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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Reconstruction Driven by E-commerce: A Case 
Study of Nantong Sanhekou Village

周  静    ZHOU Jing

在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淘宝村作为电子商务与本地化生产结合产生的新乡村现象，正展现出一种全新的乡

村振兴之路。以南通三合口村为例，乡村家纺企业正围绕电子商务不断进行生产组织重构，推进定制化和精细化生产；企

业间的分工协作不断深化，并通过互联网将全球化的设计、销售服务纳入本地化生产网络；乡村本身也转向一种生产加

工、设计研发、创新等功能复合化的空间单元。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协同区域规划、统筹产业资源、提供基础设施配

套、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untry’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aobao Village, as a combination of e-commerce and localized production, 

has created a new rural phenomenon and is demonstrating a new road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Sanhekou Village in Nantong 

as an example, the rural home textile enterprises are constantly reorganizing the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round e-commerce and 

promoting customization and refined producti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enterprises continues to deepe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design and sales services is integrated into the localized production network through the Internet. The village itself has also 

turned to a space unit that combines functions of production, processing, desig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In this 

process, local governments hav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planning, coordinating industrial resources, 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 and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

0　引言

在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背

景下，全国近年来涌现的各种淘宝村已经成为

研究乡村不可忽略的现象。据统计，从2009年

最初的3个到2017年2 118个（图1），淘宝村经

历了从少到多、由点及面的发展，网络销售额

超过1 200亿元，带动就业机会超过130万个[1]。

在江、浙、广一些乡村工业化先行地区，借助互

联网和电子商务正发生着深刻的转变：中、小、

微型企业分布日益密集，数量日趋庞大甚至达

到成千上万家规模；以农村家庭作坊为单位，

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承担着生产、加工、外包的

电子商务推动的乡村空间重构*——以南通三合口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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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当地十几个淘宝村连片发展，展现出蓬

勃发展的新乡村面貌。

亟待研究的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在怎

样更进一步影响这些淘宝村：互联网及电子

商务是如何嵌入当地的生产组织和社会生活

中？相应地在空间上出现哪些新的特征？在

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和规划发挥了怎样的

作用？最后，这些“自下而上”涌现出的淘

宝村将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带来哪些借鉴和

启示？

国内关于淘宝村的研究，近几年逐年增

多，主要集中在：（1）描述淘宝村发展现状、特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电子商务对农村社会网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以江苏‘淘宝村’为例”（编号51508365）资助；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

长境外研修计划资助；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TAPP）；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70 | 规划实践

点与空间特征。如微观层面总结个案[2-4]，宏观

层面对全国或省、市层面淘宝村或淘宝店铺进

行空间统计分析[5-8]。（2）解释淘宝村或淘宝

镇现象出现的原因与形成机制。已经有不同学

科学者从互联网消费市场的兴起、农村低成本

创业环境、农村社会网络、既有的产业基础、

区位条件等不同角度[9-11]展开解释。（3）探讨

淘宝村未来发展趋势及对中国其他类似村庄

的启示。如有学者指出淘宝村作为一种新型

的在线城镇化发展模式，有可能突破以往工

业化时代乡村发展的瓶颈，为城乡空间格局

打开新的大门[12-13]。国外研究则多从亚马逊、

eBay等电子商务企业或网络零售店的企业空

间组织出发，探讨零售电商化现象，并进一步

探讨电子商务、互联网对空间产生的影响[14-15]。

综上，针对淘宝村现象，相关研究做出了大量

探索性描述与解释，但基于深度调查的综合

性分析研究仍然较少。

本文以南通三合口村为案例，采用田野调

查、半结构访谈等研究方法，从生产组织和协

作分工的角度，深入剖析了从乡村工业化到连

接互联网，乡村生产组织、空间秩序等方面的

变化，并解析了地方政府及城乡规划在这一过

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认为互联网革命及新兴

消费市场的兴起，引发了产品产地复杂生产协

作系统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淘宝村通过互

联网提升连接能力，不再只是处于产业链的生

产末端，而是趋向发展出复合功能，同时由于

更多的价值利润留在地方，生产日益根植于地

方，甚至对产业链上游产生拉力作用。这些变

化反过来又对地方治理提出新的要求。

1　三合口村概况

三合口村位于南通通州区川姜镇中部，

是探索电子商务发展的样本村庄之一（图2）。

2014—2017年连续4年被阿里研究院认定为

淘宝村，2015年末被江苏省商务厅评为江苏

省第3批电子商务示范村。

三合口村现状用地2.6 km²，本地人口2 917

人，常住人口5 300多人。20世纪90年代开始，

南通家纺生产逐步从农村家庭式的分散作业

发展到组织规模生产，从手工操作发展到现代

化作业，从单纯自产自销发展到产、供、销配套

成龙。1998年底，随着乡镇企业改制完成，三

合口村大部分乡镇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诞生

了以家纺龙头企业“罗莱家纺”为代表的一

批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并不断吸引外来企业

来此落户[16-19]。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兴起，家

纺网店大量涌现。2015年底三合口村网店总

数达328家，电子商务从业人员有2 000余人。

2016年1—6月三合口村电子商务销售交易额

达到2.5亿。

2　电子商务崛起下三合口村的生产组

     织变迁

2.1   数据驱动生产日趋明显

随着互联网经济深入发展，以电子商务平

图1　 2017年全国淘宝村分布图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

图2　 2017年江苏省淘宝村分布图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

台为载体的网上交易数据快速增长累积。包

括阿里系平台、京东平台等各种专业平台。数

据驱动生产开始显现，目前发挥作用最为明

显的是基于阿里系平台的“生意参谋”数据

分析工具的应用。通过对三合口村的家纺企

业和网店调查，数据驱动生产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1）定制化生产

“从下单那一刻起做生产”，数据是决定生

产数量的信号。如针对网上高端订单如蚕丝4

件套，几家规模企业设立独立的生产线，提供

定制化、柔性化生产服务。

（2）辅助生产决策

“生意参谋”数据分析工具能够将网上历

史成交的大数据统计分析，如行业大盘信息、

产品销量与价格、消费人群等原本难以获取的

信息，以极低的成本①提供给企业和网店，并实

现实时可视化。这对于企业和网店掌握消费者

的动态信息，把握行业趋势，及时调整生产与

销售非常重要。

另外，数据分析还被广泛应用于开拓新市

场、精细化管理和开展网络营销等方面。如在

传统风格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家纺产品风格，并

开拓新的电子商务品牌。

（3）协同上下游供应链

近几年，“找家纺网”“591”“91”“DSS”

等本地化B2B平台快速崛起，为企业提供家纺

信息②，帮助上下游企业精确匹配，并在数据支

持下提供更加细致的专业性服务③。在协同上

下游供应链，企业对接、合作方面发挥越来越

大的作用（图3）。

2.2   分工前所未有纵深发展

在三合口村的案例中，存在以下2种较为

明显的分工协作趋势。

（1）本地化协作

在三合口村，一些较大规模电子商务企业

协调能力强，能够整合下游企业拼单式生产。

大部分会与7—8家工厂合作，其中1家200多

人规模的电子商务企业，通过与20多家工厂

稳定合作以及10多家工厂弹性合作，实现小批

① 另据AliDa Talk数据显示，全国网商中使用“生意参谋”的占比达56.7%，2016年累计服务商家超过2 000万。该软件每年费用在3 000元左右。

② 专业平台相比全电商平台，专业性更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阿里B2B交易平台也入驻了当地，尽管拥有一流的技术和人才，但在提供家纺专业性数据信息和技术服务

方面，远远落后于本地化的B2B交易平台。

③ 访谈时，“找家纺网”的负责人说：“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是数据信息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提供软件服务（帮助企业建立自己的网站与APP，拓宽展示渠道），物

流代发服务（单件产品也能代发，降低企业成本）和金融服务（引入第三方金融机构，同时提供企业数据信息，防范金融风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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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多品种家纺产品的供货（表1）。

本地农民基本退出农业生产，以家庭作坊

的方式参与到家纺生产加工环节中，形成微小

层面的分工——分工细化的程度几乎达到不能

再细分的程度。据统计，三合口村有多达150家

农村家庭作坊（表2-表3）。规模小的作坊仅有

2—3人，大的作坊可达10多人。生产加工产品

主要来自本村或邻村家纺企业的外包服务。通

常，每家农户只加工1类小件，或从事其中的1道

工序。如加工坐垫、床裙，生产床裙模型，又或者

从事面料绣花或绗缝④，甚至小到枕芯在充棉之

前的决明子灌装也独立成为1道加工工序。

既有的本地化庞大生产网络⑤，加上新兴的

电子商务以及微小层面的分工，使得新的生产

组织兼具弹性与效率。一旦上游发生创新性改
图3　 数据驱动生产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实地调研及参考文献[20]自绘。

④ 三合口村有电脑绣花及绗缝的家庭作坊共22家。当地缝纫机器平均1—2年就会更新换代。

⑤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生产网络中，可以找到最低成本的任意1个家纺生产加工环节。寻找合作因而变得容易。

注释

企业样本
（产值）

生产组织
空间组织

设计环节 生产环节 销售环节
（电子商务销售占比）

企业一
（3亿—4亿）

有2—3名本企业设计
师，同时与设计单位

合作
有工厂（80多人）

有1个电子商务品牌，团队人
数6—7人，电子商务销售占

比约30%

企业二
（1亿—2亿） 外包

有工厂（40—50人），并与20
多家工厂保持稳定合作，临时合

作工厂10多家

有3个电子商务品牌（针对年
轻人的快时尚家纺、儿童家纺
和大众家纺），团队人数共

200多人，电子商务销售占比
约100%

企业三
（5 000万） 与设计师、工作室合作 有工厂（80多人）

有2个电子商务品牌，团队人
数5—6人，电子商务销售占

比约10%

企业四
（3 000万）

有5—6名本企业设计
师，并与法国、意大利
等国外城市、上海，以
及南通本地设计师合作

有2家工厂（共100人左右），1
家工厂为普通生产线，另1家工
厂提供柔性生产，高端定制服务

为电子商务企业、微商供货；
提供拼单式生产服务

企业五
（500万） — 有工厂（10多人） 夫妻做销售，另聘客服2—3

人，电子商务销售占比约50%

 南通市区 

三合口村 家纺市场 

（生产） 
（总部） 

（销售） 

（设计） 

 南通市区 

三合口村 三星镇 

（生产） 
（销售） 
（总部） 

（销售） 

（设计） 

上海 

（设计） 

 南通市区 

三合口村 

（生产） 
（总部） 

（设计） 
（销售） 

 南通市区 

三合口村 家纺市场 

（生产） （销售） 
（总部） 

（设计） 

上海 

（设计） 

法国、意大利 

（设计） 

表1  三合口村典型家纺电子商务企业调查样本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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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下游的中小企业和家庭作坊之间生产合作

可以迅速调整，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生产网络[21]。

（2）全球化连接

主要集中在部分附加值更高的设计、研发

环节。连接互联网之前，当地民营企业在花型、

款式、面料上都相对单一，主要以生产中低端

家纺为主。通过互联网，企业更倾向于在全球

范围寻找更优质的资源，“将最流行的设计花

型、款式等与本地的机器、生产工艺等结合在

一起”⑥，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使得产品质量

大幅提高。

3　新的空间组织：基于互联网的复杂

     生产协作系统建立

随着互联网及电子商务与南通家纺产业

深度融合，以三合口村为代表的淘宝村与毗邻

的家纺城从“生产加工基地+农村交易市场”

传统协作方式，转向基于互联网的复杂生产协

作方式。

3.1   趋向复合功能的村庄

连接上互联网的三合口村，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围绕新的经济活动重新组织生产和生活

空间（图4）。从传统生产加工型村庄，正在向

生产加工、设计研发、创新等功能复合化的空

间单元转变。

近年来，三合口村新建成56栋6层标准厂

房及相应的宿舍、食堂、公寓等相关配套设施，

总投资额超过10亿元，总建筑面积68万km²，

采用产学研一体化设计，满足企业生产、办公、

研发等多种功能需求。这种标准厂房具有通

用性、配套性、集约性和节能省地的特征，适合

中小企业入驻。需求面积主要集中在1 200—

2 500 km²，部分企业需求面积在3 000—5 000 

km²，超过6 000 km²的较少。即便是小到1户农

宅，都是集“生产、居住、生活”于一体的微小

功能复合化的空间单元。

3.2   正在崛起的“枢纽性”功能节点

更为重要的是，被三合口村等十几个淘宝

村围绕着的南通国际家纺城正在崛起。家纺城

由分属通州、海门两地的面料市场和成品市场

组成，经过20多年发展，空间上基本融为一片，

没有明显的界限。至此，家纺城由最初的农村

交易市场发展到规模达到近3 km²、拥有2万多

家商铺、经营着1 000多个家纺品牌的全国最

大的家纺专业市场。

空间上，传统的面料市场收缩到家纺城东

西向大道（金川大道）一侧，而另一侧则建成

为低密度的展示办公类的大型网供市场和2个

电子商务产业园，形成“园中园”的空间格局。

家纺城通过集聚功能性平台，每年举办“中国

国际家用纺织品及辅料博览会”“中国家纺画

稿交易会”等各种交流会，增强信息、数据生

产能力。一些生产企业特意将电子商务销售部

门设在家纺城，以此来汇聚反馈市场信息和流

行趋势。

一位来家纺城采购的商家说，“以前来家纺

市场只是去几家大商铺拿货，现在整个市场体

量大得惊人，像W馆这类创意企业，还有研发、

设计类企业也越来越多。走进每家店都能感受

到创意与活力，像是一场场生动、有趣的家居体

验。如一家名为‘蔚澜’的商铺，不仅能看到个

性化十足的产品，还能喝到地道的咖啡，体验到

小众的数码产品，欣赏到各式的花艺植物”。而

像“蔚澜”这种打造概念式体验店的做法正是

南通家纺城众多商家转型发展的缩影。另外，学

校、医院、商业综合体、酒店、法院等配套设施也

都在建设中，部分已经建成。

在这场互联网革命中，村庄获得了连接能

力，纳入“全球—地方网络”[22-24]空间逻辑中，

并趋向于发展出复合功能。家纺城则演化为功

能更加复杂的“枢纽性”节点——对外，通过

互联网汇聚全球范围的家纺信息及优质资源，

展开跨境贸易；对内，通过信息技术数据驱动

不断整合地方资源[9-10]，提供区域性公共服务，

使地方化联系更加紧密（图5，表4）。

 

4　政府及规划的角色

4.1   权责统一的制度安排推动地方发展

在三合口村发展过程中，镇村两级政府发

挥了重要作用⑦。近年来，川姜镇作为省级创新

平台、综合治税试点镇，获得上级政府的大力

支持和政策保障。2014年底，川姜镇与家纺城

“区镇合一”，成立了“南通家纺城管委会”，并

将管委会迁至家纺城，实行扁平化管理，“一套

班子，两块牌子”，以此推动产城融合发展。

（1）通过“区镇合一”下放事权⑧，充分

调动镇级政府自主发展、自我保障的主动性，

开展招商引资、管理等相关工作。在保障建设

用地方面，通州区1年建设用地指标只有500多

亩（约33.3 hm²），为了推动家纺产业发展，地

方政府打破原有的博弈均衡“土地指标层层

下拨”，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及自身权利的优势，

推动规划适度集权，统筹向重点项目倾斜。在

“三合口村地块拆迁是做大做强园区规模，构

筑家纺产业发展平台的基础性工程”⑨的共识

下，三合口村共获得建设标准厂房项目403亩

（约26.9 hm²）的用地指标，拆迁农户156户，

并集中统一还建。

（2）财政上，通过“综合治税”扩大税源，

镇级新增财力留成比例提高。2011年，川姜镇

作为“综合治税”试点镇⑩在1季度已完成19

个行政村2 252户个体户（不含家纺城）的信

息采集、民主评议和定额核定，每年新征税款

720万元；位于川姜镇的家纺城，新增税收涨幅

表2  三合口村家纺生产家庭作坊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三合口村村委会提供资料整理。

⑥ 1位家纺生产企业设计师访谈时说。

⑦ 在上级政府指导下，村委会主要执行和落实具体的工作。

⑧ 向石港、川姜、五接镇试点下放区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245项，向重点镇区园下放涉及城管、安检共156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权力事项。见《通州年鉴2015》。

⑨ 见《川姜镇2010年工作总结》，资料来源：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政府网站xxgk.tongzhou.gov.cn/。

⑩ 赋予试点建制镇项目立项、投资审批、企业注册等方面的审批权限，加大财政支持、补贴、转移支付力度，逐步提高镇级新增财力留成比例。

注释

生产家庭作坊分类 数量
（家）

生产类作坊

（1）4件套生产 24
（2）被套生产 5
（3）被子生产 12
（4）毛毯类生产 4
（5）枕芯生产 2

配套类作坊

（1）电脑绣花 19
（2）绗绣 9
（3）小件加工 3
（4）布仓库 7
（5）纸箱生产 4
（6）包装 4
（7）绗车 1
（8）其他 5

原材料加工
作坊

（1）棉加工 1
（2）木棉加工 1
（3）无纺布 1

合计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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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45%。2016年川姜镇上交税收超过5亿元，

财政留存约4 000多万元，基层财政公共服务

水平和统筹发展能力得到切实加强。通过完善

区镇财政管理体制，配套奖励措施，推动地方

快速发展。

正是由于事权、财权相对独立，权责统一，

才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的积极性。镇政府作为

管委会的双重身份，一方面除了社会事务工作

以外，还要保障地方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招

商引资、税收反哺到区域建设，形成发展的良

性循环。

4.2   空间规划在更大范围统筹资源

规划建立起基本的空间框架，更大范围统

筹基础设施和资源，支撑地区发展。2014年，

海门市、通州区两地政府联合编制了《中国南

通（叠石桥•志浩）国际家纺商务城总体规划

（2014—2030）》（图6）。该规划被视为近年来

该地区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规划。借鉴花桥商

务城、义乌国际小商品市场的案例，通过“高

起点”规划向外界展示政府发展的信心并期

望吸引更多的发展资源。

突破传统基于规模等级体系的规划方法，

将区域协同作为保障地方发展的重要战略。在

空间布局上，提出重视区域空间的“延续生长”

以及内部空间的“整合优化”。（1）调整用地，

指导新一轮镇村布局规划。三合口村及其他邻

近家纺城9个行政村被进一步纳入城镇建设用

地（图6-图8）。（2）完善服务功能和居住功能。

增加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保障一

定比例的居住用地，提升整体生活品质。（3）

倡导多主体协调发展，针对原多主体管理下的

空间无序发展 ，除了从技术上打通各级道路

和市政基础设施以外，建议对现行两大市场的

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创新。

5　启示与讨论

以三合口村为代表的乡村发展经验，展

现了信息技术与地方产业深度融合所迸发出

村庄 家纺城

功能特征 生产单元（产品生产），并趋向于发展出
复合功能

“枢纽性”的功能集聚中心（信息生
产、数据生产、提供服务）

空间特征
由若干个微小复合化的空间单元组成，每
个空间单元都具有连接到更大空间范围生

产网络的能力

呈现出“园中园”格局，除了传统市场
以外，近年来又形成了2个电子商务产业

园和1个网供市场

集聚企业
类型及
数量

以生产型企业和分散的中小微型电子商务
企业为主。以三合口村为例，有56家左右

规模企业，150家左右农村家庭作坊，网店
户数230余户

以平台型、功能型企业和B2B的供货商
等为主。除了传统商家以外，集聚450
家B2B供货商和88家电子商务、跨境电

商服务机构及其相关企业

表3  三合口村部分家纺电商经营情况统计（样本数量：21家）

表4  基于互联网的复杂生产协作系统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研和川姜镇、三合口村等提供资料整理。

资料来源：根据三合口村村委会提供资料整理。

规模 电商平台 样本数量（个） 从业人数（人） 大学生人
数（人）

2015年度交
易额

（万元）

日均发单
量（件） 经营产品类型（经营家数）

超过1 000万
天猫 2

40 25 3 800 1 300 床上用品
25 10 1 500 400 床上用品

网站 1 20 15 1 000 300 床上用品
小微
规模 淘宝/天猫 17/1 平均2—4 共19 50—300 8—50 床上用品（4）/4件套（11）/被

套（1）/垫子（1）/床垫（1）

图4　 2015年底三合口村影像图
资料来源：google earth，2015.12。

图5　 互联网革命中的乡村工业化地区空间演进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研笔者自绘。

     由于管理体制不统一，叠石桥（成品）和志浩（面料）两个市场从创立初期就一直存在矛盾与相互竞争，地方的整体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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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力量，同时由于权责统一的制度安排，

充分调动了镇村两级政府发展的主动性，并通

过空间规划在更大范围内统筹资源，这些都成

为实现创新经济爆发式增长的关键。透过该案

例，看到随着信息技术深入发展，电子商务、移

动通信、互联网金融、物联网……正在大规模

普及到乡村，更多的乡村将卷入这场互联网革

命中，一场更大时空范围的创新进程正在乡村

地区展开。它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乡村地区的

发展，部分地改变着乡村的生产组织和结构，

为中国乡村振兴之路做出努力。

当然，这场变革还只是处于演进过程中，

数据驱动生产发挥作用才刚刚开始，还有赖

于未来数据进一步的开放与连接。互联网“群

体创造”[25]通过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分权，将

进一步加速创新速度，“大数据”的力量未来

将真正体现出来。因此，现阶段仍然会存在一

些问题。

（1）制度没有完全打开，区域竞争内耗

仍然存在。正如调研过程中看到相邻的2个市

场仍然各自建设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检测中

心等，而2套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上相距仅仅

1.5 km。各级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依然任

重道远。

（2）生态环境问题严峻。在过去20多年

里，南通家纺工业废料的产生量逐年攀升，垃

圾处理与生态整治已经成为制约地方发展的

负担。今年3月，通州区举全区之力开展为期

100天的生态环境修复战，联合“12+5”个部

门，每天组织超过300人进驻现场整治。

（3）空间规划亟需进一步提升[27]，同时创

新规划手段和方法。思考如何在物质空间层面

更加合理引导与支撑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各

种要素流动。思考如何通过使用新技术、创新

规划管理，修复当地的生态环境并促进其可持

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在物质空间

以外，建立起支撑未来发展的社会经济空间协

同策略，保障城乡社会公平，并减轻可能出现

的负面外部效应。这些都是后续发展需要加以

重视的问题。

（感谢苏州科技大学梁正虹、何洪宇等同学参与社会

调查。）

图6　 中国南通（叠石桥•志浩）国际家纺商务城总体规划（2014—2030）
资料来源：由家纺城管委会提供。

图7　 川姜镇村庄布局现状图
资料来源：由家纺城管委会提供。

图8　 川姜镇村庄布局规划图
资料来源：由家纺城管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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