘的互助信用体系，客观上提高了中小农户参与门槛，加剧了资源的

结构性排斥。在此背景下，政策资源在区域间的错配效应不断放大，土地与农户的主体性被弱化，边缘

地区的生态与文化差异性因难以被标准化和市场定价而被排除在主流市场价值体系之外，农户最终沦为

数字农业体系中的被动执行者。这一结构性失衡亟需在未来政策和平台治理中引起重视并积极寻求解决

办法。 

3.2. 品牌建设短板：同质化竞争与溢价困境 

在电子商务赋能乡村振兴的进程中，网络营销拓展了农产品销售渠道，但当前乡村电商仍深陷同质

化竞争与产品溢价能力不足的困境，其根源在于产业基础薄弱、价值链低端锁定以及品牌构建能力的系

统性缺失[6]。从竞争格局来看，乡村地区在推动电商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产品结构单一、初级加工能

力不足等问题。这种产业基础的薄弱使得大量农产品缺乏明确的市场区隔和独特的价值表达，农户及相

关经营主体多依赖低价策略获取平台流量，进而陷入价格竞争的路径依赖，形成恶性竞争格局。 
在定价能力方面，乡村电商普遍存在品牌意识薄弱、营销理念滞后以及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共同

构成了品牌建设的系统性能力短板，使其在品牌识别、价值传递及消费者信任构建等关键环节上表现乏

力。这直接导致产品难以实现有效溢价，制约了本地品牌的塑造与产业附加值的提升，不利于乡村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7]。即便部分地区在政府支持或龙头企业带动下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区域品牌，

其品牌影响力仍受限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持续的品牌资产培育机制以及对品牌文化内涵挖掘不足，难以

形成稳定竞争力。 

3.3. 基础设施滞后：供应链环节滞后与技术应用断层 

当前，基础设施滞后表现为供应链体系不健全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足的双重困境，其核心制约机

制在于乡村地区长期以来的公共投入不足、市场投资回报率预期低以及技术采纳与应用能力薄弱。在供

应链环节，乡村地区普遍存在冷链物流体系薄弱、仓储设施不足和交通运输条件不完善等问题，造成物

流成本居高不下、配送效率低下。这些问题在生鲜类农产品的网络销售中尤为突出，不仅导致履约效率

低，影响消费者体验，也显著压缩了产品的溢价空间，削弱了电商运营的经济可行性。 
在技术应用环节，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网络覆盖率不均，智能设备普及水平有限，制约了

新兴信息技术在乡村电商中的有效嵌入，如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支持、直播电商等前沿手段尚未在多数

乡村经营主体中得到有效运用，导致营销策略缺乏精准性与互动性[7]。同时农村地区技术人才短缺、数

字技能普及率较低，进一步加剧了信息技术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断层，制约了产品价值的有效传递

与用户黏性的提升。 

3.4. 数字人才匮乏：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与能力结构代际断层 

在电子商务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数字人才匮乏问题日益成为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障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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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与代际能力结构失衡的双重约束，其深层原因在于乡村教育、培训体系与

产业需求脱节，以及城乡发展落差导致的人才虹吸效应。一方面，受制于农村地区教育资源配置相对薄

弱、职业培训体系不完善等因素，导致本土化数字技能的系统性供给不足，这无法有效支撑网络营销、

平台管理、数据分析等核心环节的需求，形成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缺口，制约了乡村电商

的发展潜力与运营效率。 
另一方面，当前乡村电商参与主体内部存在明显的代际能力分化。年长群体虽然在农业生产方面积

累了丰富经验，但普遍缺乏对数字技术的理解与应用能力，难以适应以数据驱动为特征的电商运营环境。

而青年群体尽管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能力，但由于返乡就业意愿偏弱、乡村发展空间有限等现实因素，

难以在本地形成稳定的人才供给[8]。这种代际能力断层反映了技能传承链条的断裂，更深层次地削弱了

乡村数字经济生态的韧性与内生发展能力，影响了网络营销体系的协同与可持续性。 

4. 破解网络营销困境的路径优化与策略构建 

4.1.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资源配置与提升均衡发展能力 

为缓解当前网络营销发展中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需从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与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两方面入手，以实现电子商务在更广范围内的有效嵌入与赋能。 
在资源配置方面，应着力提升政策工具的精准度与有效性。针对中西部及边远农村地区资源配置滞

后的问题，应建立区域电商发展潜力评估体系，精准识别不同类别薄弱地区，制定个性化支持清单；设

立专项资金或引导基金，优先支持村级物流集散点、产地加工中心等关键短板建设；探索“飞地经济”

模式，鼓励东部地区与薄弱地区结对共建供应链体系[9]。同时，强化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机制，引导平台

企业、核心资源和专业人才向资源相对薄弱地区有序流动，逐步构建以多层级主体参与为特征的区域协

调型乡村电商体系。 
在均衡发展方面，各地应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产品和

文化型业态，通过整合地方农产品与乡土文化元素，将其深度融入产品包装、品牌叙事及营销内容中，

形成差异化的网络营销路径。同时应加快跨区域物流体系建设，提升交通与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

平，如针对偏远地区，整合邮政、供销、商贸物流资源，建设县乡村三级共享共配网络；推广“客货邮”

融合，利用农村客运班线捎带快递；针对生鲜产品，发展产地仓直发、社区团购等短链模式，切实破解

“农产品出村难”与“工业品进村贵”的双重瓶颈，畅通城乡循环。 

4.2. 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强化品牌意识与健全价值表达体系 

强化品牌意识与健全价值表达体系，是提升乡村电子商务竞争力、实现农产品差异化溢价及推动乡

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在品牌建设方面，应推动建立分层协同的品牌体系。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与电商平台需协同制定区

域公用品牌准入标准、统一形象标识和推广策略，并支持经营主体在公用品牌框架下进行商标注册、获

取质量认证、挖掘独特卖点与文化内涵，打造自有子品牌。加快推进区域公用品牌建设，通过整合分散

资源，形成组织化、规模化的品牌运作格局。借助统一的品牌标识体系与营销渠道，提升品牌传播的系

统性与整体效能，增强区域品牌的市场影响力与社会认知度[10]。 
在价值表达方面，提升乡村电商主体在网络营销中的文化传递与情感沟通能力。通过直播带货、短

视频营销、大数据分析等数字工具，深入挖掘农产品所蕴含的生态价值、文化内涵与社会意义，增强消

费者对品牌的认同与信任，拓展产品消费的情感维度与文化维度[11]。此外，在营销实践中应强化场景化

与体验感：直播展示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结合乡村生活场景试用分享，开发“产地云游”、“在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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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等互动形式，深化情感连接，以此为基础优化定价策略，摆脱单纯的低价竞争依赖，构建可持续竞

争优势。 

4.3. 完善基础设施：推动供应链体系升级与技术融合 

推动供应链体系升级与技术融合，是破解乡村电商基础设施滞后瓶颈的重要途径。 
在供应链体系建设方面，应加大对乡村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完善冷链物流、仓储设施及多式

联运体系，提高农产品存储与运输效率，保障流通环节的质量与时效性[12]。重点投入补齐关键设施短板，

如在产地建设预冷库、分拣中心和共享仓储，发展县域冷链骨干网并配备冷藏车，优化乡村末端配送网

络。同时进一步推动区域间物流协同，构建城乡一体化配送网络，降低物流成本，缓解“出村难”“进村

贵”等问题。 
在技术融合方面，关键在于降低应用门槛并提升主体能力。推动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

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实现物流全过程的实时监控与智能调度，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响应效率。

加强乡村电商经营主体的信息化能力培训，促进技术与业务的深度融合，推动信息共享与协同管理[13]。
政府应出台相应支持政策，对采购应用新技术的企业给予补贴或税收优惠，并鼓励建设智慧农业数字乡

村示范点，探索可推广模式。 

4.4. 强化数字人才培养：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代际能力传承 

人才培养是推动乡村电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直接影响数字技术的应用效果及创新能力的提升，

是缓解数字人才短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 
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构建精准化、系统性的培训体系。加强对乡村数字人才的系统培训，结合电

商实际需求，开展针对性的数字技能与实操课程，提升从业人员的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创新能力。鼓励高

校、职业院校与地方政府协同建设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促进数字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发展相结合[14]。
完善人才激励与引进机制，吸引外部数字专业人才返乡或常驻，通过政策支持、创业扶持及生活保障措

施，稳定并壮大人才队伍，注入新的知识与活力。 
在代际能力传承方面，建立知识传承与代际交流平台。制度化推动推动具有丰富经验的电商骨干与

年轻一代开展师徒带教和经验分享，缩小代际能力差距，推动人才梯队建设。同时，政府加大对乡村数

字人才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提供专项资金和技术支持，如搭建在线学习平台、采购培训设备，促进数

字人才生态的良性循环[15]。重点关注培育兼具数字技能和本土情怀的“新乡贤”作为带头人，促进代际

协同与技术在地传承，缓解人才断层问题。 

5. 结语 

本文基于电子商务赋能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系统分析了网络营销的发展现状及其面临的现实困境，

指出当前乡村电商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品牌建设不足、基础设施滞后以及数字人才缺乏等方面存在诸多

制约因素，制约了其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高质量发展。针对上述问题，文章提出了优化资源配置、构建

差异化品牌形象、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及强化人才支撑等路径和策略，旨在为破解网络营销发展瓶颈、激

发乡村电商内生动力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随着技术进步和政策推动，电子商务将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要素流动以及提升农村居

民收入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未来，应持续加强多方协同，推动制度创新、平台联动与机制完善，

构建可持续、高效且具有韧性的乡村网络营销体系，实现由“卖得出”向“卖得好”的转变，进一步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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