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大数据与决策研究  
2024 年第 40 期（总第 260 期） 

 

 

 

 

我区推动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对策建议 

 

农村电商物流发展事关物流转型升级任务的实现，是推

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以大数据、人

工智能、云计算和 5G 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成为农村电商物

流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广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面临着

农村电商物流基础设施滞后、电商配套物流体系不完善、农

村电商物流人才短缺、农产品电商品牌建设不足有限等挑

战。建议从夯实基础设施、完善物流体系、培育电商物流人

才、强化品牌建设四个方面推进农村电商物流建设。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4年 9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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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农村电商物流稳步发展 

（一）农村物流体系建设逐步完善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扎实推进。2023 年底广西已建设

县级物流配送中心 85 个，完成率 76.58%；建设村级寄递物

流综合服务站 11512 个，完成率 82.38%；七成以上的自然村

实现“村村通快递”，八成以上的行政村实现“快递天天送”

1。得益于农村寄递物流体系的建设完善，2023 年全区寄递

农特产品包裹近 3 亿件，带动产值超 210 亿元。其中，直接

从农村地区寄出的快件 9031 万件，同比增长 25.16%2，“快

递+电商”“快递+直播”等农村创业新模式快速发展。农村

冷链物流体系加快布局。截至 2023 年 6 月，全区已建县级

冷链物流集配中心 50 个，完成投资 41.71 亿元；建设农产品

产地保鲜仓（地头冷库）2172 个，超出计划数 149 个，库容

量 117.7 万立方米3。玉林、防城港市成功列入国家骨干冷链

物流基地建设名单。 

（二）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活力不断涌现 

广西已建成全区面积最大、功能最全、品种最多的广西

名特优农产品展销中心和电商运营中心。截至 2023 年 6 月，

全区孵化电商企业 557 个，电商产品品牌 1240 个，农产品

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29.7%，高于全国增速。全区农村网络

零售额达到 48.79 亿元，电商产业园区交易额 12.35 亿元4。

                                                        
1 来源：广西邮政管理局，《打通农村流通“大动脉”与“微循环”——广西农村物流体系建设取得新成效》 
2 来源：广西财政厅，《自治区财政厅大力支持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 
3 来源：广西日报，《广西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 
4 来源：广西供销社，《广西区社：着力改造提升县乡村三级县域流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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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9 月，广西 66 个县获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累计建成电商物流服务站点约 5000 个，培育农

产品网销单品超 6000 个5，建成覆盖县、乡、村三级的物流

配送体系和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 

（三）电商与特色农产品融合发展成效初显 

广西通过区域公共品牌授权、举办重要农产品采摘发布

会、产地直播，促成近百个农产品生产基地与电商平台合作

建立直采基地模式，交易产品品种有 30 余种，交易金额上

亿元。如北流市通过探索“电商+特色产业”模式，繁荣电

商服务生态，全市现有 6800 家网点、495 家电商企业。柳州

融安县与阿里巴巴、百果园等平台深度合作，搭建电商物流

网络，建成全国领先的金桔标准化云仓，实现金桔从分拣到

包装的标准化、自动化。借力电商平台 2023 年广西有 14 个

区域品牌入选中国品牌价值区域品牌（地理标志）百强名单

农业品牌总价值达 950.07 亿元，横县茉莉花茶、百色芒果的

品牌价值均在 100 亿元以上6。 

二、广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面临的四个关键问题 

（一）农村电商物流基础设施滞后 

农村地区公路等传统基础设施薄弱。农村地区物流运输

和配送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公路进行，但农村大部分地区公路

建设时间长、建设完成后难以进行维护管理，公路经常出现

“破、烂、坏”的情况，导致物流效率时效性低，进一步加

                                                        
5 来源：广西商务厅，《广西农产品电商发展报告》 
6 来源：广西商务厅，《广西农产品电商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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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腐烂和损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难度

大、成本高。如 4G 信号盲点较多，5G 基站、光纤宽带和物

联网设施等新基建应用范围小且难以布局。据《2023 年广西

互联网发展报告》统计，广西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城乡差异为

33.25%，农村数字基础设施落后于城镇区域，影响数字技术

的应用，导致智能设施设备应用、电商平台入驻和物流企业

服务等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二）电商配套物流体系不完善 

一是物流中的“最后一公里”环节存在问题。部分乡镇

交通设施不完善，无法建立多种运输形式联动的交通网路，

导致电商产品的运输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增加。二是物流装

备的标准化程度较低。广西边境地区主要销售农副产品，需

要高度科学化、智能化和机械化的冷链运输设备，然而当地

冷链建设能力有限，导致货损率增加，利润降低。三是物流

公司数量众多、规模较小而分散。在广西边境农村地区，物

流行业整体缺乏协同性，物流信息的共享和开发程度不高，

存在明显的信息孤岛现象。 

（三）农村电商物流人才短缺 

当前我区农村电商物流人才发展仍存在待遇偏低、优质

岗位供给偏少等问题。《2024 年第一季度广西人才网人才供

求分析报告》显示，我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需求人才

数比上年同期增加 2163 人，同比增长 125.10%，需求量增长

较多。《2024 年第二季度广西人才网薪酬报告》《2024 年第

二季度中国企业招聘薪酬报告》显示，我区物流/仓储平均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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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为 5190 元，电子商务为 5236 元，而全国物流/仓储平均薪

资为 8988 元，电子商务为 10807 元，我区在物流与电商招

聘薪资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缺乏吸引力与优势。对人才的

需求增多与低竞争力薪资存在矛盾，造成农村物流电商人才

“引进难”“留住难”。此外，校企协同力度不高，高校在培

养相关电商人才时与边境农村电商的实际需求衔接不足，无

法满足边境农村电商发展所需的复合型人才，导致农村电商

人才出现“培养难”。 

（四）农产品电商品牌建设不足 

在农村地区，许多经营者对于农产品电商品牌建设的重

要性认识不足，根据《2023 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声誉评价报告》，共有 4471 个中国地标品牌获评，广西仅

入选 72 个，与山东（648）、福建（370）、湖北（352）、四

川（344）等省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广西仅有加工食品类

的柳州螺蛳粉与桂林米粉进入前 100 名，果品、蔬菜、粮油

等传统农产品均未进入。村级电商服务点的经营者难以建立

起稳定的客户群体和品牌认知度，限制了其发展和运营效

果。目前广西仅有 22 家淘宝村，与浙江（2426）、广东（1466）、

山东（866）7等东部沿海省份相比，广西对农产品电商建设

重视程度不足，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持和引导措施；个体和企

业品牌化意识薄弱，关注传统的农业生产和销售，而忽视了

品牌形象和市场定位问题。 

                                                        
7 来源：阿里研究院，《2014—2022 年度淘宝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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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动我区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夯实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新型基础设施

布局 

一是加大对农村道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财政投

入，稳步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加快完成“四建一通”

工程。完善物流园区、仓库、车辆、设备等物流基础设施建

设，为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提供保障。二是持续扩大光纤网

络、5G 网络、农村移动物联网在农村地区规模化部署与覆盖，

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快速、稳定的网络，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

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应用和数字化改造。支持数字技术在农村

物流配送环节的应用，对农村区域进行网格化细分，在农产

品库存清点等工作中引入数字化操控，从而形成农村物流的

精细化管理。 

（二）完善物流配套体系，改善电商发展环境 

一是规划覆盖县镇村三级的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发展

“电商+产地仓+快递物流”仓配模式，发展智慧物流，集成

电商销售、产品冷藏、数据共享服务、物流中转配送等功能，

积极推动农村电商经营商户与物流企业之间的深化合作，实

现互利共赢。二是引导当地农村物流企业紧密合作，打破信

息壁垒，改善冷链等硬件设施和设备，确保易变质、易损坏

的农产品顺利运送。 

（三）引进电商物流专业人才，培育数字“新农人” 

一是加强普及农村居民数字知识，提高数字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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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目标开展农村物流、农村电商业务培

训，培育一批数字“新农人”。二是提高对农村电商物流专

业人才引进的重视程度，鼓励专业院校开展物流管理、运营

和技术等方面的培训课程和教育项目。构建和完善农村电商

物流人才引进机制，制定相关人才引进政策，持续吸引人才

回流。三是充分发挥农业农村、工业和信息化、商务、供销

等系统职业院校和行业协会优势，与物流企业建立战略合作

关系，定向培养农村电商物流规划、运营、管理等方面复合

型人才。 

（四）打造“直播带货”新兴渠道，利用数字技术培育

品牌 

一是整合优质农产品，实现特色优质农产品品牌化。引

导农民规模化种植优质农产品，挖掘产品特色卖点。开展“桂

字号”农产品招商推介，加大广西粮油、茶叶、水果等地理

标志农产品品牌推介和品牌打造力度。二是利用“网红经济”

及“粉丝效应”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培育一批“拿得了锄

头、玩得了直播”的农民“网红”，打造网络 IP 形成话题内

容，利用粉丝效应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三是利用数字技术

如物联网和大数据等实现对农产品种植、生产、销售等全过

程的精准管理和监控，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和农业品牌的价值。 

 

（执笔人：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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