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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CNKI收录的 2003年~2021年间 1230篇农产品电子商务文献为研究对象，混用社会网络分析、文献计

量和科学知识图谱法直观揭示了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主题演进历程、发展趋势。研究主题集中于农产品电子商务问题

及对策、模式、平台、物流。就主题演化而言，农产品电子商务问题及对策无实质变化且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持续；农产品电子

商务模式基于主流模式衍生诸多特色鲜明、符合发展趋势的新模式；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逐渐融合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支

持精准生产、营销；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融合大数据技术整合物流资源以提效并重点关注冷链物流。发展趋势为生鲜农产

品电子商务和互联网+农产品电子商务，就前者而言，消费者购买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智慧物流及冷链物流很可能成为新

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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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1230 literature on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which collected by CNKI
from 2003 to 2021，the authors mix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bibliometrics method and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 meth⁃
od to intuitively reveal research topics evolution course and development trend on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The
research topics are mainly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the mode on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the platform on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and the logistics on e-commerce of agri⁃
cultural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pics evolution，there is no substantive change i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and will continue for some time to come. The mode of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de⁃
rives many new modes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suitable for development trends，which based on the mainstream modes. The plat⁃
form on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gradually combines cloud computing，big data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o achieve accu⁃
rat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The logistics on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mbines big data technology，integrates logis⁃
tics resources to achieve efficient logistic and mainly focuses on cold chain logistics. The development trend is the e-commerce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and the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under the Internet plus environment. For the former，the
analysis of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smart logistics and cold chain logistics are likely to become new
research hot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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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产品生产及销售固有（自然）风险（易受地

域、气候、季节影响）及市场风险（易受行情、流通环

节、信息畅通性等影响）致使其交易成本高且效率

低（时常滞销）［1］、农民小生产与社会大市场间供需

矛盾突显，严重影响农民增收、消费者购买成本及

意愿、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伴随互联网及大数据技

术、农业及物流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和移动电子商务

落地生根，跨时空、移动化精准农业和农产品直销

成为可能，在这种形势下，旨在基于电子商务平台

创新农产品生产、流通、交易、消费模式的农产品电

子商务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其通过减少流通环

节、互通农民和消费者信息等方式低成本、便捷、高

效衔接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市场以促进农业经济发

展、农民增收，加快农产品流通以降低交易成本并

提升竞争力进而惠及消费者，提升社会资源配置效

率，备受学者关注，但现有研究存在主题结构、演进

及趋势不清晰等问题，严重影响其对农产品电子商

务健康发展指导价值。

为此，本文混用社会网络分析、文献计量和科

学知识图谱等方法分析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

主题演进、发展趋势，以供相关应用和研究参考。

2 数据源、研究框架与方法

2.1 数据源

考虑到研究结果精准性、全面性及数据采集可

行性，本文以“农产品电子商务”为检索词在篇名中

检索中国知网（CNKI）所收录期刊论文，检索时间

为 2021年 3月 31日，发文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共获 1307篇文献，清洗后有效文献 1230篇（分布于

2003年~2021年），最早成果为2000年发表的《“全国

农业信息化暨农产品电子商务观摩研讨会”纪要》。

2.2 研究框架与方法

本文所构建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文献计量、科

学知识图谱的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主题演进分析

架构见图 1。首先处理数据：依次用 Excel 2019 预

处理文献数据、用文献计量法分析关键词词频、基

于共词分析生成高频关键词及分阶段关键词共现

矩阵；其次构建图谱：在 Ucinet中导入共现矩阵分

别生成核心关键词共现网络、阶段关键词共现网

络，在 CiteSpace V 中导入已转换格式数据生成突

变词列表揭示研究前沿［2］；最后结合社会网络分

析、突变词分析揭示研究主题演进、发展趋势。

图1 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主题演进分析框架

3 研究主题分析

关键词可表达文献主题内容，高频关键词可揭

示领域研究热点和重点，分析（高频）关键词可归纳

出领域研究主题及其演进规律：为提高结果准确

性，笔者合并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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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性关键词，如选择、构建、分析、研究等，最终

1230 篇文献共涉及 1210 个关键词（词频为 1 的共

871个），累积频次4640，篇均关键词约为4。
根据多诺霍（Donohue）高低频关键词频次临界

点公式：T =（ - 1 + 1 + 8I1）/2，其中，T为临界点

词的频次，I1是词频为1的关键词个数。计算结果T
约为 41，可得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主题高频

关键词共 12 个，见表 1。可看出，该领域主要研究

农产品电子商务的问题及对策、模式、平台（互联

网+）、物流及生鲜农产品等。

表1 2003-2021年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主题

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

电子商务

农产品

农产品电子商务

对策

生鲜农产品

模式

词频

760
650
279
190
84
69

关键词

电子商务平台

互联网+
现状

问题

特色农产品

物流

词频

65
65
53
56
55
44

为更好揭示该领域主要研究内容，笔者用 Ex⁃
cel 2019 生成该领域频次不小于 5 的关键词（共 92
个）共现矩阵并导入Ucinet生成核心关键词共现网

络，见图 2。其中节点及其连线粗细分别表示关键

词、关键词共现次数。可看出，整个网络以电子商

务、农产品、农产品电子商务为中心呈发散状，以问

题（现状）及对策、电子商务模式、电子商务平台、

（冷链）物流、生鲜（特色）农产品、“互联网+”等为次

中心节点。这表明该领域重点研究主题，一是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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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电子商务问题及对策，重点是农产品品牌化、标

准化、营销（销售），消费者满意度、购买意愿，现状

分析及制约因素、影响因素，三农等；二是农产品电

子商务模式，融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核心研究运营、

交易、营销（销售）模式、线上线下（O2O）等；三是电

子商务平台，核心是平台构建及营销、移动化等功

能完善，新技术及架构引入；四是（冷链）物流（重点

是冷链、供应链等）。该领域研究发展方向包括生

鲜（区域特色）农产品、“互联网+”（重点结合物联

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进行信息化）等。此外，该领

域研究以问题和对策居多，说明其发展和研究空间

仍较大。

图2 2003年~2021年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核心关键词共现网络

4 研究主题演进

4.1 研究主题阶段特点

为更好揭示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主题演

进历程，笔者基于所采用文献将其研究分为五阶

段：阶段划分依据、阶段关键词及其频次信息分别

见表 2和表 3（电子商务、农产品、农产品电子商务

频次较高且所属主题不明，故以“备注”成列），可看

出该领域从第二阶段开始各指标明显上升、进入成

长期，各阶段各类主题占比基本一致且问题及对策

类均较高，说明其研究亟待深化；结合各阶段高频

关键词（见表 4）、关键词共现网络（见图 3~图 8）结

构得出其研究主题特征（见表5）。

表2 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阶段及划分依据

阶段

萌芽

兴起

转折

爆炸增长

快速发展

疫情影响

划分依据

2003年~2008年：2003年“非典”阻断传统商务渠道却推动电子商务发展，互联网资本回归更推波助澜；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促使政府出台政策鼓励企业转型发展电子商务，致使中国电子商务复苏成长、脱虚务实并逐步

为网民接受；期间农产品电子商务开始萌芽，尤其是粮棉类

2009年~2011年：大量传统企业和资金进入使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初见成效并逐渐兴起，如淘

宝网 2010年农产品类目以干果山货、粮油米面为主，销售额 37.35亿元；2011年增加花卉蔬果、植物树木等类

目，销售额增至113.66亿元

2012年~2013年：2012年为生鲜电商元年，2012年底成立仅一年的生鲜电商“本来生活”凭“褚橙进京”引起社

会关注并于 2013年春又挑起“京城荔枝大战”，生鲜电商开始引起学者关注及兴趣并逐渐成为农产品电子商

务主战场；2013年中国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超500亿元

2014年~2015年：2014年京东、阿里相继上市，京东系、阿里系农产品电子商务随之快速发展，中国农产品电子

商务进入融资高峰期并于2015年进入品牌阶段；相关研究爆炸式增长

2016年~2019年：2016年中国农产品电子商务由成长期（萌芽至2016年）进入快速发展期

2020年~2021年：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中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受疫情影响较大，注重智慧化升级

1173



第 50 卷

表3 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各阶段关键词信息

阶段

萌芽

兴起

转折

爆炸增长

快速发展

疫情影响

关键

词数

54
106
125
335
717
277

累计关键词数

及占比

89（1.92%）

247（5.32%）

249（5.37%）

913（19.68%）

2410（51.94%）

732（15.76%）

基于研究主题的阶段关键词频次及占比

问题及对策

28（31.46%）

74（29.96%）

71（28.51%）

302（33.08%）

734（30.46%）

265（36.20%）

模式

6（6.74%）

18（7.29%）

20（8.03%）

65（7.20%）

182（7.55%）

54（7.38%）

平台

8（8.99%）

15（6.07%）

19（7.63%）

49（5.37%）

124（5.15%）

39（5.33%）

物流

5（5.62%）

9（3.64%）

12（4.82%）

39（4.27%）

117（4.85%）

29（3.96%）

其他

11（12.36%）

28（11.34%）

35（14.06%）

124（13.58%）

371（15.39%）

98（13.39%）

备注

31（34.83%）

103（41.70%）

92（36.95%）

334（36.58%）

882（36.60%）

247（33.74%）

表4 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各阶段高频关键词（排名前30位，同频次按字母排序）

2003年~2008年

关键词

电子商务

农产品

农产品电子

商务

对策

电子商务平台

发展

模式

农产品交易

问题

SWOT分析

传统商务

垂直协作体系

第一产业

甘肃省

供求信息服务

供应链

观念

黑龙江省

湖南省

互联网

机遇与挑战

价值链

交易成本

交易平台

交易主体

绿色农产品

木桶原理

农产品电子

商务技术

农产品市场

农业产业化

频次

15
10
6
4
3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009年~2011年

关键词

电子商务

农产品

农产品电子

商务

对策

模式

农业

特色农产品

电子商务模式

SWOT分析

发展

网上交易

安徽省

创新

劳动者

农产品营销

农民

企业

企业管理

问题

物联网

物流

RBAC
案例分析

被下载次数

被引用次数

第三方电子

商务模式

第一产业

电农

电子拍卖

电子商务平台

频次

46
41
16
8
8
5
5
4
3
3
3
2
2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2012年~2013年

关键词

电子商务

农产品

农产品电子

商务

对策

特色农产品

问题

物流

现状

P2C2B
P2G2B
SOA
Web service
电子商务发展

电子商务平台

模式

农业

鲜活农产品

信息化

营销策略

运营模式

4Cs
4Ps
AHP层次

分析法

ASP.NET
B/S结构

B2C
C2C
Comet
F2B2C
Pushlet

频次

41
32
19
12
5
4
4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2014年~2015年

关键词

电子商务

农产品

农产品电子

商务

对策

电子商务平台

现状

模式

生鲜农产品

问题

物流

O2O模式

发展

冷链物流

SWOT分析

电子商务发展

电子商务模式

互联网+
农业

特色农产品

制约因素

河南省

劳动者

农民

网络营销

信息化

运营模式

浙江省

阿里巴巴

创新

电子商务物流

频次

151
126
57
44
15
15
13
11
11
10
8
7
7
6
6
6
6
6
6
5
4
4
4

4
4
4
4
3
3
3

2016年~2019年

关键词

电子商务

农产品

农产品电子

商务

对策

生鲜农产品

互联网+
模式

电子商务平台

问题

特色农产品

现状

电子商务模式

发展

物流

互联网

农民专业合作社

运营模式

SWOT分析

冷链物流

问题与对策

大数据

供应链

农村电子商务

生鲜电子商务

影响因素

发展趋势

互联网+农业

鲜活农产品

乡村振兴

AHP层次

分析法

频次

397
347
138
93
55
45
34
31
29
26
25
24
22
22
12
12
12
10
10
10
9
9
9

9
9
8
8
8
8
7

2020年~2021年

关键词

电子商务

农产品

农产品电子

商务

对策

生鲜农产品

互联网+
电子商务平台

特色农产品

乡村振兴

模式

大数据

现状

问题

影响因素

农村电子商务

物流

冷链物流

发展

电子商务模式

制约因素

创新

运营模式

营销策略

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

新媒体时代

消费者满意度

陕西省

品牌建设

品牌化

精准扶贫

频次

110
94
43
29
17
14
13
12
11
10
9
9
8
6
6
5
5
5
5
4
4
3
3

3
3
3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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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研究主题演进规律

分析表 3~5 及图 3~8，可归纳出国内农产品电

子商务研究主题演进规律：就结构和频次而言，各

阶段研究结构多不平衡（以问题及对策研究居多，

其他主题均较少），2003 年~2008 年研究较分散且

关键词频次多较低；2009 年后内外部环境逐渐完

图3 2003年~2008年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

图4 2009年~2011年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

图5 2012年~2013年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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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研究结构逐步紧凑（关键词及其频次、关联度逐

渐增加，尤其是 2014 年后）。就内容而言，各阶段

研究主题比较稳定并逐步全面（多元化）、成熟（日

趋跨界融合）。电子商务、农产品、农产品电子商

务、对策始终为高频关键词，多用 SWOT 法或层次

分析法（AHP）进行分析，多研究区域性应用（图谱

中常出现省名、地名），关注特色（生鲜）农产品电子

商务，重点关注以信息技术（互联网、信息化）发展

农产品电子商务；2003年~2008年各研究主题内容

均较少且侧重交易主体理念更新及可行性分析，主

要是农产品电子商务贸（交）易价值、技术优势及可

行性；2009 年~2011 年各研究主题内容均有所增

加，尤其是问题及对策（倾向解决问题）、模式创新；

2012年~2013年各研究主题内容增幅均不大，模式

研究具体化且陡增并结合农产品产供销，技术研究

明显增多并开始平台化，消费者体验、生鲜农产品

及其电子商务、政策建议开始受关注；2014 年~

2015 年各研究主题内容均迅速增加：模式研究全

面展开并集中于 O2O，物流研究集中于冷链物流

（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成为研究热点所致），开始关

注互联网+时代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网络零售）；

2016 年~2019 年各研究主题内容进一步多元化且

仍迅速增加：与国家政策（精准扶贫、经济带、供给

侧改革、法律、新农村等）紧密结合，模式研究集中

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及 O2O（注重消费者体验、网络

零售），农产品电子商务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深度融合且平台逐步集中化，注重冷

链物流、智慧物流、供应链云等，强调技术赋能、数

据驱动、协同创新、龙头企业带头；2020年~2021年

各研究主题内容受文献基数影响相比上一阶段有

所下降：与国家政策（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供给侧

改革等）紧密结合，创新引领，产业链与互联网深度

融合打造农业产业互联网，注重提升信息化、智慧

化水平。

图6 2014年~2015年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关键词频次>1）

图7 2016年~2019年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关键词频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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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问题及对策

为学者关注重点以指导实践，地域辽阔、发展

不平衡导致的问题解决周期较长致使各阶段问题

及对策研究无实质变化且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持续：

农民培训及教育（提升参与农产品电子商务意识及

能力），农产品标准及法律法规完善，农产品电子商

务人才培养，用户行为分析及体验提升（进行以用

户为中心、品牌化营销），农业信息化体系、农村网

络基础设施完善（结合物联网、大数据等实现精准、

智慧农业），龙头企业主导农产品产销供应链构建

（发挥龙头企业组织领导作用）。

具体而言，2003 年~2008 年为萌芽期（发展时

间尚短），多研究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主体（农民）

观念转变（农产品电子商务贸（交）易价值、技术优

势）及可行性；2009 年~2011 年研究通过培训教学

转变交易主体观念，关注消费者及农产品营销（交

易）、特色农产品、涉农企业、农产品标准化及法律

法规、信息安全、三农问题；2012年~2013年研究提

表5 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阶段特征

阶段

2003 年

~
2008年

2009 年

~
2011年

2012 年

~
2013年

2014 年

~
2015年

2016 年

~
2019年

2020 年

~
2021年

结构特点

整体松散，以电子商务、农产

品、农产品电子商务为核心，

以问题、对策、模式、电子商

务平台等为次中心

整体结构紧凑，以电子商务、

农产品、农产品电子商务为

核心，以对策、（电子商务）模

式、农业、特色农产品等为次

中心但不明显

整体结构紧凑，以电子商务、

农产品、农产品电子商务为

核心，以问题、对策、电子商

务平台、物流、特色农产品等

为次中心

整体结构紧凑，以电子商务、

农产品、农产品电子商务为

核心，以问题、对策、现状、

（电子商务）模式、电子商务

平台、物流、生鲜（特色）农产

品等为次中心

整体结构很紧凑且关键词间

多紧密关联，以电子商务、农

产品、农产品电子商务为核

心，以问题、对策、（电子商

务）模式、电子商务平台、物

流、生鲜（特色）农产品、互联

网+等为次中心且较多

整体结构紧凑且关键词间多

紧密关联，以电子商务、农产

品、农产品电子商务为核心，

以问题、对策、（电子商务）模

式、电子商务平台、物流、生

鲜（特色）农产品、互联网+
等为次中心

研究重点

问题及对策

问题及对策、模

式、平台（信息安

全）、（特色）农产

品

问题（现状）及对

策、模式、平台、

物流、（特色）农

产品

问题（现状）及对

策、（O2O）模式、

商 务 平 台 、（冷

链）物流、（生鲜、

特色、有机）农产

品

问题（现状）及对

策、互联网+、模

式（农民专业合

作社、O2O）、平

台（大数据、云计

算等）、（冷链）物

流、（生鲜、特色）

农产品

问题（现状）及对

策、互联网+、模

式（农民专业合

作社、O2O）、平

台（大数据等）、

（冷链）物流、（生

鲜、特色）农产品

研究特点

起步阶段，宏观研究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价

值及可行性

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随内外部环境完善而

兴起并日益深入，重点研究农民及企业培

训、（特色）农产品销售及标准化等根本性问

题及对策、社会化媒体及移动互联网背景下

商务模式创新、平台技术体系及其安全性等

问题及对策分析仍居多，开始关注消费者意

愿及体验营销、生鲜农产品及其品牌运营、

政府政策建议等；多研究商务模式（陡增并

具体化）、平台构建（引入系列新技术架构、

计算技术）、物流体系及终端物流、特色农产

品

呈爆炸式增长但问题及对策研究仍居多，重

点关注互联网+农产品电子商务（2015 年政

府工作报告首提所致）及 O2O 模式、平台构

建（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加强农产品

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所致）、冷链物流（生鲜

（有机）农产品及其电子商务所致）

农产品电子商务步入快速发展及品牌化期，

研究持续增长但问题及对策研究仍居多且

更全面深入（涉及国家政策、三农、人才培

养、涉农企业等），重点关注生鲜农产品及其

电子商务、模式创新（集中于 O2O）、平台集

中化（以京东、阿里平台为中心）及新技术引

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智

慧物流及供应链云、冷链物流

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持续深入，问题及对策

研究仍居多，但新视角凸显（涉及新型经营

主体、新媒体时代、产业链、乡村振兴等）并

关注平台规范化（平台监管）

高中心性关键词

（降序排列）

电子商务、农产品、

农产品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平台、对

策、模式

电子商务、农产品、

农产品电子商务、

对策、模式、农业、

特色农产品

电子商务、农产品、

农产品电子商务、

对策、物流、特色农

产品、模式、问题

电子商务、农产品、

农产品电子商务、

对策、电子商务平

台、现状、物流、模

式、生鲜农产品、问

题、O2O模式

电子商务、农产品、

农产品电子商务、

对策、生鲜农产品、

互联网+、物流、问

题、电子商务平台、

模式

电子商务、农产品、

农产品电子商务、

对策、生鲜农产品、

互联网+、电子商

务平台、特色农产

品、乡村振兴、模

式、大数据、现状、

问题、影响因素、物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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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消费者体验及满意度的网络营销策略，特色、优

质、生鲜（鲜活）农产品标准化及提供，大都市农产

品电子商务体系构建及系列计算技术，政府引导、

建议、法律法规制定，涉农企业等问题；2014 年~
2015年研究消费者需求升级（特色、有机、生鲜、生

态农产品）、与社区及互联网+结合营销（O2O）模

式、农产品标准化、三农问题等；2016年~2019年研

究全面深入，涉及提升用户体验的消费者行为及购

买意愿分析、农产品网络零售、（农产品）品牌化及

标准化、新技术（大数据、互联网+等）、国家政策对

接（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经济带、金融支持、精准

扶贫、三农等）等问题，（电子商务）产业及龙头企业

作用、能力提升研究增多；2020 年~2021 年研究更

深入，涉及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及购买意愿、农产品

营销、（农产品）品牌化及标准化、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等问题，新基建助力全产业链升级（产业链一体

化、产业生态化），农业大数据、农业产业互联网赋

能乡村振兴。

4.2.2 模式

国内模式研究整体起步较晚且相对较少（集中

于 2012年~2015年，基于主流模式衍生诸多特色鲜

明、符合发展趋势新模式）并与问题及对策相互影

响（问题及对策推动模式创新，模式多样化有效解

决问题），2016年~2019年相关研究相对减少，侧重

移动化、新零售（直销和预售混合实现线上线下融

合）。

具体而言，2003 年~2008 年模式研究很少，仅

林华［3］提出 B2B 和 B2C 模式；2009 年~2011 年模式

创新研究随社会化媒体及移动互联网发展而增加，

如第三方电子商务、农民专业合作社、网店、拍卖

等：孙百鸣等［4］研究黑龙江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选

型并提出G2B、G2C、B2B、B2C、B2B+C、第三方交易

市场模式，张党利等［5］提出F（Farmer农民）to C（Co⁃
operation 专业合作社）to B（Business企业）模式，牟

静［6］创新性提出 P2B2C、垂直型 B2B、P2G2B；2012
年~2013 年模式研究陡增，结合区域实践具体化，

如B2C、C2C、P2C2B、P2G2B、F2B2C、第三方电子商

务等，且融合农产品产供销（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

合作社、合作商店）；2014年~2015年模式研究随网

络技术发展、农产品市场供求变化频率加快而增加

以进行技术与供求驱动的模式创新，并诞生诸多新

的结合县域特色的模式（如遂昌模式、成县模式、通

榆模式）、开始关注O2O模式：王国庆等［7］创新性提

出新型B2B2C、P2B2C、微博、基于第三方电子商务

平台模式，洪涛等［8］从平台、驱动、生鲜、淘宝村、市

场体系五维总结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2016 年~
2019年模式研究整体减少但随应用领域拓展及互

联网快速发展转向移动化、互联网+时代农产品电

子商务模式（信息中介、社会化营销、交易服务［9］）

以提升用户体验，同时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

经纪人的电子商务模式关注度提升；2020年~2021
年模式研究新媒体时代以模式创新推动农产品营

销策略转变与创新。

4.2.3 平台

国内平台研究整体偏少但符合信息技术（IT）
发展历程及趋势且不断增加，主要研究平台架构、

模块、功能及构建方法，并逐步与云计算、大数据等

新技术融合以提升服务质量进而支持互联网+时代

以用户为中心的农产品流通体系。

具体而言，2003 年~2008 年平台研究很少，技

图8 2020年~2021年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关键词频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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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关注度较低，重点研究网站技术并主要基于中农

网（贴近市场并网罗全国农产品信息、贴近需求并

注重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实效、贴近行业并提升批

发市场信息化应用［10］）进行信息发布及网上交易；

2009 年~2011 年平台研究有所增加、相关技术增

多，除注重 Web网站信息发布及网上交易功能、电

子商务平台问题及对策（尤其是信息安全）外，加强

农产品数据库建设（数据同步）、关注物联网技术；

2012年~2013年平台研究持续增加，相关技术研究

涌现并在研究涉农网站构建同时注重基于特定架

构（SOA、B/S）或技术（ASP.NET、Web 服务、云计算

等）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构建，以降低农民、涉农

企业、用户进入门槛（及时发布市场价格、供求信息

以弱化小农生产与社会大市场矛盾并支持网上支

付结算），并提升其收益及参与积极性、提高农产品

流通效率（减少流通环节），尤其是平台结构与模

块，平台问题分析研究减少；2014 年~2015 年平台

研究迅速增加，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加强农

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激发学者农产品电子商务

平台问题、设计及构建研究兴趣及新思路，如基于

阿里平台、互联网+等；2016年~2019年平台研究整

体减少但呈融合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

并向阿里、京东平台集中化趋势，以加快农产品电

子商务信息化建设并提升生产者和消费者使用体

验：王婧等［11］分析云计算技术和服务优势并结合农

产品供应链构建农产品电子商务云服务平台架构

和功能模块，以互通农产品交易信息并降低交易风

险、丰富销售渠道、降低平台建设维护成本、解决企

业农产品电子商务技术人才匮乏问题，韩福丽等［12］

提出基于大数据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动态有效

获取、整合、分析农产品数据以预测其价格走势、市

场需求等，进而精准营销、无缝对接供需；2020年~
2021 年平台研究注重平台监管、推动农产品电子

商务平台成熟化、规范化，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

管理水平、提升消费者信任度。

4.2.4 物流

为农产品电子商务核心要素，国内研究整体偏

少但不断增加并将持续且各阶段各有侧重，核心始

终是旨在提效的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问题及对策

分析，且冷链物流、智慧物流（基于云计算、大数据

等技术整合农产品物流资源）关注度随消费者生活

整体水平（生鲜农产品需求增加）、政府重视度提升

而迅速增加，此外，规范化、法制化、标准化、冷链

化、智慧化等趋势明显。

具体而言，2003 年~2008 年物流研究很少，重

点关注宏观农产品供应链构建及基于价值链的流

通优化，处从属地位；2009 年~2011 年物流研究有

所增加，重点关注物流流通体系、基础设施及农产

品配送体系构建；2012年~2013年物流研究有所增

加，侧重物流系统、供应链体系构建及终端配送；

2014年~2015年物流研究持续增加，重点关注冷链

物流、供应链；2016年~2019年物流研究迅速增加，

侧重供应链云、智慧物流、冷链物流、第三方物流、

物流服务协同以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2020
年~2021年物流研究有所下降，重点关注绿色冷链

智慧物流体系，以提高农产品物流服务质量，提升

消费者满意度、信任度及购买意愿。

此外，国内研究认为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问题

主要包括物流基础设施［13~15］、配送体系不健全［15］致

使成本过高［13，16］，农业物流信息平台缺乏、农产品

物流信息化水平较低［14，16~17］且网络安全隐患多［15，17］，

物流企业小而分散［13~14，17］，物流人才稀缺、法律待完

善［13~14，17］；提出健全并整合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13~16］、

配送体系［15~16］，构建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信息平台

及网络、加快农产品物流信息化［14~17］，壮大农产品

物流企业［13~14］，加强电子商务物流人才培养、法律

法规完善［13~14，17］等对策。针对农产品电子商务冷链

物流时效性强、运量零散、成本高、体系复杂等特点

及设施及技术落后［18］、第三方物流企业能力有限［18~19］、

服务地区范围不平衡［19］、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不健

全［19］、冷链物流复合型人才缺乏、成本高［18］等问题

提出健全冷链物流基础设施设备、发展冷链技术及

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18~19］、健全法律法规及行业标

准［19］、培养复合型人才［18］、争取政府政策及资金支

持［18~19］等对策。

5 研究主题发展趋势

研究前沿动态体现领域研究状况及趋势，关键

词突变部分揭示研究主题发展趋势。笔者基于

CiteSpace的突变词检测算法、词频年度变化发现并

以突变词演进预测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主题

发展趋势，见表 6，可看出各年研究前沿较稳定：

2005年后电子商务一直是研究前沿，2010年、2011
年、2012 年农业、特色农产品、现状关注度分别上

升，2014年~2015年生鲜农产品异军突起且2016年

~2019 年更位列高频关键词第五位，2019 年，乡村

振兴、影响因素突显。分析表 4、表 5及各阶段图谱

可知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互联网+农产品电子商

务将是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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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前沿突变词列表

突变词

电子商务

农业

特色农产品

现状

突变率

6.38
3.54
3.09
3.42

年份

2005
2010
2011
2012

突变词

生鲜农产品

乡村振兴

影响因素

突变率

4.89
7.64
4.29

年份

2015
2019
2019

5.1 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

伴随生活水平整体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及信

息技术发展，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备受关注，其用

电子商务手段网上直销生鲜农产品（市场和客户根

基大且重复购买率高、利润空间大致使研究和投资

价值大），国内研究集中于问题及对策（涉及基础设

施完善及信息化［20~21］、生鲜农产品标准化及品牌

化［20］、人才培养［20~21］、客服平台优化［21］、物流服务及

冷链物流提升［20~21］等）、模式（可按商业模式、平台

模式、物流配送模式等分类，具体基于企业资源、目

标市场等选择［22］）、消费者购买影响因素、供应链管

理及物流配送，重定性分析轻定量研究、重理论轻

实证、重单个因素轻整体研究［23］。

鉴于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最大障碍（消费

者认知度、信任度、参与度、满意度低）及成功关键

（易腐烂特性致使质量保证成为重中之重，冷链物

流及配送速度要求更高），消费者购买意愿及影响

因素分析、智慧物流及冷链物流很可能成为研究热

点：目前，针对前者，何德华等［24］从食品质量和安全

预期、产品价格预期、网站信息丰富度感知、包装和

物流预期分析并实证消费者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

购买意愿主要影响因素为产品质量和安全及网站

信息丰富度；林家宝等［25］以水果为例，基于产品特

性（水果质量、感知价值）、服务质量（物流服务、网

站设计）、消费者特征（沟通、信任倾向），构建并实

证消费者信任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理论模型，

结果为水果质量和感知价值作用最突出。针对后

者，学者针对国内生鲜供应链管理（链条冗长且未

形成一体化组织、供应网络缺乏核心组织且较混

乱、缺乏统一的监管机构和完善的信息化平台［26］）

及物流配送（基础设施落后、第三方物流企业发展

滞后、冷链技术应用不够等致使流通损失率及物流

成本较高，法律法规不健全［27］）问题，提出构建以农

业专业合作社为核心的一体化组织及供应链、完善

监管体系和信息平台［26］、改善生鲜电子商务物流大

环境、实现农产品配送一体化及冷链物流信息化［27］

等对策。

5.2 互联网+农产品电子商务

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

（AI）、社会化媒体等信息技术发展及应用为农产品

电子商务发展带来新机遇并很可能促生诸多研究

热点：革新农产品生产、流通及消费模式以基于农

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所积累用户数据、服务协同及新

型商务模式（融合网络直销、零售和预售以减少流

通环节）精准生产及营销，并实现农产品产供销全

程高效监控及基于业务标准化的质量提升和追溯、

以用户为中心的新零售（线上线下融合）、涉农龙头

企业数字化及电子商务化转型、基于线下资源整合

（旨在提高流通效率和速度、保障生鲜农产品新鲜

度及用户满意度）的（冷链）物流智慧化及供应链云

端化、农业资源高效配置及低成本运行，发挥政府

政策导向及龙头企业带头作用解决区域化三农问

题，形成农产品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6 结语

综上，本文混用社会网络分析、文献计量和科

学知识图谱法揭示了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主

题演进、发展趋势：研究主题集中于农产品电子商

务的问题及对策、模式、平台、物流，多进行区域性

研究。就研究主题演进而言，农产品电子商务问题

及对策无实质变化；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基于主流

模式衍生诸多特色鲜明、符合发展趋势的新模式；

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逐渐融合云计算、大数据等技

术进行精准营销；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融合内外部

大数据整合物流资源以提效并重点关注冷链物

流。就研究趋势而言，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互联

网+农产品电子商务很可能成为新研究热点，且农

产品电子商务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跨境化、法

制化、智慧化、移动化趋势明显。

接下来，笔者将系统研究生鲜农产品电子商

务、农产品移动电子商务等问题，以供相关研究及

应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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