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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革命和数字经济正在深刻

改变人类社会，数字时代，农村电商已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

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农村地区的电商经营者可以更好地掌握市场需求和趋势，实现更高效和精准的

营销，提高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同时，农村电商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物流体系数字化转型艰巨、农
产品信息数据壁垒高筑、数字化创新电商人才相对匮乏、农产品品牌化进程艰难等发展困境。因此，数

字时代应带动农村电商与物流体系协同发展、消除农产品信息壁垒、提升数字化农村电商人才能力、塑

造特色农产品品牌与提升品牌影响力，大力推进数字乡村进程，以数字技术赋能农村电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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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represented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
formation technology,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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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profoundly changing human society. In the digital era, rural e-commerce has become an im-
portant engin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With the help of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ig data, blockchain and other digital technologies, e-commerce opera-
tors in rural areas can better grasp market demand and trends, achieve more efficient and precise 
marketing, and improv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profit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rural e-commerce is also faced with difficult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ogistics system, high barriers to agricultural product information 
and data, the relative lack of digital innovative e-commerce merchants, and the difficult process of 
brand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refore, the digital era should dri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
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nd logistics system, eliminate agricultural product information bar-
riers, enhance the ability of digital rural e-commerce, shape the brand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
al products and enhance brand influence, vigorousl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digital countryside, and 
em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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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技术席卷时代发展热潮的背景下，数字技术正在重塑我国农业发展格局。依托数字技术的技

术支持，我国正面临农业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同时，与数字技术相嵌合的数字经济正跃居为我国主要经

济发展形态。作为数字经济中发展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经过数字技术的

赋能，逐渐成为助推乡村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经。《“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1]从国家战略

的层面，将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进行了紧密性连接。通过利用各类新兴信息技术来达到加速弥合城乡数

字发展鸿沟，促进人民共同富裕。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的实施“数商兴农”工程，以及 2023
年商务部等 9 部门办公厅(室)发布的《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2]，为推进电子商务进乡

村、深化数商兴农工作提供了政策性指导。 
近年来，数字技术为传统的农业插上了快速发展的翅膀，“互联网+”助力农村电商发展“加速度”。

借助大数据、5G、云端等新兴信息技术，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产业的有效融合，引导、发展与

提升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平台搭建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数字技术驱动农村电商步入现代化发展

道路，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农村电商的融合，为农村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本文通过数字技术驱动

农村电商发展和振兴乡村产业的作用机理分析，以及对电商发展过程中面临问题的解读，并提出有针对

性的对策建议，对促进我国农产品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2. 数字技术驱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2.1. 大数据驱动农村电商精准营销 

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电商企业提供了更多更全面的客户数据带来了更大的商机。随着互联网

的快速发展，借助大数据技术收集、分析、处理并挖掘信息的能力，身处农村的电商可以实现更高效和

精准的营销。其一，基于大数据技术，深入挖掘用户的基本属性、兴趣爱好、购买偏好等，并据此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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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用户画像模型。依托构建好的模型，农村电商者可以针对性地展开农产品开发、定价、销售、售后

保障等经济活动，精准性地制定推广策略[3]。其二，借助大数据技术，农村电商用户能够及时把握消费

者的购物行为趋势，对客户未来需求和趋势进行一定程度的预估，并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做出相应调整，

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加贴心的商品与服务。总之，大数据技术通过赋能农村电商群体，并提升其在用户

需求、个性化营销、效率成本、用户体验等方面的综合管理水平。致力于不断地研究和试验，在大数据

技术的支持下，农村电商可以更好地把握市场机遇、创新农产品、提升竞争力。 

2.2. 人工智能提升农村电商市场份额、利润的总占比 

在电商中运用人工智能，可以实现诸如智能客服智能推荐、智能搜索等功能。传统的客服往往需要

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成本较高，而且在繁忙的促销季节，客户反馈也可能出现滞后的情况。而基于人

工智能的智能客服则可以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服务，能够及时响应用户的问题，并且可以快速学习和适应

不同类型的问题，准确回答客户询问。并且，通过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客服

能够模仿人工客服的对话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用户的问题提供更加快速、准确和个性化的解答。 

2.3. 政策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力度增强 

农产品电商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有力支持。2019 年，政府提出数字乡村战略，此后，直播电商、

社区电商等新型电商模式相继出现、创新、发展，农村电商也得以继续稳坐乡村数字经济“领头羊”的

地位。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要通过诸

多措施，如加大对电商扶持资金的投入力度、设立电子商务扶贫专项资金等，助力农村农产品电商行业

迈上新台阶。202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民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实

施“数商兴农”工程，推进电子商务进乡村。在“数商兴农”政策的支持下，电商加快了“下乡”步伐，

从最初的销售端网络化，逐渐转向流通端、生产端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各大电商平台发力农产品供应链，

加快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进程，实现了生产-销售的紧密衔接，助力我国全面乡村振兴进程的推进。 

3. 数字时代农村电商发展出现的问题 

3.1. 配套物流体系待完善 

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革命驱动下，农村电商在助推乡村产业发展中起着重要引擎

作用。但是，数字技术应用的主体局限性，部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高速数字经济基础建设速

度，导致一些地方乡村的物流配送能力不足。其次，由于地理位置的桎梏，某些农村地区网络信号不佳，

缓慢传递速度，网络设备无法保障电商发展需要等一系列问题，影响农村电商发展数字化转型。智能“村

村通”的实施下，部分农村地区仍然存有交通不便的情况，而这也使得货物得不到即时配送，尤其以中

西部的偏远乡村为主。第三，在数字赋能、商产融合的层面，政府缺乏科学、系统的规划；政策执行层

面存有执行不到位的问题。这些衍生了农产品供应、流通等环节落后，运输情况不佳，农产品销路受阻

等状况。最后，部分农村地区物流成本过高[4]。乡镇农村短距离配送的物流成本比较高，我国快递物流

业务在农村地区发展较为落后，农村面积较大，交通不便，很难实现物流配送有效统一。物流的运输成

本较高，导致农产品滞销，大大影响农民的收入水平，只有物流量达到一定的水平，形成一定的规模，

保证合理的物流成本才能保证农产品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3.2. 农产品信息数据壁垒高筑 

随着数字化的不断演进，农村电商借助新一代物联网、区链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实现了农村农产品

在来源上的追溯问题。但是，农村农产品借助数字技术应用在流通体系上依旧存有弊端，这可以从流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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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上的信息数据库壁垒看出。农村电商的经营范围呈现分散、规模小的趋势，这导致了在运用大数据技

术来研判市场动向方面有了阻碍。并且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产品物流公司的数字化还处于初级阶段。农产

品信息数据壁垒的形成，也衍生了一些其他消极影响。第一，农产品流通中“信息孤岛”[5]的产生。当

涉及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信息呈现高度分散的趋势时，一种以农产品供应链多级分销、小批量交易

为特点的流通体系也已形成，加之需求与供应的不相匹配，使得农村农产品在种植和经营方面的盲目性和

风险性增加。第二，由于有关农产品的生产商、物流企业、电商平台三方之间的数据并不互通，未及时建

立起有关数据方面共建共享的大数据平台，各主体未能对进度进行实时了解并及时发现问题。 

3.3. 数字化创新电商人才相对匮乏 

数字时代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势头也逐渐暴露出农村电商人才的匮乏。结合目前农村地区发展，农

村电商人才非常匮乏农村人才自身文化水平受限，社会经验不足，对农村工作环境不适应等多种因素，

农民在电子商务意识方面基础薄弱，以及电子商务实施模式与农村实际发展不相匹配等[6]。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电商人才培养，加上缺乏相应的农村电商培训教育资源，农村领域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资源无法

吸引优秀的电商人才。而我国日趋严重的农村老龄化问题，也加剧了年轻劳动力和电商人才的外流。大

多数出身农村且电商专业的年轻人内心是不愿回到农村，这也造成农村电商人才的严重流失和断层。 

3.4. 农产品品牌化进程艰难 

农产品品牌建设对于农村电商长久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直接关系产品市场的知名度、价值度和最

终销售业绩。然而，就目前而言，农村电商的品牌影响力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存在农产品品牌化建设薄

弱[7]的问题。第一，市场竞争意识不足。相比于农产品品牌的塑造，许多农产品生产者和电商经营者更

倾向于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缺乏多维度的品牌策划运营，很难在激烈市场中脱颖而出。第二，品牌战

略缺乏。一些农村电商经营者并没有明晰的品牌战略，缺乏对其未来发展所需的明确目标。只重视短期

销售，而忽略品牌长期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的挖掘与呈现。第三，农产品品质把控力度不强。农村电商中

大多为小微企业，很难达到满足市场对商品品质一致化的要求。 

3.5. 农村电商供需信息的不对称 

近年来，融合了现代大数据技术与云端技术等数字技术的农村电商平台涌现，连接了农村产区和城

市市场，实现了人、货、产地三者之间的相互融合。然而，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主体发展不平衡，电商产

业规模不大，缺乏市场主体，农产品电商平台、创新平台不强，信息发展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等制约着

农村电商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再有当前农村电商平台，农民的参与意识不强，由于农村地区人口年龄

结构已经失衡，大部分农村居住地为老年人以及儿童，农村年轻人口数量少，对农产品消费不了解。大

部分农村乡镇居民对农村电商平台及销售模式不熟悉，导致绿色有机产品销售不畅，甚至滞销，而市场

需求方又不能及时得到供应信息，导致农村电商供需不对称。目前农村电子商务供求关系是否平衡的相

关标准还没有得以出台，不能较好实现公平合理商品供求关系。 

4. 数字时代农村电商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带动农村电商与物流体系协同发展 

政府可以加大投资，提高农村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这包括修建道路、铁路、航空港口和仓储设施，

以便更好地连接生产区和市场。对于乡镇农村，为了提高物流效率，要增加配送网点建设，注重培养网

点的物流信息服务能力，政府对于农村电子商务企业发展资金需求和政策制定上提供大力支持，增加农

村电子商务企业积极性。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降低物流成本，如减免税费、提供补贴和支持物流合作社的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202


王红美 
 

 

DOI: 10.12677/ecl.2024.132202 1668 电子商务评论 
 

建立。这将减轻生产者和电商的负担，降低农产品的销售价格。支持建立更加综合和高效的农产品流通

网络。这将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的市场覆盖范围，减少中间环节，降低销售成本。此外，政府也应积极与

农村当地大型农场、物流点等进行协商，共建一个农产品物流内循环的产业链，可分为区域内本地化的

配送产业链和区域外全国化的配送产业链；促进“农产品–物流”联盟[8]紧密性，推动区域内农村农产

品物流业向周边辐射，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4.2. 消除信息壁垒 

第一，推广区块链应用于农业数字供应链层面。明确区块链在农业发展中是赋能者，而非主导者，

其带有的去中心化等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将降低互联网维护成本，并提升农业物联网的智能化和规模化

水平。推广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农产品流通行业，由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支撑的农产品追溯系统[9]，可

以满足在农产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参与者对质量、支付等的需求，区块链整合并储存相关信息于云端，

实现信息实时共享，消解了消费者对于农产品的信任危机。第二，借助数据实现农产品产销两端通。产

销市场的信息准确性、高效性、互通性造就高效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建构由大数据驱动的供应链，建立

覆盖全国的采销网络，建立农村整体的数据库共享思维。 

4.3. 提升数字化农村电商人才能力 

各级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调动手中可利用的有效资源，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农村领

域对相关人员，特别是农民进行电子商务相关知识的培训，开展定期的交流论坛、技能比赛、涉农公益

活动等。针对性开设相关培训课程和技能培训，让农户利用闲暇时间接受学习培训。其次，提升农户的

专业性和积极性。各级政府可借助乡村橱窗，来投放农村电商平台宣传海报，提高村民对于电子商务模

式的认识，更加全面地认识农村电商平台建设。第三，依据当地的农业生产特点、特色农产品和农村电

商发展情况，邀请经验丰富的农村电商方向的主播来指导教学，解决在农民在直播中遇到的问题，传播

质保的技巧和专业的知识。第四，构建农村电商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在这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应当与

电商企业、农业科研院所等多方面力量，共建共培地参与到电商人才培养工作中来，共建农村电商人才

培养长效机制。很多高校都开设电子商务专业，注重农产品电商专业人才的培养[10]。大学生具有一定的

专业知识，结合高校的电子商务人才，可以将农村作为电商实践基地，当地乡镇村地方机构可以联系当

地企业，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融人。 

4.4. 农产品品牌塑造与影响力的提升 

第一，农产品质量标准化。严格制定、把控农产品质量的安全检测标准，并按照从品相、口感、色

泽等的标准筛选出合格农产品。加快实现新一代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经

营管理。第二，建立品牌战略。农村电商需要制定明确的品牌战略，其包含了未来长期发展目标、品牌

价值观和市场定位。有助于农村农产品品牌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影响力的提升。第三，特色农产品品牌

形象的塑造[11]。在农产品生产商、电商商家等树立自觉的品牌意识的同时，也需要借助地理标识、民俗

文化等标识来建立农产品品牌，注重包装与商标的设计。对维护农产品品牌和产地形象持有积极态度，

推动农村农产品电商的品牌传播载体多样化，传播品牌文化价值。 

4.5. 信息即时传播的大数据电商平台的搭建 

借助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等，搭建起深入分析、研究各项数据并提供产品的产销状况的大

数据电商平台[12]。农户一方面能借助大数据的分析结果实现何种农产品种植类型的决定，同时，在大数

据技术的技术支撑下，提高用户爱好的分析与推送，农户可以实现农产品销售周期的缩短。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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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平台还应设置有相应的售后服务，从而彰显数字技术驱动农村农产品电商发展的价值，敦促在各农村

区域内的农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实现种植种类和规模的合理化，进一步消阻农产品滞销问题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专门的意见与建议反馈板块的设置也是必不可少的。利用线上消费用户的喜好、消费动力、

过程体验感受等因素的调查分析结果，直接反馈给农业种植户，提升其农业种植的科学性，逐渐搭建大

数据技术支撑的智能化、数字化农产品电商平台。 

5. 结束语 

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驱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迈上新的台阶，成为助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但同时，客观上也给其带来一定的新型技术挑战。为及时规避数字技术应用于农村电商时产生的信息安

全和数据安全等风险、挑战，政府需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与安全保障，依法依规推进数字技术应用，以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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