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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农村电商有利于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在数字经济产业快速发展变

革的浪潮中，抓住机遇促进农村电商实现发展模式创新与产业优化升级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有着

深远意义。现阶段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农村电商的发展存在基础设施短板依然明显、数字人才较为匮乏、

相关服务体系有待完善、农产品上行竞争力较弱等制约因素。本文基于以上现实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以促进我国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及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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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rural e-commerce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level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wave of rapid develop-
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dustry, seizing opportunities to promo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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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ls and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es for rural 
e-commerce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steady advancem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t the current st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faces constraints such as still evident infrastructure shortcomings, a signifi-
cant shortage of digital talents, a related service system that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weaker 
competitive power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ased on the above practical issues, this article pro-
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n our country and to advanc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tead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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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赋能下电子商务的发展迎来更多变革与创新的空间，农村电商作为电子商务的重要板块

发展也十分迅速[1]，其带动就业创业、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日益凸显，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和农

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有着深远意义。不难发现农村电商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党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的重视，

具体表现为农村电商的支持政策持续强化，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有提及农村电商板块。主要从硬

件(电商基础设施、电子信息建设、专项资金下发)和软件(政策导向、资源调配)两方面精准施策[2]。以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为例，其首次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县域电商直播基地建设，从

基础设施层面推进农村电商的持续发展，促进乡村土特产网络销售。 
政府对农村电商领域的持续关注和重视证明农村电子商务已逐步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驱动力。

在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及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的宏观环境中，探讨如何利用时代赋予的机遇，激发

农村电商的巨大势能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是现阶段地方政府与农业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1]。因此，本文从宏观层面解析当前农村电商发展所面临的限制因素及提升策略，以期为农村电商的长

效发展提供些许镜鉴。 

2. 数字经济视域下农村电商发展的基本条件 

近年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农村电商开拓了成长空间，带动农产

品生产、销售、流通端的数字化、智能化，不断丰富完善农村电商的生态系统。 
一方面，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普及应用。数字技术在电商领域的应用衍生出直播带货、社区团购、数

字农业直采基地等新业态。正在以一种更加直观、更具互动体验的模式，扩大了用户采购商品的范围和

种类、进一步畅通了“农产品出山进城，工业品下乡进村”的通道、开辟了农民增收的新路子，有利于

实现农产品产业链与价值链的融合发展[3]。 
另一方面，新农具新农活促进实现节支增效。数字赋能下的农村电商不断优化完善以应对多样化的

消费需求、产业升级需求。其一，农民不仅能依托各类电商平台或自媒体出售地方优质特产，同样能在

全网比价购买到价廉质优的种苗、肥料等其他生产资料及生活用品，实现开源节支。其二，手机成为新

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打破了传统销售模式的时空限制，很大程度扩大了销售半径，提升了农产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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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效率。 
事实证明数字经济在农村各领域的渗透为农村电商夯实了发展基础，通过推动电商产业升级、优化

资源要素配置、颠覆产业运作方式等举措，推动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3]，利用数字经济赋能农村电商，

能够为生产、销售、流通各个环节提质增效，带来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促进农村经济向好发展。 

3. 数字经济视域下农村电商发展的制约因素 

3.1. 基础设施短板仍然明显 

尽管 2022 年底，我国农村地区的网络接入条件基本完善，真正实现了“村村通宽带”“县县通 5G”，

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取得显著进展[4]。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部分

偏远地区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建设水平仍有待提高，与城市相比仍存在差距。主要表现为：物流设施网

点不足，最后一公里仍未打通；供应链水平相对滞后，包装、贮藏、分拣、加工能力弱；取寄快递成本

相对较高，部分快递网点存在收费、管理等乱象。 

3.2. 数字技术人才相对匮乏 

总体来看，我国农村地区数字人才队伍仍然短缺，居民数字素养有待提升，人才培育与引进机制不

够健全。一方面，受教育水平及思想观念的限制，大多数农村居民对网络技术的认知有限，部分群体甚

至存在排斥心理，加上农民整体数字素养水平相对较低，一定程度阻碍了他们对电商相关技术的理解、

接受及实际应用，人才培育难度大。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地区普遍“老龄化”“空心化”问题突出，教

育、医疗、人力资源十分有限，难以吸引优秀人才队伍驻扎农村。既懂电商又懂农业农村的复合型人才

难找难留难培养。 

3.3. 相关服务体系有待完善 

我国农村电子商务领域的发展步伐相对较缓，相关优质服务主体的匮乏，成为制约该产业可持续增

长的一大瓶颈。在农村整个产业链中涉及平台开发、溯源防伪、账号运营、摄影剪裁、物流仓储、客户

服务、数据分析、风险防范、法律保障等相关服务主体的数量及质量难以满足行业发展需要[5]。农村电

商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力量都不容忽视，只有各要素相互促进，共同营造良好的电商生态，农村

电商的发展才能多维成长，探索其他新兴领域。 

3.4. 农产品上行竞争力较弱 

相较于城市电商多品类的发展模式，农村电商主要以售卖初级特色优质农产品为主，在加工能力的

限制下各地区农产品的产品附加值较低、同质化程度较高、利润空间小。此外，受土壤、地形、气候的

影响，部分地区农产品的质量及产量难以保障，供货不稳定、品控能力弱等导致农产品标准化建设及品

牌打造存在一定难度，极大地影响着消费体验，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4. 数字经济视域下农村电商发展的提升策略 

4.1. 继续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在取得进步的同时，应及时关注并解决现实障碍。具体可通过强化区域

间的联系，采取实地走访等方式促进两地基础设施建设经验、物流管理模式、相关资源运用等方面的交

流学习，帮助缩小地域间建设差距；政府部门需强化引导角色，统筹各类资源在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搭建农村物流配送体系等方面持续发力[6]，除打通物流运输“最后一公里”外，努力实现农村物流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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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拣、加工能力的跃升；相关部门应重视农村物流网点运营不规范的现象，严查寄快递价格不实、取快

递强制收费等乱象，尽力降低物流成本，夯实农村电商发展基石。通过以上措施继续完善农村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更好地促进农村电商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 

4.2. 加快优化农村数字人才支撑体系 

农村数字人才是推动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所在。加快健全农村数字人才支撑体系是为乡村振兴积攒

后备人才，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农村人才紧缺的现实情况，应培育与引进“双管

齐下”，加快健全农村数字人才支撑体系。首先，精准对焦电商发展需求，培养农村电商发展所需人才。

如：依托农村地区现有培育项目(高素质农民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等)开设数字农

人专题班，增强农民对数字化工具的使用意愿、开设电商达人孵化专班，开展电商直播相关知识教学，

建立健全农村电商达人孵化机制，培养本土宣传销售人才。一方面能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数字素养，为农

民学员职业发展开拓空间；一方面能缓解农村电商发展人才缺口，营造农村电商发展的良好环境。 
此外，不断培养人才的过程中还需健全相关激励机制引进人才，优厚善待留住人才，不断丰盈新时

代乡村人才队伍。一是政策资源上的倾斜，吸引人才驻扎农村，发展相关产业；二是对相关人才进行适

当激励，鼓励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采取“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模式，强化地方人才的带动辐射半

径，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高永久的源泉和动力。 

4.3. 逐步健全电商发展配套服务体系 

健全农村电商发展的配套服务体系需在完备的基础设施与足够的人才支撑下逐步推进，在此过程中

资金投入是刚需，需要借助社会金融资本的力量，拓展资金渠道投入建设，多系统、多层级的为农村电

商配套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经费支持与保障。 
从宏观上看，单纯以政府为主要来源的资金支持并不能适应当前电商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才引进对资

金的需求。从微观上看，农民个体在利用电商平台进行创新创业与规模扩张时会遭遇融资难、流动资金

不足及其他财务困境，直接抑制了农村电商相关服务主体的涌现。尽管各地已出台了一些普适的支持政

策，但针对性仍需提高。因此，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信贷需求和就业创业上给予针对性支持显得

尤为重要，不仅要确保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还要进一步加速发挥社会资本和创业投资等民间力量在完善

农村电商配套服务体系中的积极作用。 

4.4. 重点关注农村电商品牌建设 

品牌建设是农产品实现市场快速突围与增值，提升农产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步骤。既包括电商平台

品牌的打造也包括农产品品牌的打造，二者相辅相成。关于电商平台的品牌打造可采取以下模式：一是

产品为核心的口碑营销模式，通过售卖本身具备一定品牌影响力或高品质的产品，如民勤蜜瓜、烟台苹

果等逐步积攒消费者口碑，稳定基本市场；二是品牌为核心的消费者依赖模式，类似于京东、天猫、东

方甄选直播间、交个朋友直播间等，通过消费者初次购买该直播间的产品积攒信任影响再次购买行为的

发生，增加用户黏性。而农村电商的出圈多数依靠以品牌为核心的消费者依赖模式，在产品品质、口感、

营养价值等方面严格把关，筛选当地优质的特色农产品进行售卖，逐步建立维护电商品牌的形象。在此

过程中，各地区应当根据自身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土壤特点及传统农业优势，制定适宜本地实际情

况的特色农业发展策略，挖掘和培育具有地方独特性的农产品和产业模式，实现农业资源的最佳配置与

高效利用。不适合规模化发展的地区走高、精、尖的特色发展道路，打造量少质优高端产品，积极打造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提升农产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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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字经济视域下农村电商发展的提升策略 

202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意见》中再次提到要推动促进农村电商的发展，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能显著提升相关从业者的收入，还

能提升农村地区总体收入水平，在促进农村地区创业就业、土地流转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7]，事实

证明农村电商已成为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动能[8]。发展农村电商还能够突破传统实体交易在空间和时

间上的局限性，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实现商家与消费者的供需两端精准对接，优化资源配置

效率，从而有力推动乡村产业的现代化升级和多元化发展。这一进程不仅有助于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提升农业产值，更能激活乡村经济活力，带动相关产业链条的联动发展。 
同时，农村电商的发展对乡村人才振兴也有着深远影响。它吸引并培育了一批掌握现代信息技术、

了解市场动态的高素质农民和电商从业者，这些人才的涌现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促进乡村人才结构的整体优化。因此，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显

得尤为重要，各部门应通力合作，从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优化农村数字人才支撑体系、加大资

金投入逐步健全农村电商发展配套服务体系、关注农村电商品牌建设等维度来促进农村电商的长效发展，

激发农村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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