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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珺

近日，中央财办等九部门联合出台
《关于推动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加快建
设高效顺畅的农村现代流通体系，推进
农村流通设施和业态全面融入现代流
通体系，促进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

处于发展之中的农村物流，再次迎
来利好政策。

着力畅通两个“一公里”

农业农村部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
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4%，
增速快于城镇增速0.3个百分点，消费
潜力不断释放。

在日常消费中，农户想购买生活
产品，一般有两条路径，一个是到邻近
的街道购买，徒步需要20至30分钟的
时间；另一个是网购，以武汉为例，网
购至农村快递点，需要3~4天时间，农
户仍然需要自行去邻近的街道快递点
取货。

虽然目前农村很多人口外出打工，
日常居住相对较少，但由于日常居住的
农户都有一小片土地，基本可以满足一
年的食用需求，因此，蔬菜等产品在集
市上的售价并不高，反而是对工业品的
需求较高。

《意见》提出，坚持问题导向，着力
畅通两个“一公里”。围绕工业品下乡
“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先
一公里”两个突出问题，加快补齐农村
流通设施短板，强化节点、打通堵点、补
上断点。

同时，《意见》提出建设目标：到
2025年，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取得阶
段性成效，基本建成设施完善、集约共
享、安全高效、双向顺畅的农村现代商
贸网络、物流网络、产地冷链网络，流通
企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业态新模
式加快发展，农村消费环境明显改善。
到2035年，建成双向协同、高效顺畅的
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商贸、物流、交通、
农业、供销深度融合，农村流通设施和
业态深度融入现代流通体系，城乡市场
紧密衔接、商品和资源要素流动更加顺
畅，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形成
良性循环。

补齐县乡村物流设施短板

为进一步发挥县域商业对畅通城
乡经济循环的促进作用，日前，商务部
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县域商业三年行动，
持续推动供应链、物流配送、商品和服
务下沉以及农产品上行，加快补齐农村
商业设施、商品服务等短板弱项，重点
在“四个进一步”上下功夫，确保到2025
年，建立起县域统筹，以县城为中心、乡
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县域商业体系，
促进农民增收和消费提质良性循环。

8月15日，商务部举行“实施县域商
业三年行动，助力农民增收和农村消费”
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
长李刚介绍，2022年，全国建设改造县城
综合商贸服务中心983个，乡镇商贸中
心、集贸市场3941个；各地建设各类县级
物流和寄递配送中心1500个，乡镇快递
和邮件处理站点7600个，95%的行政村
实现快递直达；新增农产品冷库库容
1080万吨，产销对接活动帮助销售农产
品760亿元，农产品产销衔接更加紧密。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县域商业
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李刚说。

因此，《意见》明确提出，坚持集约
高效、多站合一、资源共享，科学谋划县
域交通物流设施布局，加快推进县、乡、
村三级物流节点建设。鼓励各类流通
经营主体加强市场化合作，健全完善县
域公共配送中心，实现统一采购、仓储、
分拣、运输、配送。因地制宜分类分级
补齐乡镇物流场站短板，优化提升现有
场站，不断提高运营效能。突出抓好村
级物流站点布局建设，逐步实现具备条
件行政村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面覆
盖。发挥邮政普遍服务网络在中西部
边远地区的基础支撑作用，满足当地基
本寄递需求。科学布局建设化肥等重
要农资骨干仓储设施，推进重要节点和
粮食主产区农资仓储设施建设，完善县
乡村三级农资经营服务网络。健全农
村粮食物流服务网络。

发展农村直播电商新业态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
农村网民规模超过3亿人。越来越多的
商品和服务通过电商进入农村，农民足

不出户就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2014
年至2022年，农村网络零售额从1800亿
元增长到2.17万亿元，扩大了11倍。

电商拉近了农民与市场的距离，让
农村各类产品卖得更远、卖得更好。
2022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5313.8亿元，同比增长9.2%，比2014年增
长4倍多。同时，农村电商吸引一批农民
工、大学生、退役军人返乡创业，截至去年
年底，全国农村网商（店）达1730.3万家。

《意见》提出，强化农村流通数字赋
能。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施农村
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数商兴农”
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逐
步“让手机成为新农具、让数据成为新
农资、让直播成为新农活”。规范发展
农村直播电商，打造一批县域电商直播
基地、“村播”学院，发展网订店送、即时
零售等线下和线上融合新业态。推广
农产品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模式，发
展农副产品直播电商。综合运用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改造升级农村
流通企业，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定期
举办多种形式农村直播电商大赛，提高
农村电商创业技能。

《意见》还积极引导培育农村流通
龙头企业。鼓励平台企业创新商业模
式，积极建设面向乡村零售店的共享数
字服务系统，助力乡村传统商店升级迭
代。充分发挥供销社系统作用，推进全
系统集采集配、联采联销，统筹开展农
产品、农资、消费品跨区域流通业务。
推动有条件的农资企业向现代农业综
合服务商转型。

在用地保障方面，《意见》鼓励地方
政府多渠道解决农产品批发市场用地
问题，支持利用农村闲置房屋等开展流
通设施建设；在金融财税政策方面，各
地不得干预连锁企业依法登记和享受
总分机构汇总纳税政策，引导流通企业
在业务上以盈补亏、在区域上以城补
乡，稳妥有序拓展农村流通业务。

此外，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适
当增加农村流通领域信贷投放，积极开
发适合农产品流通特点的金融产品，支
持金融租赁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依法依
规向农村商贸流通、冷链物流项目提供
融资融物服务。与此同时，推动农村商
贸、交通、物流领域基础设施等相互衔
接和应用，推进标准互认和服务互补。

农村流通体系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8月18日，第一财经记者从在
广州举行的2023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秋
季）上获悉，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出口额同
比增长19.9%，以数字化、规范化助力精耕
细作是趋势；印尼等东盟国家和巴西的市
场机会值得关注，未来跨境物流服务走向
供应链化。

中国跨境电商走向精耕细作。据中国
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徐兵介绍，世贸组织
预测，2026年之前全球B2C跨境电商将保
持27%的增速。今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
进出口额达1.1万亿元，同比增长16%；其
中，出口额8210亿元，增长19.9%，进口额
2760亿元，增长5.7%。

阿里巴巴国际站南粤大区总经理邱宗
冰表示，今年该平台海外需求同比增长
30%，90%的行业在增长，91%的国家市场在
发展。数字化、规范化是跨境电商的发展
趋势。邱宗冰说，阿里巴巴国际站通过新
技术帮卖家获客，以数字化“出海”，来降本
增效；同时，“出海”要以规范化，来破解发
展中的难题。

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全球开店
亚太区市场及合作拓展负责人邱胜透露，
过去三年，在亚马逊上，来自中国的品牌成
长了两倍。“中国跨境电商已发展10年，从
野蛮成长到了精耕细作的阶段”，他建议，
跨境电商企业用好AI、大数据等工具，并积
累合规运营的知识。

“2023年，中国跨境贸易持续增长的同
时，竞争激烈。”谷歌中国代理商管理部跨
境电商行业总经理刘步驰说，中国出口贸
易额持续增长，2012—2021年占国际市场
份额13.5%，2023年一季度出口贸易额5.65
万亿元，同比增长8.4%，同时广告竞争激
烈、成本上升。

东盟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值得关注。环
球资源销售总经理杨军向第一财经记者分
析，在当前的出口形势下，有核心竞争力的
产品、可靠的营销渠道以及一定的品牌沉
淀，才能从容应对全球激烈的市场竞争并
且保持强大的竞争力。

杨军说，据跨境电商行业研究报告的
数据，预计2023年ToB业务占跨境电商总
规模的72.6%，到2025年，跨境B2B电商还
会继续增长。出口是拉动中国GDP增长的
三驾马车之一，未来几年看好中国跨境
B2B电商的发展潜力和机会。（第一财经）

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
出口额增19.9%

电商快讯

本报讯 刘旭颖 受消费者需求、技术
创新、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因素的推动，中
国生鲜电商行业快速发展。网经社电子
商务研究中心联合数字零售台近期发布
的《2023年上半年中国生鲜电商市场数
据报告》显示，2023年生鲜电商交易规模
预计可达6427.6亿元，同比增长14.74%。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络零售
部主任、高级分析师莫岱青表示，报告将
生鲜电商定义为零售电商赛道下的一
大分支，其以蔬菜、水果、肉禽蛋类等生
鲜品作为核心商品，利用互联网将生鲜
品或是通过电商仓库等传统快递方式
配送，或是通过到店、到家、社区团购、
周期购等模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目前
生鲜电商模式包括 O2O模式、前置仓
模式、到店+到家模式、社区团购模式、
周期购模式等。

网经社企业库显示，北京地区生鲜
电商主要有京东生鲜、美团优选、美团买
菜、多点、美菜网；上海地区主要有叮咚
买菜、京东到家、大润发优鲜、多多买菜、
天天果园、盒马；浙江地区主要有天猫生
鲜、淘宝买菜、菜划算、奇麟鲜品；福建
地区主要有朴朴、冻品码头；广东地区主
要有百果园；重庆地区主要有谊品生鲜；
湖南地区主要有兴盛优选；江苏地区主
要有食行生鲜；山东地区主要有飞熊领
鲜等。

今年上半年，生鲜电商和社区团购经
历了“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叮咚买菜
“关点撤城”，每日优鲜将被退市；另一方
面，盒马启动上市计划，兴盛优选大搞团
店。生鲜电商赛道仍是喜忧参半。

莫岱青表示，生鲜电商赛道竞争愈
加激烈，拼多多、美团、阿里等电商头部

企业旗下拥有多多买菜、美团优选、盒
马、淘宝买菜等，巨头的持续加码加速了
行业竞争。

报告显示，2023年生鲜电商交易规模
预计达 6427.6亿元，同比增长 14.74%。
2014年至2022年，生鲜电商交易规模（增
速）分别为290亿元（123.07%）、542亿元
（86.89%）、914亿元（68.63%）、1402.8亿元
（53.47%）、1950亿元（39%）、2554.5亿元
（31%）、3641.3亿元（42.54%）、4658.1亿元
（27.92%）和5601.4亿元（20.25%）。

近年来，社区团购模式发展迅速。报
告显示，2023年社区团购交易规模预计达
3228亿元，同比增长53.71%。2018年至
2022年，社区团购交易规模（增速）分别为
85亿元、340亿元（300%）、751.3亿元
（120.97%）、1205.1亿元（60.4%）和2100亿
元（74.25%）。

2023年，生鲜电商行业的渗透率预计
为8.97%，同比下降12.75%。此外，今年生
鲜电商行业用户规模预计为5.13亿，同比
增长11.52%；社区团购用户规模预计达
6.78亿，同比增长8.3%。

报告显示，生鲜电商交易额占城镇居
民食品消费支出比例近三年稳步上升。
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为
10594亿元，生鲜电商交易额占城镇居民
食品消费支出的比例达27.6%。

在投融资领域，今年上半年，国内生
鲜电商行业共发生3起投融资事件，融资
总额约7000万元，涉及的平台为猪行鲜
生、猪肉隆。此外，生鲜电商"独角兽"有4
家，分别是谊品生鲜、多点Dmall、永辉彩
食鲜和本来生活，估值分别为220亿元、
158亿元、75亿元和67亿元，总估值达520
亿元。

2023年生鲜电商交易规模预计超60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