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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抓手。随着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的

普及向广大农村的下沉市场持续渗透，农产品行业的发展也有了更大的机遇。本文主要通过对农产品电

子商务的发展优势与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农产品电子商务可行的发展策略，以期帮助农产

品电子商务市场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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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basic starting poi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s the popularity of e-commerce and mobile payments continues to 
penetrate into the vast rural sinking marke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industry 
also has greater opportunities.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advan-
tag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and proposes feasible develop-
ment strategi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in order to help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market develop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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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如今，大数据时代全面到来，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益处延伸到了社会的方方

面面。2022 年，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明确指出要着力发

展乡村数字经济，坚持统筹协调、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数字经济，对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农业持

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1]。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农村地区也跟上了电子商务行业快速发展的步伐，其中，农产品电子商务在

国家政策支持下也发展的越来越成熟。截至 2022 年年底，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超过 3 亿人，全国农村

网商(店)已经达到 1730.3 万家。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2.17 万亿元；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5313.8
亿元，同比增长 9.2%。12022 年，淘宝村已经覆盖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180 个市(地区)，
数量达到 7780 个，较 2021 年增加 757 个，增速 11%。2 由此可见，如今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已经成

为一大现代化农业经济复苏形态，无论是在优化产品供求体系、促进农民增收，还是在发展当代农业

经济上，都有着明显价值。因此，本文探讨数字经济环境下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机理及存在问题，

并提出建议。 

2.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优势探析 

2.1. 价格透明、信息共享 

与传统零售模式相比，电子商务平台下的消费者更加关注产品价格，因此产品定价合理与否很重要。

网络购物打破了传统的市场问价销售模式，直接将价格、产地、产品信息、产品实物图片等发布在网络

上，方便购买者及时、全面地获取信息，还能同时对多家商店的同种产品进行比价，实现信息共享[2]。
此外，电子商务平台能够将很多交易人员集聚到网络信息平台上，完善一站购齐式服务体系。 

2.2. 因地制宜、特色鲜明 

据抖音电商发布《2023 丰收节抖音电商助农数据报告》显示，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9 月，抖音电

商里的三农达人数量同比增长 105%，农货商家数量同比增长 83%。年销售额突破百万元的农货商家超过

2.4 万个。其中，福建、河南、云南、安徽和四川成为平台里农货商家来源前五省份。 
地方丰饶物产，受到了平台消费者的青睐。甘甜多汁的广东茂名荔枝、浏阳蒸菜的“点睛之笔”湖

南茶油、融合多种菌类的福建闽东菌汤包，皆在抖音电商里销量高涨，同比增幅分别达到 576%、520%
和 237%。此外，宁夏枸杞、海南椰子鸡、安徽六安瓜片、贵州大方豆干等地方代表性农特产，也获得了

更大的销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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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中国商报。 
2数据来源：阿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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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提高交易效率，缓解资金拖欠 

传统的农产品销售需要经过很多中间环节，而电子商务的发展则打破了地域限制，直接连接了农户

和消费者，将农产品从山村运送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中间环节的减少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农产品的

线上交易将变得更加便捷和快速，交易效率得以提高。 
在传统交易模式中，通常是经销商大量收购农户产品，再分流给各地批发市场或中间商，赚取差价，

这种模式下，很可能出现货源积压，出现资金拖欠问题。电子商务的发展可以拓宽交易渠道，提升销量，

从而缓解了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拖欠问题，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目标[3]。 

3.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产品质量无法保证 

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农产品安全质量标准的增加，人们也要求农产品更加绿色健康[4]。因农产品的

特殊性，受天气、气温等自然因素影响，不同时期不同批次的产品或许质量会有较大不同。生产的标准

化又为后续物流的标准化奠定基础[5]。一些地区乡村还不能确保生产出质量足够好、稳定性足够高的农

产品，很多乡村也没有系统化的农产品生产流程，和针对农产品品质要求方面的标准，还需重视技术与

经营模式的改善[6]。 
其次，因网络交易的局限性，消费者无法到现场实地查看农产品质量，只能通过商家在产品详情页

面上发布的信息进行了解和选购，这给某些不良商家提供了可乘之机，缺斤少两、以次充好情况频发。

这不仅损害自身信誉，还会侵犯消费者权益，严重的会受到平台惩罚。 

3.2. 物流时效长，冷链物流系统待优化 

多数地区物流网点仅设置到乡镇一级，“最后一公里”问题尚未解决[7]。缺乏靠谱的物流系统是电

商发展的另一大难点，农产品具备一定的易损坏、较难储存及占有空间大等属性，特别是那些生鲜冷冻

产品，物流配送方面的要求比较高，需要配备专业冷藏设备，防止农产品损坏和腐烂。一旦冷链出现问

题，将导致电商平台的信誉受到严重的影响[8]。偏远山区的运费高昂也增加了农产品销售成本，导致在

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 
《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2)》显示，我国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逐渐增高，对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

严格，相应的冷链物流需求也加大。虽然如今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基础系统逐渐优化，产品运输方式也

变得多元化和高效性，但相对于物流产业较发达地区来说，农村或者偏远山区因路途遥远，路况不佳等

因素，物流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导致有些农产品难以运输到外面，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9]。
路况复杂也会对水果等产品造成一定的磕碰，导致烂果概率提高。 

3.3. 高素质电商人才缺乏 

电子商务属于一大现代化新兴产业，一般要通过科技成果综合运用来实现其发展，而这离不开高素

质专业人才的推动，但如今我国很多乡村的电子商务人才都较缺乏。基于电子商务发展，需要专有人才

进行农产品信息研究、数据分析，制订产品包装设计方案，创新农产品运营和智能化支付方式，并强化

全过程管理。 
如今很多人还认为电子商务就是“会上网就能开网店”，忽略了其他多个环节的理论知识学习和认

识，比如农产品策划、安全标准控制、包装设计、营销服务、物流配送等。但实际上，我国农产品电子

商务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就算是发展那些“粗放型”的乡村电商，也必须足够谨慎，而这些都要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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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专业人才的管理来实现[10]。但我国很多地区在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工作上的重视度还不够高，

导致人才资源匮乏。 

4. 数字经济环境下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策略 

4.1. 深化“互联网+”模式 

现如今，直播带货等行业的兴起为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推波助澜，通过短视频、直播、商城货架

等全域兴趣电商模式促进产销对接，进一步激活农特产消费市场。一个个农民主播活跃在各平台直播间，

将直播场景设立在果园里，直接从树上摘下果子对着镜头展示，这一新奇的销售方式也受到了消费者的

追捧。据抖音电商发布《2023 丰收节抖音电商助农数据报告》显示，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9 月，抖音

电商共助销农特产 47.3 亿单，平均每天就有 1300 万个装有农特产的包裹销往全国各地。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各销售平台都相继推出助农活动，投入货品补贴、流量扶持、商家培训等，

在渠道拓展、品牌打造、产销对接等方面不断助力，完善产业链条。例如，美团买菜通过寻找全国优质

农产品，将特色农产品销售到全国城市百姓餐桌，最终帮助农户丰产增收。此外，专门用于电子商务营

销服务的自媒体很多，不仅有抖音平台，还有西瓜视频等，直播带货农产品更是成为一种潮流。企业还

能够基于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开展农产品营销活动，带动宣传。 

4.2. 培养农村电子商务专业人才 

发展乡村电子商务，人才是关键要素，也是一大短板。基于该情况，必须大力培养和精心精选电子

商务专业人才。可以选取当地农民进行电子商务知识培训，也可以吸引高素质人才回乡创业。借助抖音

电商等平台，为农民通过互联网实现致富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来自福建的田小宇，完善菌菇种植收购、

烘干加工、分拣打包等供应链体系，把菌菇做成“小田姑娘”牌菌汤包，单日最高卖出 60 多万包，带动

了 300 多人零工就业；在牛梦林的抖音里，有青海壮美的高原风光和红彤彤的枸杞，她一年卖出了 200
吨枸杞，并上线漠里优选品牌，推出枸杞、沙棘原浆农产品加工制品，让更多村民实现增收；20 多年前

走出乡村，杨木旺一路读到博士并留沪工作。他时时想起家乡小城的味道，几年前回安徽创业养鸡，建

立了 30 个生态农场，通过抖音电商日售两三千只鸡。3 地方政府应落实理论知识宣教工作，让农民意识

到以电子商务推动经济振兴的价值和作用，让农民掌握电子商务变现方法和技巧，树立电子商务致富观

念。同时也可以与电商平台合作，不定期展开商家交流会和培训会，让农民形成现代化电子商务思维，

掌握农产品电子商务运作技能，助力扩大农产品消费市场。 

4.3. 建立智慧物流配送链 

对于农产品来说，物流速度是决定农产品在电子商务这个大平台上成败的关键。冷链物流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直接决定了生鲜农产品最后的品质和价格[11]。相对于其他产品来说，农产品对产品本身的保

存要求较高，物流的快慢会决定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接受程度。农产品以退货的形式进行交易对于商家而

言损失惨重。因此，物流的选择至关重要，采用电子商务模式需要严格要求合作的物流单位。 
此外，我国如今一些乡村的农产品仓储技术和设备还不完善，尤其是在保鲜冷链方面，使得农产品

配送难度加大、成本持高不减，影响乡村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因此，乡村电商企业首先必须加强针对

冷链物流的技术研发，创建出新型乡村农产品物流配送平台，建设智慧物流配送链，衔接好各个配送环

节，确保物流配送即时性，有效控制好物流运营和管理成本[12]。 

 

 

3数据来源：《2023 丰收节抖音电商助农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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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加强政府监管力度 

农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一直是市场的一个痛点，发展乡村农产品电子商务，生产出质量达标的特色农

产品很重要，且要加强质量监管，从源头上保障农产品高品质。必须通过政府和有关部门介入来严格规

范农产品生产、加工和营销流程，避免出现农药残留超标、产品不合格等质量安全问题。同时，在乡村

民众中加强农产品品质重要性知识宣传，增强品质观念， 
政府质监部门应当严格审查电商企业的安全资质，对农产品品质进行检测，做出抽样调查和分析。

电商平台也可以推行农产品安全追溯，建立安全报告体系，使得农产品质量获得消费者信任，提高市场

成交率。同时，政府部门也应加大对农业的扶持，不断优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鼓励农民积极使用

现代化农业设备[13]。 

5. 总结 

电子商务这种新兴技术，为农产品快销提供了基台，最终形成现代化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能够有

效联系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农产品电子商务市场的繁荣发展，可以响应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帮助人民

脱贫攻坚奠定坚实基础，为缩小我国贫富差距做出巨大贡献。 
鉴于农产品线上销售所具有的显著经济优势，有必要着力培育更多农民参与电商经营，增加农产品

电商销售，促进农民增收。目前尽管电子商务有力促进了农产品流通和平台等乡村新业态发展，但农民

从中获益有限，电商助力乡村振兴仍有很大空间。具体实施中还存在农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发展基础不

健全、冷链物流短板、电商人才缺乏、政策支持力度有待加强等问题，需要政府部门和当地村民一起想

办法，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探索出一条农产品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之路，快速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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