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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2021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2.05万
亿元，占全国网络零售额的15.66%，同比增长11.3%。

• 2022年上半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9759.3亿元，同比增
长2.5%。其中，农村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8904.4亿元，同
比增长3.6%。

 主要数据：农村电商市场进入平稳增长期

图 2016-2022年农村网络零售额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图 2021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市场各品类零售额占比及同比增速

• 品类分布：零售额前三位的品类分别为服装鞋帽针纺织品、日用品
和家具，分别占农村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的29.41%、18.55%和
7.77%。增速前三位的品类分别是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中西药
品、书报杂志，同比增速分别为90.3%、62.6%和42.7%。



• 地区分布：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农村网络零售额分
别占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的78.7%、13.0%、6.5%和1.8%，
同比增速分别为10.8%、15.1%、9.4%和12.5%

 主要数据：东部地区是我国农村电商的主体市场

图 2021年全国各区域农村网络零售额占比及同比增速 图 2021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排名前十位省份占比/同比增速

• 省份排名：浙江、江苏、福建、河北和山东农村网络零售额
排名前五，合计占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比重为74.0%，零售
额前十位省份合计占比为89.8%。从增速来看，海南、宁夏、
江西、新疆和广东同比增速位列前五，增速在20%以上。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 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2021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4221亿元，同比增长2.8%。

• 分品类看，零售额前三名的品类分别是休闲食品、
粮油和茶叶，分别占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的20.0%、
15.4%和11.5%。增速前三位的品类分别是奶类、茶
叶和调味品，同比增速分别为29.9%、11.8%和
11.5%

 主要数据：农产品网络零售增速放缓

图 2021年全国各类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比/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 分地区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农村网络零售额分
别占全国农产品零售额的64.7%、15.4%、14.4%和5.5%，
同比增速分别为5.7%、-5.5%、1%和-0.7%。

 主要数据：农产品网络零售增速放缓

图 2021年各地区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比及同比增速  图 2021年全国排名前十省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比及同比增速

• 分省份看，分省份看，广东、浙江、上海、北京和山东农产品
网络零售额排名前五，合计占全国网络零售额比重为48.9%，
零售额前十位省份合计占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比重为74.0%，
从增速看，甘肃、天津、西藏、新疆和云南同比增速位列前五，
增速在10%以上。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发展环境

农村电商支持政策持续强化

•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
系，改造提升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深入推进电子商务
进农村和农产品出村进城。

•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实施“数商兴农”工程，推进电
子商务进农村。促进农副产品直播带货规范健康发展。

• 电子商务“十四五”规划：电子商务要“与一二三产业加
速融合，全面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改造，成为助力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2021年新增支持206个县
（包括26个脱贫县）。累计建设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2400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14.8万
个，带动618万贫困农民增收。

• 《关于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
“加强农村电商主体培训培育”“实施‘互联网+’农产
品出村进城工程”“发展直播带货、直供直销等新业态”

• “数商兴农”行动计划：聚焦“三农”，发展农村电商新
基建，打造农产品网络品牌，培育直播新农人。

• 《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提出“深化农产品电
商发展”

我国农村网民数量近3亿

• 农村互联网覆盖率进一步提升。2022年6月，我
国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实现“县县通5G、村村
通宽带”。行政村通光纤比例从不到70%提升至
100%，平均下载速率超过100Mb/s，基本实现与
城市同网同速。

• 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提升。据第50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
2022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2.93亿。农村地区
互联网普及率为58.8%。



发展环境

农村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

• 邮政营业网点实现了乡镇全覆盖，建制村全部通
邮。

• “快递进村”比例超过80%，交快、邮快、快快
等合作进一步深化。

• 共同配送、客货邮融合等新模式不断涌现。
• 据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2021年农村地区收投快

递包裹总量370亿件，带动农产品出村进城和工业
品下乡进村超1.85万亿元。

• 2021年，我国农村电商物流指数保持平稳增长态
势，全年均高于电商物流指数

冷链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

• 截至2021年底，全国超过70%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建有冷链设施。

• 为推动冷链流通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商务部会
同国家标准委启动了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试点
示范工作，重点围绕肉类、水产、果蔬等生鲜农
产品，确定了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试点企业和
试点城市。

• 电商企业积极参与下沉市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传统的农产品供应链模式，助力农产品向外
地销售。



发展特点

直播电商在农村加速普及应用

• 直播带货带给消费者更加直观、更具互动的消费
体验；对农民而言简单易学；疫情推动农产品加
速上网销售。

• 越来越多的农户、商家通过短视频、直播来宣传
和推介优质农产品，多位县长、明星走进直播间
为农产品代言带货。

• 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农民成为新
网红。越来越多大山深处的优质农产品依托直播
电商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直播电商成为农产
品销售的新渠道和农民增收的“新路子”。

• 不少农村通过“短视频+直播”模式，展示宣传美
丽乡村，发展乡村旅游，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

• 丽水案例：探索形成1+1+N的直播电商发展距阵，即
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头部电商平台+市本级电商直播基
地+各县直播产业带；推动建成石雕、茶叶、龙泉宝剑等
产业带的直播基地；全力培育直播电商百亿产业。

• 丽水经验：官方直播流量+地方直播服务+产业应用需求。

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农产品进城

• 社区团购加速进入下沉市场。阿里巴巴、腾讯、
美团、滴滴等互联网巨头开展社区团购业务，社
区团购竞争加剧。

• 电商直采数字农业基地快速发展。盒马等部分电
商企业在多地建设农业直采基地，通过数字化助
力农产品品种研发、生产过程优化以及农产品标
准制定，拉动和引导农业产业链资源配置优化，
实现产业协同创新。

• 预制菜成为餐饮企业应对新冠疫情的重要手段。
伴随着“懒人经济”“宅经济”的兴起愈发火爆，
包括半成品菜、速食菜、料理包在内的预制菜等
新业态新模式成为餐饮业发展的亮点。机构数据
分析显示，2021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已达3000
亿元，未来3至5年有望达到万亿元规模。



发展特点

农村生活服务电商快速发展

• 新冠疫情以来，我国农村生活
服务在线化加速普及，数字技
术和电子商务正在深刻改变着
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方式。

• 在线教育、在线问诊、餐饮外
卖、在线旅游、在线休闲娱乐
等发展迅速。

• 农村传统商超、小卖店加速数
字化改造。

• 很多地方通过电商平台、社交
网络、在线旅游和外卖平台等
渠道，将本地的特色商品、自
然风光、文化旅游资源及时发
布出去，带动乡村旅游、餐饮
及民宿等产业发展。

“新农人”电商创业就业持续升温

• 一批大学生、企业家、退役军
人等加速返乡就业创业。返乡
入乡创业项目中，55%运用信
息技术，开办网店、直播直销、
无接触配送等，打造 “网红产
品”。

• 全国农村网商、网店到2021年
年底有1632.5万家。

• 2021年，全国淘宝村、淘宝镇
电商从业人员达360万人，交易
额突破1.3万亿元，人均年销售
收入超过36万元。

• 丽水案例：松阳返乡创业青年麻功
佐与20余名返乡青年，运用“互联
网”思维打造蜂蜜电商产销体系。
全网粉丝量超过1000万，全村土蜂
蜜年销售额近2500万元。带动周边
百姓走上养蜂致富的道路。吸引各
地游客前来旅游和体验取蜜，形成
本地特色“蜜蜂+旅游”产业。

农村电商积极助力乡村振兴

• 电商与农业深入融合，从初期
的销售端网络化，逐渐向流通
端、生产端的数字化、智能化
推进。

• 各大电商平台纷纷发力农产品
供应链，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实现产销紧密衔
接。

• 农村电商强化数字赋能，全面
带动数字乡村发展，推动乡村
三产融合，创造出大量创业就
业机会，促进产业发展和农民
增收。

• 丽水经验：产业与电商相互促进，
产业领着电商跑，电商带着产业走。
各地都不乏优质的本地特色产品



问题挑战

• 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

• 品控能力弱

• 供货不稳定

• 产品同质化

• 农产品网货化困难

农村电商亟需供给侧
持续发力

0 1 0 2 0 3 0 4

• 快递“最后一公里”

问题依然存在，快递

进村比例待提升，快

递费用较高

• 冷链物流滞后，原产

地预冷贮藏、分拣加

工设施不足

农村电商基础设施短板
依然明显

• 农村电商服务业滞后

，服务商数量和水平

不能满足发展需要

• 软件开发、营销运营

、摄影美工、仓储物

流、追溯防伪、人才

培训、金融支持等

农村电商生态体系
有待完善

• 缺少既懂电商又懂农业

农村的复合性人才

• 人才数量和质量问题并

存，创新人才、领军人

才、复合型人才尤其缺

乏

农村电商人才瓶颈
有待突破



发展趋势

01

直播带货等新业态规
范发展潜力

• 曾经存在的问题：货不对版、以次充

好、悲情营销、偷税漏税等

• 监管部门多次发布直播电商行业相关

管理办法：《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

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网络交易监

督管理办法》《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

法（试行）》《直播电子商务平台管

理与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

• 对主播带货提出严格要求和规范，并

对主播偷逃税问题进行打击，促进直

播行业走向规范化发展。

02

农村电商B2B
成为发展热点

03

产地仓等基础设施
建设将迎来新发展

• “数商兴农”强调引导电商企业加强物

流配送、农产品分拣加工等农村电商基

础设施建设。

• 通过建设产地仓，企业可以统一备货、

集中发货，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效率。

• 除了分拣包装、检验检疫、仓储物流等

功能，部分产地仓还提供电商培训孵化

、品质溯源、仓内直播、一件代发等增

值服务。

• 产地仓预冷设施能极大的降低农产品的

损耗，实现企业效益，助力品牌打造。

• 国内统一大市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

展新格局将进一步为农村电商提供发展

市场动力

• 商务部发布《关于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

设 促进农村消费的意见》等文件；2022

上半年，全国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

心69个、村级便民商店6.5万个。

• 农村电商将在县域商业体系中发挥重要

作用，助力乡村振兴和产业数字化。

04

新发展格局下的乡村
振兴将为农村电商提

供更大发展空间

• 农村电商B2C基数小，占农产品销售

额的比重不高。

• 农村电商B2B是农业产业数字化的核

心环节，将成为农村电商转型升级的

重要方向。目前我国农村电商B2B平

台数量少、体量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