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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电商对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户资源配置的影响 

1.1 万物互联背景下的农村电商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农村地区的广泛使用，各级地方政府将希望

通过推动农村地区电子商务的发展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增收，助力扶

贫攻坚战，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基础。与此同时，电商企业顺应时代发

展潮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纷纷实施农村战略，与时俱进地大力建设电商服务

平台，推进乡镇和村庄电商服务网点建设，为解决“三农”问题，打赢脱贫攻坚

战，履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也为自身寻求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作为全中国最大的电商企业，阿里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投入了不少“真金白

银”，将平台延伸至农村，渐已成势成网，通过支持农户参与电子商务发展的主

观能动性，提升了农村商品流通效率，为农民增收就业提供了基础。截至 2020

年 6 月，中国淘宝村数量达 5425 个，较 2019 年增加 1115 个，分布于 28 个省

（市、区），淘宝镇 1756 个，这些淘宝村、淘宝镇年销售额超过 1 万亿元，带

动就业机会 828 万个，展现出一幅农村电商大发展的美好画卷。 

农村电商发展影响农村经济发展，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全国农村网

络零售额从 2014 年的 1800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7900 亿元，规模扩大了 8.4

倍。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高达 3975 亿元，同比增长 27％，带动 300 多万贫

困农民增收。目前，在农民的收入结构中，经营性收入占 30%多一点，务工收入

占 45%左右，家庭经营收入主要靠农产品销售，而通过电商销售农产品就成为农

民增收的一个亮点。 

农村电商被作为“互联网+行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三农”政策文件中也

被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自 2015 年，连续五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了农

村电子商务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十分重视电子商务在农民增收、

乃至精准脱贫方面的作用。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加快完善县乡村

三级农村物流体系,改造提升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和

农产品出村进城,推动城乡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这一提法，将农村电商作为

“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纽带，将其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表明，在全面实

施乡村战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农村电商为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

供重要支撑作用，肩负提振消费需求，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使命，具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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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实践和政策意义。下面从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户资源配置两个角度，探讨电商

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1.2 电商对农村产业发展的影响 

（1）电商发展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优化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使整个农村社会生产基本适应社会总需求的水平，是新

发展格局下，农村工作亟需认真研究的战略性问题。目前，在农村产业结构方面，

还存在短板，诸如新型经营主体发育较慢，先进技术要素扩散渗透力差，经营方

式多处于生产导向型，消费导向型不足，产业之间互联互通性不强，大量的农产

品在生产初期没有考虑加工转化，没有考虑农业的功能拓展，产加销、贸工农出

现脱节等等。   

电商的发展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机遇。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

发展催生了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以淘宝村为代表的农村电商们犹如春

天田野里蓬勃而出的小草，蕴藏着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对于改善农业供给，提高

农业整体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电子商务具有“时空无限、交易方便、可追可溯”等特点，符合现代农业的

发展方向，有利于实现电子商务推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在农产品电商中，

订单农业、定制农业、众筹农业、预售农业成为引领农业生产的主流化趋势，对

于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农业经营模式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部分电商发

达地区，通过充分利用自然生态优势、机械化优势等优越条件，积极探索并优化

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优质品种和加工专用品种的比重，壮大高附加值、产业关

联面广的企业，使农产品的品种、品质结构能够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需要，汇聚

生产要素、促进农业相关产业联动集聚，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推动生产要素跨界

配置，从而寻找到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2）电商发展有利于农产品产业链重构 

在传统的农产品消费模式中，农产品产销对接不紧密、不稳定问题突出，产

不好、卖不掉、卖不好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和农产品产业链不完整、不健全有很

大关系。 

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有利于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电商发展

简化了农产品流通环节，缩短了供应链条，降低了过程损耗，实现了农产品资源

http://finance.china.com.cn/stock/quote/sz000061/
http://finance.china.com.cn/stock/quote/sz00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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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消费者间的直接对接。通过网店模式、加工企业对接模式、地头模式、全产业

链模式等，发展农产品加工和流通, 可以使农村产业链向二、三产业链延伸，让

农产品可以从任何产业链环节进入电商平台，有利于加快延伸产业链、健全价值

链，实现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同构。同时，围绕农村线上线下结合、

上行下行贯通的本地化的电商服务体系，方便农产品从前端的交易沿着产业链向

更深处延展，提高农业全产业链收益。例如舟山市渔农家乐电商村，按照“平台

上移、服务下延”的建设思路，支持农产品电商从单一“卖产品”逐步转向“卖服务、

卖体验”，推动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此外，各地淘宝村的

纷纷建立，形成了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专业化生产格局，对于整体产业链布局意

义重大。 

（3）电商发展有利于促进三产深度融合 

在农产品电商发展中，涉及到三个产业的各个方面。其中，第一产业主要涉

及专用品种、原料基地等，第二产业主要涉及粮油加工、果蔬茶加工、畜产加工

和水产加工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业，第三产业主要涉及仓储物流、互联网+、金融

服务、休闲农业、社会服务等。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相关业态的有机整合、

紧密连接、协同发展是产业发展的未来方向。 

目前，三产融合融合程度还低、层次尚浅，需要从各个方面努力推进。交易

成本是制约三产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电商发展有利于降低一二三产业之间的交

易成本，通过淘宝电商平台，某种程度上可以让信息的边际成本降低为零，消费

者很容易就能够搜索到产品信息，甚至产地休闲旅游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农

产品电商实现了对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贯穿渗透。例如，舟山定海区滨海社区

网创服务驿站，以现代化、标准化、品质化发展为出发点，立足定海，辐射舟山

的新生代“互联网+”商务销售中心。结合线上销售线下活动的营销模式，消费者

直接在微信朋友圈购买产品，从而实现电子商务+实体商贸+物流配送为一体的

多功能综合性服务站。通过产品上线通过打通农特产品网络化流通，不断完善产

品的生产、物流、仓储、批发、零售、服务等环节，做到“做强一产、做优二产、

做活三产”。其中，农旅结合是推进三产深度融合的一个重点方向，通过开发具

有本地农业特色的旅游线路和产品，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既是解决贫困地区农

产品卖难的良策，又是打造农产品品牌的重要窗口。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7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