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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257 literature on agriculture e － commerce indexed by CNKI from 2000 to 2013 as the research ob-
ject，this article visually unveil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agriculture e － commerce in china，adopting the methodology of
bibliometric，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in the perspectives of literature distribution，authors and their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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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经济发展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推进，电

子商务在商品流通技术、流通途径及发展模式等方面快速

变革，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1］。作为现代农业发展新途

径及新农村建设、农村信息化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电子商

务旨在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农业信息不对称、农产

品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农业生产中产

前、产中、产后 3 个环节［2］信息透明化，以农业信息化带

动农业产业化，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现代农业实现。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

从基本状况、研究群体及机构、研究主题等角度可视化揭

示国内农业电子商务研究进展。

1 数据来源、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1. 1 数据来源

为全面掌握国内农业电子商务研究状况，笔者以中国

知网 ( CNKI) 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信息源，以

“农业”和“电子商务”为关键词组合在题名中检索，检

索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10 日，发表期限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结果为期刊文献 290 篇，剔除无关文献，最终有效文献

257 篇。其中，“农业电子商务”研究最早出现在学者雷波［3］

于 2000 年发表的《电子商务在农业中的应用》一文中。

1. 2 研究框架

笔者构建的基于文献计量、社会网络分析和内容分析

的国内农业电子商务进展研究方法体系见图 1，主要由数

据收集、数据分析及数据可视化三部分构成，并辅以内容

分析法归纳研究主题演化规律，最终得出国内农业电子商

务研究进展。研究步骤为: 首先，确定文献数据来源 ( 笔

者选择 CNKI) ，下载文献题录信息并用 Excel 2010 预处理，

用词频分析法统计文献年代分布及基金资助、来源期刊、

研究群体、研究机构、关键词; 其次，用共词分析法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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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研究群体共现矩阵、研究机构共现矩阵、关键词共现

矩阵，将共现矩阵导入 Ucinet，分别生成作者合作网络、研

究机构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网络，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可视

化显示国内农业电子商务研究的作者合作关系、研究机构合

作关系、各发展阶段研究主题分布及特征; 同时通过内容分

析 ( 全文阅读文献) ，结合词频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分

析结果，归纳国内农业电子商务研究主题演化规律。

图 1 国内农业电子商务进展研究方法体系

1. 3 研究方法

笔者采用词频分析法、共词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可视化分析国内农业电子商务文献: 词频分析

法通过词汇在文献中出现频次变化分析领域研究热点、知

识结构、发展趋势［4］; 共词分析法通过文献中两个词共现

频次分析文献作者、主题及研究机构间联系; 社会网络分

析法通过分析网络节点间关系及强度研究某一领域研究热

点及结构［5］; 内容分析法通过分析研究对象信息内容，有

序、量化表示大量信息特征，系统、全面揭示研究对象实

质，把握研究动态和趋势［6 － 7］。

2 研究结果分析

2. 1 文献分布

2. 1. 1 文献年代分布

文献年代分布状况系统揭示学科领域产生、发展与成

熟过程，辅 助 了 解 和 把 握 领 域 研 究 历 程，揭 示 发 展 趋

势［8］。经统计，国内农业电子商务文献年代分布见图 2 和

表 1，大致分三阶段: 起步阶段 ( 2000 － 2004 年) ，相关研

究开始兴起，年发文量约 4 篇，尚未引起广泛关注; 高速

发展阶段 ( 2005 － 2008 年) ，发文量以 7 篇 /年左右增加，

由于电子商务在金融、贸易等领域应用高速增长，引起农

业领域关注; 波动增长阶段 ( 2009 － 2013 年) ，保持增长

态势但增速放缓，可预测该领域发文量将保持持续增长态

势，相关研究将逐步深入，发展空间较大。

图 2 2000 －2013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文献及其基金资助年代分布

表 1 2000 －2013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文献年代及资金资助分布

年份
年基金文献量 /
年文献量 ( 篇)

年发文量占文献

总量比例 ( % )

年基金资助文献

占基金文献总量

比例 ( % )

年份
年基金文献量 /
年文献量 ( 篇)

年发文量占文献

总量比例 ( % )

年基金资助文献

占基金文献总量

比例 ( % )

2000 0 /5 1. 95 0 2007 5 /28 10. 89 6. 67

2001 0 /7 2. 72 0 2008 9 /33 12. 84 12. 00

2002 2 /3 1. 17 2. 67 2009 9 /23 8. 95 12. 00

2003 1 /5 1. 95 1. 33 2010 4 /19 7. 39 5. 33

2004 0 /4 1. 56 0 2011 10 /31 12. 06 13. 33

2005 1 /12 4. 67 1. 33 2012 12 /28 10. 89 16

2006 3 /19 7. 39 4. 00 2013 19 /40 15. 57 2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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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基金文献分布

基金文献是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等资助的

科研项目研究过程中或完成时发表的文献［9］，反映具体领

域科研创新能力、前沿动态和发展动向，学术和应用价值

较高［10］。2000 － 2013 年国内 257 篇农业电子商务文献中基

金文献共 75 篇 ( 多基金资助文献仅取最高级别基金) ，占

总量 29. 18%，年代分布见图 2 和表 1，分布状况、发展态

势与国内农业电子商务文献总量整体一致。其中，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农业部等国家

级基金文献 18 篇，省市级基金文献 47 篇，其他基金 ( 主

要是学校、企业公司基金) 文献 10 篇。可见，国内农业电

子商务备受省市级部门关注。

2. 1. 3 来源期刊分布

分析来源期刊旨在了解、关注、确定研究农业电子商

务的核心期刊、学科及学科融合状况［8］。经统计，257 篇

文献载于 141 种期刊上，多属农业、商业、科技、经济等

领域; 发文量 2 篇及以上期刊见图 3，载文 163 篇，占总量

63. 42%，前 11 种期刊共载文 85 篇 ( 占 总 量 33. 07% ) ，

是该领域文献主要来源期刊 ( 根据布拉德定律，核心期载

文量约占文献总量1 /3［11］) 。

图 3 2000 －2013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文献来源期刊 ( 发文量≥3)

2. 2 文献作者

2. 2. 1 高产作者分析

经统计，国内农业电子商务作者发文分布见表 2，共

涉及 374 位不同作者，发文最多的是江苏师范大学储新民、

安徽财经大学管理学院郑文生和郑亚琴，3 人分别发文 4

篇。根据洛卡特定律，当某领域发表 1 篇作者百分比达

60%左右时，其核心作者群便形成［11］，而国内农业电子商

务发文量 1 篇作者百分比高达 89. 57%，说明其核心作者

群远未形成。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为 m

≌0. 749 × N槡 max，其中 Nmax是统计年限内最高产作者发文

量［12］，可得该领域 m≌1. 498，即核心作者最低发文 2 篇。

由表 2 可得，高产作者共 39 位，占总量 10. 43%，累计发

文 92 篇，占总量 35. 80% ( 因非第 1 作者发文统计在内，

会造成同一文献重复统计，故实际值应小于 35. 80% ) ，小

于普赖斯定律的标准 ( 50% ) ［12］，说明该领域处于发展初

期，高产作者较少，研究深度有待加强。

表 2 2000 －2013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文献作者发文分布

作者发文量( 篇) 作者数( 人) 百分比( % )

1 335 89. 57

2 28 7. 49

3 8 2. 14

4 3 0. 80

2. 2. 2 作者合作分析

作者合作对降低科研难度、提高科研成果含金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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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效率有重要意义［13］。

( 1) 合作度与合作率

合作度与合作率是衡量作者合作状况的两项文献计量

指标。前者指篇均作者数，说明合作规模，一定程度反映

研究难度［14］; 后者指合著文献占文献总量比重。2000 －

2013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作者合作度和合作率见图 4，均

值分别为 1. 66 和 0. 4397。可见，国内农业电子商务研究合

作规模较小，但合作较普遍。

( 2) 合作网络可视化

①合作网络构建

先用 Excel 生成作者合作矩阵，再用 Ucinet 进行社会

网络分析，用 Netdraw 可视化显示作者合作网络，国内农

业电子商务作者合作网络见图 5 ( 因合作网络过于复杂，

显示效果不理想，2 人合作子网的合作度均为 1 等原因，

剔除孤立节点和 2 人合作子网) 。其中，节点代表作者，节

点大小代表作者中心性，连线代表作者间合作关系，连线

粗细表示合作关系强度，连线上数值表示合作次数，与连

线粗细相对应。

图 4 2000 －2013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作者合作度、合作率

图 5 2000 －2013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作者合作网络 ( 合作人数≥3)

②合作网络结构分析

由图 5 可看出，国内农业电子商务作者间合作关系较

多 ( 图中存在合作关系作者共 143 位，此外，经统计 2 人

合作子网共 55 个，即存在合作关系作者共 253 位，占总量

67. 65% ) 但合作强度普遍较低 ( 合作次数大于 1 的合作

关系仅 9 对，最高合作次数为 3 且仅 1 对，为高产作者郑

文生和郑亚琴) ，其中 3 ～ 5 人合作子网 33 个，6 人合作子

网 1 个，6 人以上合作子网仅 2 个 ( 分别以贾保先、孔令

孜 ( 韦志杨、温国泉) 为核心，其中，贾保先所在子网呈

星状，中心性过高，即缺少核心人物将严重影响相关研究，

合作关系需改善; 孔令孜所在子网信息共享性较强，删除

任何一节点均不影响整体网络连通) ，可见，该领域作者

合作关系稳定、规模较大的研究群体较少。为识别该领域

高影响力作者，笔者通过 Ucinet 的 Network 菜单分析作者

中心性 ( 中心性值不小于 6 的作者见表 3) ，可看出，除贾

保先外，其余高中心性作者属于同一合作子网，即最大合

作子网，说明以孔令孜为核心的研究群体在该领域影响力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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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0 －2013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高中心性作者

节点

序号
作 者

绝对

中心性

节点

序号
作 者

绝对

中心性

17 孔令孜 11. 00 251 韦燕萍 7. 00

30 韦志扬 11. 00 318 于平福 7. 00

32 温国泉 11. 00 146 李云祥 7. 00

147 梁秀明 7. 00 6 贾保先 6. 00

148 梁毅稢 7. 00

2. 3 研究机构

2. 3. 1 发文量分析

研究机构发文量体现其在相关领域研究实力及影响

力［9］。经统计，257 篇文献共涉及 249 个研究机构 ( 8 篇未

标注作者单位) ，发文量 2 篇及以上研究机构见图 6。其

中，高校发文最多 ( 232 篇) ; 其次是科研院所 ( 41 篇) 且

多为地方科研院所; 企业公司及其他单位 33 篇 ( 因多机构

合作文献重复统计，各类机构发文总量超过实际文献总量) 。

可见，高校在该领域研究水平较高，这与农业电子商务研究

前沿性、相关基金多投向高校和科研院所有较大关系。

图 6 2000 －2013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研究机构发文状况 ( 发文量≥2)

2. 3. 2 机构合作分析

2000 － 2013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研究机构合作网络见

图 7 ( 去除孤立节点 151 个) ，其中，节点代表研究机构，

节点大小表示研究机构中心性，连线代表研究机构间合作

关系，连线粗细表示合作关系强度，连线上数值表示合作

次数。可看出该合作网络共 44 个子网，涉及研究机构 98

个 ( 占总量 39. 36% ) ，节点数在 3 及以上合作子网仅 5

个; 合作关系 58 对，合作 2 次及以上关系仅 2 对; 最大合

作子网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中心，合作节点 8 个，但合作深

度有待加强 ( 与其他机构都仅合作 1 次) ，可见，国内农

业电子商务机构间合作广度、深度均有待加强，未形成稳

定、大规模合作关系。此外，研究机构间合作多存在于省

内高校、科研院所及体系内研究机构间，跨区域、跨体系

机构间合作限制因素较多，关系较难建立。

2. 4 研究主题及其演化

领域研究热点、主题及发展趋势随时间推进而变化并

逐步形成研究脉络［15］。

2. 4. 1 研究主题特点分析

为避免近义关键词影响分析结果，笔者人工合并“一

义多词”关键词，剔除无实义关键词，如合并“产业化”

和“农业产业化”等，剔除“现状”、“文献综述”、“研

究”等。最终 2000 － 2013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 3 个阶段关

键词基本状况见表 4: 起步阶段文献数量较少，但篇均关

键词 5. 04 个，明显高于其他阶段，说明该阶段研究重点较

分散，主题范围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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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0 －2013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表 4 2000 －2013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各阶段关键词

( 剔重后) 基本状况

阶 段
文献数

( 篇)

关键词总数

( 个)

篇均关键词数

( 个)

起 步

( 2000 － 2004 年)
24 121 5. 04

高速发展

( 2005 － 2008 年)
92 304 3. 30

波动增长

( 2009 － 2013 年)
141 506 3. 59

2. 4. 2 研究主题演化分析

国内农业电子商务各阶段频次排名前 25 位关键词见

表 5，各阶段关键词共现网络见图 8 ～ 图 10，结合表 5 ( 用

词频法分析各阶段关键词分布) 、图 8 ～ 图 10 ( 用社会网

络分析法分析各阶段研究主题分布及网络图特点，见表

6) ，同时辅以内容分析法按阶段人工分析所有文献，得出

各阶段研究主题特征，最终归纳出国内农业电子商务研究

主题演化规律，识别其研究脉络: 各阶段基本均以电子商

务、农业电子商务、农业信息化为研究核心，重点研究农

业行业特点、电子商务对农业作用、农业电子商务发展制

约因素、发展对策、发展模式、平台实施与技术应用。农

业行业特点方面 ( 关键词主要聚类在图 8 的 A 区) ，逐步

深入并规范化，但关注度逐渐降低: 第一、二阶段多零散

阐述农业本质特点，如农产品交易成本高、流通环节多且

交易效率低、标准化程度低，农民文化素质低，农业生产

地域性、季节性强; 第三阶段按生产流程规范化分析农业

特点，如农业产前计划盲目、产中无服务保障、产后销售

渠道窄［16］。电子商务对农业作用方面 ( 关键词主要聚类在

图 8 ～ 图 10 的 B 区) ，逐步深入并细化，成果相对较多，

强调农业电子商务是实现农业信息化、产业化、现代化重

要途径: 第一阶段主要从宏观角度分析，如通过供求信息

服务降低农业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拓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 第二阶段主要从农业信息化、产业化角度分析，关

注对农产品流通作用; 第三阶段主要从农业信息化、特色

农产品角度分析，关注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网络营销特色农

产品，促进特色农业产业、农村经济发展。制约因素方面

( 关键词主要聚类在图 8、图 9 的 A 区) ，主要从农业特点、

基础设施、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信息素养等角度分析: 第

一阶段宏观分析农业特点、农民信息素养、市场机制，一

是农业地域性强、运输成本高; 二是农民电子商务意识淡

薄; 三是现有市场机制不完善，缺乏相关政策; 第二阶段

主要从基础设施、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信息素养等角度分

析，主要是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物流配送体系不完善，农

业企业信息化水平低、农业网站建设专业性差、网络安全

需提升，农民信息意识薄弱、文化素质低等; 第三阶段主

要从实证角度分析区域性农业制约因素，包括农业信息化

基础薄弱、信用体系不完善、农产品标准化建设不够、网

站功能单一等。发展对策方面 ( 关键词主要聚类在图 9、

图 10 的 A 区) ，成果相对较多，主要从基础设施建设、农

业龙头企业构建等角度分析，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一阶段相关研究较少，主要从宏观环境角度分析: 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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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设、农民教育培训、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等;

第二、三阶段均强调政府主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动

作用、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电子商务外部环境

优化及内涵提升 ( 农产品标准化体系、物流配送体系，选

择合适发展模式提高农业电子商务网站质量) ，此外第三

阶段还侧重信用体系、电子支付环境、配套服务体系建设，

提出借助 3G 技术发展农业移动电子商务。发展模式方面

( 关键词主要聚类在图 9、图 10 的 C 区) 研究及成果相对

较少，第一阶段研究较少且侧重理论; 第二、三阶段主要

研究当前农业电子商务平台模式归类、模式解构分析、模

式创新等。平台实施与技术应用方面 ( 关键词主要聚类在

图 9 的 C 区、图 10 的 D 区) ，第一阶段研究较少，主要介

绍现有农业电子商务网站及其支付解决方案; 第二阶段侧

重构建具体技术解决方案，以方案构建、技术体系架构、

开发策略为主，开始关注涉农网站、高效规范数据库建设，

并在 平 台 和 信 息 系 统 开 发 中 引 入 主 流 技 术 体 系

( ASP. NET、Java 等) ，同时关注数据挖掘等信息技术; 第

三阶段侧重农业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网络安全等，强调农

业电子商务系统总体设计、农业电子商务体系建设、农业

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和模型设计，主要技术有 Web 数据挖

掘、ＲIA、个性化推荐、基于本体智能信息检索、信息安

全、位置匿名技术、模型驱动架构 ( MDA) 等。

表 5 2000 －2013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各阶段关键词词频汇总 ( 前 25 位)

起步阶段 ( 2000 － 2004 年) 高速发展阶段 ( 2005 － 2008 年) 波动增长阶段 ( 2009 － 2013 年)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电子商务 14 电子商务平台 2 电子商务 59 “最后一公里”问题 3 电子商务 66 农业生产 4

农业电子商务 9 转基因产品 1 农 业 31 政府主导 2 农业电子商务 60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4

农 业 7 中国种子信息网 1 农业电子商务 28 信息基础设施 2 农 业 42 模 式 4

农业产业化 4 支 付 1 农业信息化 14 信 息 2 农产品 11 电子商务平台 4

农业企业 3 战略联盟模式 1 农业产业化 10 新农村 2 农业信息化 9 电子商务模式 4

农 民 3 营 销 1 信息化 5 协同电子商务 2 发 展 8 应 用 3

农产品贸易 3 信息网站 1 农业企业 4 现代农业 2 信息化 6 移动电子商务 3

交易成本 3 信息化过程 1 应 用 3 网 站 2 农业产业化 6 信息服务 3

农业信息化 2 信息服务 1 信息服务 3 网络基础设施 2 现代农业 5 特色农业 3

农民自组织 2 信息发布 1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 网 络 2 网络营销 5 农业电子商务模式 3

农产品电子商务 2 信息不对称 1 农产品流通 3 农业网站 2 农业企业 5 农村信息化 3

互联网 2 信 息 1 农产品 3 农业基础科学 2 政府主导 4 数据挖掘 3

供求信息 2 模 式 3 新农村 4

图 8 2000 －2004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关键词共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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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05 －2008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关键词共现网络

图 10 2009 －2013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关键词共现网络

2. 4. 3 高被引文献分析

高被引文献一定程度反映文献内容依据科学性、研究

成果影响力及文献间内在联系与区别［17］，可反映具体领域

关注热点、主要研究内容和方向。一般而言，文献被引频

次越高，对该领域影响越大，受同行关注度越高［18］。国内

农业 电 子 商 务 研 究 文 献 共 188 篇 被 引 用 过， 占 总 量

73. 15%，总被引频次为1 210次，篇均被引频次 6. 44。h －

b 指数［19］常用于确定研究领域高被引文献，指在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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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集 N 中，h 篇文献每篇至少被引 h 次，剩余 N － h 篇文

献的被引频次均不大于 h，h 即为该领域 h － b 指数。据此

可得国内农业电子商务领域高被引文献共 16 篇，累计被引

419 次，占总量 34. 63%，相关信息详见表 7。

表 6 2000 －2013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研究各阶段关键词共现网络对比

阶 段 网络结构特点 研究重点 研 究 特 点
高中心性关键词

( 降序排列)

2000 － 2004

整体松散，以农业电

子商 务、电 子 商 务、
农产品贸易、交易成

本为核心，存在多个

中心性级别较高且相

似的关键词

农业 电 子 商 务、
电 子 商 务、农

业、交 易 成 本、
农产品贸易、农

业产业化

传统农业发展弊端日益凸显，受电子商务迅速发展影

响，农业电子商务作为新型商务模式，引起广泛关

注。重点研究农业行业特点 ( 关键词主要聚类在图 8
中 A 区，较关注交易成本、农产品贸易) 及电子商

务对农业作用 ( 关键词主要聚类在图 8 中 B 区，较

关注农业产业化、农业信息化、互联网) ，研究主题

较宽泛、深度较浅，多为理论研究

农业 电 子 商 务、
电子商务、农产

品贸易、交易成

本、农民、互联

网、农业、农业

产业化、农业信

息化

2005 － 2008

整体结构紧凑，以电

子商务、农业电子商

务为核心，农业、农

业信息化、农业产业

化为次研究中心

农业 电 子 商 务、
电 子 商 务、农

业、农 业 信 息

化、农 业 产 业

化、农业网站

仍以电子商务和农业电子商务为主，继续研究农业产

业化，交易成本、农产品贸易关注度下降，农业信息

化关注度急剧上升。在分析电子商务对农业作用基础

上 ( 关键词主要聚类在图 9 的 B 区) ，重点分析农业

电子商务发展制约因素及对策 ( 加强信息基础建设、
龙头企业带头作用，农业产业化、政府主导等) ，关

键词主要聚类在图 9 的 A 区。开始关注农业电子商

务实施，如模式、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挖掘等 ( 关

键词主要聚类在图 9 的 C 区)

电子商务、农业

电 子 商 务、农

业、农 业 信 息

化、农 业 产 业

化、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农业

网站、信息化

2009 － 2013

整体结构紧凑，围绕

农业电子商务、电子

商务聚为两类，聚类

效果明显。以农业电

子商务、电子商务为

核心，其他中心性较

高关键词多集中在这

两者间并与其紧密关

联。以 农 业、农 产

品、农业信息化为次

中心

农业 电 子 商 务、
电 子 商 务、农

业、农产品、农

业信息化

仍以农业电子商务和电子商务为主，农业信息化受关

注度仍较高，农业产业化关注度下降，农产品 ( 存

在农产品销售渠道及流通渠道窄、农产品标准化程度

低、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差等问题) 关注度急剧上

升，以农业信息化推动农产品网络营销，拓宽销售渠

道，加强农产品品牌化、标准化建设。重点分析农业

电子商务发展制约因素及对策 ( 关键词主要聚类在

图 10 的 A 区，强调政府主导、龙头企业作用、配套

服务等) ，发展模式和平台实施与技术应用 ( 关键词

主要聚类在图 10 的 C、D 区) 关注度提升，如电子

商务平台 ( 模式选择、电子商务系统总体设计) 、电

子商务生态系统探索，且大量引入新技术，如 Web
数据挖掘、ＲIA、本体、个性化推荐等

农业 电 子 商 务、
电 子 商 务、农

业、农产品、农

业信息化、农业

产 业 化 龙 头 企

业、农 业 生 产、
政府主导

表 7 2000 －2013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高被引文献

序号 题 名 作 者 作者单位 文献来源
发表

时间

被引

频次

1
国外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

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陈生萍 吉首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08 51

2
对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

几点思考
赵俊杰 安徽财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经济问题探索 2005 47

3
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电子

商务模式创新研究

杨 静，刘培刚，

王志成
安徽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科技论坛 2008 36

4
我国发展农业电子商务的

问题与对策研究
周艳榕，邹 勇 桂林工学院管理学院 农业网络信息 2007 31

5
我国农业电子商务的

模式分析
彭璧玉 华南师大工商管理系 南方农村 200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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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续)

序号 题 名 作 者 作者单位 文献来源
发表

时间

被引

频次

6
信息化下农业电子商务的

发展及政府作用
郑亚琴，郑文生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情报杂志 2007 28

7 农业电子商务模式分析 李 兵 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 中国信息界 2006 26

8
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平台的

构建方案研究
孟晓明

广东商学院信息学院，广东省电

子商务市场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23

9
农业电子商务应用状况

及其政策初探
麻茵萍 中国联通集团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05 22

10
论农业电子商务与

农业产业化
林丽蓉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07 21

11 农业电子商务发展探析
赵岩红，李 林，

吕继兴
河北农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06 21

12
中国农业产业化与

电子商务

张 磊，刘 伟，

朱宝颖
未标明 世界农业 2001 20

13
中国农业电子商务发展

途径分析
梁 云，刘培刚 安徽财经大学商务学院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9 16

14
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发展

问题及对策初探
田 苗，陈洪全 黄冈师范学院贸经系 江西农业学报 2006 16

15
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应用的

现状及对策

魏云辉，吴剑东，

熊中良，等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应用微生物

研究所，南昌航空工业学院，江西

省南昌县莲塘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江西农业学报 2006 16

16
论新农村建设中农业

电子商务的发展战略
黄晓晖，成汉健 中共韶关市委党校，韶关学院 商场现代化 2007 16

从 发 表 时 间 看，12 篇 处 在 2005 － 2008 年，占 总 量

75% ; 2 篇处在 2000 － 2004 年 ( 与该阶段文献总量较少有

关，仅 24 篇) ; 2 篇处在 2009 － 2013 年 ( 限于发表较晚，

该阶段文献尚未受到普遍关注，同时说明近些年该领域无

重大理论或技术突破) 。从作者单位看，高校发表高被引

文献最多 ( 共 11 篇 ( 只计第 1 单位) ) 。从研究主题看，

主要研究电子商务对农业作用 ( 解决农业产业化、实现农

业信息化、促进农业结构调整) 、农业电子商务发展制约

因素 ( 信 息 网 络 基 础 差、农 民 信 息 意 识 差) 、发 展 对 策

( 政府主导、龙头企业推动、健全电子商务法规、加强物

流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电子商务网站质量、加快农业信息

技术人才培养、发展农村教育、加强信息资源建设、加强

农产品标准化建设) 、发展模式创新与构建、平台构建方

案，尤其关注制约因素与对策。可见，该领域研究尚处起

步阶段，以理论研究为主，研究深度有待加强，特别是通

用技术解决方案、商务模式、网络营销方面。

3 结束语

本文从文献分布、文献作者、研究机构、研究主题及

其演化四方面揭示了 2000 － 2013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研究

进展。就文献分布而言，国内农业电子商务研究文献及基

金资助文献呈增长趋势，且基金文献比例整体呈逐年增加

态势，该领域文献主要刊载在农业科学与农业经济领域期

刊; 就文献作者而言，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高产作者较

少，作者间合作较普遍但强度普遍较低，形成以贾保先、

孔令孜 ( 温国泉、韦志杨) 为核心的两大研究群体，后者

影响力较大; 就研究机构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

( 西安交通大学和安徽财经大学在该领域研究成果较多且

存在合作关系) ，机构合作主要集中在省内、高校及科研

院所间，合作广度、深度均有待加强，尚未形成稳定、大

规模合作关系; 就研究主题而言，主要包括农业行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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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对农业作用，农业电子商务发展制约因素、对策、

模式，平台实施与技术应用; 就研究主题演化而言，起步

阶段 ( 2000 － 2004 年) 研究重点分散、多为理论研究，主

要从宏观角度研究农业特点、电子商务对农业作用、制约

因素 ( 农业自身特点、农民信息素养、市场机制) ，对发

展对策、模式、平台实施与技术应用研究较少; 高速发展

阶段 ( 2005 － 2008 年) 研究主题逐渐增多，在持续关注电

子商务对农业作用同时，重点研究制约因素与对策: 从宏

观角度研究农业特点，从农业信息化、产业化角度分析电

子商务对农业作用，从基础设施、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信

息素养等角度分析制约因素，发展对策强调政府主导、农

业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模式主

要研究现有模式归类、解构、创新，平台实施与技术应用

侧重构建具体解决方案并开始关注农业数据库构建与信息

处理技术; 波动增长 ( 2009 － 2013 年) 阶段在关注农业电

子商务制约因素同时，重点研究对策、平台实施与技术应

用，重视农业信息化和农产品研究，并大量引入新技术:

按生产流程规范化分析农业特点，从农业信息化、特色农

产品角度分析电子商务对农业作用，实证分析区域性农业

制约因素，发展对策除强调政府主导、农业龙头企业推动、

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外，还注重配套服务提供 ( 如信

用体系、电子支付、移动农业电子商务) 、农产品研究，

平台实施与技术应用侧重通用农业电子商务平台、模型及

技术解决方案构建，并大量引入数据挖掘、移动农业电子

商务、信息安全、ＲIA 等新信息技术。

综上所述，国内农业电子商务研究尚处起步阶段，研

究深度逐步加强，但研究空间仍较大，现有研究主要包括

电子商务对农业作用、农业电子商务发展制约因素与对策

( 重点从宏观角度关注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政府主导、

龙头企业推动、制度体系完善、物流配送体系等) ，而对

通用技术平台构建与新技术应用、发展模式、移动农业电

子商务、网络营销等方面研究则缺乏系统性，可预见，随

着农业电子商务研究深度加强，这些主题将逐步成为研究

热点，相关研究成果将逐步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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