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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路径规划研究1

张继昌，喻 星

（河海大学 企业管理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

【摘 要】：农村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重要组成部分，苏南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

而苏南地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却不温不火。在对苏南农村电商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后，再判断出阻碍苏南地区农村电

商发展的制约因素，最后针对发展现状给出发展建议和路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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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子商务，通过网络平台嫁接各种服务于农村的资娓，拓展农村信息服务业务、服务领域。苏南地区是指苏州、无锡

和镇江三市，地处长三角核心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物产富饶之地，三市 2017年 GDP总值占江苏省近 40%。苏南模式

下的农村经济也是相对比较发达。近年来在“互联网+”思维的引导下，农村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南农村经济在电子商务助力下有了新的发展，但是苏南地区在拥有得天独厚的物产、区位、技术等的背景

下，却没有成为全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排头兵，发展程度与苏南经济实力不相匹配。苏南农村电子商务在原有农村电子商务服务

农业、手工业产品等含义上增加了工业品、生鲜等其他行业产品。本文旨在分析苏南三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并总结发展所

遇到的阻碍因素，从体制改革、政府扶持、政企合作等方面予以规避或解决问题的建议，为苏南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提供规划路

径，助力农村电子商务为苏南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农村电商发展综述

1.1全国农村电商发展现状

图 1 农村电商成交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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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国农村电子商务成交额达 12448.8亿元，同比上年增加 39.1%。.截至 2017年底，农村网店达到 985.6方家，

较 2016年增加 169.3万家，同比增长 20.7%，带动就业人数超过 2800万人。近五年农村电商成交额如图 1。

图 2 淘宝村数量

截至 2017年 12月，在全国农村淘宝项目已经覆盖了 29个省、300多个县，全国淘宝村数量突破 2000个达到 2118个。农

村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产业。淘宝村数量如图 2。

1.2苏南农村电商发展现状及问题

2016年江苏省电子商务成交额为 2.16万亿元，苏州帝电午商务成交额 9000亿元，常州市为 2500亿元，苏南地区成为江苏

省电子商务发展的主力军。但苏南农村电子商务却远不及电子商务发展，2016年，江苏省第二批 38个农村电子商务示范镇名单

中，苏南三市仅有 5个；2017年商务部认定的第五批江苏省 40个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名单中，苏南地区仅有 7个人选。苏南地

区也涌现出一批农村电商代表性品牌，如常州市横林木地板，2016年销售额超过 18亿元，木地板带动了整个镇辖区经济发展；

苏州引导发展“龙头企业+平台+消费者”模式，重点推进“京东•相城馆”、“1 号店•常熟馆”“苏宁•吴中太湖馆”等项目建

设，加快形成特色的地域品牌。但代表性品牌背后是更多的个体性农村电商在“孤军奋战”，产业分布过散，产品质量不高，

发展成本太大还是绝大多数苏南地区农村电商面临的问题。花木是苏南地区发展较为成熟产业，仅常州市旧有夏溪和嘉泽两大

花木交易中心，但花木在农村电子商务方面却失去了先机，苏北花木成为线上交易的领头羊。苏北各县镇将花木产业作为经济

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政府上网、企业上网和家庭上网，在农村电子商务方面不断招商引资，截至 2017年，苏北各类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示范单位数量远超苏南地区。

按照苏南地区农村经济实际情况，苏南地区.农村电子商务应该走在全国前列。按照设想，苏南农村电子商务应该是以发达

的农村集体经济下较为完整的工业门类与丰富特色物产为主体，依托相对低成本物流与大型实体交易市场，建设成为特色明显、

产业集中、上下行协同发展的新型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模式。而实际情况确是苏南在具有各方面优势的情况下，并未在农村电子

商务发展模式这一块有所创新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品牌效应。在政府重视程度、产业集群发展以及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等方面

存在一定的问题。

2、问题分析

2.1 旧有体制的约束

苏南模式以集体经济与工业化著称，从“时空修复”的角度看，苏南乡村工业化最为本质的动因是为了解决因乡村改革而

产生的资本、劳动力盈余问题。工业发展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农业发展，抑制了农村商品经济活跃性。旧有的思想与尚未改革完

成的存在，是影响苏南农村经济尤其是农村电子商务的原因。此外苏南模式下的苏南乡村呈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工业

分散格局。致使形成现如今苏南农村分散无中心的布局，影响农村电商区域品牌、电商生态系统和农村电商产业集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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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不受足够重视

电子商务的开端大部分是自发性的，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有从自发生长向政府推动转变的过程。但是苏南农村经济

主体是集体经济下的工业发展，虽然在理想状况下在农村生产的工业品仍可作为特殊农产品参与到农村电子商务运作中，但实

际情况是农村电子商务仍未引起政府真正的重视。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并非依靠文件、政策，寄希望于农民自己完全摸索发展道

路。而需要政府部门以实际为出发点，与农产品生产者一同创新发展模式、开拓农产品上行渠道。

2.3发展优势尚未明晰

过去一段时间，苏南地区还沉浸在依赖集体经济繁荣的辉煌历史中，没有及时追踪新的发展思路与模式。近些年来，对于

农村经济尤其是农村电子商务经济缺乏明确的发展规划与设想，尚未明晰苏南地区农村电商发展优势，致使农村电商发展出现

遍地开花、大而不强的局面。

2.4“散兵游勇”式发展模式

“散兵游勇”式发展模式，难以降低电商经营成本和抗风险能力，致使苏南地区农村电商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缺乏持续稳

定的盈利模式、缺乏投资背景、产品同质化。农村电商产业需要向着开发规范化、经营规模化、管理协作化的方向发展，从“单

兵作战”到“集团军协同”转变。

3、苏南农村电商发展路径规划

3.1打破旧有体制思想约束

农村经济转型已成为推动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苏南地区城乡差距相对较小，农副业并非农村经济主要产

业，但却关乎农村基层村民经济保障问题。因此基层政府组织应该肯定农村电子商务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将发展农

村电子商务尤其是涉及农副产品的销售作为工作的重点。农村电商发展应该由政府牵头，在资金保障、渠道建设、执法监管、

创业引导等方面下实力，积极学习其他模式的经验、结合本地区特色探索发展新思路。在客流量较大、规范化较高、商业环境

较好的苏南地区再一次创造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新高地。

3.2明确本地区发展优势

发展农村电子商务首先需要了解本地区发展优势，苏南地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优势出发：

物流便捷：苏南地处长三角核心区域，交通运输便捷且成本较低。可以以此为契机，整合物流运输能力，建设电子商务物

流集散地。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此外依托苏南地区蔬菜、花木等大型实体交易市场助力生鲜、水果

蔬菜等保质期短、收益高的农副产品参与到农村电子商务体现中，为长三角地区城镇提供保障。

物产丰富：苏南地区不仅农产品丰富且具有特色，苏南农村工业品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常州横林的木地板、无锡

的纺织品与环保器材等，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产品特色小镇、之乡，这些都可以是农村产品上行的主力军。苏南地区发展农村

电子商务不一定是特定某一产品或产业链，而是“一村一品”。

资本活跃：苏南模式下的苏南农村资本积累较为雄厚，加之庞大的集体经济影响，苏南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将不同于全国其

他模式，即贫穷倒逼农村电商产业发展。苏南地区政府、企业、个人都具有相当的资本积累，农村电商也将是主动式发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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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内所有涉及电商的企业在苏南基本都有发展与投资规划。因此苏南农村电商发展模式探索不应忽略这一重要因素，可以探

索前期投资高、回报周期长的发展规划。

3.3加快农村电商产业集群建设

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实际就是指电子商务企业本身与其上下游企业相互结合形成的产业生态链。这些企业之间借助产业链

模式，实现共同发展。为加快产业集群建设，可由政府主导成立苏南地区农村电子商务行业协会。培养电商产业集群，需要从

农户、农业产品、农村企业、网络销售企业、电商服务平台、政府部门以及高校研究所等多方入手，以电商产品为主体构建农

村电商产业集群生态系统建设。在以行业协会为引导下的农村电商集群发展过程中，需要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索：

创新挖掘新产品：电子商务本质服务于商品最终交换，开发新产品是商品保持竞争力最有效的途径。企业需要不断优化生

产要素，包括加工技术更新、行业人才培养、物流成本控制等要素。

积极开拓市场：农村电商服务应该从经营产品向既经营产品又经营服务转变，增加与消费者互动，在产品质量把控、产品

标准化建设、产品品牌建设等方面增加投人来改善需求环境。此外苏南经济属于外向型经济，应把握发展好跨境电商的机遇，

不断开拓产品市场。

优化企业战略：农村电商发展极易导致产品同质化竞争，产业集群建设需要规避不必要的行业内部消耗。依照苏南农村经

济实际情况，产业集群可以纵向分为龙头企业集群、中小企业集群及个体商户集群，横向可以按照资本来源、所属性质、产品

分类等标准进行划分。不同企业个体明确所处产业链位置来确定发展战略。

3.4加强政企合作

目前参与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市场建设的共有六类：第一是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电子商务巨头，第二是国家供销总社，

第三是中国邮政，第四是中国电信，第五是涉农企业或涉农上市企业，第六是地方性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参与到农产品流通体

系建设中的创新探索，将更好地发挥农产品电商在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对于提高农产品

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对带动性强、经济社会效益明显的农村电商项目和企业给予财政资金扶持，与企

业合作推动农村产品上行。借助市场的力量，完善苏南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模式规范化、制度化、合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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