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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成效、问题和对策
——基于内蒙古农牧户的微观调研数据

摘  要 ：随着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高，农村电商给农牧区带来了巨大变化。文章基于 2017、2018

年实地微观调研数据和宏观数据，从政策层面、基础设施建设层面总结了内蒙古农村电商的发展成效。

虽然内蒙古农村电商发展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是在政策制定、配套资金使用、基础设施配备以及发挥作

用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因此，为了更好推动内蒙古农村电商快速、健康发展，从政策制定、资金监

管、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电商平台宣传力度以及引进农村电商人才等方面提出了改进内蒙古农村电商发

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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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普及率 不断提

高，农村电商快速发展，针对农

村电商的发展和对策（张筑平，

2019 ；王文佳，2019) 研 究 逐 步

增多 , 但基于内蒙古农牧区电子

商务发展的研究较少。越来越多

的农牧户通过电商实现了脱贫致

富（汪向东等，2015)。我国的贫

困户大部分 集中在 农村牧区，

因此农村牧区是主要的扶贫基

地（周海琴等，2012 ；接家东，

2017)。正是鉴于电商给部分农村

牧区带来的巨大变化，截至 2017

年底，国家商务部共批准 756 个

县作为农村电商示范县，并逐年

向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倾 斜。其

中，2014 年的 56 个国家级示范

县中 7 个属于西部贫困地区，占

比 12.5% ；2015 年的 200 个示范

县中 94 个示范县属于西部贫困

地区，占比 47% ；2016 年的 240

个示范县中 164 个示范县属于西

部贫困地区，占比 68.33% ；2017

年的 260 个示范县中 144 个属于

西 部 贫困 地 区， 占比 55.38%，

其中 237 个为国家级贫困县，占

总数的 91.2%，重点贫困和欠发

达革命老区县 23 个，占总数的

8.8% ；2018 年 的 260 个 示 范 县

中有 205 个为国家级贫困县，占

总数的 78.8%，欠发达革命老区

县17 个，占总数的 6.5%。目前，

自 2015 年实施电商进农村综合

示范项目 4 年以来，内蒙古拥有

国家级农村电商示范县共 47 个，

全国排名第 8，其中国贫县占比

高达 80.9%。迅速发展壮大，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基于实地

调研和宏观数据，总结了农村电

商的发展成效，指出其存在的主

要问题，提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农村电商的对策建议，进而更好

推动内蒙古农村电商快速、健康

发展。

二、内蒙古农村电商发展

成效

（一）出台规划和政策，保

障农村电商发展

1. 方向性政策方面

2015-2018 年，内蒙古陆续

出台了 7 项关于农村电子商务发

展的 规 划和 政 策（ 详见 表 1），

这些政策从宏观层面上确定了发

展目标和主要任务，为农村电商

发展提 供 指引性方向，为农村

牧区电商发展和应用提供重要

的政策指导和指引。其中，2018

年 6 月，《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发展

“十三五”规划》强调要大力发

展农村电商，优先发展一批具有

一定规模和拥有一定数量的涉农

涉牧电商服务平台和电商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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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2018 年 8 月《推进电商与快

递物流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中

提出，要协同推进电商与快递物

流快速发展，实现农村牧区快递

物流的转型升级，要不断扩大农

村牧区的消费范围，增加用户体

验度。

2. 法律法规保障方面

2018 年 8 月 31 日，《 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商法》通过审议，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法对

电商经营者和电商平台经营者的

电商行为、电商争议和电商合同

的履行等方面进行了法律权限和

法律约束方面的规定，为推进电

商诚信体系建设、营造创新发展

的电商市场环境提供重要的法律

保障。

3.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2016 年 9 月，《关于推 进 农

村牧区电商加快发展的实施意

见》提出，到 2020 年底，全区

农村牧区电商交易规模年均增

长 30%， 村 级电商服 务点覆 盖

率 50%。2017 年 2 月《内蒙古自

治区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

中提出全区要不断增强电信服务

能力，实现行政村 2020 年通宽

带比例 达 到 98% 以 上。2018 年

6 月，《关于推进电商与快递物流

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指出，

为提升电商快递 末端的服务能

力，不断推进配送车辆规范运营

和便利通行。

4. 电商人才培育方面

2015 年 4 月， 内 蒙 古 自 治

区商务厅下发的《关于联合实施

农村牧区青年电商培育工程的

通知》中指出，要加大电商人才

的培养力度，积极带动青年参与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

目，吸引社会资本，营造浓厚的

“电商进农村牧区”氛围。

（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助力农村电商发展

1. 农村道路建设逐渐完善

截至 2018 年底，全区新改

建农村牧区公路 7.3 万公里，新

增通沥青水泥路嘎查村5996 个，

目前 11565 个嘎查村公路网通畅

率达 96%， 所有的苏木乡镇 通

客运班车、嘎查村通班车率达

98.3%。

2.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稳步提升

农村三级物流网初具雏形。

“县级电商运营中心 + 乡镇服务

点 + 村级服务站”的电商运营模

式能够积极推动物流企业与第三

方的积极合作，构建乡镇 ( 苏木 )

快递综合服务中心，实现农畜产

品“进城”，以及农牧民所需的

网络产品 “下乡”。为突破信息接

入“最后一公里”的瓶颈，采取

“政府与三大网络运营商” 协同建

设互联网的模式，不断加大互联

网的建设力度，不断提高网络普

及 率。 据 统 计，2014-2018 年，

农村互联网接入村数呈现明显的

上升趋势（见下图）。

表 1   农村电商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一览表

数据来源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网站整理。

年份

2015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8 年

政策名称

《内蒙古 2015 年电商进农村牧区综合示范工作总体方案》

《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牧区电商的意见》

《历年电商政策汇编（1996-2015 年）》

《关于推进农村牧区电商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

《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实施方案》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发展“十三五”规划》

《推进电商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

制定部门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图    2014-2018 年农村牧区互联网接入村数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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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发 挥 示范县引领作

用，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示范县作为农村电商发展的

试点县，不断推进网络交易额的

增长。部分示范县打造了本土平

台，如科右中旗、正蓝旗、巴林

右旗、土右旗、五原县依托龙头

企业电子商务平台，培育县域品

牌，分别建立了具有地方特色的

草原淘宝、大元上都、巴林桥、

敕勒川商城、河套购等本地电商

平台。部分示范县采用自建平台

的形式开展农村电商活动，如兴

安盟突泉县的“品味突泉”自建

平台，获得农牧户好评。

三、内蒙古农村电商发展

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不明确，缺少具

体的指向性文件

虽然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开始

重视农村电商的发展，颁布了一

些相关的政策性文件（见表 1），

但是专门针对农村电商颁布的政

策文件较少。这些政策性文件多

数是一些宏观的指导性文件，对

于农村电商具体实施策略并不明

确，不具有引导性。尤其是县级

政府在实施农村电商活动时并没

有实际操作可依，目前农村电商

开展较难的两部分内容中无方向

感，农畜产品“上行”方面以及

冷链物流配送等方面创新性不足。

（二）快递配送不畅，物流

建设仍是短板

2017 年和 2018 年调研数据

显示，有一部分地区实现了“最

后一 公里”物流配 送问题，例

如巴彦淖尔市的五原县、兴安盟

的突泉县和呼伦贝尔市的扎兰屯

市。但是大部分示范县还是没有

办 法在村中收取快 递，只能选

择距离近的邮局或者县城收取快

递。由此，农牧户网购的收取快

递的不便利性导致其对网购的兴

趣逐渐降低，限制了农村电商的

发展。对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特色

农畜产品——牛羊肉、香瓜等一

些生鲜特色产品，需要冷 链运

输，而冷链物流运营成本高、商

品腐损率高，流通率较低。且内

蒙古自治区农产品冷链流通仅在

几家快递公司有此项业务，针对

农村牧区费用也非常高。

（三）村级电商服务站作用

未凸显，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强

2017 年和 2018 年调研数据

（见表 2）发现，仅有 13.37% 的

农牧民是通过电商服务站的工作

人员购买的，大部分农牧户是通

过其他方式从网上直接购买。被

调研的农牧户中 90.4% 所在村里

有村电商服务站，但是去过村电

商服务站的农牧仅占 45.19%。部

分村级电商服务站成为“摆设”，

各个村级服务站 99% 都放在本

村的商店，85% 的商店只是负责

为农牧户取快递、交话费等，只

有约 15% 的工作人员会为农牧户

现场指导购买生活用品、帮助农

牧户销售特色农畜产品等。村级

服务站配备的工作人员 98% 都是

该商店的老板，为农牧户服务意

识较差。

（四）农村电商人才匮乏，

年轻人较少

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来说，

一方面，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大多

懂农村却不懂农村电商，大多数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半路出家、

现学现卖”，政府部门缺少懂电

商又懂农村的相关人才 ；另一方

面，在旗县级 农村电商相关事

务归经信办或者电商办负责，负

责 人 只 有 1-2 名。2018 年 调 研

数据显示，农牧区的平均年龄为

48 岁，老年人占一半以上，年轻

人较少。且农牧区经济和文化环

境较为落后，大多数电商专业的

大学毕业生不愿意留在农村，出

现农村电商工作“留不住人”的

局面。

四、内蒙古农村电商发展

对策建议

（ 一） 制定指向性 政 策 文

件，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内蒙古横跨西北、东北、华

北地区，毗邻 8 个省区，按地理

表 2   农牧户不同网购方式人数和比例表

数据来源 ：2017和2018年农牧户微观调研数据。

内容

人数（人）

比例（%）

自己上网买

259

61.81%

让亲戚、邻居、朋友帮忙买

104

24.82%

让电商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买

56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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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可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而

每个区域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

发展情况、农村电商发展情况都

不近相同。因此，各旗县政府在

制定政策文件时，要因地制宜，

要根据各地农村电商的发展进

程，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切实可

行的政策，突出当地特色，杜绝

出现“复制粘贴”现象。

（二）完善资金监管制度，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要加强农村电商示范县的资

金监管力度和资金使用制度。要

确保资金去向，建立资金使用公

示制度，各个农村电商示范县要

及时准确地公示资金使用情况，

让广大人民群众实时监督，让政

府机构实时监管，共同推动农村

电商高质量发展。针对部分贫困

县资金拨付困难的现象，上级政

府部门可以将未使用或使用较少

的旗县转拨付给资金拨付困难却

可以较好开展农村电商各项业务

的旗县，让“想做事、能做事”

的旗县优先发挥积极作用。而针

对那些资金使用极少的旗县要积

极制定发展对策，进一步推进农

村电商的发展。

（三）加强电商平台宣传力

度，充分发挥村级电商服务站的

作用

为了能够更好地让农畜产品

“上行”渠道通畅，要不断加强

电商平台的宣传力度，通过旗县

的电视、媒体、网络等形式，大

力宣传旗县自建电商平台，让更

多的人成为自建电商平台的购买

者和销售者。通过与其他运营商

（如淘宝网、京东等）合作，将自

建平台嵌入。充分发挥村级服务

站的作用，设置专门人员负责村

级服务站的工作，定期开展培训

和讲座，让农牧户充分了解村级

服务站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流程，

不断提高村级服务站人员的服务

意识。

（四）增强物流建设力度，

提高快递配送效率

“工业品下乡”需要物流，

“农畜产品进城”也需要物流，

物流是发展农村电商的必备硬件

需求。为了实现了“最后一公里”

物流配送问题，通过采取自建物

流公司的形式，政府将“四通一

达”物流公司的快递全部从县级

转到自建物流公司中，自建物流

公司工业品配送到农牧户所在的

村、嘎查。设立村级（嘎查）服

务站，物流公司将网购商品送到

村级服务站或嘎查服务站，方

便农牧户收取快 递。拓宽冷链

物流业务，让更多的快递公司开

展此项业务，针对特色农畜产品

的进城费用，政府可以按照一定

比例进行补贴，提高物流公司的

参与度，扩大特色农畜产品的销

路，更好地为农牧户增收提 供

便利条件。

（五）加大年轻电商人才队

伍建设，增强农村电商活力

为了解决农村电商年轻人才

匮乏的问题，鼓励电商专业大学

毕业生扎根农村，建立人才培养

和人才激励机制，让大学生能够

“能上能下，能进能出”。通过政

府财政补贴的形式，给予不同服

务年限的电商人才一定比例的补

贴。

（六）建立农畜产品标准体

系，提高品牌知名度

建立统一的农畜产品标准体

系，摒弃小作坊式的生产形式，

建立统一的公司制的经营机构，

统一办理经营许可证和生产许可

证，让农畜产品具有更大的竞争

力，占有更高的市场份额，为脱

贫攻坚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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