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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2025 年数字乡村

发展重点任务》，明确农村电商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

城工程，培育壮大土特产网络品牌，促进农产品网络销售优质优价。

电商新业态的发展及平台力量的赋能，让传统农业焕发新的活力。我国农业的基本面是小农户生

产的长期存在。小农户受耕地细碎化、劳动力老龄化、兼业化及生产规模有限等多重制约 , 面临生产

经营风险高、收益不稳定、销售渠道狭窄等发展困境。然而 , 通过搭上“互联网 +”的快车，小农户让农

产品挂“云端、晒在线上 , 进一步激发农产品贸易活力 , 真正实现小农户有效对接大市场 , 助力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

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农村电商不仅是把待售的农产品搬到网上那么简单，而且要以更低成本

更高效率实现供需匹配，背后需要一系列技术和环节的支撑。比如，农产品物流配送、分拣加工，生

产种植环节的优化、重塑，在更多看不见的地方，信息、人力、资金等资源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流

通和调配。

我们的发展重点任务，除了一系列基础设施的配套完善以外，农村电商供应链建设，农产品电商

直采、定制生产等模式，县域商贸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县域商业网络和物流配送体系等都是缺一不

可的。诸如完善交通、供销、商贸流通等企业之间的市场化合作和信息共享，农村快递末端服务设施

等也需要加快完善。所以，我们既要抓住当地特色优势产业，融合发展消费新场景和新需求，打造出

更多的“土特产”品牌，为乡村发展带来更多可能性；又要通过构建加工厂、仓储、物流、电商平台一体的

生态循环圈，提供产购销一条龙服务，打破信息壁垒和市场藩篱，促进产业模式再造，实现生产者和消

费者双向溯源，为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支撑。数商是手段，兴农是目的，依托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大数据的

发展实现农业发展模式的创新转换，同时促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样的产业生态循环圈中，孕

育了巨大的机遇和庞大的市场空间。

数商兴农的本质是以数字要素改变农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促进农产品和工业品双向流通、城乡

融合发展。从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到乡村产业的全面振兴，数字要素的加入将触发乡村发展的强大

内生动力。

“数商兴农”再提升
文︱麦子

High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5

卷首语Fore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