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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淘宝村”是新阶段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典型产物，相关学术研究尚处于发端

与初探阶段，但其研究热度正在快速提升。已有文献散布于不同学科属性的期刊中，研究方法以

案例研究和定性论述为主，研究主题集中在“淘宝村”现象的空间分布特征、成因及演化机理、发
展模式与转型升级、经济社会效应等方面。未来研究可重点着力于以下方面: 一是关注中西部地

区和民族地区的“淘宝村”，二是评估和比较不同发展模式的影响效应，三是加强对“淘宝村”农

户组织化的研究，四是深入研究农户网店的经营行为及绩效，五是拓展“淘宝村”现象的经济社

会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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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以来，中国农村电子商务

发展十分迅速，“淘宝村”等新兴事物方兴未艾。
据统计，截至 2018 年 10 月，全国“淘宝村”数量由

2009 年的 3 个增长到 3202 个，广泛分布于 24 个省

份①。“淘宝村”是新阶段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的典型产物，其实践显示，得益于电子商务的开放

性，农村地区的产品打破地域的限制，销往广阔的

外部市场。电子商务创新了农村的商业流和信息

流，促进线下产业优化升级，并带动相关的基础设

施、配套产业和公共服务实现新发展( 曾亿武等，

2019; 张庆民等，2019) 。“淘宝村”是农户电商化

与电商集群化的双重实现，汇集了很多元素，成为

诸多领域学者开展研究的绝好素材，受到广泛关注

( 张宸等，2019) 。本文目的是梳理和分析中国“淘

宝村”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展望未来研究的方

向，助推该领域科学研究的发展。

二、文献收集与样本描述

(一)文献收集

本 文 综 合 使 用 Scopus、Web of Science、
Elsevier、Emerald Insight、Springer、Sciencedirect、
Ideas、Wiley Online Library、Wageningen Academic、
SAGE Journals 和百度学术等数据库检索国外文

献，以“Taobao Village”、“Taobao Town”、“E－com-
merce Village”、“Ｒural E－commerce Cluster”为检索

用词，以“全文”为检索字段，文献的发表时间检索

至 2018 年。通过快速浏览摘要 ( 必要时阅读全

文) 进行筛选，只保留那些以“淘宝村”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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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要案例的发表于 SSCI 或 SCI 期刊的学术论

文，最终收集到 5 篇国外文献。
本文使用中国知网的“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

库”检索国内文献，以“淘宝村”、“淘宝镇”、“电商

村”、“农村电商集群”为检索用词，以“全文”为检

索字段，文献的发表时间检索至 2018 年。通过快

速浏览摘要( 必要时阅读全文) 进行筛选，只保留

那些以“淘宝村”为研究对象或主要案例的发表于

CSSCI 来源期刊( 2017—2018 年核心版目录) 的学

术论文，最终收集到 48 篇国内文献。
(二)样本描述

1. 时间分布情况。在所收集到的文献样本

中，最早的文献于 2013 年发表，并且是英文文献。
最早的“淘宝村”出现在 2009 年，阿里研究院首次

发布“淘宝村”研究报告的时间是 2013 年，而从

2013 年开始就已经有涉及“淘宝村”的文章发表在

高质量的国际期刊上，这既体现了先行学者的敏锐

觉察力，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淘宝村”现象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以及推向国际的巨大潜力。国内

学者( 例如汪向东) 从 2010 年开始关注“淘宝村”
现象，但 2010—2014 年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以调

研报告为主，进入 2015 年，随着越来越多学者关注

“淘宝村”现象，开始涌现一些发表在 CSSCI 期刊

上的学术论文成果。至 2016—2018 年，每年的样

本文献都在 13 篇以上，“淘宝村”现象成为了“三

农”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开始受到广泛推介和深

入研究。不少样本文献的下载量和被引次数领先

于同一刊物的同期其他论文，其中部分样本文献的

领先优势十分明显。这些都体现了“淘宝村”现象

的研究热度正在快速提升。

图 1 样本文献的时间分布情况

2. 期刊分布情况。统计发现，53 篇样本文献

发表于 31 个不同的期刊，分布并不集中。从期刊

的学科属性来看，这些期刊分属于经济学、管理学、
社会学、人文地理、城乡规划、图书馆情报、信息系

统等学科以及一些高校综合性学报和综合社科期

刊。这间接印证了“淘宝村”是一种综合性较强的

经济社会现象，其在研究视角上具有很大的拓展空

间。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先后对“淘宝村”现

象产生了浓厚兴趣，陆续加入“淘宝村”现象的研

究队列，其中人文地理和城乡规划、农业经济管理

等领域的学者较多，其成果主要发表在《农业经济

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经济地理》、《城市规

划》、《城市发展研究》等期刊。此外，从期刊分布

的变化可以管窥到，随着各领域学者的深入交流和

思想碰撞，“淘宝村”现象在不同学科理论和知识

的交叉运用上将被逐渐发掘并推动“淘宝村”研究

的发展。
3. 方法分布情况。根据 Seuring 等( 2008) 的

观点，社 会 科 学 研 究 方 法 可 归 结 为 定 性 论 述
( Theory and Conceptual)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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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统计( Survey) 、数学建模( Modelling) 和文献综

述( Ｒeview) 5 种。统计显示，在 53 篇样本文献中，

超过一半的论文( 27 篇) 采用了案例研究方法，有

17 篇论文属于定性论述，剩下的 9 篇文章是调查

统计，而未有采用数学建模或文献综述方法的成

果。学界对“淘宝村”现象的研究尚处于发端与初

探阶段，以案例研究和定性论述为代表的质性研究

占据主导属于正常现象。对于新事物的认知，人们

总是从思考事物的整体性质以及低成本探索局部

个案开始，然后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逐步扩展到基

于大范围调查样本的定量研究，从而得到更具普遍

性的结论。伴随“淘宝村”数量的不断增加，定量

分析方法尤其是基于计量模型的因果识别将会被

更多地应用于该领域的研究。

三、主题归纳与观点综述

(一)“淘宝村”现象的空间分布特征

1.“淘宝村”数量呈现由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

锐减的梯度特征。根据阿里研究院发布的“淘宝

村”目录，截至 2018 年 10 月，东部地区拥有“淘宝

村”3098 个，占比 96. 75%，中部地区拥有“淘宝村”
90 个，占比 2. 81%，而西部地区仅 14 个“淘宝村”;

东部地区平均每个省份拥有 344. 22 个“淘宝村”，

中部地区平均 12. 86 个，西部地区平均 1. 75 个; 东

部地区最多的省份拥有 1172 个“淘宝村”，中部地

区是 50 个，西部地区是 5 个。“淘宝村”的发展规

模在自东向西的空间分布上极不平衡，东部地区的

优势十分明显，这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规律

是一致的。“淘宝村”依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品

集聚而发展，东部地区拥有便利的交通区位、开放

的思维模式、完善的产业配套、优质的营商环境、成
熟的消费市场，为培养大批电商农户提供坚实基础

( 张嘉欣等，2015) ; 中西部地区受交通运输条件、
经济基础、市场环境、配套产业及人口集中度的制

约，“淘宝村”的发展相对比较落后 ( 徐 智 邦 等，

2017) 。
2. 以“秦岭—淮河”为界，“淘宝村”数量呈现

“南多北少”特征。截至 2018 年 10 月，位于北方地

区的“淘宝村”共计 686 个，占比 21. 42%，位于南

方地区的“淘宝村”共计 2516 个，占比 78. 58%; 北

方地区平均每个省份拥有 62. 36 个“淘宝村”，南方

地区平均 193. 54 个。显然，从南北方两个地理分

区来看，“淘宝村”数量呈现出“南多北少”的格局。
这种空间分布特征的形成与南北方地区自然地理、
人文环境及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南方地区市

场发育和开放程度较高、地缘和人缘的优势较大、
商业传统文化浓厚且交通运输条件便利，而北方地

区相对较弱，因此“淘宝村”在南方地区的发展要

优于北方地区( 徐智邦等，2017) 。
3.“淘宝村”呈现多中心的集聚格局，东部沿

海地区集聚度较高。截至 2018 年 10 月，东部地区

拥有全国 99. 17%的“淘宝镇”，共计 360 个，拥有

全部“淘宝村集群”64 个，并且主要集中在浙江、广
东、江苏、山东、河北和福建 6 省* 。总体来看，“淘

宝村”呈现多中心的集聚格局，核心集聚区是长三

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潮汕和闽东南地区、鲁西南地

区。截至 2018 年 10 月，长三角地区共有“淘宝村”
1096 个、“淘宝镇”128 个、“淘宝村集群”24 个; 珠

三角地区共有“淘宝村”429 个、“淘宝镇”49 个、
“淘宝村集群”14 个; 潮汕和闽东南地区共有“淘宝

村”412 个、“淘宝镇”51 个、“淘宝村集群”6 个; 鲁

西南地区共有“淘宝村”269 个、“淘宝镇”35 个、
“淘宝村集群”2 个。这些地区的中小城镇利用信

息化发展的程度较高，产品丰富，信息化会降低地

理临近对商业联系和空间集聚的作用，但“淘宝

村”的空间集聚现象则表明了地理临近在促进技

术扩散上的力量更占据上风 ( 马海涛等，2017 ) 。
学者分析表明，在县域尺度上“淘宝村”的空间分

布具有正向的自相关性，即“淘宝村”的分布呈现

明显的空间关联格局，集聚区域具有邻近性和外溢

性特征( 朱邦耀等，2016; Qi 等，2018) 。北京及其

周边人口众多，消费需求大，但昂贵的房价、租金以

及制造业缺乏集聚，导致商家成本较高，产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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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作为重要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与四川地区，

“淘宝村”难以达到集群化规模，原因在于其商业

基础薄弱、交通不便以及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陈晓

文等，2018) 。
(二)“淘宝村”现象的成因及演化机理

“淘宝村”作为一种新兴现象是怎样形成的，

又是如何演化发展的，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探索。个

别学者从动态演化视角分析“淘宝村”的形成与发

展，例如，曾亿武等( 2015) 将“淘宝村”的形成过程

划分为民间草根力量自发发展和政府、协会以及各

类服务主体共同参与发展两个阶段，包含引进项

目、初级扩散、加速扩散、抱团合作和纵向集聚 5 个

环节; 刘亚军等( 2017) 认为“淘宝村”的产业演化

主要经历萌芽、裂变式扩张和产业集群式发展 3 个

阶段。多数学者是从静态角度开展分析，但无论是

纵向分析还是静态分析，都要落脚于发展要素与动

力机制，已有文献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 产业基础。网络市场竞争更加充分，只有

安全、优质、有特色的产品才能在同类产品的网络

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多数“淘宝村”的形成得益

于当地及周边地区独特的资源禀赋、自然条件或交

通区位基础上所建立的良好产业基础。良好的产

业基础有效降低了本土网商创业的物质成本、风险

成本和学习成本，为当地村民的电商创业提供了最

好的货源支持( 曾亿武等，2016a) 。产业基础的背

后更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它能激发农民识别和

发现电商创业机会 ( 于海云等，2018 ) 。而“淘宝

村”的形成，会反过来强化产业基础，如增强了本

地产品的知名度、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加快品牌

化建设和技术创新、促进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等，

这些积极变化又有助于推动“淘宝村”的进一步发

展，形成良性循环。
2. 电商平台。以淘宝网为代表的第三方电商

平台具有准入门槛低、技术难度小、使用客户多的

特点( 崔丽丽等，2014; 薛洲等，2018) ，使大量农户

有机会进入网络市场进行尝试，本质上是一种包容

性创新。借助电商平台，农户避开了实体营销较高

的成本与风险，较小成本地切入市场成为一种常

态，而在“淘宝村”形成阶段把握住这种创业机遇

的农户，往往获得了可观的增收( 舒林，2018) 。电

商农户发展到一定程度，还可以通过企业化转型，

实施电 商 平 台 升 级 或 多 元 化 战 略，谋 求 更 好 的

发展。
3. 创业能人。创业能人是“淘宝村”形成和发

展的核心主体( 周静等，2017) ，他们通过发挥主观

能动性将支持电商创业的周边资源和条件成功组

合在了一起。在“淘宝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需要敢于人先、勇于探索的发起型能人，需要不甘

落后、追赶学习的模仿型能人，需要推陈出新、与时

俱进的创新型能人，需要善于组织、乐于奉献的领

导型能人，等等。这些创业能人的企业家精神是

“淘宝 村”形 成 和 发 展 的 关 键 动 能 ( 刘 亚 军 等，

2017; 李红玲等，2018) ，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着“淘

宝村”所能达到的高度。
4. 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物流、网络、水电等

基础设施是“淘宝村”形成的基本条件。例如，道

路的承载力决定了车辆的运输上限，交通便利程度

影响着运输的速度和成本。具有良好产业基础或

区位条件的地区，基础设施条件通常也比较完善，

不会构成“淘宝村”形成的硬性约束; 这些地区一

旦形成“淘宝村”，基础设施还会得到进一步完善。
而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提升村民电商创业的成

功 率，加 速 电 商 产 业 集 群 的 形 成 ( 于 海 云 等，

2018) 。
5. 社会网络。“淘宝村”的形成还得益于农村

社会网络，它是电子商务技术扩散背后强大的推

力。一个商家率先发展起来，会形成模仿学习效

应，向身边亲友邻里扩散，带动更多人从事电子商

务及相关行业。另外，信息流是支撑“淘宝村”发

展的关键一环，网商之间要进行信息交流，卖家和

合作商之间也要实现资源共享。此时，熟人社会发

挥巨大作用，能够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和交易成本，

增进联 系 和 信 任，促 进 信 息 的 传 播 ( 千 庆 兰 等，

2017) 。电商平台上的经济活动嵌入在本地行为规

范所塑 造 的 线 下 社 会 关 系 之 中 ( Avgerou ＆ Li，
2013) 。

6. 地方政府。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淘

宝村”逐渐从早期的野蛮生长过渡到定向培养与

规范发展阶段，无论是新“淘宝村”的创建还是原

有“淘宝村”的持续发展，地方政府的作用显得越

发重要。从农户电商创业的角度看，政府的支持作

用主要体现在创造创业条件、提高创业能力、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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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 动 机 和 扶 持 创 业 活 动 4 个 方 面 ( 梁 强 等，

2016) 。从各地实践来看，政府主要在制定规划、营
造氛围、招商引资、园区建设、品牌建设、诚信建设、
市场监管、对外宣传、创业孵化、组织培训、改善基

础设施等方面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 曾亿武等，

2015; 史修松等，2017; 舒林，2018; 于海云等，2018;

Qi 等，2018) 。
7. 电商协会。“淘宝村”形成以后，往往有加

强网商组织化程度的必要。电商协会( 或称网商

协会) 作为电商农户抱团合作的主要形式以及实

施集体行动的关键，对于“淘宝村”的健康发展有

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电商协会在商户经营道德方

面进行 了 一 定 的 建 议、教 育 和 约 束 ( 周 应 恒 等，

2018) 。“淘宝村”成立电商协会的动因在于谋求

主动性集体效率，具体包括强化集群外部经济性、
规避恶性竞争、增强市场地位以及吸取外部资源

( 曾亿武等，2016b) 。实证分析表明，电商协会对

“淘宝村”商户网络销售业绩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

作用( 崔丽丽等，2014) 。
8. 市场需求。“淘宝村”的形成和发展是供需

匹配的结果。相比于实体购物，网络购物具有经济

实惠、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低、多样性和个性化凸

显、买卖双方互动、信息公开等特点和优势，已成为

国民一种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方式。充足的线上

市场需求为“淘宝村”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巨大的拉

力( 曾亿武等，2016a; 刘亚军，2017) 。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重视消费者体验，不断提升产品性价比，是

“淘宝村”形成和发展的关键。
(三)“淘宝村”的发展模式与转型升级

按照某个角度或标准，对“淘宝村”进行类型

学划分，有助于促进“淘宝村”事物内部的解构和

剖析，进一步明晰“淘宝村”现象的特点和运行规

律。根据主营产品类型，可将“淘宝村”划分为基

于农产品的“淘宝村”、基于工业品的“淘宝村”和

基于手工艺品的“淘宝村”。基于农产品的“淘宝

村”所生产的农产品具有地方特色和区域知名度，

辨识度高; 基于工业品的“淘宝村”往往依托当地

传统产业或地方专业市场; 基于手工艺品的“淘宝

村”主要沿袭着世代相传的技艺，抑或从外部导入

一款市场前景很好的产品并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

成本低廉的优势( 周静等，2017) 。按照初创时期

的资源禀赋和驱动主体两个维度，可将“淘宝村”
划分为自发驱动型、自发培育型、政府培育型和政

府驱动型 4 种类型，在不同类型中，“淘宝村”的内

生状态和包容性创新驱动因素的构成要素有所不

同，但内生状态和包容性创新驱动因素的交互作用

有助于创新集聚的形成( 范轶琳等，2018) 。根据

生产内部化情况，可将“淘宝村”划分为生产贸易

型和纯贸易型，前者自产自销，后者代销外部产品。
根据产业基础情况，可将“淘宝村”划分为“无中生

有型”和“产业再造型”，前者不依赖当地原有产业

发展起来，为数不多，后者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将线

下业 务 往 线 上 拓 展 ( 郭 承 龙，2015; 史 修 松 等，

2017) 。对于“无中生有型”，有学者进一步划分为

区位优势驱动型、龙头企业驱动型和产品创意驱动

型( 曾亿武等，2016c) 。另有学者以典型案例直接

命名“淘宝村”的发展模式，其中，以“沙集模式”最

为著名。“沙集模式”本质是一种以市场为主导、
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由农民自发创业，经裂变式

扩散，形成“网络+公司+农户”的商业模式群聚现

象，从而实现信息化带动产业化，产业化促进信息

化( 刘 亚 军 等，2016; 姚 庆 荣，2016; 董 坤 祥 等，

2016) 。不论 哪 类“淘 宝 村”，最 终 都 将“殊 途 同

归”，进化成一体化共生系统结构，具有开放、有

序、规范的特点，以及自我强化的能力 ( 郭承龙，

2015; 曾亿武等，2015) 。
不同类型“淘宝村”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

有可能面临困境，需要转型升级。总的来说，目前

中国“淘宝村”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一是同

质化竞争激烈。与传统的产业集群一样，伴随集群

规模的扩张，电商农户容易陷入低水平的同质化竞

争，企业提供产品的单一化与市场需求的多元化无

法匹配，产品质量难以提升，创新不足，价格和利润

率不断下滑，引发经营困难甚至是假冒伪劣现象发

生( 曾亿武等，2016b; 张天泽等，2018; 张嘉欣等，

2018) 。二是电商专业人才紧缺。目前整个电商行

业处于人才紧缺的状态，而电商人才供需矛盾在农

村地区表现得更加突出，多数高校电子商务专业毕

业的人才不愿到农村去，这严重制约了“淘宝村”
电商产业的转型升级( 郑新煌等，2016; 张嘉欣等，

2018; 舒林，2018) 。三是网店经营难度加大。目前

“淘宝村”电商农户整体在经营上表现出家庭化、
—601—

《农业经济问题》( 月刊) 2020 年第 3 期



规模小、策略单一等特征( 路征等，2015) 。随着网

商数量的不断增加，电商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网店

经营的技术门槛快速抬高，要求新网商一开始就必

须在网店经营的各个环节达到较高水准，而老网商

为保持竞争力，需要在产品介绍、图片美工、视频制

作、营销策略等方面体现专业化，仅靠自我学习不

足以应对竞争。与此同时，随着网购经历的累积，

消费者对网店的选择考量越发挑剔，网店专业性必

须相应提升，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此外，电商

平台会不时进行经营规则的调整，每次调整都会让

部分网商感到无所适从，他们亟需专业指导以应对

新变化。随着电商平台集聚越来越多的流量，占据

垄断位置的电商平台掌握着制定和更改游戏规则

的权力，规则与资本成为型塑农民网店的支配逻

辑，缺少规则议价与资本造势能力的农民网店将逐

渐地被边缘化( 邵占鹏，2017) 。四是公共产品供

给不足。随着“淘宝村”的快速发展，要素资源瓶

颈日渐凸显，人才和资金匮乏，土地供应紧张，公共

服务不到位，电商发展所需的培训、金融、仓储、审

批等配套服务无法满足电商农户日益增长的需求

( 刘亚军等，2017) 。一些地方政府虽然采取了一

些政策措施扶持本地“淘宝村”发展，但这些措施

普遍倾向于扶持电商大户( 路征等，2015) 。另外，

有学者发现，本地宗族观念过强，会导致“淘宝村”
的封闭性，电商农户对外延关系资源持排斥心理，

这不利于“淘宝村”的进一步发展( 梁强等，2016) 。
当“淘宝村”进入瓶颈阶段，需要从多方面着

手谋求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总的来说，

寻求内部竞争良性化以及有力应对外部竞争是推

动“淘宝村”演化的内在动力，未来“淘宝村”的发

展方向在于，建立和完善以普惠性为导向的农村电

商创业创新支持服务体系，引导电商农户向企业

化、专业化、组织化和品牌化的方向发展，推动模仿

型“淘宝村”升级成为创新型“淘宝村”。特别要指

出的是，市场本就有推动资源向少数主体集中的趋

势，如果政策支持也以培育大户为导向，将进一步

推动资源向少数网商集中，因此政府应出台一些具

有普惠性的政策措施，让所有电商农户都能受益

( 路征等，2015) 。此外，实施集体行动、主动谋求

集体效率是“淘宝村”发展的重要路径( 曾亿武等，

2016) ，网商不能局限于自我经营，必须积极参与集

体行动，共同提升集体竞争优势，才能有助于提升

个体效率。
(四)“淘宝村”现象的经济社会效应

“淘宝村”现象可视为信息技术型塑和改造农

村地区的能量和潜力的一种集中展示，能够产生深

刻而广泛的经济社会效应。这些经济社会效应体

现在“点—线—面—体”4 个层面上，即分别对农户

个体、农户间关系、农村社区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产

生影响。
1.“点效应”: 对农户个体的影响。从群体平

均效应来看，“淘宝村”农户采纳电子商务对其农

业收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源自利润率和销量

的双重提升; 与此同时，电子商务加剧了农户内部

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曾亿武等，2018) 。“淘宝村”
的形成还对农民的迁移决策产生影响，“淘宝村”
居民的外出迁移概率要比非“淘宝村”居民的外出

迁移概率大约低 26% ( Qi 等，2018) 。“淘宝村”现

象具有内生包容性增长意义，其促进了农民的能力

增长，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提升和心智模式改善两

个方面( 刘亚军，2018) 。“淘宝村”的兴起改变了

农村居民的生活价值观、社区情感认同和日常生活

节奏( Lin 等，2016) 。
2.“线效应”: 对农户间关系的影响。广州里仁

洞村在成为“淘宝村”以后，外来人员大量涌入，他们

与本地村民共同组成了一张关系紧密且复杂的乡土

社会网络，本地村民的社会联系弱化，外来者成为权

力主体，通过地缘、亲缘关系形成生产、生活中的权

力共享( 张嘉欣等，2016) 。“淘宝村”的形成意味着

主体相互依存关系的重新建构，农户间快速传播知

识，促成广泛的参与( Leong 等，2016) 。在有些“淘

宝村”里，村民之间的日常互动和交流变成实现个人

利益目标的一大方式，村民之间亲密的关系被功利

主义所替代( Lin 等，2016) 。
3.“面效应”: 对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淘宝

村”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基于 ICT 的社区驱动型内生

发展模式，它增强了村庄的自组织能力( Leong 等，

2016) 。成为“淘宝村”以后，村庄的整体收入水平

会得到提升，但其增收幅度取决于诸多因素( 曾亿

武等，2016c) 。“淘宝村”是一种社区嵌入型大众

创业现象，其创业孵化和就业带动效应突出，既孵

化了大批创业者，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魏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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蓓等，2018) 。基于农产品的“淘宝村”发展促进了

原有农业产业集群的升级，使农村土地和空间得到

进一步利用( 陈永富等，2018) 。从社会空间的角

度看，伴随“淘宝村”的发展，村落社会空间迅速变

迁与重构，具体表现在生活空间的变革、商业空间

的出现与发展、生产空间扩大以及产业空间多元

化，一些“淘宝村”甚至出现新的功能性空间和新

的游 客 参 观 体 验 空 间 ( 周 大 鸣 等，2018; 周 静，

2018) 。
4.“体效应”: 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淘宝

村”揭开了一场信息化时代电子商务作用下的乡

村城镇化进程的序幕。这一进程是对乡村地区社

会、经济环境与物质空间的系统重构( 罗震东等，

2017) ，使乡村传统和现代因素全面而有效融合，实

现对“农业、农村、农民”的“一体配套式”现代化改

造( 房冠辛，2016) ，改变以往城镇化过程中不平等

的城乡关系，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以及城乡经济、
地理和文化融合( 刘亚军，2017) 。“淘宝村”的发

展把大量散落的中国农村通过互联网和物流网直

接接入了现代社会，实现“在线城镇化”、“实时城

市化”，使之摆脱因各种原因而与城市隔绝或依附

于城市发展的地位( 楼健等，2018) 。“淘宝村”建

立起一种流动空间结构，农村居民在交通和信息技

术支持下无须人口迁移便能实现人口、资本、商品、
信息和技术的实时流动和深度共享。基于流空间

的电子商务摆脱了贸易对空间区位、距离的依赖，

重塑了城乡间商品交易模式，促成了新型城乡关系

网络( 王林申等，2017; 陈宏伟等，2018) 。
(五)其他研究主题

除了上述主题，有些学者还探讨了其他研究主

题，例如，董运生等( 2016) 探讨“淘宝村”民间团体

的合法性获得问题，认为自下而上发育的民间团体

具有公众合法性能达致正常运转，却因无法获得体

制合法性而陷入生存困境，或在获得体制合法性后

却没有 如 预 期 般 长 期 享 受 发 展 优 势; 曾 亿 武 等

( 2017) 基于 8 个发展比较成熟的“淘宝村”案例，

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质性研究集群社会资本对农户

网店经营绩效的影响机理; 邓华等( 2017) 以“淘宝

村”为案例，从本地能力、盈利模式、关键活动、价

值网络和价值主张 8 个维度分析了互联网时代包

容性创业企业的商业模式; 梁强等( 2017) 以军埔

“淘宝村”为例，探讨新创企业生成的印记因素及

生态位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四、总结与展望

综合研究持续时间、研究成果数量以及研究方

法使用等方面的情况来看，中国“淘宝村”的相关

学术研究尚处于发端与初探阶段，但其研究热度正

在快速提升，预计不久将进入加速探索的丛林化阶

段。现有研究对“淘宝村”的诸多方面已进行了有

益探索，推进了有关理论的构建和拓展，增进了对

“淘宝村”现象及其背后规律的认知，为政策制定

与实践深化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东部沿

海地区的“淘宝村”起步早、发展快、数量多、局部

规模大，受到的关注更多。总的来说，中国“淘宝

村”的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块: 一是针对

“淘宝村”现象本身的研究，另一是基于“淘宝村”
案例研究其他领域的议题。前者占据主导地位，后

者仅以“淘宝村”案例作为佐证素材。针对“淘宝

村”现象本身的研究主要围绕“淘宝村”现象的空

间分布特征、成因及演化机理、发展模式与转型升

级、经济社会效应等方面进行，研究视角总体上偏

宏观层面或村域尺度的多，聚焦农户微观层面的文

献相对较少，尤其是关于农户组织管理和农户网店

经营的研究薄弱; 对“淘宝村”现象经济社会效应

的分析，现有文献已有了较为广泛的讨论，但仍然

存在一些影响效应有待拓展，并且有必要对不同发

展模式的异质性效果加以区分和比较，而在研究方

法上应注意补充严格规范的量化研究从而对变量

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有效识别。总而言之，为推动

中国“淘宝村”研究的深入发展，使科学研究工作

更好地服务于现实需要，本文认为未来研究可重点

在以下方面争取获得新的进展:

1. 关注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淘宝村”。
电子商务正逐渐成为减贫的新途径。但与东部沿

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农村电子商

务发展相对缓慢，电商扶贫任重而道远，需要学者

给予更多的关注，开展更加深入的科学研究。然

而，已有“淘宝村”文献主要泛谈全国范围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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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村”，抑或集中关注东风村、军埔村、青岩刘

村、里仁洞村等热门案例，专门针对中西部地区和

民族地区“淘宝村”的研究成果相当匮乏。中西部

地区和民族地区的“淘宝村”与东部沿海地区的

“淘宝村”在生成与发展规律上是否存在差异、中

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淘宝村”应如何培育并发

挥显著的减贫效应、从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视角

探讨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淘宝村”的发展路

径、如何将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与现有“淘宝村”实践经验结合起来等

议题，有待学者开展研究。
2. 评估和比较不同发展模式的影响效应。关

于“淘宝村”发展模式的已有研究，主要是介绍了

不同发展模式的特点、形成原因，缺乏对不同发展

模式所产生的影响效应分别进行评估并做比较，以

及揭示不同发展模式影响效应存在差异的机理。
例如，在基于农产品的“淘宝村”、基于工业品的

“淘宝村”和基于手工艺品的“淘宝村”3 种不同情

境下，电子商务分别对农户收入产生怎样的影响效

应，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是什么因素引致了差异

性; 再如，草根自发形成的“淘宝村”与政府驱动形

成的“淘宝村”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包容性创新绩

效，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是什么因素引致了差异

性。这些问题也有待今后学者开展研究。
3. 加强对“淘宝村”农户组织化的研究。电商

协会是伴随“淘宝村”现象的产生而出现的新型农

村民间组织，其在加强行业自律、促进行业交流、增
强谈判地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目前学者

对电商协会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未来研究可以开

展“淘宝村”电商协会的多案例研究，探讨不同的

运行模式和演化规律，也可以在问卷调查数据基础

上评价分析电商协会的组织绩效，还可以针对其内

部各类主体开展研究。其次，还可以关注“淘宝

村”的农民合作组织。农民合作社是农户在自愿

互助的基础上所成立的经济合作组织，广泛分布在

中国农村地区。不少“淘宝村”拥有农民合作社，

但鲜有学者研究这一主体。“淘宝村”的形成会对

农民合作社产生什么影响，农民合作社应如何调整

以适应“淘宝村”发展，这些问题也有待于研究。
此外，发展较好的“淘宝村”如何在产业兴旺的基

础上加强农户社区参与，开展智慧村务建设，推进

社区治 理 现 代 化，这 一 议 题 同 样 值 得 学 者 深 入

探讨。
4. 深入研究农户网店经营行为及绩效。“淘

宝村”是村域尺度上的以农户为网店经营主体的

创业群聚现象，微观农户的网店经营行为及绩效关

系到整个“淘宝村”的发展，但目前学者对“淘宝

村”农户网店经营行为及绩效问题的探讨不多。
线上营销策略、线下供应管理、品牌化建设以及大

数据产品应用等方面都是研究农户网店经营的重

要视角。例如，部分电商农户使用“生意参谋”等

大数据产品辅助网店经营决策，那么电商农户大数

据产品使用行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电商农户对

大数据产品属性的偏好和支付意愿如何，以及大数

据产品使用对电商农户收入产生怎样的影响效应，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另一方面，关于农户

网店经营绩效的评价体系尚需构建，相关的农户追

踪调查也有待开展，在此基础上，定量分析农户网

店经营绩效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从而深化对农户网

店经营规律的理解。
5. 拓展“淘宝村”现象的经济社会效应研究。

“淘宝村”现象具有广泛的经济社会效应，并且以

积极的一面为主，这是客观现实，也是普遍共识。
已有文献对“淘宝村”现象的经济社会效应已有不

少的探讨，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案例研究和定性

论述，未来研究应增强定量研究的力度，在大范围

问卷调查基础上开展严格的因果识别，从而对“淘

宝村”现象的实际作用进行准确评价以及对相关

作用机制进行验证。另外，未来研究还要拓展“淘

宝村”现象影响效应的考察角度，例如，研究“淘宝

村”现象对农户的收入结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
主观幸福感、家庭婚姻状况、女性地位、女性就业、
女性创业、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以及村庄基层治

理、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的影响效应，已有文献对

这些角度的涉及甚少，也有待学者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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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China’s Taobao Village: A Literature Ｒeview

ZENG Yiwu，CAI Jinjing，GUO Hongdong

Abstract: Taobao village is a typical product of e － commerce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Academic research on Taobao village is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but scholars’enthusiasm is grow-
ing fas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s scattered in journals with different disciplinary properties，meanwhile
there are mainly case studies and conceptual researches whose topics include spatial distribution，forma-
tion and evolution mechanism，development mode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etc. Future research c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Taobao villag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minority concentrated region; secondly，effect of different devel-
opment mode and its comparison; thirdly，the organization of smallholders in Taobao village; fourthly，

rural e－commerce households’e－shop operation behavior and its performance; finally，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of Taobao village phenom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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