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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完善 
范小婧 

（湖南潇湘技师学院  湖南永州  425000） 

摘要：近年来，永州市农村电商在政府不断完善公共服务的基础上，立足本地特色，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
面临诸多问题。结合永州市农村电商发展状况实地调研、查阅文献、重点访谈等方法，对永州市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路径与
实践进行了评析，提出了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品牌战略重视产品质量、加强农业电子商务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优化多重
制度保障体系等对策，为永州市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一点理论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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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永州市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作开展较早，2015 年与阿里村淘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后，成为全国整体推进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的地级市，全

市九县二区均建立了农村淘宝县级运营中心和村级服务站点，电商氛围

浓厚，基础扎实。目前，永州市已经建设了 45 个乡村振兴村级直播示

范小站，并有 183 名本地主播积极参与乡村直播活动。其中，罗伟明、

土娃和小妞、远山阿妹等成为了享有盛名的互联网红人。全市共培育了

21 个具有电商特色的小型产业，包括江永夏橙、水果莲子、香芋南瓜、

九嶷辣酱、食用菌等。这些农特产品已经入驻了电商平台，总计超过

200 个品种。当地不断升级和改善农村电商网点，以解决物流方面的瓶

颈问题。截至目前，已经建成了 9 个县级电商运营中心和 1276 个电商

服务站。 

二、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的含义 
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是在县级电子商务运营服务中心和村级电

子商务服务站点的基础上，整合了电商、物流、金融、邮政、快递等各

类资源条件。其目标是为农村村民提供一站式的在线购物、销售、缴费、

娱乐和创业等服务，以满足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该服务体系的建设

旨在方便农民参与电商活动，促进农村电商的发展，同时也为农村电商

从业者和农产品消费者提供各种支持和便利。通过这一体系的构建，农

村地区的经济将得到进一步推动，农民的生活质量将得到提升。 

三、永州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1.基本设施。永州位于湖南省，是距离桂林最近的城市，也是靠近

广州的华南重镇之一。从古至今，永州一直是连接华中、华东地区与广

东、广西、海南及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被誉为“南山通衢”。境

内有湘江北部，可通往长江，南下经过灵渠可到达珠江水系。此外，永

州市内纵横交错着两条国道和十条省道，交通便捷。湘桂铁路横贯永州

市北部，成为连接西南各省和海南、粤西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因此，

永州是湖南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之一。 

2.永州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人才环境。湖南科技学院、永州职业技

术学院、湖南潇湘技师学院、永州广播电视大学、各县职业中专深入农

村基层开展校地合作，共同实施乡村本地人才培训、村级产业科技指导、

水果品牌营销、农特产品进学院食堂、直播营销永州特产等 5 大行动计

划，合力锻造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电商人才队伍。 

3.永州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数据统计。根据永州市统计局公布的

2021 年全市电子商务交易情况显示，全市范围内企业电子商务交易开

展良好。被调查的 2622 家企业，有 305 家企业开展了电子商务交易，

占比 11.6%，比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其中销售企业 182 家，占比 6.9%，

比上年提高 1.6 个百分点，采购企业 216 家，占比 8.2%，比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拥有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企业 27 家，占比 1%，比上年

提高 0.1 个百分点，有境外电子商务交易的企业 15 家，占比 4.9%，比

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 

四、永州市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1.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尽管永州市范围内除了一些偏远

的农村，宽带网络设施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强。

具体表现在宽带覆盖率不高、农产品信息化水平低以及农村物流体系不

健全。 

2.农村农业产品营销存在的问题。由于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相对较

低，他们对于新兴事物的认知速度较慢，接受程度也较低。同时，他们

对农产品缺乏品牌意识，这导致农产品失去了品牌价值和附加值，缺乏

在同行业中的辨识度和竞争优势。受到信息流通、交通建设和硬件设备

等因素的限制，永州市农村农产品的销售面临困难，品牌化程度较低，

并且物流和存储技术相对落后。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给农产品的市场推

广和发展带来了挑战。 

3.农村电商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正处于初级

阶段，需要各方面人才的共同努力，包括经济管理、互联网应用、计算

机操作和农业技术研究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农村电商人才需要具备种植

和经营知识，并对电商有足够的了解，同时还需要充分掌握信息技术知

识。这种综合性的人才需求意味着培养农村电商人才需要跨学科的融合

和多元化的能力培养。目前，湖南科技学院、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潇湘技师学院、永州广播电视大学、各县职业中专在农村电商人才培养

方面存在人才培养力度不够、各学校缺少相应课程、缺少专业针对性人

才等问题。 

4.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存在的问题。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农业信息建

设的力度，但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信息运营的发展进展缓慢。

农产品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导致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受

到阻碍。此外，农村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电子

商务平台的不完善，缺乏完善的功能和用户体验；网络支付缺乏规范性

与安全性，存在支付安全风险；农村电子商务缺乏相应的法律体系来规

范和保护农村电商平台的运营和交易活动。 

五、永州市农村电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 
1.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改善交通网络，加强农村道路和桥

梁建设，提高农村地区的交通便利性。二是完善通信网络，加强农村通

信设施的建设，提供稳定和高速的通信网络。三是发展现代化农业设施，

鼓励农民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和设施，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支持农民建设

温室大棚、冷库和农机装备，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和储存能力 

2.实施品牌战略,打造永州特色产品的网货。永州市农业物种丰富，

有江永香芋、瑶山雪梨、九疑山兔、零陵板鸭、江永香柚、祁阳草席、

江永香姜、道县脐橙、江华苦茶、山苍子油、永州血鸭、祁阳曲米鱼、

东安土鸡、宁远酿豆腐等，这些产品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口感。一是

建立品牌形象和故事，为每个特色产品建立独特的品牌形象和故事，突

出其地域特色、历史渊源和生产过程。二是建设网上销售平台，在淘宝、

京东、拼多多、抖音等平台创建专门的电商平台或与现有电商平台合作，

为永州特色产品提供在线销售的渠道。 

三是强化产品质量和包装，注重产品质量控制，确保产品的口感、

新鲜度和安全性。四是进行市场推广活动，通过市场推广活动，宣传和

推广永州特色产品的品牌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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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农业电子商务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一是政府应当加强对专

业人才的建设与吸引,增加人才培养和扶持政策,对于农村电子商务人才

制定针对性优惠政策,吸引电商人才向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二是高校应当

积极开设农村电商、农产品电商相关课程,鼓动学生学习相关专业知识,

带动学生进行产业科学研究;三是提高农民自身文化素质,加强人民对电

子商务的了解;四是加大宣传,增强农民电商意识。 

4.优化多重制度保障体系。为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政府要注重

相关法规和制度建设,从法律、平台等多维度推进电子支付体系的建设,

政府要设有农村电子商务专项资金,专款专用,要加大宣传力度把电子商

务理念深入农村居民尤其是农业生产者,要及时宣传电子商务相关法律

制度以及政策,同时要加大对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的监督力度,从根本上保

护消费者权益,加强消费者对农村电子商务的信任。 

六、未来展望 

目前，永州市的江永、祁阳、新田、江华、东安、宁远县均先后获

批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通过示范工程项目的实施，为永

州市农村电商工作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永州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前

景十分广阔。但现有的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还有待完善，应该加

大力度建设，使农民能够从中得到好处。只有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得到完

善，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才会有更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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