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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诸环节全

过程，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技术和业态也加速创新。数字技术、数字经

济影响延伸到农业农村领域，与农业农村经济深度融合，尤其是对农产品交易的

形态、模式和价值实现产生了深刻影响。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数商

兴农”工程。这是顺应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转变的重要选择，也是推

进数字经济在农业农村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尤其是，“数商兴农”顺应了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有利于在乡村推进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

经营体系。 

一、“数商”是什么？ 

“数商”的概念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出解读，在宏观层面上是对应于战略转移

和衔接的顶层设计，在微观基础上是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能力素质的衡量，在中

观对接上是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具体体现。对应于农业农村发展，“数商”

在以上三个层面也表现为一种创新、一种产业和一种能力。 

（一）宏观战略层面 

1.“数商”是一种创新 

从宏观战略层面来看，“数商”可以理解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创新”。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

链、人工智能、5G 通信等新兴技术，进行全要素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正推动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信息化带来

了第三次浪潮，尤其是互联网带来了协同共享的经济模式，“产消者”正在以近

乎零成本的方式制作并分享自己的信息、娱乐、绿色能源和 3D 打印产品，也通

过社交媒体、租赁商、合作组织以极低或近乎零的成本分享商品、知识和其他服

务，零边际成本、协同共享将会给主导人类生产发展的经济模式带来颠覆性的转

变。 

农产品是满足人们衣食需要的一种产品，农产品的消费在特定空间、特定时

间、特定具体对象上具有排他性。很简单的道理，同一个苹果被消费者吃了，那

么不可能有第二个消费者再把这个苹果吃一遍。因此，农产品生产环节能够实现

协同共享，但是在消费环节很难协调共享，这样就难以做到零边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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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农业生产标准化、流通标准化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流通

成本。标准化是农产品能够电商交易的前提，而且互联网很容易通过文字、图片、

视频甚至直播等多种形式，对农产品的质量、口味进行说明，农产品本身蕴含的

故事，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以近乎于零的边际成本传播。 

2.农产品电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随着网络技术的持续创新和农村基础设施整体水平的跨越式提升，数字经济

迅速发展，农村传统经济模式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政府的大力支持推动下，农

村电商发展成效显著。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农村网民数量已经达到

2.84 亿，农村网商、网店有 1632.5 万家，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05 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 11.3%，增速加快 2.4 个百分点，占全国网上零售额的 15.6%。2021

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4221 亿元，同比增长 2.8%。以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

农林牧渔增加值计算，农产品电商已经占到 5%左右。农产品电商带动了农民收

入增加、促进了农业转型升级、推动了乡村产业兴旺，对农村经济社会的辐射面

不断拓展、影响程度不断加深。 

 
图 1 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及其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 

数据来源：历年农产品电商报告（根据报告中的增速进行了调整）。 

3.“数商兴农”与多个国家战略衔接 

“数商兴农”着眼于改善农村电商的基础设施、物流配送和农产品电商交易

标准化，与多个国家战略紧密衔接。“数商兴农”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重要实践，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是实施数字乡村战略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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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 

“数商兴农”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实践。随着互联网技术为代表

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展开，创新驱动的数字化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消费方式，

重塑了农村大市场，电商为乡村带来了要素自生激活、技术贯穿渗透、市场互联

互通、主体创业创新、业态跨界融合，农业生产和农村消费的巨大潜力得到更大

程度的释放，成为乡村建设发展巨大推动力和坚实基础。数字化已经成为乡村发

展的重要引擎之一，数据要素则越来越成为驱动引擎的“新能源”。我国乡村自

然条件和优势特点差异大，通过“数商”激发城乡发展新动能，让乡村发展更有

活力。 

“数商兴农”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数商兴农”从农业农村经

济的供需两侧布局乡村振兴战略，激活农村创业创新创造活力，通过“数商”手

段达到“兴农”目标。“数商兴农”提升互联网与物流基础设施，数字技术适配

本地资源禀赋后，进一步畅通农产品流通体系，与乡村的制造业、服务业等融合

产生更多新场景，让乡村产业更具特色，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

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动力。 

“数商兴农”是实施数字乡村战略的重要载体。建设数字乡村，能够使欠发

达地区通过接入互联网享受到部分发达地区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有助于破解区域

发展的不平衡格局，进一步“填平”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推动城乡信息流、

商流、物流自由流动，进而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平等交换，让市场的资源配置决定

性作用更加顺畅，政府的作用更好地发挥。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国家高度

重视农业农村数字化的规划布局，而“数商兴农”成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的重要

措施。对农村信息服务、城乡社会民生服务、乡村治理等各环节进行数字化转型

升级，以实现模式变革与生态重构。尤其是放大数字资源乘数效应。西部普遍为

农业大省，通过搭乘电商等数字新基建，优质农产品越来越多的走上全国消费者

的餐桌。例如，以阿里巴巴平台为例，农产品电商增幅排名前五的分别为云南、

甘肃、西藏、新疆、福建，说明西部电商正通过新基建逐步走上快车道（详见本

报告第二部分）。 

“数商兴农”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

措。自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大“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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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2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