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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推广、普及与广泛应用以及冷

链物流的发展，我国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市场规模持续

扩容。《2022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报告》显示，

2022 年我国生鲜农产品电商市场规模约 5601.4 亿元，十

年时间，生鲜电商市场规模增长了将近 20 倍。生鲜农产

品电子商务逐渐发展成为“互联网 + 农业”背景下的一

种新型农产品流通方式和中国新经济、新业态的重要组

成部分（宋瑛等，2022），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关

注的热点主题。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能以极低的交易成

本以及对称、开放和透明的交换渠道，实现农产品供需

双方的低成本、高效链接（张正荣和杨金东，2019）。

一方面，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出现改善了农民线下销

售农产品的议价能力、扩大农产品交易规模、提升农产

品销售利润（汪阳洁等，2022），另一方面，相比传统

流通方式，生鲜农产品电商可以缩短消费者购买的时间

和路程，显著降低交易成本（蔡波等，2021；程娟，

2022）。农产品电商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可以引导更多

农户参与并均等分享农产品电商发展的“红利”，推动

乡村振兴、农民持续增收，也有助于解决日益增长的多

元化农产品消费需求与传统的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洪

涛，2016）。

自电子商务兴起以来，农产品电商研究领域涌现出

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已有学者对相关成果进行了梳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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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例如，Grunert	KG	and	Ramus	K（2005）结合一个整

合性框架，通过回顾有关消费者网上购买食品的影响因

素的文献，提出了一个整合计划行为理论和生活方式建

构理论的可用于未来实证研究的模型；杨跃辉（2011）

从农产品电商的基础性研究、发展对策研究、模式比较

和供应链分析四个方面，对国内外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研

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冯建英等（2021）围绕中文在线评

论文本，就评论文本对生鲜农产品销量的影响机制、评

论数据的信息属性与情感属性以及评论矛盾性，对农产

品销量的影响进行综述；曾亿武等（2020）基于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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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效应等主题观点，对“淘宝村”

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展望未来研究

的方向，助推该领域科学研究的发展。这些都为农产品

电商文献研究做出必要贡献，但仍存在局限之处，就内

容而言，现有农产品电商研究鲜有学者关注国内外农产

品电商研究到底有何差异，缺乏系统的对比分析；从方

法来看，主要是主观的内容解读，鲜少运用科学计量工

具进行客观分析，而基于知识图谱视角的量化研究则可

以更为客观地反映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及趋势（任永灿

等，2022）。

鉴于此，全面把握、对比剖析中外农产品电商的研

究热点及其发展脉络，有助于国内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

实践创新。本文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对国内外农产

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外生鲜农产品电商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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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电商研究成果进行文献计量对比分析，力求客观呈现

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的相似性和异质性，为国内农产

品电商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从而为我国

农产品电商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为全面探析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的异同，本文借

助 CiteSpace 知识图谱以及文献计量分析方法，通过关键

词共现及聚类、共被引文献聚类等，对国内外农产品电

商的研究热点和知识基础进行可视化比较分析，以发现

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的异同，指明国内农产品电商研

究的发展方向。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包括国内外有关农产品电商的相关文

献，其中国外文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期刊，

以“Agricultural	E-commerce”“Fresh	E-commerce”为主

题词进行检索，并选择文献类型为“会议录论文”“论文”

和“综述论文”进行精炼，检索出 2000-2022 年收录的

农产品电商相关期刊论文，共得到有效文献 306 篇。国

内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的北大核心期刊，以“农

产品电商”“农产品电子商务”“生鲜电商”“生鲜电

子商务”为主题词，匹配为“精确匹配”，检索出 2003-

2022 年间收录的农产品电商相关期刊论文，共获得 785

篇文献。获得以上中英文文献的检索时间均为 2022 年 10

月 11 日，且均已剔除书评、会议摘要、无关键字文献以

及其他与农产品电商不相关的文献。

此外，由于从中国知网（CNKI）导出的文献信息

不包含参考文献，为了进行国内外农产品电商共被引文

献的比较分析，本文首先从中国知网网站检索并手动下

载国内 785 篇文章的参考文献，然后基于 Python 编程按

CiteSpace 对参考文献的格式要求整理，并自动写入这些

参考文献，最终再逐一检查所有参考文献是否正确写入，

以获得包含参考文献信息的国内农产品电商研究的准确

完整的文献数据。

国内外生鲜农产品电商研究的时间分布
与某一主题相关的文献数量可以反映学界对该领域

的关注度，文献数量越多，表明相关研究越活跃（任永

灿等，2022）。为了从整体上把握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

究的活跃度，本文在用 CiteSpace 进行可视化分析之前，

先对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文献的年度发文数量进行统

计分析，如图 1 所示，其中折线图为每一年的文献数量，

柱形图为每一年的文献累计数量。

从整体上看，国内外学者在农产品电商研究领域的文

献发表数量的发展趋势大体一致，其中，国内相关领域

的文献数量高于国外相关领域的文献数量，这说明虽然

国内外对农产品电商这一研究主题的关注趋势大体一致，

但国内学者对这一研究主题的关注更多，这可能是因为在

视频直播、网络带货、社区电商等新型电商创新推动下，

我国农产品电商增长持续领先全球，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

大农产品电子商务国，进而激发了我国相关学者对农产

品电商发展的广泛关注。从时序上看，国内外农产品电商

相关文献发表数量均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且与我国农产品

电商的发展阶段大体契合：2000-2004 年为我国农产品电

商的萌芽期，棉花和粮食两个品种先后实现在网上交易，

此阶段相关领域研究并未引起国内外学者足够的关注，

文献年发文数量少于 5 篇，发展较为缓慢；2005-2013 年

为农产品电商增长期，生鲜农产品开始在网上进行交易，

农产品电商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国内外

农产品电商研究发文数量呈波动式缓慢增长态势；2014-

2017 年为农产品电商快速发展期，京东、宅急送、阿里

等多家电商平台获得投融资进入农产品电商领域，农产品

电商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

图 1  国内外农产品电商文献的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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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文数量呈指数增长态势，到 2017 年，国内外农产品

电商研究的发文数量均达到最大值，国内发文数量为 109

篇，国外发文数量为 45 篇；2018 年至今农产品电商发展

逐渐步入成熟期，从蓝海市场逐渐走向红海市场，从快速

发展逐渐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此阶段虽发文量相

对 2017 年略有减少，但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发文量也

呈现波动性稳定态势。

国内外生鲜农产品电商的研究热点
（一）基于关键词共现图谱的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对研究内容和观点的高度概况，能够反映

文献的核心内容。在与主题相关的文献中，一个关键词

出现的频次越高，越能反映出该问题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越多。因此，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一般是某一领域的

研究热点，对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可考察农产品电商

的研究热点。

运行 CiteSpace，分别将 CNKI 北大核心数据库和 WOS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的农产品电商研究数据导入，选择节点

类型（Node	Type）为关键词（Keyword），得到国内外农

产品电商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2 和图 3），并将国

内外排名前 20 的关键词进行列举（见表 1 和表 2）。其

中，国外农产品电商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共有243个节点，

906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308，Q 值为 0.6（＞ 0.3），

Mean	Silhouette 值为 0.8403（＞ 0.4）；国内农产品电商研

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共有 412 个节点，728 条连线，网络密

度为 0.0086，Q 值为 0.5535（＞ 0.3），Mean	Silhouette 值

为 0.887（＞ 0.4）。从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

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聚类显著，结构合理。

将表 1 和表 2 的高频关键词分别进行整合、归类，进

而追溯其相关文献，得出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的关注热

点既有相似性又有异质性，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因此，

为深入探析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热点的异同，本文将分

别从相似性和异质性两个方面对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的研究

热点进行比较分析。

1. 相似性方面。第一，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均是基

于“互联网 +”的研究背景开展，其共同关键词包括“互

联网”“互联网 +”“信息化”等；第二，国内外农产品

电商研究均重视农产品电商与供应链之间的关系，考察农

产品电商供应链管理及优化，其共同关键词包括“供应

链”“供应链管理”“冷链物流”等；第三，国内外农产

品电商研究均重视从影响因素方面对农产品电商的发展进

行分析，其共同关键词包括“影响”“影响因素”等；第四，
图 2  国内农产品电商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 3  国外农产品电商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 1  国外农产品电商研究的关键词词频分布

表 2  国内农产品电商研究的关键词词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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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均注重基于不同模式对农产品电商

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其共同关键词包括“模式”“发

展模式”等；第五，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均注重基于零

售视角对农产品电商发展进行考察，其共同关键词包括“零

售商”“新零售”等。

2. 异质性方面。国内该领域研究方面：第一，注重

结合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乡村发展政策背景考察农产

品电商发展的相关问题，这是因为电商为农产品销售提

供了重要渠道，成为农民增收的新支撑，不仅可以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而且还能助推乡村振兴，其关键词

包括“农村电商”“乡村振兴”“电商扶贫”等；第二，

较为重视将大数据技术和思维与农产品电商发展有效整

合，这是由于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不但有助于农产品

电商经营者对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有个比较精

准的了解，制定出更有针对性的科学决策，而且还可以

通过构建全程可追溯体系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何亚玲

和王生荣，2020），这些都将影响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方向，

其关键词包括“大数据”等；第三，更加注重电商平台

在农产品电商发展中的作用，这是由于我国农产品电商

平台众多，而电商平台具有的经营门槛低、参与者广泛

的特性，与我国农产品生产加工分散的特征相契合（郭

鸿鹏等，2016），其关键词包括“电商平台”等。

国外该领域研究方面：第一，较为重视从消费者视

角考察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影响因素，因为消费者是农产

品电商的重要参与主体，保持消费者的忠诚度对农产品

电子零售商的竞争力至关重要（Cui，L. 等，2022），而

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受到质量、价格、信任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其关键词包括“质量（quality）”“价格（price）”“信

任”“支付意愿”等；第二，较为重视将管理理论作为

农产品电商研究的基础，主要是因为面对农产品电商运

营过程的多种不确定性问题，电子商务运营离不开商家

的有效管理，其关键词包括“管理”“供应链管理”等；

第三，较为注重从销售渠道视角考察农产品电商的运行

效率。随着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传统销售渠道的农

产品供应商也在以不同方式进军农产品电商平台，不仅

电商销售渠道有别于传统销售渠道，且不同类型的电商

平台提供了不同的销售渠道，因此对各种不同销售渠道

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考察农产品电商平台的运行效率，

也因此成为了国外农产品电商的研究热点，其关键词包

括“渠道”等。

（二）基于关键词聚类图谱的研究热点分析

为深化主题共现关系，更好地认识国内外农产品电商

的研究热点集中分布于哪些前沿主题，接下来在关键词共

现图谱的基础上通过 LLR（对数似然率）算法进行关键词

聚类分析，得到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聚

类排序越靠前，聚类规模越大），如图 4 和图 5 所示，从

中可以看到，国内该领域研究的主要聚类共有 13 个，而

国外该领域研究的主要聚类共有 8 个。将国内外关键词主

要聚类列入表格，得到表 3。

通过对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关键词聚类结果进行比

较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有一些相似的关

键词聚类，如购买意愿、生鲜产品等，但也有一些异质性

的关键词聚类，因此接下来本文将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

对该领域关键词聚类差异进行深入分析。

1. 国内研究方面。具体如下：

第一，中国农产品电商研究较为重视农产品跨境电商

新业态的发展。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乡村振兴、数

字乡村等战略深入实施，农产品电商与跨境电商进一步

创新融合，带动农产品跨境电商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农产品跨境电商得以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我国农产品贸易

的重要途径，成为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超常规武器，也因此成为农产品电商研究的热点

主题。#2 聚类（跨境电商）包括关键词“跨境电商”“农

村电商”“电子商务”“乡村振兴”“直播电商”等。

图 4  国内农产品电商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 5  国外农产品电商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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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关键词聚类对比

第二，中国农产品电商研究重视电商平台在农产品电

商中的作用。开放平台已成为我国农产品电商的主要经营

业态，据统计，我国现有各种涉农电商平台 3 万多个，其

中农产品电商平台 4000 多个。不仅互联网平台技术的完

善和电商平台的优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农产品电商

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平台上经营主体的数量与质量，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农产品电商的区域发展态势。由此，#8

聚类（电商平台）包括关键词“电商平台”“经营主体”“农

产品电商”“空间分布”“模型”等。

第三，国内农产品电商研究重视基于发展战略展开分

析。将农产品电商发展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农村发展

战略有机结合，综合考虑各利益相关者，通过农产品电商

发展战略推动我国农产品电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助推农

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有效衔接。#12 聚类（发展策略）

包括关键词“发展策略”“策略”“产业价值链”“存在

问题”“模糊评价”等。

2. 国外研究方面。具体如下：

第一，亚马逊生鲜成为国外农产品电商研究的聚焦

热点。亚马逊是全球规模最大、用户体量最多的网络零售

商，除了主要销售不易腐产品的亚马逊主平台外，亚马逊

还运营着亚马逊生鲜子公司，且已在美国、英国、德国、

西班牙等多个国家布局，基于亚马逊生鲜视角考察农产

品电商相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由此，#4 聚类（Amazon	

fresh）包括关键词“亚马逊生鲜（Amazon	fresh）”“合作

（cooperative）”“全食超市（Whole	Foods）”“利润率（profit	

margin）”“潜在类别模型（latent	class	model）”等。

第二，蔬果生鲜电商成为国外农产品电商研究的重点

之一，水果和蔬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为

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然而随着生鲜电商的

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把电子商务平台作为购买蔬菜水果的

替代购物渠道，由此，#6 聚类（fruits	 and	 vegetables）包

括关键词“果蔬（fruits	and	vegetables）”“反馈（feedback）”“替

代分销渠道（alternative	distribution	 channels）”“建议

（recommendations）”等。

第三，国外农产品电商研究较为注重品牌忠诚度对农

产品电商发展的影响，指出相对于线下传统购物渠道，消

费者对线上购物渠道的选择更具有粘性，即使消费者观察

到较低的价格，也不会从一个线上渠道切换到另一个线上

渠道，因此品牌忠诚度对农产品电商来说更具有挑战性，

由此，#8聚类（brand	loyalty）包括关键词“品牌忠诚度（brand	

loyalty）”“需求弹性（demand	 elasticities）”“渠道

粘性（channel	 stickiness）”“快速消费品（fast-moving	

consumer	goods）”“在线市场（online	market）”等。

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的研究前沿分析
知识基础能够反映出某一领域研究前沿的本质，而高

被引文献最能体现该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因此，本文在

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利用 CiteSpace 的文献共被引功能，

对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相关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梳理出国

内外该领域的高被引文献来透视其知识基础。

图 6  国内农产品电商研究共被引文献聚类图谱

图 7  国外农产品电商研究共被引文献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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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CiteSpace，设置 Node	Type 为 Cited	Reference，

对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的参考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分

别得到国内外共被引文献可视化图谱（如图6和图7所示），

其中，国内文献共被引图谱共有458个节点，1460条连线，

网络密度为0.014；国外文献共被引图谱共有490个节点，

1209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101。在此基础上，将国内外

共被引文献按共被引频次排序，分别得到国内外农产品电

商研究的高共被引文献（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从表 4 和表 5 可以看出，虽然国外农产品电商研究的

高被引文献频次不是很高，但国内外相关领域均出现了一

些高被引文献，这些文献构成了该领域研究的关键结点，

引领该领域的研究方向（石京民和李健，2019）。下面本

文将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两个方面比较国内外该领域高

被引文献的异同。

研究方法方面，由于国外农产品电商研究的大部分高

被引文献来自于中国作者，因此国内外该领域研究方法虽

有所差异，但大体均主要采用实证方法。然而，国内外高

被引文献实证方法采用侧重点有所不同。国内高被引文献

主要采用案例对比和计量模型分析农产品电商相关问题，

而国外高被引文献主要采用数理分析方法，结合博弈论模

型研究农产品电商相关问题。例如，国内研究中，汪旭

晖、张其林（2016）和赵苹、骆毅（2011）均以两家不同

生鲜农产品电商公司为例，通过案例比较分析，探讨农产

品电商的发展问题；林家宝、万俊毅、鲁耀斌（2015）利

用国内两家大型生鲜电商企业的顾客网上购买水果的调查

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水果电商消费者信任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曾亿武、郭红东、金松青（2018）利用

江苏省沭阳县 1009 个花木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倾

向得分匹配法探究了农产品电商采纳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

系。而在国外研究中，Yang	L	 and	Tang	RH（2019）基于

供应商 - 零售商的斯塔克伯格模型，对生鲜农产品供应链

的不同销售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Yu	YL	and	Xiao	TJ（2021）

基于供应商、零售商和第三方物流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博

弈论模型，考察了外包模式对决策和利润的影响；Song	ZL	

and	He	SW（2019）基于生鲜农产品电商企业、第三方物

流服务提供商和社区便利店的三层 FAP 供应链博弈论模

型，对集中和分散渠道的最优决策进行了分析。

研究内容方面，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的高被引文献

存在一些相似性，即农产品电商消费者的行为意愿引起国

内外该领域学者的共同关注，其中国内研究方面，何德华、

韩晓宇、李优柱（2014）基于电子商务消费者行为模型和

我国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特点，构建了我国消费者生鲜

农产品电子商务购买意愿影响因素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发

现消费者的产品安全、质量预期和网站信息丰富度显著影

响消费者农产品电子商务购买意愿；林家宝、万俊毅、

鲁耀斌（2015）以代表性生鲜农产品水果为例，从产品特

性、服务质量和消费者特征三个方面考虑，构建了水果电

子商务消费者信任影响因素模型，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水

果质量、感知的价值、物流服务质量、网站设计质量、沟

通和信任倾向对消费者信任都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水果质

量和感知价值的作用最为突出；国外研究方面，Anesbury	

Z.	 et	 al.（2016）分析了 40 名购物者进行网上购物时的浏

览行为，发现一半的消费者在 10 分钟内作出购买决策，

且大多数消费者都是从电商平台中显示的第一个类别页面

进行购买。但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国内农产品电商研究

的高被引文献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电商农民的增

收效应、物流发展水平的测度、流通问题和发展问题等方

面，而国外农产品电商研究高被引文献的研究内容主要集

中在农产品电商的在线预售以及供应链的冷链服务外包、

销售模式、合同协调、融资策略等方面。例如，国内研究

表 4  国外农产品电商研究的高共被引文献

表 5  国内农产品电商研究的高共被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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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亿武、郭红东、金松青（2018）通过问卷调查、实

证分析探讨了电商采纳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效应，发现

电商采纳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农业收入，利润率和销量的提

升构成增收效应的来源机制，与此同时，电子商务加剧了

农户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赵志田、何永达、杨坚争

（2014）通过问卷调查搜集数据，基于构建农产品电商物

流识别模型对农产品电商物流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发现

该识别模型是一个描述农产品电商物流理论的合理框架结

构，当前农产品电商物流发展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且

迫切需要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电子信息技术应该契合农

产品电商物流的整个过程；洪涛、张传林（2015）通过回

顾 2014 年农产品电商的发展，论述了 2014 年农产品电商

的政策环境、主要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趋势等，指

出农产品电子商务是农村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图

书、服装、3C 电商之后的新热点，形成了“两超 - 多强

- 小众”的农产品电商格局。而在国外研究中，He	B.	 et	

al.（2019）基于竞争视角，探讨了在线杂货店和实体店在

生鲜产品在线预售方面的定价策略，确定了定价均衡发生

的条件，提出在线杂货店的进入是否会影响实体店的定价

策略取决于网上购物者的特点；Yu	YL	and	Xiao	TJ（2021）

基于供应商 - 零售商生鲜产品供应链，研究了零售模式、

双渠道模式和 O2O 模式三种销售模式的最优定价和新鲜

度保持决策，提出在分散系统中，双渠道模式优于 O2O

模式，而零售商更喜欢 O2O 模式；在协调情况下，O2O

模式带来了最高的供应链利润，双渠道模式并不总是低于

零售模式，但总是低于 O2O 模式。

研究结论及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科学计量方法，基于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

集期刊和中国知网（CNKI）的北大核心期刊来源文献，

对 21 世纪以来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做了比较分析，得

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发文量时间分布方面，虽然国内外该领域研

究发展趋势大体一致，其文献发表数量均在我国农产品电

商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相似的增长态势，但是国内学者

更关注农产品电商领域研究。

第二，在研究热点方面，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热点

有一些相似性，存在部分重叠，例如普遍关注“互联网+”、

供应链、模式、零售等领域，将购买意愿、生鲜产品等作

为主要研究主题。但由于国内外电商发展态势不同，国内

外相关领域研究也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国内研究侧重

结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政策背景、大数据技术和思维、

电商平台考察农产品电商发展相关问题，而国外研究侧重

基于管理理论、从消费者和销售渠道视角考察农产品电商

相关问题；另一方面，国内将跨境电商、电商平台、发展

策略等作为主要研究主题，而国外将亚马逊生鲜、蔬果生

鲜、品牌忠诚度等作为主要研究主题。

第三，在研究前沿方面，虽然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研究

高被引文献基本均来自于中国作者，但是国内外高被引文

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既有相似性也有异质性。在研究

方法方面，虽然国内外该领域研究大体均主要采用实证分

析方法，但侧重点不同，国内高被引文献主要采用案例对

比和基于问卷调查的计量模型分析方法，而国外高被引文

献则主要采用数理实证分析方法。在研究内容方面，虽然，

农产品电商消费者的行为意愿一致引起国内外该领域学者

的共同关注，但是国内该领域高被引文献的研究内容主要

集中在农产品电商农民的增收效应、物流发展水平的测度、

流通问题和发展问题等方面，而国外则主要集中在农产品

电商的在线预售以及供应链的冷链服务外包、销售模式、

合同协调、融资策略等方面。

（二）展望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到虽然有关农产品电商的国内

外研究都已取得重大进展，但无论从发文数量还是从研究

前沿，中国学者都有引领该领域研究的趋势。为了进一步

提升我国农产品电商领域研究，结合国内外相关成果对比

分析结果，提出以下观点：

第一，在继续发展实证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将西方

的经济管理基础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提高我国

农产品电商研究的理论水平。现有国内研究过度注重实

证方法的应用，理论基础较为薄弱，这有可能导致分析

结果缺乏可靠性和稳定性；而国外该领域研究注重基于

管理理论和博弈论等经济学理论进行实证分析，所获得

的分析结果有理有据。因此，只有在深入理解西方经济

管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深入挖掘农产品电

商研究的理论基础，才能提出更多有重要意义的中国式

农产品电商理论。

第二，在继续坚持将农产品电商研究论文写在祖国大

地上的同时，应综合各利益相关者，结合农产品电商相关

技术的发展趋势，不断深入拓展研究方向。虽然现有国内

研究已突显一定的中国特色，一方面，基于我国农村发展

特有的阶段性特征—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考察农产

品电商与乡村发展、农民增收等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

基于我国农产品电商平台多而杂与农产品生产加工分散

相契合的特点，考察电商平台在农产品电商发展中的作

用。但农产品电商发展涉及农民、农产品电商企业、电商

平台、消费者等多个利益相关者，且随着互联网、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农产品电商也会出现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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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因此综合各利益相关者，结合农产品电商相关技

术的发展趋势，在国内相关研究基础上，借鉴国外基于

消费者、销售渠道、供应链视角的研究，深入中国实践，

探寻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内在机理，可以拓宽研究视野，提

升我国农产品电商研究的深度和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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