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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电子商务助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

抓手。农村电子商务通过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路径为支持“三农”问题的优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农村电子商务推动了农产品品牌建设、农业产业结构结构优化及产业融合、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了农

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目前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存在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农产品安全溯源体

系不健全，电商人才短缺，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连续性等问题，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电子商务助农障

碍，强化其助力乡村振兴的功能。 
 
关键词 

电子商务，乡村振兴，三农问题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E-Commerce to Help  
Agri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Liyuan Wu1, Nan Gao1,2 
1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2Western Moderniz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n. 22nd, 2024; accepted: Jul. 10th, 2024; published: Aug. 22nd, 2024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1038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1038
https://www.hanspub.org/


吴丽媛，高楠 
 

 

DOI: 10.12677/ecl.2024.1331038 8469 电子商务评论 
 

 
 

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major strategic measure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e-commerce in helping agriculture is a powerful starting poin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e-commerce provides a strong guarantee to support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issues related with 
agriculture, farmer and rural area through industry, policy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aths. 
Rural e-commerce has promoted the brand build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optimization of ag-
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reduced transaction costs, increased farm-
ers’ income, and improved farmers’ living standards. At present,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
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n China, such as unbalanced inter-regional development, imperfect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hortage of e-commerce talents, lack of conti-
nuity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tc. Appropriat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eliminate obsta-
cles to e-commerce to help agriculture and strengthen its function of help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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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1 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十七个中央一号文件指导“三农”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乡村

振兴作为重大战略任务，同时，报告中指出“电子商务可以成为经济新常态下，促进农村产业发展进而

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1]。相较于传统交易方式，不受时间和空间约束的电子商务，具有成本低、

效率高，辐射面广等优势，而这对于价值相对较低的农产品来说，无疑目前更优的交易方式[2]。2017 年

我国电子商务相关产业走向成熟，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 年农村网络零售额 1.24 万亿，同比增长 153.4%，

截止 2021 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2.05 万亿，同比增长 11.3% (图 1)占我国网络网络零售额的 15.6%，

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呈现逐年增长趋势[3]。 
农产品贸易与电子商务模式的结合，是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产业振兴的重要手段之

一。但由于一直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市与农村的电子商务发展存在巨大差异，至今农村电子商

务市场处于未饱和状态，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2.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助农现状及问题研究 

2.1. 农村电子商务助农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农村基础网络设施设施的逐步完善，推动了农村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使得农村电子商

务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工信部、财政部 2023 年出台了相关政策，降低互联网接入门槛，并开展了定向降

费活动。基础电信公司逐步提高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刻入速度，农村光纤下载速率已经超过 100 Mbps，同

时，对农村脱贫户实行精准降费，持续降低贫困人口通信服务费用。我国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

加强，“村村通宽带”，基本解决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的互联网接入难、通信难等问题。据《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 2023 年 12 月，我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 66.5%，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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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ural online retail sales from 2016 to 2022 
图 1. 2016~2022 年农村网络零售额 

 
村网民规模达到了 3.26 亿，同比 2022 年 12 月增长了 4.6 个百分点[4]。 

与此同时，农村公路建设不断完善，农村物流快递业也在快速发展。截至 2020 年底，全国有条件的

乡镇已基本通上硬化公路，农村地区农民出行难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全国新建、改造的农村公路

已经超过了 18 万公里，农村公路的建设、养护和维修作业的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5]。我国的一些偏远

农村，由于受到交通条件的限制，物流发展缓慢，目前农村公路建设情况得到完善，各物流、电商企业，

为了响应快递协会《“快递进村”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推动农村物流快递业发展，共建农村公

共寄递配送中心。在各个部门的协同配合下，上游农产品、工业品在电商营销过程中所依赖的道路运输

条件和快递物流得到了很大改善[6] [7]。 
电子商务平台，如淘宝、京东、拼多多等，为电子商务经营者以及消费者提供了安全、开放且低成

本的网上洽谈和交易场所。电商平台不仅可以帮助农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提高经济收益，还可以有效监

控和合理限制网上交易。通过电商平台，种类繁多、质优价廉的农产品可以消除传统的线下销售方式，

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扩大销售规模。我国现有农产品电商平台 4000 多个，按照经

营和服务内容，平台可分为大类、农资类、生鲜食品类、农产品类、品牌类、信息服务类等等。在淘宝、

京东、拼多多等电商等持续支持下，贵州修文猕猴桃、宁夏盐池滩羊、云南小颗粒咖啡等各地特色农产

品，实现了数字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产量销量得到了大幅提升以外，品牌知名度也得到了明显的

提高。 

2.2. 农村电子商务助农存在的问题 

2.2.1. 区域发展不均衡 
农村电子商务在区域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及不平衡，以江浙沪为代表的华东地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迅猛，而我国东北及西部地区的发展较为滞后。商务部 2021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农村网络

零售额占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的 78.7%，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分别占比 13.0%、6.5%及 1.8%。造成不

同农村地区在电子商务的发展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与其他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经

济发达，具有良好的创业环境，能形成产业化、规模化的经营，中西部经济发展落后，交通不便，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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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严重；第二，东部地区的电子商务经营理念先进，经营方式更加多样化，新模式、新业态等不断涌

现，相比之下，中西部农村电商经营模式单一，竞争力较低；第三，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水平先进，农业

现代化程度高，农产品标准化程度高，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很多地方的农产品以家庭和单位方式生产，

产地分散，规模小，无法对产品进行分类，难以形成统一的农产品标准，农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品牌

建设度不高。这容易使得农民陷入低价营销以及恶性竞争，导致农产品质量无法保证[8]。 

2.2.2. 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不健全，监管力度不强 
尽管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高度关注，但目前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尚未完善，并且难以监

管。由于农产品生产周期长且影响因素众多，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产地土壤水质、运输储存等，全程追

溯难以实现。同时，因为农产品网络销售的法律规定不完善，农产品网络销售门槛低，农产品质量安全

无法保障。农产品小规模生产者大多数都缺乏质量安全追溯意识，因为实行追溯意味着成本的增加，所

以他们不愿意主动进行产品溯源，多重因素作用导致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在进行执法检查时难以覆盖每个

领域。 

2.2.3. 电商专业人才短缺 
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大部分选择到城市发展，导致农村人口资源流失，由于地理位置偏远等限制，

农村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农村创业主要由当地人创办，但农民普遍知识水平相对落后，对电商的设计

研发、库存管理、客户服务等各方面还没有完全胜任的能力，导致客户满意度低，销售量难以得到有效

提升；另一方面，高校培养出的电商人才与农村电商的实际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即市场上缺乏具备实

际操作能力和本地市场知识的电商人才。这限制了农村电商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2.2.4. 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连续性 
与城镇电子商务相比，由于受到资金、技术、人口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发展进程

较为缓慢，低速运转的物流运输系统与网络设施极大的影响了农产品的及时发布与准确运输送达的能力

[9]。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有：首先；资源整合力度不够，配送成本较高，快递到村比例有

待提高；其次，配送网点及配送基础设施不健全，“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仍然存在；最后农村物流冷链，

农产品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受到产地缺乏预冷储存和分拣加工设施的制约。 

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助农路径研究 

3.1. 产业路径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重中之重，产业兴则乡村兴。只有农村支柱产业发展起来，才能为农民增收提

供可持续的保障[10]。产业之路取决于农产品，落实产业扶持政策的关键是升级农业产业结构，实现产业

融合。农村电商以农业为核心，依托电商平台推动农业、工业、服务业三产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农村产

业体系，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农村电子商务通过产业振兴助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 农村电子商务助力特色农产品和品牌建设 
首先，农村电子商务扩大了农产品的市场空间，增加了特色农产品市场需求，使得特色农产品规模

化生产降低成本成为可能；其次，农民和农村企业，借助电子商务平台，注重品牌建设和品牌化经营，

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控制能力和市场竞争力。2019 年，品牌农产品如“三只松鼠”在网络零售中占

比显著，显示出品牌的影响力。 

3.1.2. 农村电子商务能够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农村电子商务作为技术创新的产物，能够有效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第一，农村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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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了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供给体系；第二，有机农产品的

网络销售比例上升，电子商务改变了农业的产业发展和经营模式，提高了农业产业及农产品的附加价值

[11]；第三，电子商务降低了不同区域间农产品的流通成本，有效地促进区域间竞争及区域内的产业优化。 

3.1.3. 农村电子商务促进三产融合 
农村电子商务可以打破传统生产经营的限制，横向上，推动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会展农业、

休闲农业等等，将农产品从单一的生产销售模式向线上的多元化模式发展；纵向上，将农业从生产领域

拓展到加工销售等多方面领域，实现农业产业融合，延伸农产品价值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3.2. 政策路径 

自 2014 年起，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旨在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这些政策既有宏观层

面的战略性规划，也有具体实施的细则，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既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财政部等相关部门通过《关于做好 2020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明确了中央财

政资金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支持方式和重点。包括鼓励地方采取贷款贴息、购买服务、以奖代补等方

式，加快资金配置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中央财政资金更多地去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政府特别

强调财政资金要重点支持农产品进入城市市场(农产品上行)，同时兼顾将工业品销往农村(工业品下乡)，
以促进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商品流通。政策还涉及如何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解决农

产品销售问题，实现农业信息化和现代化，为农村产业繁荣提供政治保障。农村电子商务作为乡村新兴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受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支持。通过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促进

了乡村产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整个乡村振兴。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因地

制宜，为电子商务的良性经营和发展配置有关的政策优惠，给予一定的资源支持，以促进当地农村电子

商务快速发展，帮助农村居民增加收入。 
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有效的保障，这不仅有助于

提升农村经济水平，还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推动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3.3. 基础设施路径 

农村电商的发展确实不仅仅局限于销售方式从线下转向线上，还需要一系列基础设施的支撑，包括

但不限于道路、网络、物流、仓储和金融支付等。这些基础设施不仅是农村电商发展需要的条件，更是

农村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以下是对这些基础设施在农村电子商务中作用的具体分析。 
首先是道路建设；道路是连接农村与市场的重要通道。良好的道路条件能够确保农产品顺利运输到

消费市场，减少运输成本和时间，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此外，道路建设还有助于吸引外来投资，促进

旅游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其次是网络系统建设：完善的网络系统是实现农村信息化的基础。网络不

仅为电子商务提供了平台，还使得农民能够获取市场信息、学习技术知识并了解其他有关服务，提高了

农业生产效率和经营水平。再次是物流和仓储建设：高效的物流和仓储系统对于农产品的保鲜、运输和

分发至关重要。它们能够减少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率，降低农产品的损耗程度，从而提高农产品

的质量，满足消费者对新鲜农产品的需求；最后是数字支付的建设：便捷的金融支付系统为农村电子商

务交易提供了支持。它不仅方便了消费者的支付，还为农民提供了融资渠道，帮助他们扩大生产规模或

改进生产方式。 
中国农村公路建设里程呈现出增长态势，这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网络

基础设施的快速推进，行政村通光纤和 4G 的比例超过 98%，贫困村通宽带的比例达到 99% [12]，数字

支付普及率也在逐步上升，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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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助农的对策建议 

4.1.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着重完善物流配送体系，建设乡村智慧物流 

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的运作，需要有完善的基础设置，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基础网络建设、道路交通建

设、物流体系建设等等。其中建立高速运转的物流体系，是完成商品销售的关键环节，但在我国农村受

限于经济因素、地理因素的影响，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物流运营体系建设滞后，农村物流企业资

金周转、融资困难，导致乡村智慧物流水平低，因此，我们更应该采取积极的手段去解决这些难题。 
首先，建立现代智能物流配送中心，提高并且统一物流的标准化水平，同时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现代物流技术的创新，将自动化、机械化等科学技术应用到农村物流中来，

提高物流效率，实现智慧物流；其次，支持解决乡村物流企业资金难融资贵的问题，因地制宜，对乡村

物流企业给予融资信贷上的优惠政策，税务上的优惠政策。 

4.2. 着重加强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关键在于培养及引进复合型电子商务人才。目

前我国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的供给，与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严重不匹配，电子商务的教学与实践环节

与现代乡村的发展脱节。 
在农村电商人才培养方面，首先，鼓励城市务工青年返乡，并对其开展专项培训，组织学习电子商

务理论与有关技能，弥补农村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的不足；其次，政府应当联合高校，加强校企合作，发

挥应用型高校的电子商务专业应该发挥自身优势，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储备人才资源。 

4.3. 出台支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专项政策 

4.3.1. 财政支持政策 
增加中央财政资金对农村电子商务的投入，重点投向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县乡村三级

物流服务体系建设、农村电子商务贸易流通企业产业升级和农村电子商务复合型人才培养。同时，避免

财政扶持项目与发改委安排的中央基建投资项目重复，提高财政投放效率。 

4.3.2. 金融支持政策 
金融机构，特别是面向农村的金融机构，应拓宽金融渠道，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创新金融服务农村

电子商务的方式，创新电商金融产品，因地制宜地建立投放机制。解决金融机构服务意识淡薄、金融机

构与农村电商经营者供需信息不对称、金融产品及服务创新不足等问题。 

4.3.3. 用地支持政策 
开发“四荒”与循环利用，将农地合并与产权置换二者相结合起来，推进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经营，

促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流转，以解决农村电子商务在土地问题上面临的农产品生产用地浪费严重，

土壤质量不高；物流仓储配送点分散，基础设施较差；加工、办公与服务用地欠缺等问题。 

参考文献 
[1] 郭红东, 刘晔虹, 龚瑶莹, 等. 电商发展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以山东曹县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5): 49-55. 

[2] 王文思.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路径研究[J]. 中国市场, 2021(7): 190-191. 

[3] 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21-2022) [R]. 北京: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2022. 

[4] 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北京: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4.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1038


吴丽媛，高楠 
 

 

DOI: 10.12677/ecl.2024.1331038 8474 电子商务评论 
 

[5] 郭超.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J]. 中国商论, 2023(7): 163-168. 

[6] 杨亚男. 交通运输部: 2022 年新建改建农村公路超 18 万公里[EB/OL].  
https://economy.gmw.cn/2023-02/23/content_36387275.htm, 2024-05-15. 

[7] 李心萍. 2022 年完成业务量 1105.8 亿件快递服务覆盖全国 95%建制村[N]. 人民日报, 2023-01-18(010). 

[8] 郑洁. 数据化管理下东西部农村电商发展现状比较研究[J].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2021, 29(3): 42-44. 

[9] 陈维民.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策略探析[J]. 中国商论, 2023(21): 37-39. 

[10] 徐丽艳, 郑艳霞. 农村电子商务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21(2): 109-120. 

[11] 刘国斌, 董俊杰. 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研究——以吉林省为例[J]. 东北农业科学, 2020, 45(2): 
67-71. 

[12] 白嘉懿. 中国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 99%, 专家: 农业数字驶入“高速公路” [EB/OL].  
https://www.chinanews.com/cj/2020/09-15/9291680.shtml, 2024-05-27.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1038
https://economy.gmw.cn/2023-02/23/content_36387275.htm
https://www.chinanews.com/cj/2020/09-15/9291680.shtml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电商助农现状及路径优化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E-Commerce to Help Agri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bstract
	Keywords
	1. 前言
	2.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助农现状及问题研究
	2.1. 农村电子商务助农发展现状
	2.2. 农村电子商务助农存在的问题
	2.2.1. 区域发展不均衡
	2.2.2. 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不健全，监管力度不强
	2.2.3. 电商专业人才短缺
	2.2.4. 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连续性


	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助农路径研究
	3.1. 产业路径
	3.1.1. 农村电子商务助力特色农产品和品牌建设
	3.1.2. 农村电子商务能够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3.1.3. 农村电子商务促进三产融合

	3.2. 政策路径
	3.3. 基础设施路径

	4.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助农的对策建议
	4.1.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着重完善物流配送体系，建设乡村智慧物流
	4.2. 着重加强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4.3. 出台支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专项政策
	4.3.1. 财政支持政策
	4.3.2. 金融支持政策
	4.3.3. 用地支持政策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