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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电商发展可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县乡

经济发展，提高县乡居民生产、生活水平。县

域电商所依托的数字技术也能为当地智慧化、科技化等

建设提供支持，加快提升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进城乡

共享数字化发展成果。县域电商、数字经济和数字乡村

是相辅相成的，电子商务不断加速赋能县乡产业数字化

转型。数字经济与县域实体经济的融合已经成为各县域

的产业规划重要方向，加快培育县域电商发展是实现县

域数字富民、乡村振兴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国家层面县域电商支持政策不断出台，致力于“推

动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 实 施 ‘ 数 商 兴 农 ’ 工 程 ” ，

“城乡生产和消费连接更加紧密，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

进城渠道更加畅通，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持续提升”。

2 0 2 3 年 1 月 2 日 ，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提 出 深 入 实 施 “ 数 商 兴

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鼓励发展农

产品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模式，建设农副产品直播电

商基地。2023年7月，商务部等9部门办公厅（室）印发

《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提出要大

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培育“土特产”电商品牌，鼓励

农村电商创业就业，带动县乡经济发展。

陕西省县域电商发展现状

2020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期间指

出，电商作为新兴业态既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助群众

脱贫致富，又可以推动乡村振兴，是大有可为的。为了

了解陕西省县域电商发展情况，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对

陕西省绥德县、米脂县、武功县、汉阴县及陕西省商务

厅电子商务处和中国邮政陕西邮政分公司电子商务局进

行走访，致力于从县乡基层电商发展入手，梳理总结在

陕西乡村振兴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县域电商模式发展现

状及实践经验。

（一）总体概况

2022年，陕西省农村网络零售额为462.72亿元，同

比增长8.08%，其中咸阳、西安和渭南为前三名。但农

产品网上零售额相较于2017-2020年期间，[1]增速有了明

显的减缓。一是电商发展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截至2020

年底，陕西省共建成73个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7890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2]2021年，陕西新增2个国家级电

子商务示范基地，共计5家，[3]新增11个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4]二是跨境电商迅猛发展。陕西借助“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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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电商发展与乡村振兴、地方经济和数字化直接相关。陕西省县域电商发展潜力

巨大，但调研发现基层电商存在物流发展不充分、人才缺乏、金融支持有限、品牌化不

够及产品结构单一等方面问题。推动陕西省县域电商健康发展，要整合物流资源，建设

电商物流生态圈；搭建人才共享平台；加强县域电商发展的金融支持；加强品牌建设，

推进农产品的品牌整合；丰富电商产品结构，培育县域富民特色产业；制定《陕西省数

字经济促进条例》提升县域数字竞争力。

薛家峁镇电商服务站点在“能人带动”之下有效推广当地特色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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