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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电商是推动乡村减贫的重要工具，对相关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深化数字乡村建设，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目前我国对于电商政策与乡村减贫的具体关联和互动机制尚不清晰，本文以此为切口，通过内容分析法

系统梳理2014年以来中央颁布的四十份农村电商相关政策，在分析政策主题和政策工具使用特征基础上

挖掘农村电商与乡村减贫的耦合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电商与乡村减贫存在以互联网为中心，以服

务点为基础的共同点，二者借助“双链耦合”机制达成时间、空间、资源上的耦合。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我国应把握二者辩证关系，打造以电商产业带动乡村振兴，以乡村振

兴反推电商升级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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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e-commerce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promote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and the study of rele-
vant policies will help deep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and accelerate the pa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present, the specific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e-commerce 
policy and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is not clear; this paper uses this as an incision, and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40 rural e-commerce related policies promulgated by the central gov-
ernment since 2014 through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nd explores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e-commerce and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olicy them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se of policy tools. It is found that China’s rural e-commerce and ru-
r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Internet-centered and service-point-based commonalities, and the two 
achieve time, space and resource coupling with the help of the “dual-chain coupling” mechanism. 
In the new stage of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
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a should grasp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and create a virtuous 
circle of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e-commerce industry and promoting e-commerce 
upgrading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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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当前

我国已经摆脱绝对贫困，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新阶段，又恰逢新冠疫情冲击，

如何提高农民自主就业能力，预防农村脆弱群体返贫成为新的研究课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金米

村调研脱贫攻坚情况时表示农村电商“电商，在农副产品的推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是大有可为的”。

作为新兴产业，其拥有无限潜力，为传统贫困地区提供“弯道超车”的历史性机遇，发展农村电商不仅

有助于提升我国信息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在乡村的融合程度，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还能刺激传

统产业升级和品牌化改造，巩固农村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和农村农业现代化。 
为此，中央颁布多项政策推动农村电商发展，号召后发地区发展网络直播、淘宝小镇等新电商业态，

要求基层政府加快实现农村供给市场和城市需求市场对接，打通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的渠道，在市

场倡导和政府推动的双重作用机制下，农村电商以互联网和物流网为载体在县乡基层取得蓬勃发展[2]，
助力乡村减贫工作，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 

2. 文献综述 

电商扶贫也称电商产业扶贫，是一种将电子商务和产业扶贫相结合的精准扶贫新模式。在党的指导

下，近年来基层政府不断培育新的电商业态，发展以直播助农为代表的新兴网络扶贫等模式[3]，促进乡

村振兴和网络扶贫深度融合发展。典型的电商模式包括陇南模式和网上村庄，其扶贫路径为：“贫困户 + 
电子商务”“贫困户 + 帮扶主体 + 电子商务”“贫困户 + 龙头企业 + 电子商务”“贫困户 + 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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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等[4]。与此同时，以“巧妇 9 妹”为代表的一批自媒体通过非制度性参与，在政府支持下沟通本

村农户，销售助农产品，调动农村贫困治理领域多元主体的积极性[5]，农户个人、政府代表、网红明星

等通过直播平台流量扩宽农产品销售范围，缩小工业品下行、农产品上行的差距，创新市场化扶贫新业

态。再进一步，不少学者突破表象，深入探讨“互联网+农村电商”的作用机制和运行逻辑。如结合协同

理论、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农村电商生态系统模型，分析电商产业如何运行和发展壮大[6]；基于演化经济

学，农村电商发展遵循“上下并行”逻辑，其应用效果既受内部农民自发认知和采纳影响，也受外部政

府服务体系和保障机制的完善程度影响，其中资源禀赋、政府支持、人才资源、基础设施、市场环境等

因素具有积极作用[7]。从系统动力学出发，农村电商通过农特产品市场、专业人才、网商数量、资金规

模等要素与乡村振兴互动发展[8]。 
目前电商扶贫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产品加工和标准化程度低，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存

在阻梗等问题制约农村电商进一步发展[9]；电商服务缺失，扶贫利益联结体不稳定[10]，物流服务下沉

程度不足仍是乡村发展痛点[11]；产业基础薄弱、人才匮乏、公共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仍然严重；尤其需要

发挥政府作用，宏观层面强化统筹规划，微观层面培育专业人才，完善基础设施[12]，全面提升农村电商

的增收减贫功效。针对农村资源禀赋不足，地理环境恶劣等外源式贫困，电商扶贫突破贫困区域的时空

限制，凭借互联网连接机制实现农产品生产和发达地区大市场的直接对接，将贫困地区的生态资源和农

产品资源转换为经济资源[13]；面向个体思想方式落后、信息获取能力薄弱等内源式贫困，电子商务着力

减少农民和市场间信息传递损耗，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以个体电商致富带动全村贫困人口的市场参与积

极性，进一步形成淘宝村等产业集群，从而实现农业升级，农民致富，农村发展[14]。在电商产业大面铺

开的前提下，政府也必须重视提升产业发展质量，积极应对社会对电商产品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寻找

新型监管模式，强化促进式监管[15]。 

3. 数据收集与研究设计 

3.1. 数据收集 

为进一步了解中央制定的农村电商政策演变规律及电商扶贫的作用路径，本文选择以北大法宝这一

国内认可度较高的平台为主，辅以中央各部委官方网站，全面收集 2014~2022 年间国家发布的农村电商

政策，对相关文本的表层特征和具体内容进行逐层分析。首先是以“农村电子商务”“电商扶贫”“消

费助农”“电子商务进农村”等关键词进行筛选，筛选条件一是发文单位。选择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

部门等国家层面机构，商务部、农业部等主办机构单位公开发布且现行有效的政策文本；二是发文时间。

选择 2014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发布；三是政策内容。选择农村电商减贫主题的文本，非农村电商主题

的政策文本其正文一级条目中必须明确出现“农村电商”“乡村电子商务”“电商扶贫”等字眼。经过

系统筛选最终获取政策样本 40 份，包括“通知”“方案”“意见”等。 

3.2. 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文献计量法。所谓内容分析法是通过对“内容”进行分析以获得结论的

一种科学研究手段，由于其数据丰富、成本低廉、客观性较高等优势被传播学、政治学、历史学等领域

学者广泛应用。一般而言，内容分析法的方案设计具有六大步骤：一是确定研究问题；二是选择样本；

三是确定分析单元；四是根据研究问题确定数据的类别并进行编码；五是对编码进行信度检验；六是将

通过编码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16]。 
我国农村电商政策文本量大，发布时间跨度长，更需要借助内容分析法这一研究工具去处理如此大

量且长时期的数据，以挖掘我国农村电商政策变迁情况，剖析相关政策与乡村减贫工作的相互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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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过程为：首先采用文献计量法总结政策发文机构，发文时间，联合发文等情况。从国家出台农

村电商政策的频次和发文单位中总结规律，挖掘中央层面对于农村电商的关注程度和政策制定的主导部

门；其次以 Nvivo12 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采用词频统计及共词聚类分析等方式，研究 2014 年

以来国家颁布电商政策的关注点及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归纳政府对于行政性、经济性、物理性、信息性

四类政策工具偏好。三是结合分析结果，从效应、机制、协同度三大角度辨析农村电商政策与乡村减贫

的耦合程度及效果，为新时期制定电商产业政策，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产业振兴的村庄提出建议。 

4. 农村电商政策文本分析 

4.1. 农村电商政策演变历程 

2014 年以来中央层面积极推动多项农村电商扶贫政策文本出台，政策颁布特征如表 1 所示，从时间

维度出发，我国农村电商扶贫政策演进可分为 2014~2016 年，2017 年~2019 年，2020 年至今三阶段。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e-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promulga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uring 
2014~2022 
表 1. 2014~2022 年中央层面颁布农村电商扶贫政策特点 

项目维度 发布时间 政策数量 

发布时间 

2014 1 

2015 13 

2016 9 

2017 3 

2018 3 

2019 3 

2020 6 

2021 (含 2022 发布政策) 3 

发文方式 
联合发文 21 

单一发文 19 

政策属性 

通知、公告 12 

指南、方案、措施，条件、要点 5 

规划、计划、办法、标准 4 

条例、命令、规定、意见，决定、规范 19 

 
一是统筹设计期。2014 年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的通知》，标志农村

电商开启发展新阶段，恰逢精准扶贫战略执行期内农村减贫工作如火如荼开展，电子商务由于其空间跨

越能力和门槛较低属性被纳入精准扶贫“十项工程”，成为扶贫开发工作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一阶

段农村电商政策爆发式增长，为推进“三区三洲”、革命老区、落后农村地区等电商扶贫工作做好顶层

设计。据统计，三年间共出台农村电商扶贫政策 23 份，其中 8 项为联合发布，主要参与的中央部门为国

务院办公厅，商务部，农业部，整体政策协同程度较低。其中商务部承担主动协作，加快推进的重要职

责，参与联合发文次数最多。相关政策文本中近一半为“意见”类型，其他则涉及通知，计划，决定等

分类。根据芈凌云等学者[17]使用的政策力度评估标准，条例、规定、意见等政策效力赋值最高。可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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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期的政策出台呈现数量多，效力强，单一部门作用显著的特点。 
二是重点推进期。2017 年党的十九大中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电商作为重要发展工具受

到更多关注。截至 2020 年我国宣布实现全面脱贫前，国家层面从建设农村电商示范基地，推动社会化参

与等具体方面出台 9 项农村电商扶贫政策，其中 3 项为意见，政策力度有所上升。联合发布的政策比重

大幅上升，扶贫部门在农村电商政策颁布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进一步加深，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文

化和旅游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中央部门也依据统筹设计阶段制定的相关政策明确各自职责，

协同推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各项电商扶持举措。在深化农村电商减贫实效的重点突进

期内，中央参与的部门数量不断增加，更加聚焦应对具体问题而非制定宏观目标，有效奠定了政策落实

的基础。 
三是成果稳固期。多项电商扶贫政策将目标实现节点设置为 2020 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集中社会

各界力量帮助 9989 万名贫困户摆脱绝对贫困，取得脱贫攻坚战的最终胜利，农村迈入长期应对相对贫困

和深入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期，中央在农村领域的政策导向也发生一定转变。2020 年农村电商政策颁布

迎来一次小爆发期，截至 2022 年 6 月共 9 份政策文本聚焦农村电商发展，政策协同性由于中央各部门的

合作频率增长有所提升，与此同时，相关政策更加关注夯实农村电商进深入发展的基础，加快推进农村

电商的网络化、标准化、品牌化。在稳固成果期内，农村电商扶贫政策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侧重补齐城

乡发展短板，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篇大文章。 

4.2. 农村电商政策工具特征 

政策工具是保障政策目标实现的具体手段。学界按照不同标准划分政策工具类型。部分学者借生产

理论的观点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如图 1)，其中人才培养、信息支持、资金投入和创

新驱动等供给型工具提供农村电商发展的生产要素，其作用方式为直接推动；目标规划，法制管制、税

收优惠政策性措施等环境型政策工具改善电商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政策生态，间接影响农村电商的推进效

率；政府购买，服务外包等需求型工具则通过刺激内需直接拉动农村电商转型升级[18]。但农村电商政策

常用工具较为集中，此种分类方式不足以清晰体现政府在扶持电商过程中的政策偏好，故本文按照政策

措施的实际内容将政策工具划分为信息工具、经济工具、物理工具和行政工具，其特征如下[19] 
 

 
转引自汪兴东，熊彦龄《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效应评估——基于熵权法的文本分析》。 

Figure 1. Main tool types of rural e-commerce policy 
图 1. 农村电商政策主要工具类型 

 
综合已收集的政策文本，目前中央层面发布的农村电商政策中信息工具，经济工具，物理工具，行

政工具的使用频率分别为 44.9%，24.5%，22.4%、6.2%。人才培训是农村电商发展最常用的政策手段，

在使用频率占比 24.5%。作为直接生产要素，人力资本的质量决定电商产业在农村扎根的稳固程度，故

政府积极组织电商公开课，着力将返乡青年、贫困农民等培养成电商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激发乡村内生

发展动力；除此之外，中央持续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通过宣传教育和政策激励促使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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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良性竞争，稳步推动电商产业与乡村减贫的深度融合。而物理工具和经济工具的使用频率稍次于信

息工具，前者大量使用夯实了农村电商的基础设施，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后者通常同其他政策工具配套

使用，两种政策工具组合中物理和信息或行政工具协同效果最好，共同扶持电商发展。 

4.3. 农村电商政策主题分析 

农村电商是一个关联性极强的政策主题，涉及互联网，农村，扶贫，产业等多个交叉领域。本文针

对 2014~2022 年间 40 份农村电商政策文本开展分析，在应用 Nvivo 软件和构建停用词库基础上获得农村

电商政策词云网络图如(如图 2)。 
 

 
Figure 2. Theme words of rural e-commerce 
policy from 2014 to 2022 
图 2. 2014~2022 年农村电商政策主题词 

 
根据词云图显示，“服务”“农产品”“企业”及“贫困”(扶贫)是政策文本中词频最高的文字，农

村电商政策基本围绕这四个关键词展开。“服务”是电子商务这一新业态在乡村得以形成的基础保障，

这一主题内既有以“物流”“配送”“网点”“快递”“互联网”“系统”为代表的硬件设施，也涉及

“信息”“培训”“平台”“金融”等代表的软服务。基础设施不健全是短期内制约农村发展和农民富

裕的限制性条件，产品需求、农资、金融等信息的不可及性提高了农民创业门槛，而交通不便则进一步

增加乡村销售成本，抑制农民脱贫致富的需求。因此，中央在扶持农村电商发展中呈现出的一个重要政

策导向即为加强乡村网络、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补齐农村在发展硬件上的

“短板”。 
农产品是农村通过输出市场并获得资金回报的承载物，在商业生态系统中，产品经过供应、流通、

营销、销售转化为企业和个人的收入。电商的发展帮助农户实现自主对接市场需求，利用互联网无限延

伸的特性扩大宣传，有助于减少农产品转化为商品的成本同时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实现农村传统

产业的重塑升级。在政策文本中多次出现“渠道”“包装”“生产”“供销”“加工”，涉及供应、流

通、营销、销售四大市场流通环节，在建全农村电商供应链方面，政府着力制定明确的电商服务标准，

完善农产品质量监测、管理和追溯体系，打造“三本一标”“一村一品”数据库；流通环节主要政策目

标为提高运输效率降低中间成本，为此政府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网，打造

生鲜产品原产地的运输链；营销环节中，相关政策文本集中于如何增加产品附加值，鼓励通过网络宣传

推广，树立品牌形象等方式获得市场和大众认可，促使农民同企业和电商平台的对接，最终扩宽销售农

产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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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农村电商体系中各类参与主体的代表。作为网络，产业，扶贫，乡村振兴的交叉领域，农村

电商与市场主体，政府主体，社会主体，新农业经营主体等密切关联。“政府”“乡镇”“部门”代表

行政力量，政策注意力越向农村电商集中越能推动地区发展和产业减贫。同时，政府高度重视培育一批

以“青年”“农民”为代表的、具有强辐射带动能力的新型乡村经营主体；“合作社”“机构”作为社

会力量通过对接平台整合物流，金融，商贸等优势资源，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 
贫困是阻碍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大难题，发展农村电商是实现产业减贫的基本手段之一。相关政策

从内源式减贫和外源式减贫双重途径出发，一方面着力发挥农村贫困人口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主观能动

性，围绕提升农民个体的“技能”和“能力”，组织开展电商课程和人才培训，帮助农民实现创业就业

和可持续发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另一方面则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整合多种力量突

破乡村发展资源禀赋不足困境。中央层面的政策文本中数次提及“扶贫”、“示范”和“试点”等，以

建设电商示范基地为抓手，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政策体系，推动农村减贫和乡村振兴的制度衔接，以外在

制度和文化建设助推农村扶贫和产业转型升级。 

5. 农村电商政策与乡村减贫耦合关系讨论 

耦合关系是指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资源注入、去中心化等多种机制作用下，

农村电商与产业扶贫形成叠加效应，二者互为因果，协同推进[20]，乡村减贫与电商的深度耦合关系揭示

欠发达地区在乡村振兴新时期内应加快推进电商产业升级转型，主动适应农村由绝对贫困转入相对贫困

的新情境。 

5.1. 农村电商政策与乡村减贫耦合效应 

耦合效应是耦合隐喻的基本内容之一，我国农村电商政策与乡村减贫在时间、空间与资源方面的存

在多重耦合效应[21]。一是时间耦合。农村电商政策发布的三大阶段与精准扶贫战略重大时间节点存在高

度交叉重合。在农村电商政策的统筹规划间，国家将电商作为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纳入扶贫工作体系。

2017 年，中央着力推进乡村振兴，集中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农村电商政策文本中也高度重视“三区三

州”“革命老区”等重点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打造农村电商示范基地，健全东西部对口帮扶

机制，进而形成乡村振兴的社会化参与格局。此外，2020 年作为多项农村电商发展的目标节点同时是脱

贫攻坚战胜利之年，之后乡村减贫工作和电商发展同时进入转型时期，工作中心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二是空间耦合。农村地区由于资源禀赋不足往往是贫困高发地区，地理环境和区

位条件越恶劣，贫困问题越严峻。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等是农村电商政策的关注重点和资源倾斜重点。

在中央政策的重点支持下，至 2020 年 6 月，农村电商已实现全国 832 个国家级贫困县全覆盖，县内区域

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完成 100%通硬化路工程、县级电商服务中心和三级电商管理和物流配送网络全

部建成[22]。三是资源耦合。电商作为一项关联性极强的产业不仅需要金融、运输、平台、营销等多类市

场主体相互协同，还对承担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及社会主体具有较强依赖性。为此，在

农村电商建设过程中强调挖掘多元参与主体掌握的优势资源，在市场和政府双重作用下着重促成城乡之

间，不同区域之间人才，信息，资金等要素的流动，例如，政策试点和建设电商示范基地的举措导致政

策注意力和市场资源向特定地区倾斜，带动当地产业振兴和群众脱贫致富。 

5.2. 农村电商政策与农村扶贫的耦合机制 

农村电商模式融合电子交易和产业扶贫，其一方面具有供应、流通、营销，销售各环节嵌入互联网

的特征，另一方面仍依托金融、物流、技术等物质资源的输入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实质存在虚拟和

实体“双链”耦合机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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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价值链借助去中心化带动自主就业的作用机制实现农村电商扶贫的耦合。在

市场领域内，农村和农民的话语权长期被现代化城市把持，无力参与农产品定价和市场规则制定，市场

风向的波动和自然灾害的冲击造成农业收入的高度不稳定，迫使农民长期处于贫困或相对贫困边缘。电

商扶贫采用“互联网+”模式直接搭建农产品与需求市场间的交互桥梁[24]，打破以城市为中心的线下市

场交易格局；在第三方电商服务平台中，个体一律可作为网络中一个关联节点平等开展商业活动。在去

中心机制作用下，农民通过电商平台实现自主就业和脱贫致富。 
以服务优化为基础的实体价值链借助外部资源输入保障社会公平的作用机制实现农村电商扶贫的耦

合。权力贫困说中的“社会排斥论”认为个体被排除在社会大众应享有的福利地位之外，由于其长期处

于被剥夺地位，缺乏自主发展能力而陷入贫困，保障个体平等发展的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是减贫的关键

路径之一。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天然因素限制更容易陷入空间贫困陷阱，在缺乏外部力

量帮扶的情况下，部分农民长期囿于生存压力缺乏变革思维，产生贫困代际传递和社会两极分化。依据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即适当的外部干预有助于改变初始资源禀赋配置格局、提升社会公平，政府应主导

农村资源倾斜和公共服务优化活动，以外部资源输入的方式扶持落后地区突破贫困陷阱。为此，农村电

商政策文本一是侧重完善基础公共服务设施。着力建立健全电商服务中心和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网络。

二是重视完善制度体系，营造电商发展的良好氛围。中央多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农产品电商标准

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多渠道拓宽贫困地区农产品营销渠道实施方案》等文件，健全同电商扶

贫深度契合的软法机制[25]，稳定产销市场秩序，推动农村电商的规范化运行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以资

源输入补足发展短板的电商作用机制有助于推动落后地区的产业培育，以电商发展倒逼贫困地区产业基

础设施升级，拉动电子商务产业扶贫和金融扶贫，保障贫困群体平等享有发展成果。 

5.3. 农村电商政策与乡村减贫的耦合协同度 

农村电商与乡村减贫之间的耦合协同体现在二者在不同动力机制下直接或间接带动对方发展。 
一是农村电商政策通过完善乡村发展的硬件设施，补齐发展短板，打造利于乡村减贫的生产环境。

电商推广以网络服务和物流系统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保障，电商与物流系统协同成本越低，协同发展的

概率越大[26]。在国家级政策的强力作用下，大量资源输入乡村支持基层物流网络和信息网络的建设，逐

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2020 年 CNNIC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我国基本达成行政村“村村通宽带”目标，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 55.9%，网民规模为 4.09
亿，建成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 2120 个，基本实现快递网点乡镇全覆盖，农村线上销售

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已达 1.79 亿万元[27]，农村电商的建设和网络产业的普及保障

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路径畅通，极大程度丰富农民创收渠道，便利乡村生产生活。 
二是农村电商政策凭借培养电商人才和扶持电商产业等措施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整合直接推动乡村

减贫的服务要素。借助日益覆盖全面，系统完备的信息技术，农村电商模式不断创新。部分乡村的基层

政府和新型农业经营者借助互联网平台优势打开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形成直播助农这一深入融合乡村

振兴和网络扶贫的新型电商模式；诸多沿海乡村基于本土发达的手工制造业着力构建起淘宝村为代表的

农村产业集群，形成规模化生产加工链，构建持续稳定的产销关系，实现集体经济的发展，解决整村就

业问题，农村电商政策以产业扶贫思路调动个体自主创业就业积极性，形成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持久动

力和长效机制。 
三是农村电商政策重视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基地的创建，鼓励地方主动创新和积极试点，形成直接

拉动乡村减贫的发展需求。政策扶持和市场倡导是农村电商发展的主要动力，有研究表示，“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使得农村电商发展水平至少提升 2.73%~4.17%，在贫困地区电商发展过程中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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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显著推动作用[28]。同时，在乡村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皆运行通畅的基础上，电商行业的角逐日益演

变为农产品质量和品牌声誉的比较，为保证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农村电商形成强烈的

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度的需求，而国家号召建立电商示范点的为农村电商主体或潜在主体提供政策机遇。

农村各电商经营者主动争取政策优惠，挖掘自身产品特色，提升产品附加价值，联合制定行业规则和产

品标准，探索可学习、可操作、可推广的运作模式，多措并举拉动农村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实现农村农

业现代化。 

6. 进一步思考 

事实上，进入乡村振兴新时期以来，尽管伴随农村互联网和普惠金融发展、县乡村三级物流网建成，

农村电商的可及性大幅提升，但销售的农产品价值较低，企业同质化竞争严重等问题依旧存在[29]，农产

品产地效应和品牌形象尚未形成。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一阶段内，农村电商政策

应顺应乡村减贫工作进程，重新确立农产品品牌化、规模化、规范化的政策导向，提升大数据分析、物

联网等信息技术与乡村电商管理制度的融合水平。因此，后续政策制定时，一要更强调根据地区实际定

位培育复合型电商人才[30]，通过针对性的电商培训培养专业农户，在“领头雁”作用下充分带动周边群

体创新创业[31]；二要提升农产品生产链、供应链管理数字化程度，形成可追溯的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三

要扶持电商平台建设，鼓励企业和个人以数据分析和平台搭建等方式精准定位市场需求，对接潜在客户；

四要健全农产品管理和宣传的体制机制，引导电商商户凭借以产品和个性服务打造消费者口碑，形成良

好的农产品品牌形象和原产地效应。总之，通过制定更加精准高效的农村电商扶持政策推进数字乡村和

农业现代化建设，打造产业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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