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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是电商行业转型升级的一年，电商在拉动经济与防

疫保供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传统电商平台更加注重高质量

增长，新业态与新模式创新激发消费潜力，电商生活服务呈快速发

展态势。这一年邮政农村电商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农产品基地建

设到助农产销对接，从产业链构建到保供保畅支撑，从专属电商节

打造到电商生态圈培育，邮政在农村电商的主渠道作用日益彰显。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暂处价值洼地的农村电商，未来必将呈现

具有巨大发展空间，新业态不断激发新潜力，“数商兴农”带来新气

象，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强能力等趋势。邮政农村电商未来可期。

——电商行业趋势研究对邮政的启示
□周国雯 王维

着眼 2023 年，电商行业整体发展主要呈现新发展格局

支撑巨大发展空间、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激发新潜力、“数商

兴农”推动农村电商“三化”发展及农村电商基础建设迎来

新高潮等趋势和特点。

（一）新发展格局支撑农村电商巨大发展空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

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

（2022—2035 年）》提出，积极推动农村现代化，健全农产品

流通网络，加强农村商贸体系建设，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

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高质

量发展现代农产品加工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农村电商

背靠国家重要战略基础，被赋予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具有

巨大的发展空间。2023 年国家对电商领域的重点政策支

撑有望先行围绕工业品下行、农产品上行的物流、仓储及渠

道建设展开。

（二）直播带货等新业态趋于规范化发展

随着扩大内需战略的深入贯彻、网络基建的不断普及，

直播带货等创新业态有望持续蓬勃发展。据预测，2023 年

我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4.92万亿元。各大电商平

台对直播带货模式给予有力扶持，直播电商将迎来数轮激

烈竞争。在巨大的流量背后，直播带货模式也存在诸多问

题，行业繁荣之下也是乱象丛生。譬如直播存在言行失范、

虚假营销、偷税漏税等违规违法行为，尤其是农产品直播带

货亟须规范化引导发展、标准化培训支持。国家出台多个

文件都明确提出，要促进农副产品直播带货规范健康发

展。直播电商只有健康有序规范发展，积极规避风险，才能

发挥出“互联网+农业”的有效作用。随着《直播电子商务

平台管理与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等相关政策的出台，将

引导直播电商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电商新模式、新业

态的快速崛起，也将为推动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增添新动能。

（三）“数商兴农”推动农村电商发展呈现“三化”趋势

“数商兴农”指明了农村电商发展的新方向，成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社区团购、直播电商等新业态、

新模式的兴起，有助于加快推动农村电商朝着本地化、规模

化、品质化的方向发展，助力乡村消费升级。一是本地化。

社区团购、直播电商等将更新农村电商的模式和业态，带动

农村电商在本地的发展。社区团购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可

以将本地农产品进行本地销售，既节约成本又提高效率。

直播方式的普及让当地新农人足不出村就能销售本地农产

品。二是规模化。随着农村电商的深入发展，形成了全国

地理标志农产品、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等多个农品

品牌，由此也带动了这些标志性农产品迈向规模化甚至产

业化发展，形成较大的品牌效应和市场传播力。农产品的

规模化发展势必推动农村电商在规模化、产业化的道路上

不断升级与创新。三是品质化。国家大力支持发展现代农

产品加工业，各电商平台也在积极探索商品定制化销售，以

满足消费者需求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化的特点。商业化

和品牌化将促进电商平台加强品控管理，不断完善品控体

系。可以预见，农村电商在未来也将进入品质消费时代。

（四）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迎来新高潮

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物流配送、农产品分

拣加工、仓储包装以及销售等配套延伸环节。建设产地仓

能够实现电商企业的统一备货与供货。随着数字化和自动

化技术的不断升级，产地仓对于完善农村电商供应链将起

到积极作用。此外，冷链设施建设对于农产品产地预冷、储

存与加工也具有重要作用。商务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加

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消费的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基本实现县县有连锁商超和物流配

送中心、乡镇有商贸中心、村村通快递，年均新增农村网商

（店）100 万家，培育 30 个国家级农产品产地专业市场。《扩

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也提到，加快建设

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完善农村电商配套服

务。在《“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出炉后，从中央

到地方均在抢抓窗口时间，积极密集部署落实扩大内需战

略的相关要求，农村电商基础设施细项配套政策与资金支

持有望于 2023 年陆续出台，为农村电商蓬勃发展注入强大

的动力并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2023年电商行业
发展趋势展望

一要继续打造农村电商生态，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持续深耕农村市场，打造具有邮政特色的农村

电商发展生态，将电商与邮政的金融、保险、寄递等

板块进行协同，推进邮政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充

分发挥渠道价值，坚持业务叠加，打造获客与引流场

景，增强客户对邮政品牌的黏性，促进邮政业务的协

同发展。

二要积极融入新业态、新模式，提升邮政品牌影

响力。邮政要借助新业态、新模式，结合邮政现有农

产品基地、仓储物流等资源禀赋，发展农村电商。持

续发展社区团购，强化供应链赋能，为消费者提供优

质农产品。积极运用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强

化邮政农村电商活动策划与市场推广，快速提升邮

政电商品牌的影响力。

三要提升邮政电商运营能力，改善客户消费体

验。对标头部电商平台，优化邮政电商平台现有功

能，提升消费者、邮乐购店主等不同类型客户的消费

和使用体验，做大平台流量，促进流量转化和提升。

洞察邮乐购站点以及消费者的需求，针对其消费偏

好，丰富商品品类。借鉴京东、汇通达等电商平台经

验，积极探索商品定制化销售，既能提升商品品质，

又能提升商品毛利率。

四要加强三级物流体系建设，筑牢农村电商根

基。加快建设农村电商基础设施是推动农村电商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农村电商快速发展，产地

仓、冷链等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增加。邮政要加快农产

品基地建设及分级管理，强化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

设，超前做好扩容提质的发展规划，不断强化供应链

能力建设，提高农村物流的仓配效率和运营能力。

电商趋势研究
对邮政的启示（一）电商在拉动经济与防疫保供中发挥出重

要作用

一 是 电 商 成 为 拉 动 消 费 的 强 劲 动 力 。 2022

年，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0.2%的情况

下，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到 11.96万亿元，同比增

长 6.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7.2%。2022

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 5313.8 亿元，同比增

长 9.2%，增速比上年同期提升 6.4 个百分点。二是

电商成为防疫保供的重要力量。在 2022 年的防疫

保供中，电商企业充分发挥“全天候、零距离、无接

触”优势，提供米面粮油、蔬菜水果等基本生活物资

供应。京东、美团等电商平台发力保供，积极部署

增加抗原、药物等居民急需物资；拼多多快速捕捉

消费者需求保供上海，提供 48 小时保供套餐；“美

团买菜”从上游供应商处锁定产品供给，增加直接

采购量，为保障老百姓的生活和抗击疫情提供了有

力支撑。

（二）电商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

电商与农业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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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各大电商平台发力农产品供应链，加快了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实现产销紧密衔接，助力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拼多多坚持农产品“零佣金”

以及“拼购+产地直发”的模式，并设立“百亿农研”

专项，探索参与农产品标准制定，助力农业农村现

代化。京东推出“农特产购物节”，上线 30 万款高

质量农产品，覆盖全国 2336 个农特产品产地及产

业带，大力入局农业和农产品电商。阿里数字农业

以培养乡村新农人、服务乡村产业为使命，开展乡

村振兴新农人短视频直播大赛，携手各地推出年货

大礼包，以多种形式助力优质农产品上行、促进农

民创富增收。

（三）传统电商平台更加注重高质量增长

面对不确定的大环境，降本增效成为阿里、京

东发展的主旋律。阿里强调电商行业已从流量时

代转换为“留量”时代，通过做减法来加深淘宝、天

猫的“护城河”，砍掉部分投入产出比不清晰的项

目，如天猫正当红、天猫活力营、天猫精彩盒等，保

留“6·18”“双 11”等大促活动。2022 年三季度，阿

里的市场营销费用缩减到 223.5 亿元，同比下滑

22.5%。京东主动收缩，不再补贴“京喜达”“京喜

通”和“京喜”APP，转而聚焦利润率更高、更具优势

的 即 时 零 售 赛 道 。 2022 年 前 三 季 度 京 东 营 收

7508.4 亿元，同比增长 11.1%，保持稳健的增长趋

势。随着电商和“多多买菜”业务趋于成熟，拼多多

不断优化盈利结构，拓展跨境电商。2022 年 9 月，

拼多多上线跨境电商平台 Temu，持续投入科技研

发，帮助农村实体发展。2022 年前三季度拼多多

营收同比增速不断攀升，分别为 7%、36%、65%。

（四）电商新业态与新模式创新激发消费潜力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实施“数

商兴农”工程，这是发展农村电商的新举措，特别是

社区团购、即时零售、直播电商等新业态的兴起，有

助于激发消费潜力，也有利于推动农村电商的高质

量发展。一是社区团购赛道分化。2022 年社区团

购经历新一轮大洗牌，资本团“关停并转”与地方团

复苏重启并存，赛道进入分化与重构。社区团购回

归零售本质，进入精细化运营阶段。“多多买菜”持

续投资农产品供应链；“美团优选”升级“明日达超

市”，拓展产品品类；“淘菜菜”优化客户体验，推出

“团长”上门送货等举措。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测算,

2022 年社区团购市场规模将突破 2000 亿元，用户

规模增至 8.76 亿人；到 2025 年社区团购市场规模

可达 1.16 万亿元。二是即时零售异军突起。《2022

年中国即时零售发展报告》指出，2022 年即时零售

相关市场规模达 3530 亿元，2016—2021 年年复合

增长率达 81%，预计未来 5 年仍保持 50%以上的增

长率，到 2025 年将突破万亿元。消费者在线上交

易平台下单，线下实体店承诺在周边 3—5 公里范

围内提供 1 小时限时配送服务，包括食品饮料、蔬

果生鲜、医药健康、数码 3C 等各种商品，即时零售

成为便利居民生活、疫情保供的新兴方式之一。三

是直播电商范围持续扩大。据估计，2022 年直播

电商 GMV 为 3.5 万亿元，年增长率达 53%。抖音大

力发展直播电商与本地生活服务，助力 28.3亿单农

特产品销往全国。快手力推短视频、直播间、店铺、

商 城 商 家 经 营 矩 阵 ，2022 年 前 三 季 度 GMV 为

5887.7 亿元，同比增长 33.89%。而直播也不拘泥于

带货，如刘畊宏健身直播、东方甄选知识型直播、李

佳琦知识小课堂等，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五）电商生活服务呈快速发展态势

新冠疫情以来，居民生活服务在线化加速普

及，在线教育、在线问诊、线上买药、餐饮外卖、在线

旅游、在线休闲娱乐等发展迅速。电商平台快速布

局，不断下沉，借助用户流量基础与合作模式拓展

生活服务业务范围，形成用户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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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和电子商务正在深刻改变着农业生产和

居民生活的方式。例如，支付宝依托支付系统率先

布局政务服务，微信利用多种方式提供“一站式”服

务，京东开展线上线下全渠道布局，美团持续深耕

本地生活服务，抖音成立专业部门拓展本地生活业

务，快手与第三方合作布局本地生活服务等。

（六）邮政农村电商取得新成效

邮政农村电商持续发挥“四流合一”优势，推出

一系列便农、利农、惠农措施，解决农村“销售难”

“物流难”“融资难”问题，在 2022年取得新的成效。

一是积极构建生态圈，实现各业务板块协同

发展。邮政以农村电商的销售环节为牵引，强化产

业链、供应链建设，向产业链上游拓展，与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开展合作，为其提供农产品销售、寄递

服务，同时将其发展为金融客户，为其提供贷款、保

险等金融服务；向产业链下游延伸，与邮乐购站点

开展合作，为其提供批销、寄递服务，同时通过站点

为网点引流，发展储蓄、保险等金融业务，实现板块

协同、业务联动。2022 年，邮政加盟站点累计邮件

自提量超 11 亿件，同比增长 173%；35.5 万个站点成

为邮政金融客户，并为网点引流客户 539 万人，邮

政“进城+下乡、线上+线下、生态+专业”特色生态

体系初步形成。

二是分级建设农产品基地，保障农产品源头供

应。邮政聚焦农业产业聚集区，开展全国级、区域

级农产品基地创建、认定和管理工作。截至 2022

年底，已培育 150 个全国级、850 个区域级标准化农

产品基地。针对农产品基地制定了农产品品控规

范及建设标准，涉及产品端、运营端、配送端等环

节，以保障高质量农产品的源头供应，为助力农业

产业化、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支撑。

三是积极融入新业态，“社区+社群”共同助力

农产品销售。邮政农村电商充分发挥私域流量优

势，融入社区团购、社群营销等新业态，在助力农产

品销售方面取得良好成效。开展社区团购试点，截

至 2022 年底，邮政社区团购 GMV 达 13.9 亿元，同

比增长 579.7%。借助“邮乐小店”社群营销，强化

邮政私域流量运营，截至 2022 年底，“邮乐小店”

GMV 达 7.1亿元，同比增长 66.1%。

四是打造直播运营体系，流量规模持续攀升。

邮政以开展特色基地溯源直播为重点，打造“大型

直播+主题直播”的直播运营体系，发挥直播引流、

聚流效应，推进平台流量跨越式提升。2022 年邮

乐官方直播基地开展直播达 1.2 万场次，同比增长

69.7%，累计独立访客（UV）达 4077 万个，同比增长

707.5%。

五是持续打造“919 电商节”，推动央企电商品

牌实现新突破。邮政连续几年打造邮政专属的

“919 电商节”，2022 年在活动期间推出乡村振兴

“万单计划”“天天直播”等活动，有效提高平台活跃

度；与央视农业农村频道打造“千县万品好物产”专

属 IP，展示各省特色邮政农品，助力农民创利增

收、农村消费提质、农业兴旺发达。其中，上行商流

达 21.3 亿元，同比增长 90%；下行商流达 22.3 亿元，

同比增长 56%。

2022年电商行业发展分析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做好 2022 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的意见》

鼓励各地拓展农业多种功能、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重点发展

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

农村电商等产业。实施“数商

兴农”工程，推进电子商务进

乡村。促进农副产品直播带

货规范健康发展

大力推进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

物流设施建设。深入推进“互

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

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对接

关系。培育壮大县级产业化运

营主体，优化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促进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

新业态规范健康发展

《农业农村部关于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2022年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部

署的实施意见》

《财政部办公厅 商

务部办公厅 国家乡

村振兴局综合司关于

支持实施县域商业

建设行动的通知》

引导商贸、电商、快递、物流

企业围绕农村产品上行，建

设分拣、预冷、初加工、配送

等商品化处理设施，加强标

准和品牌应用，提高农村产

品商品转化率

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快递进

村”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

进城等工程，促进渠道和服务

下沉。鼓励和引导大型商贸

流通企业、电商平台和现代服

务企业向农村延伸，推动品牌

消费、品质消费进农村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释放消费

潜力促进消费持续

恢复的意见》

2022年农村电商相关政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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