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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 CNKI中核心期刊（含 CSSCI） 2005~2021年收录的 134篇农产品电子商务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质性分析
软件 NVivo，遵循扎根理论自下而上对文献进行归类整理、文本编码和内容分析，形成树状三级节点编码体系及研究框架，进
而构建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理论模型并系统、直观揭示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进展：树状三级节点编码体系由初始概念（自
由节点）、主轴范畴、核心范畴组成，其中，核心范畴涉及农产品电子商务问题及对策、商务模式、平台构建、物流；当前，农
产品电子商务问题及对策因实践需求而备受关注，商务模式多结合区域特征拓展常规模式但尚未形成普适性应用模式，平台构
建多结合新型信息技术进行功能、架构体系完善，物流多融合新型信息技术、冷链物流构建现代农产品物流体系以提高农产品
电子商务效率。

关键词：农产品电子商务；NVivo；质性研究；问题及对策；商务模式；平台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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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134 literature's on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hich collected by core
journals of CNKI（including CSSCI） from 2005 to 2021, the authors make use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software named NVivo, fol－
low the grounded theory, classify, code and analyze the literature's from bottom to top, then form a tree three-level node coding
system and research framework, and then build the research theoretical model on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ystemati－
cally and intuitively reveal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The tree three-level node
coding system is composed of initial concept（free node）, principal category and core category, among which the core category
involve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usiness modes on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latform construction on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logistics of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t
present, e-commerc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due to practical needs,
and business modes are mostly combines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o expand the conventional model, but the universally appli－
cable mode is yet to be formed.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is mostly combined with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function and architecture syste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logistics of e-com－
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tegrat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ld chain logistics to build the modern logistics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Key words: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NVivo;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business mode; plat－
form construction

0 引 言
伴随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发展及物流、网络等基础设施改善，以商业模式为手段、电子商务平台和物流为支撑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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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进展

产品电子商务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其通过对农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全流程进行全方位统筹谋划，以促进信息交流、减少流
通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并提升竞争力进而惠及生产者和消费者，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最早始于
2000年农业电子商务文献（仅有模糊概念），现有研究多从特定视角分析，从现状出发重点研究所存在问题及对策，缺少科学
方法和理论指导，尚未形成整体研究体系、规范研究范式，应用性研究偏少且实证分析匮乏，严重影响研究结果深度、信度及
易理解性，如何运用新型研究方法系统、规范、深度分析现有文献，以揭示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全貌，进而指导实践应用成为
亟待解决的问题。凭借编码及查询功能强大（利于定性分析原始资料主题，如研究主题分类汇总）、理论基础扎实（质性分析、
扎根理论）、研究流程规范严谨且可重复（重视研究条理性、反思性、关系性、互动性）、研究结果体系化及可视化且可信度及
精准度高等优势，并广泛用于教育学、护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基于 NVivo的质性研究为该问题解决提供了新途径，
其可无缝衔接理论与原始资料，有效平衡理论抽象与经验叙述关系，实现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

为此，本文基于 NVivo，遵循扎根理论、质性分析范式自下而上归类整理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文献并逐级进行文本编码、
整体性内容分析，形成树状三级节点编码体系及研究框架，构建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理论模型并系统、直观揭示国内农产品电
子商务研究进展，以更好指导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研究及实践应用。
1 研究设计与实施
1.1 理论基础与工具选择
1.1.1 理论基础
（1）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是通过实际观察、资料调查、文献与经验分析等，系统收集资料、理论归纳抽象经验事实（概念化） 来揭示事物

现象本质的方法[1]，分问题界定、资料收集、数据分析与编码（最重要，需依次对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
编码）、理论模型构建（含理论饱和检验） 四步。

（2） 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以研究者为工具，在自然情境下综合观察、访谈、实物分析等方法，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来系统收集特定社会现

象、研究对象原始资料，分析资料内涵并用归纳法建构结论、模型或理论，最终整体性分析、理解、解释社会现象或行为的研
究过程[2]。其重视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和结果影响，强调研究的情境性、过程性和社会现象的整体性、相关性。
1.1.2 工具选择

NVivo是 QSR公司开发、应用广泛、功能丰富的专业计算机辅助质性分析软件：数据兼容性强，支持基于友好界面便捷高
效组织、编辑和管理通过调研、社交媒体等获取的文本（Word、PDF等）、音频、视频和图片等格式中英文资料；数据分析范
式条理规范，通过层级编码辅助研究者高效分析繁杂数据相关问题、发现所需信息并得出结论；数据存储方便，可基于数据库
提取、存储全部数据；数据展示方式多样。故本文选择基于 NVivo进行质性分析。
1.2 研究框架

分析现有文献，笔者构建了基于 NVivo的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质性分析研究框架（如图 1所示），整体以国内农产品电子
商务文献资料为研究对象，以 NVivo为分析工具，遵循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范式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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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 NVivo的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质性分析研究框架
1.3 研究流程
1.3.1 问题界定

农产品电子商务已成电子商务行业发展新业态和新增长点且备受关注，本文基于 NVivo质性分析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
文献以揭示其研究进展。
1.3.2 资料收集

考虑数据采集可行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及结论精准性、有效性和科学性，本文以“农产品电子商务”为检索词在篇名中
检索知网（CNKI） 所收录核心期刊（含 CSSCI） 刊载的农产品电子商务文献（检索时间为 2022年 3月 15日，发文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共得 176篇文献，清洗后 134篇有效（根据文献标题及摘要剔除明显不相关文献，阅读其余文献判定研究内
容相关性，分布于 2005~2021年），最后编号并导入 NVivo。
1.3.3 数据分析与编码

为更好识别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主题以辅助质性分析过程中数据编码工作，笔者首先采用基于 NVivo的词频查询初步得出
关键词词频云图，运用图中居于核心位置的高频词汇（常为学者关注焦点） 辅助内容分析和编码，融合参考点信息有效揭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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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细节及节点分布特征。然后，借鉴扎根理论编码方法，用 NVivo对所导入文献自下而上进行文本编码、
内容分析、层级间比较、概念及范畴整合，形成由初始概念（体现为三级节点，通过开放式编码实现）、主轴范畴（体现为二
级节点，通过主轴式编码实现） 和核心范畴（体现为一级节点，通过选择式编码实现） 组成的三级树状编码体系。需注意的
是，笔者在编码时先对随机抽取的 100篇文献进行数据分析与编码（限于篇幅，此处略去该阶段编码结果展示），将剩余 34篇
文献预留作后期理论饱和检验使用。

（1） 词频查询
关键词表达文献主题内容，高频关键词揭示领域研究热点和重点，分析（高频） 关键词可归纳领域研究主题及其演进规

律。本文基于 NVivo“词频查询”功能统计分析 134篇文献的关键词词频，探究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主题和发展趋势。为
提高研究结果准确性、突出核心内容，需提前合并同（近） 义及命名不规范关键词，如电商与电子商务、“互联网+”与互联
网+等，并剔除通用关键词，如研究等，然后生成图 2所示关键词词频云图（由于电子商务、农产品、农产品电子商务频次较
高且类属不明，故不在词频云图中显示），图中关键词字号大小与其词频正相关，可看出问题、对策、模式、平台、物流、发
展等关键词处核心位置。

（2） 开放式编码
首先对 100篇农产品电子商务文献进行详读、拆分、梳理、摘要等编码工作，形成描述文献资料内涵的简短语句，然后对

语句进行提取、比较、归纳，形成规范化初始概念与范畴并用 NVivo编码为自由节点，共计 1 166个参考节点，最后剔除重
复、合并相近节点形成 268个初始概念（三级节点）。

（3） 主轴式编码
基于开放式编码所得三级节点，根据含义相似性挖掘（分类、重组、对比、抽象、整合等） 初始概念（三级节点） 间类

属、层级关系以提取主轴范畴（二级节点），最终形成 20个主轴范畴。
（4） 选择式编码
整合（归类） 内涵隶属同范畴的主轴范畴（二级节点） 形成核心范畴（一级节点），形成以核心范畴为主线的三级树状编

码体系，最终形成 4个核心范畴。
1.3.4 理论模型构建

分析三级编码体系及初始概念、主轴范畴、核心范畴间关系，构建完整研究理论模型，本文构建的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
究理论模型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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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文献关键词词频云图 图 3 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理论模型
1.3.5 理论饱和检验

为提高研究信度和效度，需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饱和检验以判定是否停止收集及分析更多资料。本文基于 NVivo对 34
篇预留文献进行编码分析（进行开放式、主轴式和选择式编码） 以检验上步构建的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理论模型饱和度，
结果共生成 173个初始概念（三级节点），分析后无法发展成新的主轴范畴，说明该研究理论模型满足理论饱和要求，可以终
止采样、范畴提取，最终形成的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文献编码体系和各级节点信息见表 1（限于篇幅，开放式编码结果仅列出
部分典型节点）。
1.3.6 研究结果分析

主要分析最终构建的研究理论模型构成要素及内涵，依据理论模型、结合三级树状编码体系，逻辑归纳后系统揭示研究主
题全貌。
2 研究结果
2.1 问题及对策

问题及对策节点的参考点数、材料来源最多，为研究重点且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备受关注：整合编码 134篇文献后形成 1
172个初始参考点，材料来源涉及 102篇文献，归纳后形成交易主体、交易对象、交易媒介、交易信息、交易环境、交易成本
6个二级节点，各级编码参考点见表 1。
2.1.1 问 题

受政策支持，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井喷式发展但仍存在诸多复杂性、长期性问题：
（1） 交易主体

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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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文献编码体系和各级节点信息
选择式编码
（一级节点）

主轴式编码
（二级节点）

材料
来源

参考
点数 开 放 式 编 码 （三 级 节 点，部 分）

问题

交易主体 68 134 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缺乏；农民文化水平低，掌握网络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知识难度大；农民及涉农企
业电子商务观念滞后、商务意识淡薄

交易对象 57 93 农产品标准化体系不健全，标准化度低；农产品品牌化度低

交易媒介 34 41 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资源短缺且服务落后；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站数量少、规模较小、功能不完善，业务
成熟度不高；在线支付体系不完善

交易信息 16 16 农业（村） 信息化体系不健全、服务不完善

交易环境 73 172 农产品物流（供应链） 配送体系不健全；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网络、交通等） 薄弱；农产品电子商
务法律法规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社会商业信誉缺乏

交易成本 24 30 流通环节多，交易（物流） 成本高；运营成本高

对策

交易主体 89 202 培养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加强电子商务知识培训，提升交易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认识、参与意识和能力

交易对象 63 93 健全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加强农产品品牌化建设

交易媒介 35 49 构建、完善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构建专业化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站；完善在线支付体系

交易信息 30 38 加强农业（村） 信息化体系建设

交易环境 93 290 完善农产品物流（供应链） 配送体系；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网络、交通、物流等）；发挥政府引
导、协调、扶持和规范作用

交易成本 13 14 整合物流资源，降低物流配送成本

商务模式 商务模式 53 193 B2B；B2C；C2C；O2O；遂昌模式、武功模式、通榆模式、成县模式；信息中介模式；社会化营销模式；
交易服务模式

平台构建

功能 16 52 提供供需双方信息交流、获取平台，降低信息交流成本；连通生产与消费；为供需双方提供网上交易、
在线支付、售后服务等功能；降低交易（运营） 成本；保证交易安全、公平与可靠

架构体系 17 21
立足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状况，以农业大数据为基础，构建促进农户、合作社、企业、客户等供应链上

各方双向互动的电子商务平台体系；由网络软硬件、网络安全、产品配送、电子支付、客户服务与评价等子
系统组成

物流

问题 29 72 （现代化） 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不健全；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薄弱；农产品物流管理、服务水平低；物
流配送环节多；物流成本高

对策 30 91 建立健全现代化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
信息化程度及信息管理水平

模式 9 22 自营物流配送模式；电商和第三方物流企业合作；第三方物流配送模式；联盟物流配送模式；共同配送
模式

供应链 8 16 供应链中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低；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需实现信息处理、服务功能，满足供应链各方信息
需求

冷链物流 10 34 冷链物流水平低，未形成专业化冷链物流体系

包括农民、涉农企业、消费者等方面问题：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缺乏[3-12]，农民文化水平低、掌握网络信息技术和电子商
务知识难度大[3,9,11,13-14]，致使农民及涉农企业电子商务观念滞后、商务意识淡薄[7-9,11-12,15]，网络营销观念落后、营销能力弱[7-8]。此
外，农产品电子商务运营能力弱[4]，主体间缺乏有效协同、供求信息高度不对称[14,16]，限于传统电商营销思维[17-18]，营销策略单
一[19]，导致消费者认可度、信任度低[9-10,12]。

（2） 交易对象
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体系不健全[7-8,11,18]；网销农产品品质难以保证[10,12,16,18]；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待解决[10,12,16]；农产品结构

不合理，研发与加工能力不足[11]；面临国外进口农产品竞争[9,15]。
（3） 交易媒介
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资源短缺且服务落后[3,5,11-14,16,20-21]；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站规模较小、功能不完善，业务成熟度不高[3,11,15]；

在线支付体系不完善[5-6,8]。
（4） 交易信息
农业（村） 信息化体系不健全、服务不完善[6,12,16,20]。
（5） 交易环境
农产品物流（供应链） 配送体系不健全，尤其是冷链物流[5,7,12,17,21]；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网络、交通等） 薄弱[3,5-9,11,13,15,20-21]；

农产品电子商务法律法规不完善[3,15,20]；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社会商业信誉缺乏[6,8]；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不够安全[5,8,15]；农产品
电子商务营商、交易环境不规范[16]；政府对农产品电子商务和农业信息化建设认识不足，发挥作用有限[12-14]。

（6） 交易成本
流通环节多，交易（物流） 成本高[3,5-10,12,16-18,21]；运营成本高[7-8,10]。

2.1.2 对 策
学者针对农产品电子商务问题，探索性提出对策以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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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易主体
培养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4,6-14,16,21]；加强网络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知识培训，提升交易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认识、参与意识

和能力[3,7-8,10-12,16]，培养现代农民[7,10]；发挥农产品电子商务经纪人能动性[3]及农民专业合作社作用，加强主体间协作[14]；传统农贸
企业电子商务转型需准确定位、统筹规划[15,20]，需加快信息化进程[15]，构建不同层次电子商务应用系统以重整业务、资源，采取
措施提高消费者信任（认可） 度；创新营销模式（方式）[8,17,19]。

（2） 交易对象
健全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体系[7-9,11-12]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9,11,19]并提升农产品品质及市场竞争力；结合消费升级与需

求偏好推动农产品深加工[16]，优化农产品结构。
（3） 交易媒介
借力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加强农产品信息平台构建，建立完善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11,13-14,20-21]，构建专业化农产品电

子商务网站[13,16]，提高平台、网站专业度和服务质量；构建安全、完善支付体系[17]，提高交易安全便捷性[3]。
（4） 交易信息
加强农村信息网络建设[6-7,12]，健全农业（村） 信息化体系[7,10-13,20]，构建信息服务平台，提高信息服务质量。
（5） 交易环境
建立健全农产品物流（供应链） 配送体系[3,6,8,12,14,16-19]；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网络、交通等）[3,8-9,11-12,14,19,21]；发挥政府引

导、扶持、推动和规范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作用[4,6,10,14,19,20]，完善农产品电子商务法律法规[4,16,18,21]，健全社会信用体系[9,11]，构建适
合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政策、法规、技术、人文等环境，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安全防护[9]。

（6） 交易成本
完善交易媒介以共享产业链信息资源，整合各类资源、减少流通环节以降低物流配送[7,17,21]、产业链经营[10]成本。

2.2 商务模式
商务模式方面，整合编码 133篇文献后形成 193个初始参考点，材料来源涉及 53篇文献，各级编码参考点见表 1，由于

仅有“商务模式”二级节点，故采用归纳法分析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
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创新性揭示市场交换要素组合和结构化方式，需综合考虑交易主体、交易对象、交易媒介、交易信息、

交易环境、交易成本等因素特性构造农产品电子商务生态圈，同时坚持可扩展性原则以适应农产品电子商务理论、实践、政策、
技术发展。目前，学者多从特定视角研究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及分类、理论概述一般性模式、总结成功模式经验，基于 B2B、
B2C、C2C结合区域特征从交易主体、对象、平台、环境（市场） 等方面拓展形成遂昌模式、武功模式、通榆模式、成县模式[22]

等，同时适应“互联网+”环境形成多模式并存、新模式涌现局面，如信息中介模式[6]、社会化营销模式[6]、交易服务模式[6]、全产
业链模式（沱沱工社）[23]、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分级与城乡产品互动模式（赶场小站）[23]、农户+电子商务公司+网络销售商模式[16]。
2.3 平台构建

平台构建方面，整合编码 133篇文献后形成 73个初始参考点，材料来源涉及 20篇文献，归纳后形成功能、架构体系 2个
二级节点，各级编码参考点见表 1。
2.3.1 功 能

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支持供需双方低成本、高效率交流及获取信息[3,5,24]以解决相互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公平交易[5,20]，
提供网上交易、在线支付、售后服务、产品宣传等功能[20,24]以高效率[13,20]、高可靠[5,20]、低成本[3,13]安全交易，最终连通生产与消
费[14]、促进农产品高效流通[13-14]、提升农产品电子商务服务质量并促进其发展以惠农、惠民与惠商。
2.3.2 架构体系

通过引入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并结合企业、地区实情构建数据和技术驱动的实用型、易操作[24]、安全可靠农产品电子
商务平台、网站并提升其业务成熟度、服务层次：动态获取、整合、分析、更新农产品数据以预测市场需求、价格走势，进而
支撑互联网+时代农产品供求无缝对接、精准营销、网上交易。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多分为网络软硬件系统、网络安全系统、
产品配送系统、电子支付系统、客户服务与评价系统[20]。
2.4 物 流

物流方面，整合编码 134篇文献后形成 235个初始参考点，材料来源涉及 45篇文献，归纳后形成问题、对策、模式、供
应链、冷链物流 5个二级节点，各级编码参考点见表 1。
2.4.1 问 题

作为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关键，当前农产品物流发展难满足实际需求[8,12,21]（农产品易腐烂、变质特征导致其对物流配送时
效、冷藏要求更高），主要面临（现代化） 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不健全[5,12,16,18,21]，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薄弱[6,16]，农产品物流管理、
服务水平不高[8,21]，物流配送环节多[5,21]、成本高[5-6,8,12,16,18]等问题。
2.4.2 对 策

整合农产品仓储、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网络，建立健全现代化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5-6,8,12,14,16,21]；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14]以满足农产品流通实际需求；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信息化程度及全流程信息管理水平[6,21]以保障流通全程中农
产品品质并降低交易成本。
2.4.3 模 式

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进展

75



物流科技 2022年 8 月上

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模式旨在提高涉农企业效益、满足消费者需求，涉农企业可结合自身实际选择自建物流、与第三方物
流合作[16]或其他模式。
2.4.4 供应链
供应链设计需契合涉农企业战略规划[25]，提升供应链信息化水平，通过覆盖农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全流程来完善农产品供

应链管理并向生产、消费端延伸，最终提高供应链管理能力以缩短农产品供应链、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农产品电子商
务供应链体系多分为基于Web的管理信息系统、生产供应基地网络、仓储和分拣加工体系、运输体系、农产品终端销售体系[25]。
2.4.5 冷链物流

作为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发展关键性支撑，冷链物流需求量、关注度激增，相关技术与运作模式日趋完善、多元化。但当
前冷链物流水平、应用率整体不高，尚未形成专业化冷链物流体系[4-5,7,10,12,17-18,21]，需借助政府力量（政策、资金等） 完善冷链物
流基础设施，建立健全冷链物流行业标准，采用信息技术协调冷链物流各环节[26]以提升冷链物流系统智能性、建立健全冷链物
流配送体系，最终提升农产品电子商务服务水平。
3 总结与展望

综上，本文以 CNKI中核心期刊（含 CSSCI） 2005~2021年收录的 134篇农产品电子商务文献为研究对象，以 NVivo为工
具，遵循扎根理论自下而上归纳形成由 280个初始概念、20个主轴范畴和 4个核心范畴组成的树状三级节点编码体系及研究
框架，进而构建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理论模型，系统全面揭示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进展：农产品电子商务问题及对策
因实践需求备受关注并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研究重点，集中于交易主体、交易对象、交易媒介、交易信息、交易环境与交易成
本；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多结合区域特征拓展常规模式但尚未形成普适性应用模式，并随互联网+环境发展涌现诸多新模式；
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构建以功能为出发点，用数据和技术驱动平台（网站） 构建与完善；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主要从问题、对
策方面分析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模式，提出融合新型信息技术、冷链物流技术完善、构建现代农产品物流（供应链） 体系以提
高农产品电子商务效率。

接下来，笔者将用基于 NVivo的质性分析法研究互联网+环境下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用户信息行为问题，以供相关研究
及应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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