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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战略的提出，农村电商与地方扶贫深度融合趋势加速，形成了农村电商扶贫模式。为

寻求农村电商助力农民脱贫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全产业链视角，探究了农村电商发展的客观限制因素

及全产业链发展对于农村电商扶贫的作用机制。我国农村电商发展存在着特色优质农产品品牌建设滞后、

专业电商运营体系亟待提高、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物流体系不完善以及政府金融支持不足等客观限

制因素。农村电商扶贫应通过农业全产业链构建S2B2C (Supply chain platform To Business To Cus-
tomer)的农产品供应链平台，保障农户脱贫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同时，以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模式贴合农

民收入结构并帮助其增收，全面提升农村电商扶贫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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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of “Internet+” strategy,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rural e-commerce and loc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accelerated, forming a rural e-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In or-
der to seek an effective way for rural e-commerce to help farmers get rid of poverty, this paper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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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res the objective limiting factors of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whole industry-chain development for rural e-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n my country has objective constraints such as the lagging of brand building of 
characteristic and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e-commerce operating system, the backward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infrastructure, the imper-
fect logistics system, and insufficient government financial support. Rural e-commerce poverty al-
leviation should build S2B2C (Supply chain platform To Business To Customer) agricultural prod-
uct supply chain platform through the whole agricultural industry-chain, which i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farmers’ poverty allevi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whole industry-chain is used to fit the income structure of farmers and 
help them increase their income,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e-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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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6 年以来，每年的中央 1 号文件均有提到要在贫困地区进行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

程”，目的就是将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工作体系，实现农村电商与地方扶贫嫁接融合，进而形成一种新的

独特的扶贫方式——农村电商扶贫。农村电商扶贫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脱贫模式，通过拓宽和优化农

产品的销售渠道，不但让农产品的供求结构获得平衡，同时还成为农户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使贫困地

区实现真正的可持续脱贫[1]。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逐渐发展，大量特色农产品进行在线销售，不仅有效

缓解了农产品积压难卖的问题，也拓宽了农户就业增收的渠道，这正是农村电商扶贫效果的根本所在[2]。
近年来，农村电商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开始被广发研究和应用。 

通过回顾前人的研究发现，关于农村电商扶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电商扶贫相关

概念与内涵研究，二是对农村电商扶贫效果的研究，三是对农村电商扶贫现状和对策的研究[3]。其中关

于农村电商扶贫现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有关文献总结了很多诸如农产品质量、基础设施、人才、设备

与技术等农村电商的客观问题[4]，却极少有把农村电商放在整个产业链及互联网大环境下进行考量。本

文将加入全产业链及电商大环境视角，重新全面的探索农村电商扶贫路径，为农村地区的电商扶贫提供

有益借鉴。 

2. 农村电商发展的客观限制因素 

2.1. 特色优质农产品品牌建设滞后 

当农村电商的网络效应初具规模时，电商平台将更多的关注产品服务质量及自身品牌建设，致力于

提供更好的特色农产品和优质的服务体验以留住消费者。在消费升级时代，消费者关切点从价格转移到

了质量。真正优质产品尽管价格高昂也会供不应求，而品质低劣哪怕价格低廉也可能无人问津。农村电

商推动贫困地区扶贫，特别是推进电子商务与农产品市场相结合，但在电商充分融入农产品输出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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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品牌建设滞后的问题，尤其是特色优质农产品缺乏品牌效应和影响力，进而在市场上无法形成有

效竞争力。 
首先，大量农村电商缺乏对特色优质农产品品牌的认知，导致在网上销售过程中农产品同质化严重，

丧失了生鲜农副产品的稀缺性，而获取不到理想的产品溢价。加上深、精加工产品比例过小，加工、包

装增值效益低，使得农户的小生产无法满足大市场需求。其次，农村农户的生产规模小，使农产品提供

过于分散，无法形成统一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地理标志认证的特色农产品，这让市场得不到农产品

的品牌效应，容易放大农产品品牌建设的弊端。总的来说，粗放的生产和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消费者在

电子商务环境下对产品品牌的要求。 

2.2. 专业电商运营体系亟待提高 

目前，农村电商发展规模不断扩大，面临着专业电商运营体系亟待提高及专业电商人才短缺的局面，

制约了农村电商扶贫效果的发挥[5]。与传统销售不同，农村电子商务迫切的需要诸如平面设计、运营及

编程等专业技能人才。同时，农村电商需要实施强运营化管理，如成体系的工作框架，从新品上架、网

络设计包装、文案宣传、前期造势、活动推广、销售促销、广告投放到客服售后等都需要有条不紊的进

行，这就要求流程化、精细化、杠杆化与生态化的工作流程。而涉及农村电商的整个产业链，无论是与

产业相关的生产、加工、售卖方面的当地产业人才[6]，还是与农村电商经营、财务、营销、管理等相关

的电商专业型人才都比较短缺，对农村电商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2.3.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及物流体系不完善 

电子商务对对网络建设、交通运输及物流体系等基础设施有一定要求，而我国目前农村地区电子商

务的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和匮乏。农村互联网相关基础设施薄弱，公共上网资源匮乏，上网成本相对

于农民收入仍然比较高，极大地制约了农村地区电商发展进程。同时，电子商务的发展还依赖于物流体

系的支撑。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不完备极大地限制了物流网络的构建，也导致了一个硬问题，那就是

生鲜农产品运输的时间、经济成本直接推高了物流成本，让“快递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更加突出，从而

使得电商具有的高效便捷的天然优势得不到体现。因此只有将农村地区物流与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进行

完善，并加强农产品标准体系建设，才能有效的促进农村地区电子商务的发展，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农

产品上行进入城市千家万户、消费品下行走进广袤乡村的双向流通格局。 

2.4. 政府金融支持不足 

农村电商产业是综合性的，需要整合多方资源推进其发展。虽然政府为促进农村电商发展，给予一

定的政策优惠和金融支持，但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较落后，而农村电商在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方

面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仅靠政府的电商扶贫资金来源渠道狭窄。一方面，政府更倾向于在搭建平台方

面对农村电商进行扶持，即提供办公空间、租金补贴、减免税费、免费装修或装修补贴、定期提供培训

等，但农村电商无论是在进货、宣传推广，还是农产品包装等经营过程中的各个方面都有较大的资金需

求，因而政府这种片面的资金扶持方式未能解决农村电商在融资方面的困境。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电

子商务相关支持性融资方案和信用评估体系尚未建立，信贷融资工具的缺乏导致资金的流动性不足，且

多数金融机构农村电商扶贫资金支持方面缺乏主动性，从而对农村电商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限制[7]。 

3. 以农业全产业链的发展促建农产品供应链平台 

3.1. 农业全产业链模式概述 

本文所指全产业链模式是以自带流量商家需求为导向，通过对供应链条各个环节节点进行有效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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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实现各环节的有效管理，为最终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产品。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价值创造和价

值增值的角度来看，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价值，而且在流通和消费部分同样创造价值。从利益角度上

来讲，产业链并不是简单的产品销售的买卖关系，而是一种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综合一体化关系[8]。
农业全产业链则是涵盖农产品从生产、加工、营销与推广、销售等多个环节的完整的产业链系统，其主

体主要涉及生产服务者、生产者、流通者、监管者等[9]。农业全产业链模式旨在建立农产品可追溯体系，

在种植(养殖)、加工、物流、销售、服务各环节提供农产品信息传递与质量追溯途径，以有效的解决传统

农业存在问题[10]，创建高效的农产品供应链平台体系。 
通过全产业链式发展，能综合利用好农村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地理区位优势、剩余劳动力等各种

优势资源，将现代农业的产业链条进行了延伸，为建立强而有力的农产品供应链条平台创造了条件。在

供应链平台与自带流量商家深度融合中，促进了农村电子商务、传统农业、加工制造业、旅游业、物流

业等产业间的协同联动，实现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资源聚集与互动发展。 

3.2. 构建 S2B2C 的农产品供应链平台 

互联网的短缺经济时代已经过去，互联网的获客成本攀升、产能过剩、过度竞争、消费者有效需求

挖掘不出来等问题已成为电商发展的瓶颈。对于互联网市场来说，虽然农产品电商市场是一个还未有效

开垦的肥地，但农村电商在对接互联网大市场后，也将面临同样的电商发展困境。农村电商针对互联网

市场的三大核心要素：产品、流量、转化率，大多数电商在产品层面上还无法提供高品质可追溯的农产

品，即便能有效提供，用户流量的获取也是一大难题，还要挖掘需求客户提供互动服务以提升转化率。

因此，如何获取到有效流量，是决定农村电商能否存续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Figure 1. S2B2C mod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platform 
图 1. S2B2C 的农产品供应链平台模式 

 
农村电商充分获取有效流量，就需要构建 S2B2C 的农产品供应链平台(见图 1)。其中 S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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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是指一个大的农产品供应平台，能够根据商家订单需求高效率和高定制化的提供相应的生鲜农

副产品。而 B 则是平台对应的万级、十万级或更高万级的自带流量的中小企业，他们需要给消费者提供

实时互动服务。与传统加盟店模式不同，农产品供应平台不承诺给 B 提供流量，其需要自主的去发挥触、

去寻找流量。而对农产品供应平台 S 来说，则是需要去找到自带流量的 B。与此同时，自带流量的 B 通

过自己的社群圈，利用互联网工具去影响一批人，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形成新的驱力。农产品供应

平台 S 要做的就是提供后台支持，保证质量、提供定制的差异化农产品以及确保流程的高效运行，从而

给 B 赋能使其更好的服务于 C。在 B 获取到更多流量的同时，也让 S 农产品供应平台能有更多订单，最

终形成良性互动格局。此外，自带流量 B 提供给其客户群的服务及沟通交互解决了流量与转化率问题。

而 B 在服务 C 的过程中，挖掘并收集了用户群的需求信息，信息到达农产品供应平台，经过消化吸收产

出了定制化的产品，同时也优化了农产品产出能力。在此模式下将农村农产品广泛的铺开到了互联网大

市场，解决了农业全产业链的市场销路问题，才能促进农村电商产业发展壮大。 

3.3. 全产业链对于农产品供应链平台建立的支撑机制 

农产品供应链平台的建立是要向流量商家市场提供高效、高质的产品供应，通过全产业链的推动促

进，有利于克服农业产业技术含量低、规模小且零散分布、信息滞后、监管缺失等客观硬伤，为创建农

产品供应链平台提供存续条件。全产业链协同共建农产品供应链平台，对产品质量进行集中管理，并与

自带流量商家进行深入合作打造个性特色产品，创建优势联合品牌，如图 2 所示。在产业链上游，能建

立标准规范化生产基地，控制农产品在生产源头上的安全，确保农产品在上游生产环节得到有效的管理。

在产业链中游，通过初、深加工，采用较高的技术要求，提升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在产业链下游，通过

选择合适的自带流量商家，利用其线上及线下的原有营销渠道及自带的流量优势，联合设计特色农产品

品牌，更为深入的对产品最终附加值产生影响和进一步增强消费者体验。 
 

 
Figure 2. Integration framework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and agricul-
tural product supply chain platform 
图 2. 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与农产品供应链平台的融合框架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125


王海 等 
 

 

DOI: 10.12677/ecl.2024.132125 1038 电子商务评论 
 

首先，全产业链模式对农产品供应链平台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产品标准化、质量有保，并通过农产

品加工，可以提升产品附加值获取更多利润；二是标准化、大批量、集约化的生产，能够使农产品摆脱

原来的不具备标准化劣势，让标准化的农产品越来越完善，进而消除农产品安全问题，使农产品品牌效

应提升。其次，全产业链模式解决了农产品同质化问题。通过建立特色联合品牌并打造产品知名度，获

取大众认同，避免同质化竞争，提升市场的竞争优势。同时，由于全产业链模式发展而产生的聚集效应，

使农产品流通链条缩短且环节减少，农产品在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和销售等各环节间衔接紧密。最

大程度的避免了流通链条过长引起的层层加价及农产品在各环节间长距离运输所带来的损耗，有效控制

了成本。最后，产业链的聚集效应还有助于解决农村物流。根据京东披露的数据，只有在某地京东的单

日订单量达到 1 万个以上时，投资打造物流中心才可行；若是租赁现有仓库，单日订单量也要达到 5000
个以上才不亏本[11]。一般来说，农村物流没有足够的快递量来保证单次的物流运输成本，这导致许多的

物流公司会在进行农村物流运输时对运输的包裹进行集中压货处理，直到等包裹数量达到一定的量时才

开始派送。物流环节一层拖延一层，这极大的降低物流配送效率。因此，全产业链模式下的规模效应通

过对物流方面的正面影响，促进农业产业稳定发展。 
基于全产业链的发展建立起来的供应链平台，在农产品营销上能有效的结合具有互联网基因和社交

基因的自带流量商家，通过他们精细的搜寻目标消费者，在瞬息变化的市场中敏锐的捕捉到消费者的需

求，并为其提供强有力的后台供应支撑，使商家以恰当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合适的农产品。 

4. 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与农民收入提升机制 

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就是将农村电商、农户和农产品连接起来，农户通过农产品供应链平台参与全产

业链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达到就业或增值、增收等目的，进而获得收入提升、实现可持续脱贫

减贫。其中，农户与全产业链发展结合，主要通过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收入、非农业生产收入以及资产性

收入等方式助力农民实现脱贫增收。具体如图 3 所示。 

4.1. 农民收入结构分析 

农民收入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方面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所获得的产品或者是货币的收入，另一方面

是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所得到的收入，此外还包括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12]。其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

是实行承包制制度以来农民最主要，也是最稳定收入获取的方式[13]。随着我国经济改革深化，新增收点

的出现使农民收入结构开始呈现出多样化。农民逐渐开始拥有农业生产收入以外的诸如工业、商业等第

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主要与国家政策有关，包括来自政府财政或支农政策收入，农民财产性收

入主要以土地出让、储存利息为主。 
首先，从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来看。中国农村耕地资源稀缺、土地细碎化分布致使机械化程度不高，

农民收入增长受限；生产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零散的家

庭式小规模生产，让农产品品种结构雷同，品质低劣。且加工链短附加值低，无法满足市场对优质、多

样农产品的需求，会使销路不畅，增产不增收。此外，市场交易环境不对称：一是城镇化水平低，大量

农产品面向城市人口进行交易时，压价竞争在所难免；二是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在

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农产品涨价的收益；三是流通阻碍和市场缺位让产品向商品的跨越与转移出现障碍，

导致农民增产却无法增收。并且农户生产规模小、交易规模小，没有能力承担起商品流通的重任，交易

规模十分不经济。这无形中增加了运销成本，农民增收乏力。 
其次，农民的非农业生产收入主要来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从事生产、服务工作获得的工资收入。

此项收入是农民增收脱贫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存在局限：城市化水平低，使其对剩余劳动力的接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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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加上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得大中城市的人力市场更注重劳动力的质量，必然会逐渐缩小对农

村劳动力的需求。人力资源市场从数量向质量需求转变，让农村劳动力的生存空间更加萎靡。 
最后，从农民的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来看。转移性收入包括救济金、救灾款、保险年金、退休

金、抚恤金等亲友资助或政策性“输血”收入，在此不多赘述。在财产性收入方面，主要来自租金收入

和利息收入。农民资金体量小，通过利息得来的收入微薄。在通过资产租赁产生收益上，若农户所处地

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要么无人租赁，要么租金低廉。此外，若农民将自己的土地直接流转出去，

自身又没有其他的增收能力和渠道，这无疑是杀鸡取卵的做法。 
因此，只有通过调整农业结构、提升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建立面向大市场的产品流通

体系、吸纳农民就业以及让农民资产增值等组合手段，才能全方位且有效攻克农民脱贫增收问题。 

4.2. 全产业链模式对农民收入的提升机制 

在农民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上，通过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与农产品供应链平台深度融合，能够得到科学

的技术指导，合理的选择农作物，避免一哄而上的盲目生产而造成农产品滞销或浪费。农产品的销路有

了保证，且处在高附加值产业链协作中，保障了农产品价格优势。其次，在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中，不同

层次、不同需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能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环节中找到就业发展机会，缓解了农村“空

心化”的严峻形式。农民可以实现就业或者半就业，获得稳定收入，具体如图 3 所示。 
全产业链发展能够促成农村电商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需要，通过推动规模经营，解决资源

分散、资金分散、农户分散问题，提高农民资产性收入。同时，让农民共享地区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的成

果，可以组织和引导农民将个人的资源、财产、资金、技术等投资入股，成为股东参与分红，使农民有

资产性收益，获得收入增收的长效机制。由于资产性收入增长快于劳动收入增长，因此农村地区农户实

现脱贫致富，要促使他们土地资产增值且有资产性收入。 
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加大对农业全产业链模式支持，特别是对龙头企业和相对优势企业进行政策扶

持，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保障农民收入。全产业链模式成功的关键取决于龙头企业的发展是不是迅速，

能否获得市场广泛认可，或者优势产业能不能成为富民产业，是否能带动上下游多个产业共同发展[14]。
因此，政府有必要从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区域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等多方面出发，制定出能够促进全产

业链模式发展的政策，从而提升全产业链模式的发展水平。 
 

 
Figure 3. Promotion mechanism of farmers’ income by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图 3. 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对农民收入的提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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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农村电商发展需要获得长效的可持续的流量，通过建立其供应链平台与自带流量商家对接的 S2B2C
模式来解决流量获取及客户终端服务的核心问题，高效高质的农产品供应链平台为自带流量商家提供后

台支持，就需要有全产业链的协同合作促成供应链平台的存续和发展，并在过程中有效提升农民各收入

结构，让其能脱贫致富。这个全产业链式的电商模式，应在政府引导下，让农户深入参与到本地农业产

业发展的建设中去，与企业形成利益制衡机制，走出一条“地方政府 + 龙头企业 + 基地 + 合作社 + 农
业(特色农业/畜牧业) + 供应链平台 + 流量自带商家(线上/线下)”的多利益主体协同发展路线。多方利

益主体需要充分发挥其职能，实行信息共享机制，确保市场透明化和准确传导，让整个农业产业链运转

起来，最终形成产销一体化运行机制。 
地方政府参与可以提供政策优惠支持，专项扶贫资金支持直接为贫困户入股企业，为企业提供金融

服务支持、人才服务支持等[7]；还能负责种植基地的土地协调，并对村集体经济运作情况进行监督。龙

头企业参与可以体现在资金投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市场对接等方面，通过与生产基地紧密合作，

为农户提供统一技术、统一育苗、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等一系列服务。农户参与可以通过以地入股、以

资金入股、以劳动入股等方式让自己成为股东，增加自己的资产性收入；还可以进行针对性的专业技能

培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参与到全产业链环节中获取相应报酬。最后就是自带流量商家线上/线下的产品

售卖，通过特色联合品牌、个性标准、高品质、网络社群化服务的精准触达和个性化服务，将农产品推

向具有体量保证的高定制市场，实现稳定、可持续性的收入增收，达到农村电商扶贫的效果。 
从全产业链视角出发，对农村电商未来的发展展望应着重于利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优势，推动农产

品上下游环节的紧密连接，从而提升整体效率和价值。对于政策制定者，建议加大对农村电商平台的支

持力度，特别是在物流基础设施和网络覆盖方面。对企业而言，应探索创新的商业模式，通过技术提升

产品的追溯性和质量保障，同时加强与农户的合作，确保产业链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农户需要提高

自身的数字化水平，积极参与到电商平台中，通过平台提升自身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总体而言，全产业

链的深度融合将为农村电商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促进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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