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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子商务普及下淘宝村的发展现状 

----基于成都市郫县的案例研究 

余发英  高芯  陈佳钰 

（四川农业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4） 

[摘 要] 作为农村经济与电子商务结合的产物，在电子商务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淘宝村以井喷之势蓬勃发展。

成都郫县在优越的地理优势和人才优势下，产生了西部唯一的两个淘宝村。同时，在激烈的竞争下，其发展也正遭

受着严峻的挑战。通过对成都郫县淘宝村的发展现状，探究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寻求淘宝村未来更好地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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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短短不到几年的时间，淘宝村便以燎原之势从最初的萌芽状态不断生长，达到现在的大规模复

制。淘宝村的出现，标志着农村经济的划时代的进步，同时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发挥着极大地作用。有效的解决了农村人口就业

难、增收难，农民信息渠道狭窄等问题。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提高农民生活收入，带动城乡结合，缩小城乡差距。截至到2014 

年12 月，基于阿里研究院的实地调查分析，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发现淘宝村近200 余个，其分布的地点广泛，分别在浙江、福

建、天津、广东、河南、河北、湖北、江西、四川、山东等10 个省市。成都郫县的土地村和林湾村均在此列，并且两个村都在

安靖镇。通过对当地人口的调查发现，当地在住人口超过2700 人，超过32000 人的流动人口，超过1/3 的人口从事淘宝行业，

其中大多数人都从事服装加工行业。在更多人回村就业的形势下，形成一条连接了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的电商产业链条。

照此发展，安靖镇则有望成为下一个淘宝镇。 

1 郫县“淘宝村”形成的原因及特点 

从2000 年五块石服装市场拆迁后，大多数的服装工人陆续的迁至安靖镇土地村，并从此扎根于此，开始着手发展他们的服

装产业，而在此以前，土地村当地居民的收入大多数以农业为主。土地村得以成功转型为淘宝村，除了服装厂拆迁的契机外，

土地村自身也存在着很大的优势吸引着服装产业的入驻。一是由于土地村处于城乡结合的地带，交通便利，为服装物流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二是村里的住房多以出租房为主，更是为小型服装作坊提供了有利的场所；三是村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相关的服

务设施，并为这些小型服装行业增加了一个专门的招聘服务市场，以解决企业招聘困难的问题。 

现阶段土地村“淘宝村”存在着以下特点：一是从事的行业一体化。土地村大多数人从事的都是服装加工业，主要以女装

为主，这样便有利于生产的规模化发展。二是从业人口的多元化。不仅当地的居民从事着淘宝服装业生产，当地外出打工的人

口以及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也越来越多，还有许多外来人口也加入到淘宝的行业，其总人口数量呈现出逐年增长之势。三是结合

当地的产业优势，能够让服务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方便的交通设施，良好的生产基地，稳定的销售渠道，使得当地“淘宝

村”一步步壮大。 



 

 2 

2 “淘宝村”改变下的农村 

2.1 农民收入增加 

淘宝村以农村电子商务为发展手段，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成为农村掌握外界信息和同外界沟通的渠道，以网络的方式直

接向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销售自己的商品，直接与国内、国际消费者对接，省掉许多中间环节。根据对郫县淘宝村的调查，土地

村已形成产业链配套服务，村里落户人口将近2700 多人，流动人口近40000 人。2013 年村里的集体资产达到了1000 万，村民

人均收入超过20000 元；林湾村，从2004 年初开淘宝店，该村的人均年收入逐年增加。特别是近两年人均收入增长最为突出，

已经达到了3 万元左右。 

2.2 就业创业本地化 

淘宝村的兴起，让许多外出打工人员纷纷返乡，大学生也愿意回到乡村里就业，除此外还因为其人才的稀缺性吸引了许多

外地人口来此就业。根据阿里研究中心的调查，在大多数的淘宝卖家中，有超过一半人的户籍在农村，15% 文化水平偏低。其

中还提到淘宝村的出现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将近六万人的直接就业。包含淘宝行业中的加工、物流、运输、营销、售后等各

个环节。服装公司负责人李艳彬，公司最初设在成都高新区，但在看到土地村家家户户从事服装加工后，决定将公司迁至土地

村。首先，迁移公司是为了方便直接从村里的服装厂拿货，另一方面，公司落在村里，从物流成本上，每年可以节省近十万元

的费用。在她的公司迁移至土地村之后，她聘请当地的村民为员工，做大自己服装公司的同时，也解决了村里部分就业问题。 

2.3 产业电商化 

结合农村电商平台，农民实现了交易电商化。从以前的面对面交易，到现在动动手指头就可以远程实现交易，农村电商平

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民可以在电商平台上了解到市场的讯息，消费者也可以和农民完全对接，避免了信息的不对称性。

此外，电商平台交易支付，能够有效地缩短中间环节，节约了中间环节产生的过多的成本。利用电商平台，还可以实现先销售，

再生产的经营模式，减少了产品生产不足或产品生产过剩的问题。 

3 “淘宝村”发展的挑战 

3.1 人才不足 

淘宝村主要的从业人员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农业人口，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农村本身对高学历高收入人群的吸引力并不大。

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环境条件较差，也是大多数人不愿意来到农村就业的一大原因。对于技术性、专业性的问题，缺乏专

业的人员指导，而当赶上“双十一”等重大节日时，连基本的短工都存在着严重的短缺。 

3.2 设施缺乏完善 

实地调查中发现，郫县的淘宝村在物流设施、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着一定缺陷。物流系统不完善，村外物流公司少，交通堵

塞等问题有待解决。根据当地厂家反映，一到节日期间，物流系统就难以维持正常，有些订单常常要等上几天才能发货。其次

是电力设施缺乏完善，在大批量生产，赶制产品时，村里的电路设施有时会供应不上，面临着断电的危险。最后是产品的平面

设施不完善。村里的产品生产出来以后，缺乏拍摄商品的平面模特和平面设计师，以及拍摄相关的设备。很多商品的图片，都

是厂家自己亲自做模特拍摄，照片经过简单的修理，就直接上传了，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3.3 同质低价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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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村之所以能够发展的如此迅速，是因为其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可复制性。信息在平台公开，一旦存在所谓的“爆款”，

便会使得各方厂家争相模仿，制造出类似的产品，从而导致一场价格战。以郫县的淘宝村为例，当地厂商就表示，村里制衣的

厂商大多数根本不参与产品款式的设计，由于淘宝网店上服装的款式太多变，很多商家都是送样品和样料到厂家，以让产品能

以最快的速度面向市场，赶上稍纵即逝的热潮。随着各个企业的不断聚集，在村里的房租上涨，尤其是近年来，租金涨幅高达

50%，企业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同类商品太多导致低价竞争，以致利润微薄。 

土地村有自己经营的品牌的商家最多10 家。厂商李艳彬也透露，90% 以上的商家都是在网上寻找顾客追捧的“爆款”，继

而将中意的款式图交给服装加工厂，或在自家厂房加工制作。 

3.4 缺乏品牌 

当前土地村和林湾村两个淘宝村所销售的商品，都缺乏自己的品牌。通常是仿照网上其他卖家的经营方式，缺乏具有自身

产品特色的标志。而商品的品牌是农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元素。通过我们实地调研成都的这两个淘宝村，我

们体会到，郫县淘宝村要想走规模化的发展之路，必须放弃传统的低成本模仿经营，而要在产品品牌化、差异化、集约化的方

面达到产品的升级。 

3.5 空间束缚 

地理位置的限制，阻碍了郫县淘宝村向外部扩张。淘宝村的服装生产，需要占用很多空间修建工厂厂房，放置加工的大型

机器。而除了当地本身拥有土地的居民外，其他很多厂商，都难以找到合适的地方去修建厂房，其规模的扩大遭受到了进一步

的阻碍。除了土地问题外，还存在着资金问题。扩大淘宝村，租地修建厂房，购买设备，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土地和资金的

缺乏制约着淘宝村的进一步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鼓励和扶持。 

4 结论 

当前淘宝村的兴起，解决了部分农民问题，给农民带来了福音。然而，其本身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瓶颈，人才不足、设施

不完善、同质化竞争、缺乏独立自主的品牌以及资金问题等都亟待解决。未来，淘宝村要想稳定发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

引导，改善交通、物流、电力等基本设施，并引导农民自主创新，向集约化、品牌化、生态化方向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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