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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运用解释结构模型（ＩＳＭ）对淘宝村集群效应影响因素进行层次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
对影响因素进行赋权。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力、财政扶持力度、金融机构授信意愿、贷款获批便利程度、电商总规

模、运营能力、潜在的劳动力储备量、员工饱满程度、产业链的完整度和金融供给渠道１０个因素是影响农村电商产业
集群效应的表层因素。地理优势、物流体系完整度、自然禀赋资源、市场需求、产业政策导向、电商服务完整性、技术能

力、产品标准化程度、创业培训机制、行业协会的推动力和互联网环境构成了农村电商产业集群效应的的中层因素。

电商带头人的综合素质、科研院所合作力度、偶然事件的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市场准入机制是影响农村电商产业集群

效应的深层因素。持续释放国家政策红利，稳步加强财政支持力度，引导大学生返乡创业，规范电商培训机制，充分发

挥社会舆论的影响，促进产品的转型升级，疏导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渠道，以不断提高农村电商产业集群效应，同时为

催生更多的淘宝村集群指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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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家积极引导电子商务进农村，在众多政策红利
的刺激下，中国的农村电子商务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并在此背

景下催生了新的农村电子商务产业集群———淘宝村。淘宝村

以网商为核心，纵向上延伸到农副产品的供应商和农户，横向

上形成了以网络电商平台、物流、人才等电商服务企业为主，

各方利益相关的产业集群。淘宝村的诞生，创造了前所未有

的农村就业机会，同时有效拉动了农业、物流、电商平台等多

产业的发展［１－３］。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４日，根据阿里研究院发布的《２０１５年中
国淘宝村研究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５年年底，中国淘宝村数量
达７８０家，同比增长２６８％，淘宝镇共７１家，同比增长２７４％，
并首次提出了淘宝村集群的概念。从２００９年的淘宝村是中
国农村电商的寂寥寒星到如今的满天繁星，淘宝村集群化发

展的特征日益凸显，农村电商产业集群效应日益彰显。

关于淘宝村产业集群产生的原因，虽有不少专家学者进

行论证，但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尚缺乏研究，本研究从淘宝

村产业集群产生的根源入手，梳理影响淘宝村集群效应的影

响因素，并利用解释结构模型（ＩＳＭ）对各影响因素的层析关
系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模糊层次分析法（ＦＡＨＰ）对各
影响因素进行赋权，以期对现存的淘宝村集群提供可持续发

展的对策建议，为催生更多的淘宝村集群指引方向。

１　淘宝村集群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国内较多专家学者针对淘宝村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系统性

分析，归纳了众多影响淘宝村产业集群效应的不确定因素，由

于影响因素众多，笔者采用德尔菲法最终从影响淘宝村集群

效应内部和外部两大维度，资源环境、电商本体因素、基础设

施建设、金融资本、市场环境、政府作为、社会组织力量和偶然

因素８个视角选取了２６个指标作为影响因素集（表１）［４－７］。

２　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分析

１９７３年Ｗａｒｆｉｅｌｄ首次提出了解释结构模型（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简称 ＩＳＭ），用于分析复杂社会经济系统
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影响作用［８］。

２．１　建立邻接矩阵
邻接矩阵Ａ用来描述两两因素之间的关系，Ａ中的元素

ａｉｊ取值为１表示Ｆｉ对Ｆｊ有直接影响，否则取值为０。通过课
题组讨论以及专家访谈咨询的基础上，建立邻接矩阵Ａ。
２．２　计算可达矩阵

第１步：构建邻接矩阵 Ａ和单位矩阵 Ｉ的和矩阵 Ａ＋Ｉ；
第２步：根据布尔矩阵运算法则计算，当 Ｍ＝（Ａ＋Ｉ）ｎ＋１＝
（Ａ＋Ｉ）ｎ≠（Ａ＋Ｉ）ｎ－１矩阵收敛，则称Ｍ为可达矩阵；第３步：
利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编程，计算出当 ｎ＝７时矩阵（Ａ＋Ｉ）ｎ收
敛，便得到可达矩阵Ｍ。
２．３　划分各因素的层次关系

第１步：整理可达集Ｒ（Ｆｉ）和前因集 Ａ（Ｆｉ）。其中可达
集Ｒ（Ｆｉ）是可达矩阵Ｍ第ｉ行所有取值为１的列所对应的因
素；前因集Ａ（Ｆｉ）可达矩阵Ｍ第 ｉ列所有取值为１的行所对
应的因素，并计算可达集 Ｒ（Ｆｉ）和前因集 Ａ（Ｆｉ）的交集
Ｈ（Ｆｉ）；第２步：计算第１层因素集合，当可达集Ｒ（Ｆｉ）和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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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淘宝村集群效应影响因素集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编号 赋权符号

内部因素 资源环境Ｂ１ 自然禀赋优势 自然资源和天然优势 Ｆ１ Ｃ１１
地理优势 交通、环境和能源方面的优势 Ｆ２ Ｃ１２
潜在劳动力储备量 潜在参与电商创业的劳动力的规模 Ｆ３ Ｃ１３

电商本体因素Ｂ２ 电商带头人综合素质 带头人学历、人缘、人品及管理能力等 Ｆ４ Ｃ２１
区域内电商总规模 淘宝村集群范围内电商的规模 Ｆ５ Ｃ２２
产品标准化及品牌知名度 区域内产品的标准化程度 Ｆ６ Ｃ２３
运营能力 电商的盈利、偿债能力等 Ｆ７ Ｃ２４
创新能力 电商自我创新能力 Ｆ８ Ｃ２５
技术能力 互联网技术能力 Ｆ９ Ｃ２６
电商服务的完整性 售前、售中、售后的服务 Ｆ１０ Ｃ２７
员工饱满度 员工素质和外来人才吸引力 Ｆ１１ Ｃ２８

外部因素 基础设施条件Ｂ３ 互联网环境 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Ｆ１２ Ｃ３１
物流体系完整性 物流的规模和运作效率等 Ｆ１３ Ｃ３２
产业链的完整度 电商产业链条的完整程度 Ｆ１４ Ｃ３３

金融资本Ｂ４ 金融机构授信意愿 金融机构对农村电商授信的意愿 Ｆ１５ Ｃ４１
贷款获批的便利程度 贷款获批的程序、效率、规模等 Ｆ１６ Ｃ４２
区域金融供给渠道 区域金融供给渠道 Ｆ１７ Ｃ４３

市场环境Ｂ５ 市场需求 产品的市场需求量 Ｆ１８ Ｃ５１
产品市场的竞争力 产品市场的竞争力 Ｆ１９ Ｃ５２
市场准入机制 市场准入的门槛、资质等 Ｆ２０ Ｃ５３

政府作为Ｂ６ 产业政策导向 产业政策红利多少 Ｆ２１ Ｃ６１
财政支持力度 财政扶持规模、税收优惠待遇 Ｆ２２ Ｃ６２
创业培训机制 创业环境和培训机制 Ｆ２３ Ｃ６３

社会组织力量Ｂ７ 行业协会的推动力 行业协会的综合服务水平 Ｆ２４ Ｃ７１
科研院所合作力度 电商与科研院所合作力度 Ｆ２５ Ｃ７２

偶然因素Ｂ８ 偶然事件的影响力 个别成功案例对周边潜在创业者影响 Ｆ２６ Ｃ８１

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

—２１３— 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４５卷第１２期

万方数据



Ｍ＝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

Ｈ（Ｆｉ）相等时；则可达集 Ｒ（Ｆｉ）为第１层因素集合。由此确
定第１层因素集合为｛１９、２２｝；第３步：在原可达矩阵Ｍ中删
除第１层因素对应的行和列，得到新矩阵Ｍ１，再对矩阵Ｍ１按
照第２步的方法确定第２层因素集，以此类推，直至所有因素
分层结束为止（表２）。

表２　分层汇总

层次 节点

第１层 １９、２２
第２层 ３、５、７、１１、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第３层 １、２、９、１０、１３、１８、２１
第４层 ６、１２、２３、２４
第５层 ８、２０
第６层 ４、２５、２６

２．４　绘制多级递阶有向图
从图１可以看出，淘宝村集群效应的影响因素共分成了

６层，第１层和第２层设为表层因素，第３层和第４层设为中
层因素，第５层和第６层设为深层因素。
２．４．１　表层影响因素　产品市场竞争力、财政扶持力度、金
融机构授信意愿、贷款获批便利程度、金融供给渠道、电商总

规模、运营能力、潜在的劳动力储备量、员工饱满程度和产业

链的完整度是造成淘宝村集群效应的表层因素。

２．４．２　中层影响因素　地理优势、物流体系、自然禀赋资源、
市场需求、产业政策导向、电商服务完整性、技术能力以及产

品标准化程度、互联网环境、创业培训机制、行业协会的推动

力又构成了淘宝村集群效应的中层因素。产品标准化程度越

高、品牌效应越强，能够不断扩大市场的有效需求，对电商的

运营能力、吸引外来人才能力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良好的创

业培训机制和社会组织无形的推动，更加有助于提高电商经

营者的技术能力及服务能力；农村互联网环境的优化升级进

一步促进电商产业链条的完整性；农村电商所处的地理优势、

自然禀赋资源这些天然的优势，为电商创业提供了很大便利。

２．４．３　深层影响因素　电商带头人的综合素质、偶然事件的
影响力、与科研院所合作力度以及创新能力和市场准入机制

是影响淘宝村集群效应的深层因素。由于农村电商经营可复

制性极强、准入门槛低，加之农村电商的造福效应，使得农村

电商创业者呈现爆发式增长。

３　模糊层次分析法赋权

模 糊 层 次 分 析 法 （ｆｕｚｚｙ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ＡＨＰ），克服了层次分析法的缺点，并引入了模糊数学的思
想［９］。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构建模糊判别矩阵。判别矩阵 Ｒ的建立是针对上
一层某因素，本层次与之相关各因素之间重要程度的比较，采

用０．１～０．９标度得到判别矩阵。

Ｒ＝

ｒ１１ ｒ１２ … ｒ１ｎ
ｒ２１ ｒ２２ … ｒ２ｎ
   

ｒｎ１ ｒｎ２ … ｒ











ｎｎ

。

式中：ｒｉｊ表示因素ａｉ和因素 ａｊ相对于上一层因素比较时，ａｉ
和ａｊ具有模糊关系的隶属度，且满足ｒｉｊ＝１－ｒｊｉ。
　　其次，检验判别矩阵的一致性。在实际经济问题中，各因
素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往往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加

之ＦＡＨＰ方法本身的主观性，判别矩阵往往不满足一致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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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要对判别矩阵进行调整，调整好的隶属度满足下面等式：

ｒｉｊ＝
１
ｎ∑

ｎ

ｋ＝１
（ｒｉｋ－ｒｊｋ＋０．５）。

　　最后，确定各元素的权重。

ωｉ＝
１
ｎ－

１
２ａ＋

１
ｎａ∑

ｎ

ｊ＝１
ｒｉｊ。

　　根据表１建立的淘宝村集群效应的影响因素集，将淘宝
村集群效应作为目标层Ａ，８个一级指标为准则层 Ｂ，２６个二
级指标为子准则层Ｃ，准则层Ｂ对目标层Ａ的初始判别矩阵
及经过一致性调整赋权结果如下：

ＲＡ－Ｂ＝

０．５０ ０．２８ ０．２７ ０．４０ ０．２８ ０．５６ ０．７５ ０．２０
０．７２ ０．５０ ０．６８ ０．８０ ０．７５ ０．６１ ０．８１ ０．８５
０．７３ ０．３２ ０．５０ ０．３８ ０．５４ ０．６２ ０．７８ ０．８５
０．６０ ０．２０ ０．６２ ０．５０ ０．４４ ０．４２ ０．６３ ０．３５
０．７２ ０．２５ ０．４６ ０．５６ ０．５０ ０．７１ ０．７３ ０．４３
０．４４ ０．３９ ０．３８ ０．５８ ０．２９ ０．５０ ０．６８ ０．７９
０．２５ ０．１９ ０．２２ ０．３７ ０．２７ ０．３２ ０．５０ ０．６６



















０．８０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６５ ０．５７ ０．２１ ０．３４ ０．５

０．０９８
０．１８６
０．１５１
０．１１６
０．１３８
０．１２７
０．０８１



















０．１０３

。

　　子准则层Ｃ对准则层 Ｂ的判别矩阵及最终权重数据分 别为：

ＲＢ１－Ｃ１ ＝
０．５０ ０．６５ ０．５３
０．３５ ０．５０ ０．２５[ ]
０．４７ ０．７５ ０．５０

０．３９
０．２０[ ]
０．４１

；

ＲＢ２－Ｃ２ ＝

０．５０ ０．５５ ０．３７ ０．３３ ０．３０ ０．６０ ０．７４ ０．５５
０．４５ ０．５０ ０．２８ ０．４１ ０．２９ ０．６０ ０．７２ ０．８１
０．６３ ０．７２ ０．５０ ０．５８ ０．３９ ０．６５ ０．７９ ０．８２
０．６７ ０．５９ ０．４２ ０．５０ ０．３３ ０．７０ ０．７２ ０．８０
０．７０ ０．７１ ０．６１ ０．６７ ０．５０ ０．８０ ０．８５ ０．８２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３５ ０．３０ ０．２０ ０．５０ ０．７３ ０．４６
０．２６ ０．２８ ０．２１ ０．２８ ０．１５ ０．２７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４５ ０．１９ ０．１８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５４ ０．６０ ０．５０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７
０．１６４
０．１５１
０．１８４
０．１０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４

；

ＲＢ３－Ｃ３ ＝
０．５０ ０．５５ ０．３８
０．４５ ０．５０ ０．３０[ ]
０．６２ ０．７０ ０．５０

０．３１
０．２５[ ]
０．４４

； ＲＢ４－Ｃ４ ＝
０．５０ ０．６５ ０．５４
０．３５ ０．５０ ０．４０[ ]
０．４６ ０．６０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２５[ ]
０．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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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Ｂ５－Ｃ５ ＝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７５
０．６０ ０．５０ ０．６９[ ]
０．２５ ０．３１ ０．５０

０．３８
０．４３[ ]
０．１９

； ＲＢ６－Ｃ６ ＝
０．５０ ０．８１ ０．８５
０．１９ ０．５０ ０．７２[ ]
０．１５ ０．２８ ０．５０

０．５５
０．３０[ ]
０．１４

； ＲＢ７－Ｃ７ ＝
０．５０ ０．７１[ ]０．３９ ０．５０

０．６６[ ]０．３４
。

　　从表３可以看出，成功案例对周边潜在创业者的影响程
度、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农村电商产业链的完整性、产品市场

的竞争力、社会组织的推动是影响淘宝村集群效应的最主要

因素；互联网环境、金融资本、天然优势、电商的创新能力和财

政扶持力度又是造成淘宝村集群效应的中坚因素。

表３　淘宝村集群效应影响因素总排序结果

指标 权重 排序

Ｃ８１ ０．１０２５ １
Ｃ６１ ０．０７０２ ２
Ｃ３３ ０．０６６３ ３
Ｃ５２ ０．０５９３ ４
Ｃ７１ ０．０５３７ ５
Ｃ５１ ０．０５２８ ６
Ｃ３１ ０．０４６７ ７
Ｃ４１ ０．０４６２ ８
Ｃ４３ ０．０４１１ ９
Ｃ１３ ０．０３９８ １０
Ｃ１１ ０．０３８５ １１
Ｃ６２ ０．０３８５ １２
Ｃ３２ ０．０３７７ １３
Ｃ２５ ０．０３４４ １４
Ｃ２３ ０．０３０５ １５
Ｃ４２ ０．０２９１ １６
Ｃ２４ ０．０２８２ １７
Ｃ７２ ０．０２７７ １８
Ｃ５３ ０．０２５７ １９
Ｃ２２ ０．０２３７ ２０
Ｃ２１ ０．０２２９ ２１
Ｃ１２ ０．０１９６ ２２
Ｃ２６ ０．０１８９ ２３
Ｃ６３ ０．０１８２ ２４
Ｃ２８ ０．０１５６ ２５
Ｃ２７ ０．０１２３ ２６

４　对策建议

４．１　国家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财政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迈入“十三五”的开元伊始，有关推动农村电商发展的政

策接踵而至。但是政策的覆盖力度及覆盖面积还有待加强，

加之农村电商经营产品的天然属性不尽相同，地方政府更应

该在国家释放发展农村电商红利的同时，制定更具针对性的

政策。在搭建多级网络的购物平台、培育农产品品牌建设等

方面进一步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

４．２　引导大学生返乡创业，规范电商培训机制
由解释结构模型分析不难发现，农村电商经营者的整体

素质对于电商长足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加大大学生返乡

创业的扶持力度，营造宽松的创业环境，消除大学生的后顾之

忧，为农村注入新血脉和新思想。同时还应该不断规范电商

培训的机制，鼓励政府、第三方电商平台、行业协会、当地科研

院所四方合力，成立地方电商服务中心，为村民提供线上线下

一体的电商培训，通过人才建设打造当地农副产品对外销售

的信息平台，进一步打通农副产品走出国门的通道。

４．３　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影响
由解释结构模型和模糊层次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个别

成功的案例对于农村电商发展的辐射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因此，应该充分利用媒体、社会组织、高校等机构发挥

其舆论作用，将优质电商作为楷模不断推广。

４．４　优化产品的转型升级
农村电商的经营产品由于同质性极强，恶意竞争现象严

重，以次充好严重影响了品牌的推广，品牌构建迫在眉睫。政

府应加大农副产品包装、标准、物联网等全程的监管力度，实

现农副产品追溯管理，推动农产品产业升级，引领优质电商企

业的产品开拓国际市场，加快培育多元化农村电商龙头企业。

４．５　疏导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渠道
农村电商一直存在资金供给不畅，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

机构难以对其授信的根结在于其信用风险评估依据不足。鼓

励金融机构设立农村电商信贷部门，设立完善的针对农村电

商的信用评估机制，防止非系统性风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

系，针对农村电商金融需求的特点，推出满足其需求的创新金

融产品和风险转移渠道；优化农村金融的供给结构，鼓励农村

电商龙头企业采用股权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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