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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n the Research of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Taobao Villag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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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子商务与乡村空间结合的产物，淘宝村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关注。当前关于淘宝村的研究正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数量逐年增多。首先，通过文献检索的方法获取2013—2018年关于“淘宝村”的相关研究文献。其次，从淘宝

村的成因与类型、发展特征、城镇化路径，及存在的问题与应对策略4个方面对我国淘宝村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归纳。通过

分析发现我国“淘宝村”的研究存在研究对象集中、研究方法单一和研究内容不全面等3个不足之处。最后，提出未来研

究在对象方面可以关注欠发达地区淘宝村，在研究方法方面可以运用大数据技术，在研究内容方面可以关注淘宝村的流

动空间、社会问题和政策变化。

As a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e-commerce and rural space, the development of Taobao Village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domestic scholar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aobao Village is in its infancy, and the number of research continues to 

increase year by year. This paper first uses the method of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to obtain literature, and initially screen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aobao Village since 2013-2018. Secondly, w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the related researches of Taobao 

Village in China from four aspects: the cause and type of Taobao Village,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the urbanization path,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 Through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of Taobao Village in China has three 

shortcomings such as concentrated research objects, single research method and incomplete research content. Finally, it is proposed 

that future research can focus on Taobao Village in underdeveloped areas,use big data technology as research method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pace of flows, social problems and policy changes of Taobao Village.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信息技术成

为带动全球地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

力。信息化衍生而形成的电子商务深入农村地

区，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组织方式和发展带来深

刻变革并形成“淘宝村”。“淘宝村”一词最早

源于2009年关于沙集镇东风村的报道。阿里研

究院对其做出定义：大量网商聚集在某个村落，

以淘宝为主要交易平台，以淘宝生态系统为依

托，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的农村电子商务

我国淘宝村发展特征及其应对策略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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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现象①。阿里研究院先后提出3条认

定标准：一是交易规模，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

1 000万元以上；二是网店规模，本村活跃网店

数量达到100家以上或达到当地家庭户数的

10%以上①。后又增加电商营业场所在农村地

区，并以行政村为单位。自2009年首次提出淘

宝村以来，我国淘宝村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

趋势，至2018年我国淘宝村数量已由3个增长

到3 202个②（见图1-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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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定义与评判标准出自《2014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② 数据来自《2015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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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淘宝村”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其研究文献也逐年增多。本文以“淘宝村”作

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截至

2018年12月31日，共检索到相关文献561篇，经

过初步筛选，得到相关度较高的文献共238篇。

其中期刊文献195篇，硕博士学位论文32篇，年

会论文11篇。主要涉及经济学、城乡规划学、地

理学等学科。2014—2018年关于“淘宝村”

的研究文献数量呈现平稳增长态势（见图1），

说明“淘宝村”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之一。

笔者希望通过对国内淘宝村研究的3个主要方

面，即淘宝村的成因与分类、淘宝村的特征，及

淘宝村的主要问题与应对策略进行总结，并提

出当前研究的不足和问题，探讨我国“淘宝村”

研究方向（见图3）。

1   淘宝村的成因与类型

1.1   淘宝村的成因

当前国内学者主要以某一淘宝村为个例

阐述其成因。由于电子商务的驱动，在原本封闭

复杂的中国乡村地区出现的经济活力提升现象

往往由若干因素共同作用产生，主要包括基础

条件、电商平台、社会因素和政府引导4个因素

（见图4-图5）。在淘宝村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作

用的主要因素也会发生变化[1]106。

1.1.1    基础条件

基础条件通常在淘宝村产生初期发挥作

用，中后期由于基础条件完善，作用力有所减

弱。基础条件包括地区产业基础等软件条件，以

及道路交通、物流电信建设等硬件条件。对于农

产品淘宝村来说，其产业形式就是“特色农产

品专业村+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如消泾村

和沭阳县境内有关花木淘宝村，该类村在电

子商务平台到来之前就已经具有良好的产业

基础[2]41,[3]103。胡垚等发现广州市淘宝村的产

生与工厂、批发专业市场、物流网点和廉价租

金等基础条件的分布高度相关[4]。产业基础所

带来的另外一个优势在于人力支持，初始创业

者与当地能工巧匠合作，设计创新产品[5]94。目

前淘宝村多出现在东部沿海省份，该区域具有

良好的交通区位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6]13。值得

注意的是，在淘宝村形成初期阶段，对于物流

快递的要求具有一定弹性，随着淘宝电商的增

多，物流企业会自发地改善淘宝村的物流快递

条件[2]43。

1.1.2    电商平台

电商平台的意义在于大市场优势和低成本

优势。首先，电商平台为商品提供了更广阔的消

费市场[6]12，甚至可以开拓海外市场[7]。其次，电

商平台具有包容性，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一

个平等创业的机会[2]42和公平、诚信的交易环

境[6]12，可以及时地、低成本地为淘宝电商们提

供市场信息，便于淘宝电商及时对市场需求进

行相应的调整[1]108；与客户的直接交流可以丰富

产品多样性，进而促进产品创新升级[8]97。

1.1.3    多维度的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贯穿于淘宝村的初创、中期高速

发展、后期转型全过程。社会因素包括乡村人才

的示范、社会网络之间的熟人交流与扶持、地区

的文化传统与创业环境以及电商协会的协调等

4个方面。首先，人才的作用包括两点：一是乡村

能人的先锋示范作用，创业能人成功吸引村内

其他农民进行模仿、学习[5]94；二是淘宝村日后

发展的电商人才，新生代外出务工人员和返乡

的大学毕业生具有更多电商知识背景，将是电

商人才主力军[5]97。其次，我国乡村地区熟人社

会的交流不仅有助于创业技能的扩散、传播与

产品创新，还有助于创业能人直接或间接帮助

自己熟人进行创业[9]。再次，地区的文化传统是

形成创业环境的基础。在里仁洞的潮汕人民具

有相同的文化传统，他们形成一个个小团体并

继承了潮汕人民乐于经商的传统[10]84,[11]113。最

后，电商协会往往出现于淘宝村发展的瓶颈阶

段[5]95。曾亿武等认为其作用机制在于强化集群

的外部经济；避免产品同质化引发的恶性竞争；

增强市场地位以应对外部竞争；吸取更多的外

部资源[12]。

1.1.4    政府的引导与扶持

政府介入发生在Bruso③第二阶段[5]95和淘

宝村转型阶段。政府在淘宝村发展中扮演3种角

色：一是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在税收、金

融和人才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二是公共产品

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包括道路、物流、市政等

③ 意大利经济学家Bruso提出产业集群发展两阶段模型，第一阶段为产业集群自发成长；第二阶段为当地政府或行业协会开始干预集群成长，向产业集群提供社会化

服务并引导其健康发展。

注释

图1　2013—2018年淘宝村及其相关研究文献
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淘宝村数量数据来自“2013—2018中国淘

宝村研究报告”；文献数量数据由笔者统计。

图3　淘宝村研究的主要学科领域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2013—2015年淘宝村空间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辛向阳，乔家君， 2018。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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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淘宝村的不同类型、典型案例及其特征描述

资料来源：陈宏伟等，2018。

注：部分乡村还产生了一些相关的服务业，如网店服务、研发设计、电商营销等。

基础设施和电商产业园建设；三是中间组织者，

与高等院校开展合作和技术培训[5]95。

1.2   淘宝村的类型

对淘宝村进行科学的分类，有助于更直观

地总结各种类型淘宝村的特点及其发展历程。

当前学者主要依据淘宝村的产业发展及与周围

要素的空间关系对其进行分类。

在产业发展方面，阿里研究院将淘宝村分

为“基于原有产业基础型”和“无中生有型”，

当前两种模式的淘宝村数量相当[13]。曾亿武等

以主营业产品为依据，将淘宝村划分为“农产

品淘宝村”和“工业品淘宝村”[2]40。周静等进

一步将工业品淘宝村细分为“基于工业产品淘

宝村”和“基于手工艺产品淘宝村”两类[6]11。

刁贝娣等基于淘宝村的发展动力将淘宝村分

为“城市依托型”和“乡村内生型”[14]62。陈

宏伟等根据产品及其职能将淘宝村分为“商贸

职能” “商贸+农特产品职能”和“商贸+工业

产品职能”3种类型[8]95（见表1）。千庆兰根据

淘宝村与周边设施的空间位置关系，将淘宝村

分为“依托专业街区型”“依托专业市场型”和

“依托工业园区型”[15]。

2   淘宝村发展呈产业集群化、社会多元

     化、分布聚集化等显著特征

2.1   产业集群化, 价值重塑

淘宝村是电子商务与乡村地区相融合的

产物，其产业已经发展成围绕电子商务的特色

产业集群，具有产业类型多元混合、产业组织协

同化的特点。阿里研究院认为我国已经形成十

大淘宝村产业集群[13]14。刘亚军等基于对我国

20个淘宝村的实地调研，认为淘宝村经历了萌

芽阶段—裂变式扩张阶段—产业集群式发展阶

段；电子商务产业链日渐完善，技术创新代替商

业模式创新成为淘宝村发展的根本动力[16]51。曾

亿武等通过观察东风村的发展过程，发现地方

政府介入淘宝村发展、商业协会等抱团组织的

形成和服务商的纵向集聚，认为淘宝产业已经

进入Bruso产业集群形成第二阶段[5]95。刘亚军

认为在电子商务作用下，原本处于产业链低端

角色的价值创造能力得以重塑实现包容性增

长[16]46。周静在对消泾村大闸蟹产业进行研究

后发现，淘宝村的形成可以重塑产业价值区段

分配：一是养殖环节和品种培育投入更多，本地

农民获得更多利润；二是销售和物流环节扁平

化，减少中间商[3]104。

2.2   社会多元化, 结构重构

乡村地区产业集群化的同时也带来人口的

集聚，丰富了社会主体和社会空间。张嘉欣等认

为里仁洞村的乡村空间使用者已经变成外来潮

汕电子商务及其相关产业从业者[10]84,[17]。周静

发现淘宝村本地农民身份转变成创业者、产业

工人、经营者[3]103。陈芳芳等认为村民在社会治

理中角色的改变，出现了由经济精英和政府专

设协调机构组成的中间层级来衔接政府和本

地村民[18]。邱泽奇认为返乡创业人口是淘宝村

社会结构重塑的直接原因，全新的经济秩序使

资历权威与能力权威共同组成了新的社会结

构秩序[19]。

2.3   分布集聚化, 空间复合

2.3.1    区域空间：分布呈集聚态势，职能地位提升

空间分布方面，中国淘宝村的整体分布表

现出区域不平衡的特征，呈组团状集聚于我国

东部沿海地区[14]59,[20]95，且呈现显著的梯度分布

特征，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递减[11]110,[20]95，

目前形成3大集聚区域，从北至南分别为北部的

类型 典型案例 特征描述

商贸
揭阳市军埔村 村民从邻近的普宁县批发服装、日常用品等，并通过网络销售

义乌市青岩刘村 村民从义乌小商品市场批发小商品为主的日常生活用品，并
通过网络销售

商贸+农特产品
生产

宜兴市紫砂村 基于地方传统，制作、加工紫砂壶，并通过网络销售
长葛市尚庄村 生产蜂蜜，并通过网络销售

商贸+工业产品
生产

菏泽市丁楼村 生产加工演出服，并通过网络销售
徐州市东风村 生产加工家具，并通过网络销售

图4　农产品淘宝村形成因素的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曾亿武等，2016。

图5　淘宝村形成的“六边形”模型
资料来源：辛向阳，乔家君，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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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鲁南和冀中南地区，中部的浙江和苏南，以

及南部的珠三角、潮汕和闽东南地区[21]100。淘宝

村的分布与大中型城市分布具有一致性[14]59，但

与特大城市分布不具有一致性，呈现“整体一

致、局部错位”的分布格局[21]100。在时间演变方

面，淘宝村数量呈现出“初期平稳增长、近期快

速爆发、当前增速减缓”的演化特征[21]102,[22]。新

增的淘宝村出现于原本集中的区域[21]101，呈现

“点—轴—网”逐渐扩散的态势[22]13，其扩散方

向主要以向南北方向扩散为主[20]95。

区域职能方面，乡村地区获得统筹区域

资源权利，成为区域性功能节点。周静认为三

合口村出现“本地化生产服装，全球化寻求

服务业”的产业组织形式，依托国际家纺城

成为整合内外资源的功能性节点[23]。她还发

现消泾村凭借其对大闸蟹养殖技术和电子化

交易市场的掌握，已经变成大闸蟹养殖方面

的地方性功能节点[3]106。陈宏伟等认为在互联

网的作用下，淘宝村已经变成一种流空间与

实体空间功能节点，其产品交易等信息互动

主要依托于流空间；而产品的生产、运输和配

套的服务则在现实空间推动[8]94。

2.3.2    村庄空间：单一走向复合

从空间整体布局与形态来看，张嘉欣等以

空间演变为切入点，发现里仁洞村空间随着

其产业向电子商务发展而改变，逐渐形成集

居住、生产、服务等功能要素的复杂空间，不

仅村落景观逐渐转向城市景观，出现异质化、

排他化现象，村庄社会空间主体也被外来人

支配[10]84。杨思等发现里仁洞村空间结构呈现

“核心—边缘”特征，原有单一的空间形态具

有向多元化、集聚化、立体化转变的趋势[24]117。

吴丽萍等发现电商产业初期到电商集群化时

期，东风村空间呈现由“产居一体”到“产居

分离”的转变；村庄空间演进呈现由“以点到

线”到“团块集聚，规模发展”的转变[25]119。

王林申等以“流空间”为视角，认为“流空

间”对电商从业者的空间决策行为产生影响，

同时空间决策又影响淘宝村内部实体空间布

局；“人流”对于外界人才软实力的吸引和知

识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物流”的便利，使得

淘宝村周边地区出现新的淘宝村，形成产业

集群[26]。周静、许璇等认为，产品类型不同

的淘宝村，其空间形态存在较大差异。农产

品型淘宝村一般位于传统农村地区，并保

留农村生活聚落形态，属于自生长松散型

空间布局模式；工业产品型淘宝村呈现工

业化城镇形态[6]11,[27]116。

从村庄内部空间要素来看，周静认为电子

商务作用下消泾村乡道两侧商业业态丰富，出

现新的功能性空间和体验性空间[3]108。陈文涛

认为曹县大集镇的产业空间呈现“生产分散，

服务集聚”的产业空间结构[28]。从以户为单位

的微观空间来看，追求低成本的农民往往将宅

基地或房屋建筑进行改造，部分地区呈现立体

化特点。陈宏伟等、杨思发现淘宝村中的家庭作

坊，呈现“厂店合一”或者“前店后厂”的特

点，出现平面空间的混合现象[8]98, [24]119。杨思、

许璇等在里仁洞村、外贸村和言里村调研后均

发现两地出现差异化垂直空间：里仁洞村出现

电子商务产业空间垂直型混合特征，外贸村和

言里村出现居住、生产、仓储等空间垂直型混

合特征[24]119, [27]120。

3   淘宝村发展促进就业非农化及就地

     城镇化

淘宝村的出现为推动新型城镇化提出新

的路径。许婵等认为电子商务所驱动的县域就

地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成为实现新型城镇化的一

种新思路，目前其发展模式可以分为“赶街模

式”“聚土地模式”和“沙集模式”[29]18。房冠辛

认为淘宝村将乡村传统和现代因素有效融合，

为走出乡村城镇化“农民主体缺位”困境提出

新的可能性[30]。罗震东等认为电子商务作用下

的乡村城镇化具有跃迁的就业非农化、全面的

生活现代化以及集约的空间城镇化特征，电子

商务使乡村地区可以突破传统历史地位，参与

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分工。他还通过对曹县、睢

宁县、沭阳县和普宁市的镇村空间进行研究，将

其总结为村庄自发升级式、镇村联动升级式、镇

区升级式和郊区升级式4种电子商务空间城镇

化模式[31]。

4   淘宝村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应对策略

4.1   主要问题

由于淘宝村的发展具有自发性，再加上我

国农村、土地政策等各方面因素，导致淘宝村发

展出现诸如同质化竞争严重、新旧主体冲突和

空间无序等问题。

4.1.1    同质化竞争恶劣，易受资本操控

当前同质化竞争严重多出现在以工业或

手工业制品为主的淘宝村之中。乡村熟人网络

下的模仿和学习及低门槛效应，使新产品推出

后吸引大量从业者模仿，造成同质化竞争。张嘉

欣等发现同质化竞争使淘宝从业者的合作仅仅

围绕小团体进行，缺乏对外交流[32]114。张天泽指

出淘宝村名气响亮后势必吸引大量社会资本涌

入，资本与政府共同推动下的工业园区进一步

打压农民个体户的生产空间[33]115。同样，线上虚

拟空间也受到资本挤压。邵占鹏认为电商公司

对平台具有垄断能力，为保证产品质量与规范

商家行为，平台对淘宝电商采取提高入驻门槛，

额外增加宣传费用等措施，缺少议价能力和雄

厚资本的农民网店被边缘化，部分中小淘宝电

商被迫退出电商平台[34]。

4.1.2    新旧主体冲突，社会空间矛盾严重

关于淘宝村的新旧主体差异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初代淘宝电商从业者形成的旧主体和

返乡创业者形成的新旧主体冲突；二是乡村地

区原居民所组成的旧主体和外来创业人员所

构成的新旧主体的冲突。前者新旧主体社会网

络依旧是本地社会网络，双方矛盾易于达成妥

协；而后者则是由“外乡”人群形成新的社会

网络，并与本地社会网络形成“对立”。张嘉欣

等认为里仁洞村的权力关系已经发生变化，本

地村民之间联系减弱，而外来商家形成抱团组

织[10]84。周嘉礼发现里仁洞村内新旧主体之间

在行为空间、作息时间、社会网络和配套设施

需求等方面存在矛盾[35]68。

4.1.3    空间布局混乱，生活品质低下

淘宝村发展中出现的产业和社会问题对实

体空间产生消极影响，空间布局无序。一是淘宝

村空间破败且土地低效利用。张天泽等认为竞

争失败的淘宝村，随着资本等发展要素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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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景观异化和“拟城化”现象，不仅生活环

境品质低下，生产空间利用率也不高[33]116。许璇

观察淘宝村“产居空间”发现，宅基地内生产功

能空间挤压生活空间，造成生活品质低下[27]117。

二是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供应不足。

张嘉欣指出里仁洞村村内道路狭窄，不仅不利

于货物运输，也有火灾等安全隐患[32]114。许璇认

为淘宝村地区公共服务设施呈现两极化趋势，

生产性服务设施在空间和数量上占据主要地

位，生活性服务设施供应不足[27]117。

4.2   应对策略

4.2.1    产业发展层面：产业链全过程优化，实现

            产业健康发展

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与保障，

淘宝村的健康发展必须强调健康的产业发展。

产业选择与产品方面，张天泽等提出两条建

议：其一是生产具备独有性的本地特色产品；

其二是唤醒农村文化自信，发展乡村休闲旅游

功能[33]117。创新产业链环节方面，周静等认为对

于农特产品来说，其包装运输创新可以保证产

品质量，如通过技术改进在运输过程中保证大

闸蟹的成活率[4]104。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方面，张

嘉欣等提出塑造淘宝村特色产业品牌，完善包

括金融机构、第三方服务机构、培训机构和电子

商务行业协会等产业配套，以此来优化村民创

业环境，降低创业成本[34]115。

4.2.2    社会治理层面：转变农民角色与政府

            职能，转变规划和主体参与方式

乡村地区的社会治理需要农民、政府的共

同参与，农民应在社会治理中转变角色，以维护

自身权利；政府应在社会治理中起到服务、协调

各方利益的职能。余侃华等认为电子信息技术

使农民自治意识不断提高，传统的被动地位削

弱，形成高度自治化的基础[36]19。陈芳芳等认为

在电子商务的驱动下，社会底层要素激活，村民

主动参与到乡村治理的各项事务中，由部分村

民构成的经济精英力量成为城乡治理的中坚力

量[18]28。钱俭认为当前国家对于淘宝村的各项

政策、法规不健全，政府应尽快完善各方面政策

与法规[37]。转变规划方式和参与主体方面，杨思

等认为乡村规划应该采取“参与式规划”治理

模式，充分考虑淘宝村中不同人群的需求和各

个社会主体的利益[24]122。吴丽萍等认为应建立

弹性、多维度的规划管理方式，倡导以“自下而

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工作方式，推进

乡村规划工作的自我管理[25]125。

4.2.3    人才培育方面：加强本地能人培训，吸引

            外出务工青年返乡

只有加大人才培育，才能为产业转型和社

会治理提供持续的动力。舒林认为应从本地培

训和吸引返乡人员两方面来解决人才稀少问

题。加强集群内部人力资源的整合与培训，重视

挖掘现有的人力资源，积极培训本土青年加入

电商产业，增加本地能人培训，吸引外出人员回

乡自主创业或加盟本地电商，可以为发展注入

更多的技术与信息资源[38]83。

4.2.4    物质改进层面：城乡空间优化整合，

            提升生活品质

（1）空间规划观念的转变

乡村地区空间规划应在职能定位、范围和

规划内容上进行突破。乡村地区因电子商务的

发展具备区域竞争优势，因此乡村规划中发展

定位应在更大区域重新思考。周静认为消泾村

处于大闸蟹养殖与电子交易行业龙头地位，需

要重新对其自身功能定位进行思考[3]107；三合口

村作为家纺功能节点，应该在更大范围内统筹

基础设施和资源，支撑地区发展[23]72。余侃华等

提出要在“多规合一”的整体思路下，实施区

域内面状空间规划，并加强规划技术和部门协

作机制，完善规划体系[36]20。

（2）城乡空间整合，提升环境质量

对于淘宝村的空间优化研究主要分为两个

层面：一是镇村融合布局，二是村庄内部空间优

化。郑文含认为走向集聚化是淘宝村升级的必

经之路，产业空间与镇区结合可以很好地解

决电子商务对办公、仓储和生产空间的需求

问题[39]。村庄内部空间优化方面，张嘉欣等提

出注重生产、生活功能分区，生活空间开辟通

车村道，修葺危旧房屋，保护历史建筑；生产空

间中将创业孵化、生产加工和物流三大功能细

分，使其互不干扰[32]116。杨思等认为里仁洞村应

加强村庄内部环境整治，整治道路和拆除部分

濒危旧建筑，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建设污水处

理系统等；并结合物流的特性，在近电商集聚

区的主干道边建立专门的货物仓储区和货物

邮寄区[24]123。

（3）着眼生活生产需求，完善各项公共设施

淘宝村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易造成发展欠

账，尤其是在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设施方面。周

静认为传统规划“城市—镇—农村”的分级式

配置方式难以满足淘宝村村民文化、娱乐以及

产品展示的需求，应注重文化设施和交流场所

等新型公共空间建设[3]107。杨思等认为外来人口

众多的地区做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时，应将外来

人口纳入考虑范围，提供其子女教育、医疗保证

等服务[24]122。市政基础设施方面，应对外加强互

联网、道路交通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对内减少

生产性交通和生活性交通互相干扰。吴丽萍等

认为交通规划应与空间整合相协调，合理组织

货流和人流[25]125。张嘉欣等认为针对淘宝村的

物流和人流特性，在交通系统层面应建立相互

独立的机动交通系统与慢行系统[32]116。杨思等

认为应针对货运交通进行交通设施规划建设，

制定相应的交通管理策略[24]122。

5   当前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展望

当前，我国对于淘宝村的研究覆盖广泛，涉

及其成因、特征、存在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仍

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研究对象多集中于东部

经济发达省份的淘宝村，缺少对中西部地区淘

宝村的发展路径研究；二是研究方法多运用田

野调查的方法，定量分析较少；三是研究内容多

集中于经济活动和空间活动，但是对于淘宝村

的流动空间和社会问题及其多元化的乡村治理

体系研究还不够深入；四是当前对淘宝村类型

的研究仅局限于类型划分，并未对不同类型淘

宝村的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研究；五是就不同政

策对淘宝村产生何种影响，其影响程度如何还

尚待关注，政策研究的缺失使淘宝村的部分空

间现象无法得到很好的解释。

为进一步完善淘宝村的研究内容，本文提

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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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方面：关注我国广大中西部欠发

达地区的淘宝村发展问题，中西部地区由于基

础设施等条件的限制不可照搬东部地区的经

验，需要根据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经济社会

发展状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与对策。

研究方法方面：注重大数据的运用，适度开

放以阿里云为代表的电商平台后台数据与手机

信令数据，有助于研究淘宝村产业集群问题和

城镇化问题。

研究内容方面：一是要关注淘宝村流动空

间研究，以更好地解释淘宝村信息流等流动空

间对实体空间的影响；二是要注重淘宝村的社

会问题及乡村治理，即不同社会主体的聚集和

竞争所产生的权利博弈和乡村治理方式改变等

问题；三是关注不同类型淘宝村的数量、空间分

布及发展水平演变，何种类型淘宝村发展质量

较好、数量逐年增多，何种类型淘宝村正在走向

衰落；四是加强政策和制度变化对淘宝村发展

的影响研究，可以以淘宝村分布集中且发展相

对良好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电子商务、土

地政策变化对淘宝村发展的影响，例如城镇和

乡村的土地弹性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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