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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trategy of revitalizing country when 
construct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ural entrepreneurship promote solving three 
rural issues and conducting rural revitalizing pla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s a kind of self-employed 
entrepreneurship; its fundamental problem i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t is a key measure to 
participate in market competition for businesses. Six specific innovation elements are involved in 
rural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ideals, products and services, target market, 
distribution channels, stakeholder and prof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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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创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培育农村新发展

动能的有效方式。农村创业是一类立足农村地区的自主创业形式，商业模式创新是关乎农村创业项目成

功的根本问题，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和实现商业目标的重要手段。农村创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是对具体要

素的创新，如创业理念、产品和服务、目标市场、分销渠道、利益相关者、盈利模式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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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创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下实现农村现代化、带动农

村产业兴旺和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经济活动。我国农村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市场，随着国家各项

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农村市场发展和生产生活需求出现了新特点，体现在对

新技术、新产业、新商业、新消费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外加政府关于农村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为农村创

业提供了良好契机。可以说，今天的县域及农村市场的创业机会，将要远远超过一二线城市的创业机会。

新时代的农村创业如何依托政策优势、创新商业模式满足农村及外围市场需求方面有待进行深入研究。 

2. 农村创业的内涵 

农村创业是一类立足农村地区的自主创业形式，以创立实体组织为主，属于狭义的创业概念范畴，

也是促进国家经济实力稳步增长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路径。关于农村创业的内涵有几个认识需要

厘清： 
1) 首先是地域问题，农村创业的基地在农村地区，但面向的市场却不局限于农村，是为满足农村、

国内、国外的各类市场需求而进行的创业行为。农村创业之所以立足农村，是可以依托当前的政策优势，

利用农村有待拓展的产业空间和丰富的资源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为实现农村振兴做出贡献。 
2) 其次在农村创业的产业范围问题上，农产品、乡村旅游、现代绿色农业无疑是农村创业潜力巨大

的领域，发展现代农业是农村创业的一个主要内容，但是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逐渐进入商业领域、以及

互联网普及、消费升级的今天，广阔的农村地区提供的创业机会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互联网销售农产品和

传统乡村旅游服务。农村互联网综合服务、农村物流、新农村旅游、互联网 + 农特、全渠道新零售、直

采生鲜电商等现代产业应运而生，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也是农村创业的创新思路，因此对于农

村创业的商业模式创新也随之成为一个研究焦点。在中国农村经济开始从粗放式互联网商业模式向深度

的互联网新经济发展的今天，农村创业的领域正在朝着农特产品上行、农村企业化种植和养殖、农产品

深加工、县域农村配送 + 农村电商、农村金融服务、互联网 + 农资农机、县域新零售社交电商等方向

拓展，这代表了农产创业商业模式的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创新属性。 
3) 最后是关于农村创业的主体问题。2018 年 1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支持返乡、下乡创业的

措施，激活农村资源要素促进乡村振兴。这里的返乡、下乡人员我们应作这样的解读：返乡人员包括农

民工、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和专家技能人才等各类本土人员，下乡人员包括其他专门人才、技术输出

方、资本方等。因此农村创业的主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是有农村创业意愿和创业才能的各类人员。通

常人们会把农村创业主体理解为狭义的返乡人员，实际上农村创业的主体除了返乡、下乡人员外，还有

农村常住人口，农村创业的主体具体包括：学者农村创业、城市白领农村创业、县域农业相关从业者创

业、大学生村官创业；城市农名工返乡创业；退伍军人创业；留守妇女创业；残疾人创业；具有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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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二代创业等，他们是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实践者，是农村

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将创业主体具体化，可以使后续的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具有清晰的对应关系。 

3. 解读商业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的本质是在有组织的价值链系统内整合资源，创造价值和财富，它是由一系列商业要素及

要素关系构成的运行系统创新[1]。商业模式是农村创业的商业运作起点，好的商业模式是农村创业成功

的保障。商业模式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阐释，但都包含一系列内外要素，如价值主张、内部结构、关系

网络、资源获取、市场营销、成本管理、盈利方法等，各要素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商业逻辑关系，形成一

个完整高效的运行系统，它描述了商业组织所能提供的价值、组织的内部管理、合作伙伴关系、资本回

报等。因此商业模式是一种商道，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和商业解决方案，包含从事商业活动的所有环节和

各类参与者，商业模式体现出结构性、稳定性和可重复操作性。 
当前市场竞争环境日益激烈，成功的商业模式被快速模仿，企业需要不断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以获得

持续发展的空间。商业模式创新是创新的一种类型，创新无定法，有的商业模式创新发生在基础层面，

即对商业模式最基本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创新；有的在运营层面创新，如营销创新、盈利方式创新；有

的在结构层面创新，如关系网络创新、组织结构创新。在新经济模式下，随着企业信息获取等交易成本

的降低和创业环境的成熟，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上有了更多选择，商业模式创新带给商业主体的是一定

时间内的竞争优势，它由多元化的创新要素构成。 
农村创业的成功有赖于商业模式的设计，农村商业模式创新是一个系统的创新，是针对客户需求设

计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创新销售渠道、重构企业利润和成本模式、协同整个价值链合作伙伴关系等一

系列商业运营活动。农村创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始于要素创新，是创业者根据客观市场环境对特定要素进

行针对性创新，不同情况下创新要素不同，因此不同的商业模式总是层出不穷[2]。农村商业模式创新不

是各种资源的叠加，不是各类业务的无序组合，而是基于客户价值创造和商业要素创新的系统工程。 

4. 农村商业模式创新的要素构成 

商业模式创新不是孤立的创新，而是以要素创新为基础的系统创新，而后产生创新价值。商业模式

要素有九大要素说、八大要素说、六大要素说，农村创业的商业模式有特定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虽然具

有普遍意义上的构成要素，但用于具体的农村创业活动时，要结合实际进行研究分析，适当调整。综合

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结论和我国农村创业现实，这里将农村商业模式创新要素做如下归类：创业理念，产

品和服务，目标市场，分销渠道，利益相关者，盈利途径。 
1) 价值主张。价值主张是农村创业行动的起点，是创业价值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农村创业主体(包

括个人和组织)的文化内核，体现在农村创业活动中的各个方面，是了解市场需求为市场创造的价值。正

确的农村创业价值主张不仅利于农村的经济建设，而且对农村的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农村创业要把握好开放、发展、融合、绿色的价值理念。 
2) 产品和服务。农村创业项目向市场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这给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

新时期农村创业推出的产品和服务标准来源于客户群体，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和消费偏好时设计产品和服

务的前提。农村创业必须开发有独特资源优势、有良好发展前景和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创新产品和服务，

这样的商业模式相对不易被复制和模仿[3]。 
3) 目标市场。农村创业的目标市场是由消费偏好、消费行为、消费水平都类似的群体组成，遍布农

村地区、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市场。任何一个农村创业项目都不可能是适用于所有消费群体的最优方案，

创业主体必须根据自身优势对目标市场细分并选择有潜力的子市场进入，这个子市场包括农村或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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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消费群体，还包括各类商家。 
4) 分销渠道。购销体制不畅是农村和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重要瓶颈，农村传统的分销渠道主要是针

对农产品从农村向消费市场移动的路径，中间商占主导地位，渠道成员众多，各自独立，流通效率和效

益低下。而当代农村分销渠道出现了从农产品到非农产品、渠道整合、产销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分销形

式和传播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农村创业项目的渠道设计关系着产品或服务的推广销售，除了利用代理商、

专卖店、加盟店等渠道成员外，产品或服务直接提供给客户的渠道模式逐渐成为趋势。 
5)利益相关者。本文的利益相关者是指影响农村创业活动的内部和外部相关者，包括创业者或创业

组织、雇员、投资人、目标客户、竞争者、媒体、第三方支付、管理机构、地方和中央政府等。上述利

益相关者形成一个农村创业的合作关系网络。成功开展农村创业活动需要与各个利益相关者积极合作，

维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保证农村创业项目的持续稳定发展。 
6) 盈利途径。创造财富是农村创业的一个重要目标，创业者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确定收入结构、成本

结构和盈利目标，形成农村创业的价值创造、财富获取、利益分配的组织机制及商业架构。农村创业的

盈利途径设计没有统一的方法，在价值理念、创新产品、塑造品牌、信息获取和投资模式等方面可以开

发适合自身的盈利途径，从而实现预期利润。 

5. 基于设计思考的农村商业模式创新 

IDEO 设计公司总裁蒂姆·布朗(Timothy Brown)曾在《哈佛商业评论》定义：“设计思考是以人为

本的设计精神与方法，考虑人的需求、行为，也考量科技或商业的可行性。”将设计思考引入农村创业

的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中，符合创业活动“客户驱动”、“科技引领”、“价值创造”的本质特点。利用

设计思考方法对农村商业模式要素进行整合创新，是将解决问题的方法论用于实践的创新尝试，从而形

成以要素创新实现农村商业模式创新的系统创新策略[4]： 
1) 五个理念和超级用户思维。按照设计思考理论，农村创业的宗旨是农村和城市、国内和国外人们

生活品质的持续提高。中国农业发展有 5 个新理念，即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将这 5 个新理

念与农村创业的价值主张结合有科学性和可行性，由此产生农村商业模式的 5 个创新理念，供各方参考：

激发农村产业活力—新产业(创新)；遵循农村自身发展规律—新生态(协调)；乡村与城市的对接融合—新

空间(开放)；促进环境保护与文化发展—新供给(绿色)；农民与新商业共享效率和效益—新渠道(共享)。
农村创业者从宏观上树立以上发展理念外，在流量红利消退的今天，以超级用户思维从事农村市场活动

是一种重要价值主张创新。超级用户思维就是重点服务好老客户、利益相关者，老客户和利益相关者都

有动态的利益诉求，将满足市场需求的商业理念更新为深耕客户体验，实现从追求“价值增长”到追求

“价值观的增长”。 
2) 先感知再反应，创新产品和服务。先感知再反应，是指农村创业者在创新产品和服务时，要考虑

农村文化背景和未来农村经济发展趋势，对农村创业的产品和服务市场进行调查和分析，获得新产品和

服务的独特创意。这里可以运用设计思考方法通过解析和具体化设计出创新产品和服务，由此开启农村

创业历程，引领和提升人们生活质量。当前农村创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边界在不断融合拓展，从技术

和市场的角度看，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向互联网+、平台建设、品牌孵化、产地聚合和新商业领域延伸，一

批创新产品和服务正在涌现，如生鲜电商直卖 + 外卖配送 + 预定农产品的新商业服务已经在县域新零

售创业中推广开来；互联网 + 农特创业模式打破了农民坐等销路的滞销痛点；县域快递配送 + 外卖平

台 + 同城跑腿 + 商超 O2O 到家 + 专卖店送货 + 原产地直供为一体的平台运营突破了传统快递服务

范畴。这种创新正是顺应农村市场环境和特定的市场需求开展的，不但有利于创新农村渠道建设加速物

资流通，而且从客户的角度产生了最大的客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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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户场景化。农村创业面对的消费群体是多元的和广泛的，包括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行涉及的

城乡居民，而且受我国跨境电商快速发展的影响，消费者和供应商突破了国内地域范围，农村创业的目

标客户加入了国际商家和消费者。确定农村商业模式的目标客户，除考虑传统意义上的地理、人文、心

理和行为细分基础，创新还体现在按照场景区分客户，按照差异化的顾客群体提供差异化的价值，设计

国际化、高水平、独特性的农村商业模式。也就是说农村创业的目标客户群体应基于上述范围进行层次

化分割，在特定的时间、场景，为特定的客户提供贴心的产品和服务解决方案[5]。按照场景细分目标客

户对农村商业模式创新尤其重要，是从目标客户的实际需求出发，将传统的产品思维转向用户思维，努

力满足用户不同层级的深层次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产品或服务的创新高度。 
4) 短链共享渠道设计。建立有效完善的分销渠道是突破农村销售困境的重要途径，渠道创新主要设

计标准是渠道结构、渠道成员、分销路径，基于这三个要素，目前逐渐形成了以下新型农村分销渠道模

式：全渠道模式、短链模式、海内外直采直供模式。这种分销渠道的创新实现线上线下渠道的融合，改

变传统的多级渠道体系，形成短链、共享的分销网络，满足消费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式的购

买需求，为目标客户提供精准的服务和供应。 
5) 建立全方位关系网络。农村商业模式中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是协同合作的关系，农村创业主体与客

户、行业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共生，与创业生态环境共存，形成一种新型的商业交互模式。关系网络

创新的商业思维是联合思维，不是帝王思想，是去中心化的，是立体全方位的有机系统，在这个系统中

一切元素都很重要。农村商业模式中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发展，共同推动农村创业生态的良性循环，企业

从独立创造价值到联合创造价值。因此，农村商业模式的关系网络创新是一体化的、开放的创新实践。 
6) 盈利模式创新。不是所有的农村创业都有一套清晰的盈利模式，找到自身的盈利模式对于创业者

是一个挑战。基于设计思考方法，创新盈利模式首先要确定农村创业项目的盈利受制因素，如目标客户

需求、竞争者行为等，进而分析客户价值、盈利途径和盈利瓶颈。通过对利润空间的发掘，农村创业的

盈利要素可以归纳为：价值链重构、产品与服务创新与迭代、潜在机会发掘、多元获利途径开发、成本

挤压、客户价值重构。构建全新的盈利模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个农村商业项目的盈利模式都有阶段

性和独特性，要在挖掘盈利要素的基础上找到盈利空间，扩大利润数量，同时分析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权

重，进行合理地量化分配。 

6. 农村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逻辑 

农村创业扎根农村地区，可以有效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的突出问题，为解决城镇化后的农民就业提

供出路的同时也为农产品销售打通渠道。农村创业的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基于“要素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农村创业—解决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这样一个闭环体系，宗旨是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商

业模式创新是关乎农村创业项目成功的根本问题，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农村商业模式创新

支持着农村创业成功，农村创业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乡村振兴计划的实施，乡村振兴就是国家振兴的

关键。农村创业的商业模式创新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支持和鼓励农村商业

模式创新关乎全局利益，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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