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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就业方式在农村地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且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选取南京市高淳
区淳溪镇为案例地，运用实地调查、问卷与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分析了农村电子商务的空间集聚、商品类型、物流组

织、产业基础等特征；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了居民从事电子商务的影响因素，发现农村居民年龄、学历、婚

姻状况、外出打工时间对从事电商有显著影响，而居民的性别、户口性质和家庭人口数量对从事电商的影响不显著。

最后，从小城镇层面和农户层面分析了淳溪镇农村电子商务的形成机制，发现小城镇层面依托县域传统产业、建设区

域营运中心、综合网络服务平台进行集中式网店集群，农户层面从事电子商务受正效应和负效应２个方面的影响。因
此，未来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应构建政策－组织－村镇－科技＋基础设施四位一体的组织模型，为我国信息化时代背
景下农村地区新型城镇化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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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正在逐渐改变和影响着传统农村的
产业结构及要素市场。农村电子商务是指涉及农村、农民和

农业的电子商务［１－２］。学者们探讨了信息技术对区域空间结

构、传统农业、物流配送的影响［３］，并认为信息技术、知识因

素、创新因素成为了影响空间结构的新因子［４］，时间成本的

缩减是重要的影响因素［５］，信息技术对农村地区产生影响的

程度和方向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３］。信息技术究竟是拉大

“数字鸿沟”还是导致区域差异的消失成为了新的议题。信

息技术改变了农村企业的地方市场，企业可以通过“电子市

场”扩大其经营范围，使得物理区位不再是影响生产的关键

要素［６］。也有学者总结了信息传递方法、技术应用环境、社

会网络、社会政策和体制机制几个方面对信息技术发展的

影响［７］。

农村电子商务作为新的农村发展动力，其本质在于信息

技术对农村地区产生的影响，从而对农村产业体系、产业布

局、基础设施及城镇化进程产生相应的影响［８－１２］。农村电子

商务对城镇化格局产生影响，包括延伸式、介入式、内生式３
种作用模式［１２］，信息技术对农村产业布局产生影响导致电子

商务集聚区的形成［１１－１３］，农村电子商务的自身模式归纳为寄

生模式、非对称模式、偏利模式、对称模式、一体化模式［１］，农

村电子商务产业集群的成长路径包括萌芽期、成长期、成熟

期、转型期［１０］，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电子商务，都具有节约时

间成本、增加选择权、无需移动的优点，此外还能满足消费者

的特殊需求［１４］。不同的学者对于电子商务的辐射范围及无

线扩展性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总体上认为电子商务对传统条

件下的商圈形态具有一定的影响，虚拟商圈的辐射范围较传

统商圈的辐射范围广，且表现出较强的层次性［１５］，网络店铺

区位取向的影响因素除了传统的传输网络、货源供给、市场集

聚因素外，技术劳动力因素、信任因素逐渐成为主流［１６］，对于

农业产业布局，有学者提出应针对农村农业信息化现状实行

“分区建设”路径［１７－２１］。

国外学者的研究相对较早，信息社会缩小了农村地区与

核心市场的距离，增强了农村地区的学习能力，然而远程办公

仍然集中于城市和城市郊区，农村地区的效果不明显，良好的

政策环境是农村地区信息化的核心［６］。随后有学者从农村

地区的居民、企业出发，研究了信息交流技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ＣＴ）的影响，结论是 ＩＣＴ技术不是
一剂快速良药，而是需要政策、环境、制度、人才各方面配合的

结果［２２，２５－２６］，也有学者对网上购物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

析［２７－２８］，从互联网对农村企业、本地市场及外部市场的定位

进行了研究［２１］，通过构建通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邮政服务

和电子银行服务４个维度的“农村 ＩＣＴ中心”带动农村地区
的发展，从可达性和连接性角度分析农村地区的交通贫

困［２９］，学者认为ＩＣＴ技术对遥远的老龄化村庄的社区重建有
着积极的作用［２４］。总体上，现有的研究集中在电子商务对农

村地区的产业布局、政策制定等方面，但较少从农村电子商务

的区位特征、影响因素、形成机制等角度对农村电子商务进行

研究，以南京市远郊的高淳区淳溪镇为例进行信息化推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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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地区发展的实证研究，研究问题包括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

区位特征有哪些，什么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因素，农村

电子商务的形成机制是怎样的，等等。伴随着信息化对农村

地区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对农村地区的发

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１　数据来源与样本统计

在互联网经济形态下，“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电子商
务的健康发展。２０１３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增速是国内
生产总值增速的３．８６倍，电子商务成为了国民经济重要的增
长点［１８］。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我国农村网民数量已占２７．５％，规
模达１．７８亿［１９］，该数据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２０１５年，农产
品销售额达到６９５．５０亿元，农产品电商总量位居前３的分别
是广东、浙江、江苏，天津、山西、甘肃增幅位居前３［２］，商务部
和财政部联合启动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在全

国８个省５６个县开展了电子商务应用示范项目。商务部建
设开通了全国农产品商务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累计促成农副

产品销售２３００多万ｔ、交易额达８７０多亿元［３０－３２］。

本研究组于２０１５年４—６月开展了信息化背景下农村电
子商务发展的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包括个人基本信息、电子商

务从业特征及从业满意度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根据南京农村

地区的分布情况，问卷的发放主要考虑农村电子商务具有依

托农村特色产业的特点，选择不同类型的农村产业周边进行

随机调查，采用了纸质问卷和网上问卷２种方式。本次问卷
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５２份，有效问卷１３１份，有效率８６．２％。

选取了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为调研区域（图１），淳溪镇
为高淳区政府驻地镇，面积８２．６ｋｍ２，人口１１．５万人，２０１４
年高淳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４７５．６１亿元，３次产业结构为
６∶５１．８∶４０．６［３１］，形成了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节能环保
产业为主的两大产业集群，也是著名的“国际慢城”。高淳区

于２０１５年被列为江苏省首批电子商务示范县之一，具体地点
为高淳老街、水产市场、天河市场（图２）。为了与淳溪镇进行
比较，还选取南京市浦口区龙华美食街、桥林、澳林广场、天润

城，以及市中心的莱迪、淘淘巷区作为调研区域（图３），调查
对象以从事电子商务的居民为主（表１）。

２　淳溪镇区域特征

２．１　空间集聚特征
淳溪镇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在有“金陵第一古街”之称的

高淳老街。目前在老街百余家店铺中有２０多家个体店面从
事电子商务业务，其产品类型多是具有高淳特色的农副产品

和羽毛扇、布鞋等手工艺品。老街上的高淳馆集结了高淳

３００多家电子商务商家及供货商，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其管
理网上店铺。

淳溪镇农村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区临近水产市场和农贸市

场，主要依托高淳特产固城湖河蟹、鱼虾、酱菜、掌中宝等进行

销售（图３）。
２．２　产业特征

淳溪镇紧邻固城湖，形成了特色养殖产业链，因此，该镇

的农村电子商务产业特征形成了以农作物、特色养殖和农副

产品为主的产业特征。其中，从事作物类销售的店铺占４６％，
从事河蟹类销售的店铺占２９％，从事农副产品销售的店铺占
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镇依托特色产业并在其基础
上拓展销售模式，从而形成信息化对农村地区的带动作用

（图４）。
２．３　物流特征

淳溪镇高淳老街附近物流点数量较多，分布均衡，形成

１５ｍｉｎ的物流服务半径，高淳馆形成了系统的物流环节，统一
包装发货，物流设施相对完善。从淳溪镇附近的大型物流集散

中心和小型物流自提点可以看出，南京市远郊区的镇级电子商

务依托１５ｍｉｎ物流圈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集聚效应（图５）。

３　淳溪镇农村电子商务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

３．１　研究假设与模型方法
农村居民从事电商与实际需求、个体特征密不可分。从

事农村电商的实际需求可能来自单纯的兴趣，也有可能出于

照顾家庭。在产生实际需求基础上，谁能够成为电商则受个

体特征（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经历等）的影响。不

同农村居民存在的个体差异、家庭差异、所在村落的资源禀赋

等都会影响农村居民从事电商的选择。根据已有的农村居民

从事电子商务的个人社会属性因素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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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统计

项目 样本属性 样本量
比例

（％） 项目 样本属性 样本量
比例

（％）

性别 男 ６６ ５０．３８ 家庭人口数 １人 １ ０．７６
女 ６５ ４９．６２ ２人 ９ ６．８７

年龄 １９岁及下 ２ １．５３ ３人 ４４ ３３．５９
２０～２９岁 ５９ ４５．０４ ４人 ２８ ２１．３７
３０～３９岁 ３５ ２６．７２ ５人 ２２ １６．７９
４０～４９岁 ２６ １９．８５ ６人 １５ １１．４５
５０岁以上 ９ ６．８７ ７人 ８ ６．１１

文化水平 小学及以下 ８ ６．１１ ８人及以上 ４ ３．０５
初中 ３５ ２６．７２ 抚养子女数 ０人 ４４ ３３．５９
高中 ３８ ２９．０１ １人 ６０ ４５．８０
专科 ２５ １９．０８ ２人 ２２ １６．７９
本科 ２３ １７．５６ ３人 ３ ２．２９
硕士及以上 ２ １．５３ ４人 ２ １．５３

婚姻 已婚 ４４ ３３．５９ 赡养老人数 ０人 ２４ １８．３２
未婚 ８７ ６６．４１ １人 １８ １３．７４

户籍 城市户口 ７２ ５４．９６ ２人 ４８ ３６．６４
农村户口 ５９ ４５．０４ ３人 １７ １２．９８

外出务工时间 无 ４６ ３５．１１ ４人及以上 ２４ １８．３２
＜０．５年 １２ ９．１６ 年收入 １万元以下 ４ ３．０８
０．５～＜１年 ８ ６．１１ １万～＜２万元 １３ １０．００
１～＜２年 ２０ １５．２７ ２万～＜３万元 １５ １１．５４
２～＜３年 １３ ９．９２ ３万～＜５万元 ３３ ２５．３８
３～＜５年 １３ ９．９２ ５万～＜１０万元 ３０ ２３．０８
５年及以上 １９ １４．５０ １０万元及以上 ３５ ２６．９２

是否从事电商 是 ９０ ６８．７０
否 ４１ ３１．３０

—７４３—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４６卷第８期



　　（１）农村居民从事电子商务行为与年龄相关。电子商务
作为一项新兴事物，由于年轻人接受和学习能力相对更强，因

此认为年龄影响着农村居民从事电子商务的行为。

（２）农村居民从事电子商务行为与文化水平相关。电子
商务是基于电子平台的商务形式，对文化和技术方面有一定

的要求，因此，通过引入文化水平的指标，来考察对农村居民

从事电子商务是否产生影响。

（３）农村居民从事电子商务行为与外出打工时间有关。
外出打工时间影响农村居民的阅历，对就业方式和地点的选

择产生一定的变化。假设农村居民是否从事电子商务与居民

外出打工时间有着密切联系，考察农村居民外出打工时间对

从事农村电商是否产生影响。

（４）农村居民从事电子商务行为与家庭人口数量、抚养
子女数量、赡养老人数量相关。电商商务对工作时间和地点

的限制较小，对家庭生活的影响相对较小，为了方便照顾家

庭，更容易从事电商［７－８］。

基于以上假设，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居民从事电

商的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主要用于２个或２个以上
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来解释因变量的变化，多个自变量与

因变量之间是线性关系。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ｙ＝ｂ０＋ｂ１ｘ１＋ｂ２ｘ２＋…＋ｂｘｋｘ＋ｅ。
式中：ｂ０为常数项；ｂ１、ｂ２…ｂｋ为回归系数；ｅ为误差项。

本研究中分别以农村居民是否从事电子商务作为因变量

ｙ，以农村居民年龄、性别、文化水平、婚姻状况、户口性质、外
出打工时间、家庭人口数量、抚养子女数量、赡养老人数量等

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ｘ，来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３．２　影响因素

在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０中，采用强制进入（Ｅｎｔｅｒ）方法，分
别对南京市农村居民是否从事电子商务与影响因素进行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表２）。

表２　农村居民从事电子商务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

自变量
是否从事电子商务

回归系数 Ｐ值 ｔ
常数 １．１０５ ０．０００ ４．８２８
性别（男性为参照） －０．０７３ ０．４５３ －０．７５５
年龄（２０～２９岁为参照）
　１９岁及以下 －０．０８３ ０．８５０ －０．１９０
　３０～３９岁 ０．３７１ ０．０１０ ２．６５７
　４０～４９岁 ０．３０３ ０．０６０ １．９１３
　５０岁以上 ０．７８１ ０．００１ ３．５２４
学历（高中为参照）

　小学及以下 ０．１１５ ０．５５４ ０．５９５
　初中 －０．１１２ ０．３８６ －０．８７２
　专科 －０．３８１ ０．０２２ －２．３３６
　本科 －０．１９５ ０．２０５ －１．２７８
　硕士及以上 －０．４６４ ０．１３５ －１．５１４
婚姻状况（未婚为参照） －０．２４６ ０．０９３ －１．７０５
户口性质（农村户口为参照） ０．３０５ ０．００６ ２．８５３
外出打工时间（五年及以上为参照）

　无外出务工经历 ０．５０３ ０．００２ ３．２５９
　＜０．５年 ０．２１０ ０．２７１ １．１０９
　０．５～＜１年 ０．２５５ ０．１９５ １．３０９
　１～＜２年 ０．５９０ ０．００１ ３．４００
　２～＜３年 ０．５０７ ０．００７ ２．７８９
　３～＜５年 ０．６１６ ０．００２ ３．１５８
家庭人口数 －０．０２４ ０．４６１ －０．７４１
抚养子女 －０．１８０ ０．００７ －２．７５４
赡养老人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９ ２．３９１
样本数量 １５２
Ｒ２ ０．５２５

３．２．１　农村居民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外出打工时间对从事
电商有显著影响　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年龄对从事电商有
显著影响。年龄变量中，以２０～２９岁为参照，１９岁以下的回
归系数为负值，且显著性水平 ＞０．１，根据 Ｐ值和 Ｐ值检验
法，可以认为年龄变量在显著性水平为０．１的情况下，２０～２９
岁和１９岁以下是显著的，表明２０～２９岁和１９岁以下的年轻
人从事电商的比例较高。农村电子商务是个新事物，能否从

事受到是否会上网、是否懂得电子商务基本流程等限制，然而

青年人对新兴事物较为热衷，能够较快地理解并领悟农村电

子商务的要义，年轻人由此成为了农村电子商务推进的主

力军。

教育水平是农村居民能否从事电商的重要准入门槛。从

影响农村居民从事电子商务的多元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出学历

变量对是否从事电商有显著影响。学历变量中，以高中为参

照组，专科毕业的居民显著性水平＜０．１，根据Ｐ值和Ｐ值检
验法，可以认为学历变量在显著性水平为０．１的情况下，专科
的Ｐ值为０．０２２，小于０．１为显著。表明，专科学历从事电商
的概率最高，其他组从事电商的概率都不如专科学历的高。

对于不显著的小学、高中、本科、硕士及以上的人群而言，他们

从事电商的概率跟初中生相比并没有显著区别。

外出打工时间对从事电子商务影响显著，以５年及以上
为参照组，外出打工＜０．５年和０．５～＜１年的农村居民显著
性水平＞０．１，根据Ｐ值和Ｐ值检验法，可以认为外出打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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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变量在显著性水平为０．１的情况下，有外出打工经历且外
出打工２～＜３年和３～＜５年对于从事电商是显著的。外出
打工＜０．５年和０．５～＜１年的农村居民看到电子商务并不
需要大资本投入，如果一旦电子商务做不下去，还可以继续外

出打工。相对应的，外出打工２～＜３年和３～＜５年的农村
居民有较多的经验和资本积累，更有可能是正经回乡创业。

总体上，长期务工经历对从事电商具有正向影响。

３．２．２　抚养子女数量和赡养老人数量对农村居民从事电商
影响显著　需要抚养的子女和老人数量越多，家庭负担越重，
电商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灵活，从事电商能够便于他们照顾

家庭。随着国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支持，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了农村创业。电子商务是其中比较典型的创业类型，能够

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３．２．３　居民的性别、婚姻状况、户口性质和家庭人口数量对
从事电商的影响不显著　性别变量（男性为参照）、婚姻状况
（未婚为参照）、户口性质变量（农村户口为参照）、家庭人口

数量等显著性水平均＞０．１，根据Ｐ值和Ｐ值检验法，可以认
为这３个变量在显著性水平为０．１的情况下，对于从事电商
不显著［１８］，说明这些要素对是否从事电商的影响较小。

３．３　形成机制
农村网络的全覆盖及农村物流业的加速发展，有效地促

进了农村网络消费者向农村电商转化的进程，全社会近年来

对农村电商的关注及扶持以及农村电商的低成本、低门槛促

进了农村居民从事电子商务的可能。

首先，从事电子商务的先决条件是具有网络基础设施及

便捷的物流条件，其次是从事电子商务所必需的上网技能、多

次的网购经验及亲朋好友的相互影响。此外，由于电子商务

开店成本低，时间灵活使得开店可能性增加。农村电子商务

能够发生和发展基于２个方面：一方面是将农产品卖给城里
人，因为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对绿色、无公害、有机食品的需求

日益旺盛；另一方面，农村和城市的价格差异、产品差异使得

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有购买城市产品的需求，如电冰箱、彩

电、家用电器等。

相当多的农村网商依托县域特色产业如草莓、豆干、河蟹

等直接通过网络平台与消费者链接，这些农村网商大多具有

相当的文化水平及外出务工经验，了解城市市场能够精准定

位、细化分工，从而弥补农村电子商务的空白点。然而，仍然

有相当多的农村居民并不具备直接成为农村网商的条件，于

是他们仍旧将自己的产品提供给供货商或者分销商，他们仍

旧是传统农产品产业链的一环。这些供货商或者分销商将这

些特色农产品通过专业的网店设计人士、网店包装人员及专

业的网络平台打包出去，因此在这个环节实际上供货商及分

销商成为了促使农产品转化为网络产品的催化剂（图６）。
南京市高淳区则通过建设镇级实体服务店———高淳馆的

模式将“金陵第一古街”高淳老街的所有电子商务服务需求

集中起来，并在高淳馆周边设置物流站点，极大程度地满足了

网络良好、物流便捷这２个条件，不论是由农户自发形成的网
商还是由供货商、分销商找专业人士形成的网商都最终转化

入驻高淳馆，并形成“高淳馆”该农村电子商务品牌。

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主要分析了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南京市农村

电子商务的区域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证实了南京市农

村电子商务的空间集聚特征、商品类型特征、物流特征及产业

特征。通过实地走访，证实了农村电子商务发生的地点具有

城镇依托性，南京高淳农村电子商务并非在村一级，而是依托

镇的历史文化名街进行，这种镇级模式是南京高淳农村电子

商务的典型特征。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村电子商务的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结果表明，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农村居民的年龄、学历、

婚姻状况、外出打工时间、抚养子女数量和赡养老人数量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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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电商有显著影响；居民性别、户口性质和家庭人口数量对从

事电商的影响不显著。影响因素的显著性也具有一定的普适

意义。

从农村居民和小城镇２个层面分别对农村电子商务发生
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居民层面从事电子商

务受正效应和负效应２个方面的影响，小城镇层面主要依托
县域传统产业、建设区域营运中心、综合网络服务平台进行的

集中式网店集群。

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

但关注点仍集中于较为成型的农村电子商务点，伴随着农村

信息化的推进及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会有相当一部分的农

村正在或者即将通过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模式发展，研究发展

初期的农村电子商务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有助于识别基于

农户实际需求的农村电子商务引导模式，并指出农村电商的

发展模式应给予政策、组织、村镇和科技及基础设施方面的支

持，为改善农村电子商务的政策 －组织 －村镇 －科技 －基础
设施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和现实的需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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