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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村是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相结合的一种新兴的乡村振兴模式，但随着内部与外部同质竞争，淘宝村开始内卷化，出现

大量退出的现象，值得关注。基于2013—2020年淘宝村数据，从全国层面分析淘宝村发展的时空特征，并对淘宝村的发展

阶段与生命周期特征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淘宝村在研究期内从东部扩散至全国，东部沿海地区增速迅猛，形成串

珠状高值集聚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淘宝村数量较少，且增速较慢。（2）淘宝村呈现出快速扩张形势的同时，也开始产

生局部淘汰的现象，淘汰量波动递增。2020年淘汰量约占前一年淘宝村总量的17.61%，其中，东部地区淘汰量占较大比

重。（3）不同地区淘宝村发展阶段具有差异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淘宝村仍处于萌芽阶段，东部地区淘宝村处于扩张阶

段。东部地区淘宝村的发展趋势决定着全国淘宝村的发展趋势。整体上，淘宝村经历了萌芽阶段，正处于倒“U”型左部

扩张阶段，未来淘宝村将进入成熟阶段。

Taobao Village is an emerg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model which combines the Internet and rural real economy. However, with the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the Taobao Village has begun to be involute, and the elimination phenomen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which is worthy of attention. Based on the Taobao Village data in 2013-2020,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ges of Taobao Village from the national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aobao Villages spread from the east to the whole country.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grew rapidly, forming bead-like high-value 

agglomeration areas. The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had fewer Taobao Villages and their growth rate was slow. (2) 

While Taobao Village is showing rapid expansion, it has also begun to be partially eliminated. The amount of elimination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In 2020, the amount of elimination accounted for about 17.61% of the total amount of Taobao Villages in the previous 

year, of which the eastern region accounted for a larger proportion than other regions. (3)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Taobao Villages 

are not similar in different regions. Those in the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are still in the embryonic stage, while those 

in the east are in the expansion stag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 of Taobao Village is determined by those in the eastern region. 

Taobao Village has experienced an embryonic stage and is in the early expansion stage of the inverted "U"-shaped line. In the future, 

Taobao Village will enter a matur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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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人类全面融入信息社会之际，互联网正

逐渐渗透到社会和经济的每一个层面，不断地改

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

产方式[1-2]。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化、虚拟化

的电子商务作为新型经济活动，对传统农村的生

产和生活方式造成一定的冲击。互联网帮助乡村

降低创业的门槛，对零售产生“去中介”作用，

塑造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乡村电子商务产业与空

间集聚的实体形态——淘宝村[3-4]。党的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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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出中国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淘宝村

的蓬勃发展恰恰是“乡村振兴”的践行者。随着

农村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互联网、

电子商务、智慧物流、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

业逐渐向乡村扩散[5-7]，电子商务专业村将极大地

缓解当前中国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8-10]。

淘宝村属于农村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产

物，与其他互联网产业一样，具有更新快的特征。

同时，受到市场容量和竞争波动等因素的影响，

淘宝村的发展已然开始出现内卷化问题[11]，而高

速扩张下的大量淘汰现象也令人担忧。因此，当

前淘宝村的发展特征和生命周期阶段值得关注

和探究。本文基于2013—2020年阿里研究院公

布的淘宝村数据，对淘宝村的增长与淘汰现象进

行时空特征分析，并重点分析淘宝村的生命周期

特征，以期为淘宝村未来的健康平稳发展提供有

益的参考依据。

1   淘宝村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研究综述

1.1   淘宝村空间扩张与发展机制

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农村地区的混合重建和

后农村时代的固有开放性，农村被视为复杂的交

织状态，其中各种力量不断统一和分离[12-13]。在

过去的几十年中，农村发展经历了去农业化和后

生产主义的过程，乡村逐渐从农业经济过渡到更

加多样化的经济活动，包括手工业、电子零售业

和旅游业[14]。其中，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进

步正在改变农村地区的物理的流动和虚拟的互

动[15]，尤其是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已成为推动

农村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驱动力，使农村地区与全

球社会经济网络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正在逐渐全面地嵌入

乡村发展，从生产视角和空间视角的案例分析显

示，电子商务影响下的自然村经历了传统村落—

工业村落—城中村—淘宝村的生产变迁，同时也

经历了从原有单一、混乱的空间形态向多元化、

集聚化、立体化的空间重构[16-17]。除此之外，淘宝

村的空间结构也呈现出“核心—边缘”特征，且

边缘区不断扩展，电子商务产业加速了空间重构

的过程，自组织模式下的同乡社会网络成为空间

变迁的触发器[18-19]。淘宝村的空间分布表现出明

显的区域不平衡特征，呈现显著的阶梯特征[20-21]，

淘宝村的发展也随时间增长逐渐呈现出集聚特

征[22] 232， [23]。同时，淘宝村的发展是区位条件、产

业基础、社会网络等多个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24]。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淘宝村快速发展的深

层驱动因素不仅包括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还包

括经济要素集聚和创业精神引领，以及政府与行

业协会政策指导[25-26]。通过对淘宝村的实地调

研发现，淘宝村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存在产品

同质化、人才缺乏、忽视农业资源禀赋等风险

和隐患[27-28]。

1.2   产业集群生命周期与淘宝村发展阶段

总结淘宝村的研究发现，目前，除了少数的

研究之外[22] 230， [29]，对快速扩张中的淘宝村的研究

很少关注到淘汰现象，作为电子商务产业集群，

“退出”现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Gort

和Klepper[30]着重研究市场中生产商的数目的变

化，较早关注到生产商存在“淘汰”（shake-out）

现象，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

生命周期（G-K）模型，将产业的生命周期划

分为引入、高进入、低进入、负进入和成熟等5

个阶段。

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是在产业生命周期

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波特[31]指出，

集群产生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之中，可能因为外

部威胁和内部僵化而失去竞争力，并将产业集

群生命周期分为3个阶段：诞生、发展和衰亡。蔡

宁等[32]认为处于成长和成熟时期的集群，其生命

力、学习力、竞争力最旺盛，到衰退时期，集群开

始老化，竞争力减弱，伴随而来的结构风险、周期

风险、网络性风险等都将对集群乃至区域经济产

生致命打击。Menzel[33]将集群异质性的改变、

地理促进作用、强聚集导致异质性的降低3种要

素应用于集群生命周期划分中，将产业集群生

命周期分为出现、成长、成熟、衰退4个阶段。李

琳等[34]2028在对汽车产业集群的研究中将地理邻

近性作为重要影响因素纳入进来，将集群演化周

期分为形成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

段。根据不同的依据，产业集群生命周期虽然有

不同的阶段划分，但以进入和退出的主体来看，

4阶段划分方法最受认可（见图1）。

已有研究也对淘宝村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探

讨。刘亚军等[35]根据产业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

新双轮驱动产业规模、区域品牌和竞争力不断提

升的演化过程特征，将互联网条件下的淘宝村发

展分为萌芽阶段、裂变式扩张阶段和产业集群式

发展阶段。张灿[36]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及青岩刘

村电商产业集聚形成的特点，将电子商务集群的

演化过程分成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4个阶段，详细描述各阶段创业者特点、相关产业

配套度和政府行为模式。罗谷松[37]基于对广州里

仁洞村的研究，认为淘宝村的形成过程分为3个

阶段，分别是萌芽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辛

向阳等[38]在孟州市桑坡村的实地调研基础上，结

合对全国淘宝村分布特点的分析，将淘宝村的形

成过程分为前期基础积累阶段、中期能人开创阶

段和后期演化扩张阶段。曾亿武等[39]基于东风村

和军埔村两个典型案例分析淘宝村的形成特征，

发现淘宝村的形成过程包含引进项目、初级扩

散、加速扩散、抱团合作和纵向集聚5个环节。这

些研究并未将淘宝村的增长与淘汰特征纳入生

命周期阶段分析，仅采用主观定性描述的方法进

行阶段划分，在准确刻画淘宝村发展阶段和发展

周期特征方面仍需要完善。

2   淘宝村的整体增长特征

在淘宝村发展的初期，乡村电子商务受到

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包括农村的互联网基础设

施、交通设施相对薄弱，宽带服务和物流服务网

点少等问题。这些限制因素给农村电商发展和淘

宝村的形成带来一定的阻碍，导致农村电商产业

集群呈现缓慢发展的态势。2009年，全国仅有3

个淘宝村。2009—2013年，在电子商务成功致

富的示范效应带动下，全国在中东部形成20个

淘宝村。2014年，淘宝村由20个增加到212个，

其增长量稳步提高。2015年开始，淘宝村基数

开始变大，其增长率降到100%以下。2016年，

淘宝村数量破千，达到1 310个，但是，在增长的

同时出现了35个淘宝村被淘汰的情况。2017年，

淘宝村较上年增长805个，与此同时，淘汰的淘

宝村数量也有增加。2018年，淘宝村增长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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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1 000个，2019年与2020年增长量基本保持

在1 100个左右，变化幅度不大。到2020年，淘宝

村数量突破5 000个。2018—2019年，淘汰量较

2017年有所下降，但在2020年，淘宝村的淘汰量

陡增（见图2）。

从省级层面来看（见表1），淘宝村的发展从

最初的7个省，扩张到全国28个省。其中，增长快、

数量大的6个省份分别是浙江、广东、江苏、山东、

河北和福建，均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浙江占

有较大优势，2020年淘宝村数量达到1 757个，几

乎占全国总量的1/3，广东的数量超过1 000个，

其余4个省份淘宝村数量也都在500个左右。6

省以外的其余省份中，除了河南以外，其余21

个省份淘宝村数量均不高于40个，平均只有

14.5个。这些省份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和东

北地区。

在分析时间序列增长特征后，笔者分析了新

增淘宝村的空间格局特征（见图3）：2014—2016

年，新增淘宝村基本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

区开始快速增长，中西部与东北地区新增数量较

少；2017—2020年，新增淘宝村依然主要分布在

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在空间分布上开始变

密集，增量和增速相对前一阶段有较大的提升。

从空间集聚程度上看，自2014至2020年，

淘宝村新增数量由193个提升到1 875个，其密

度不断增长，密度最高值从41.52增加到181.07，

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6大串珠状集聚区，分别位

于河北南部、鲁西南—豫东北—苏北地区、长三

角地区、海峡西岸地区、粤东地区、珠三角地区。

这些区域形成高值集聚区。中西部地区的淘宝村

增长不明显，仅在河南、湖北和四川出现个别新

增淘宝村，没有形成集聚区。

   

3   淘宝村的淘汰现象

在分析淘宝村增长的时空特征基础上，笔

者重点分析其淘汰特征。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实质上存在诸多的问题，产品同质化、恶性竞

争、低水平竞争等问题非常严重。但每年成倍增

长的淘宝村，让更多人有信心选择进入电子商

务产业，从而加剧了线上市场的竞争。由于互联

网电商平台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农村电子商务

不仅面临本区域的竞争压力，还面临来自具有

成熟技术的专业生产商或销售商的竞争。例如，

徐州市睢宁县的家具在淘宝平台一度占到60%

的份额，但如今受到来自邻近的宿迁市的竞争。

同时，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传统家具制造商也

开始进入电商平台，其中，佛山的家具生产商对

睢宁县的家具市场挤占非常严重。互联网为农

村低成本的产品打通了销售的渠道，去除零售

中介，让大量农户得以进入电子商务产业，但随

着整个行业的逐渐发展，淘宝村淘汰的问题日

渐凸显。

从农村电子商务开始在中国萌芽，到2009

年中国产生3个淘宝村，再到2015年开始在空

间上集聚，淘宝村的发展欣欣向荣。但在爆炸

性增长的同时，有一批淘宝村也在迅速地被淘

汰，2014—2020年，共有983个淘宝村在竞争

中被淘汰（见表2）。淘汰量的增长也同样迅速，

2017年淘汰量接近10.00%，2020年淘汰量达

到17.61%，淘汰淘宝村一共761个。虽然淘汰率

并不是一个有规律的递增趋势，但部分年份淘

图2  淘宝村的整体变化特征

Fig.2  The overall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Taobao 
Village

资料来源：根据阿里研究院公布的历年淘宝村数据自绘。

表1  淘宝村的省域发展特征（单位：个）

Tab.1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aobao Village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省份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北京 — — 1 1 3 11 11 38
天津 — 1 3 5 9 10 14 39
河北 2 25 59 91 145 229 359 500
山西 — — — — 2 2 2 7
辽宁 — — 1 4 7 9 11 9
吉林 — — 1 1 3 4 4 4

黑龙江 — — — — — — 1 2
上海 — — — — — — — 21
江苏 3 25 127 200 262 452 615 664
浙江 6 62 280 506 778 1 172 1 573 1 757
安徽 — — — 1 6 8 13 27
福建 2 28 71 107 186 233 318 441
江西 1 0 3 4 8 12 19 34
山东 4 13 64 108 243 367 450 598
河南 — 1 4 13 34 50 75 135
湖北 — 1 1 1 4 10 22 40
湖南 — — 3 1 3 4 6 12
广东 2 54 157 262 411 614 798 1 025
广西 — — — — 1 1 3 10
海南 — — — — — — — 1
重庆 — — — — 1 3 3 9
四川 — 2 2 3 4 5 6 21
贵州 — — — — 1 1 2 4
云南 — — 2 1 1 1 1 6
陕西 — — — — 1 1 2 16
甘肃 — — — — — — — 1
宁夏 — — 1 1 1 1 1 1
新疆 — — — — 1 1 1 3

图1  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的不同演化阶段
Fig.1  Stage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life cycle

资料来源：笔者在参考文献[34]2028基础上改绘。

资料来源：根据阿里研究院公布的历年淘宝村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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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率接近或超过10%证明了淘宝村发展形势的

严峻。

在淘宝村发展过程中，由于大量的村庄产

品同质化，多是经营饰品、服装、日用品、鞋帽、箱

包等商品，商品特色不鲜明、竞争力不强。同时，

受到自身经营水平低等因素限制，其发展受到极

大的约束。从空间分布来看（见图4），2014和

2015年淘宝村均淘汰1个，2016年淘汰35个，

其中不仅有产生一年的淘宝村，也有7个已经发

展两年的淘宝村遭到淘汰。到2017年，淘宝村的

淘汰数量约为2016年的3.6倍，淘汰数量猛增，

广东省的淘汰量最多，为44个，江苏省的淘汰量

与增长量之比约为2: 5，其中不乏已经发展长达

3年的淘宝村遭到淘汰。另外，约有一半的淘宝村

是发展了两年之后被淘汰的。在淘汰的类型上，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有淘宝村淘汰的省

份中，2016年东部地区的淘汰量占淘宝村淘汰

总量的88.57%，2017年所有淘汰的淘宝村均属

于东部地区。由于中西部地区淘宝村处于低速发

展阶段，淘汰量也较少，2013—2017年所有中

西部地区的淘汰总量为5个。对比东部地区淘宝

村的激进发展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状态较为

稳健。2018—2019年淘汰的淘宝村数量有所下

降，回落到30个左右，但在2020年，淘汰数量猛

增到761个，东部地区淘汰量占比高达96.58%，

作为形成最早的3个淘宝村之一的义乌青岩刘

村，在成为淘宝村7年以后从淘宝村名单中退出。

整体而言，淘宝村的淘汰现象出现以来，淘汰数

量波动增长，且淘汰量越来越大。

4   淘宝村发展阶段与发展周期

4.1   淘宝村的发展阶段分析

信息技术时代，互联网相关产业更新迭代

速度较快，淘宝村在增长的同时出现了Gort和

Klepper所关注到的“淘汰”现象。由于淘宝村

的淘汰现象愈演愈烈，所以淘宝村目前所处的发

展阶段和整个淘宝村发展的周期问题的探究非

常迫切。参考有关产业研究中借助产值增长率作

为生命周期判定原则[34] 2023， [40]，本文同样根据淘

宝村的增长率划分生命周期阶段。在萌芽阶段，

由于淘宝村基数小，增长率不稳定，一般将增长

率波动大且大于100%的年份定义为萌芽阶段；

在扩张阶段，淘宝村基数增加，增长率开始变小，

因此将增长率介于10%—100%的年份视为扩张

阶段；在成熟阶段，淘宝村的数量逐渐在高位稳

定，增长率进一步缩小，将增长率在0%—10%的

年份视为成熟阶段；在衰退阶段，淘宝村的增长

率为负。

图3  新增淘宝村的空间分布特征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new Taobao Villages
资料来源：根据阿里研究院公布的历年淘宝村数据自绘。

a 2014年新增淘宝村及其核密度 b 2015年新增淘宝村及其核密度 c 2016年新增淘宝村及其核密度

d 2017年新增淘宝村及其核密度 e 2018年新增淘宝村及其核密度 f 2019年新增淘宝村及其核密度

g 2020年新增淘宝村及其核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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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年首批淘宝村形成以来，淘宝村的

发展已经显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从缓慢增

长转变为高速增长，整个增长量呈现指数型增

长的趋势。根据增长率的特征分析（见表3），

2009—2013年淘宝村由3个增加到20个，数量

较少。2014—2015年增长率高于100%，此阶段

淘宝村发展基数小，故增长率较高，但增长量却

相对较小，为淘宝村发展的萌芽阶段。2016—

2020年，淘宝村增长率在100%以下，呈指数型

衰减至25.9%，其基数变大，此阶段为淘宝村发

展的扩张阶段。从萌芽阶段跨越到扩张阶段，淘

宝村的增长量不断变大，呈现出高增长量的态

势，只是随着基数变大，淘宝村的增长率开始下

降，回落到100%以下，但是仍然在10%以上，增

长率相对较高。扩张阶段的淘宝村开始出现局部

淘汰现象，淘汰是扩张的伴随现象。

东部地区在淘宝村发展中表现突出，中西

部和东北地区增长速度较慢，因此东西部的发展

阶段可能存在差异，有必要将淘宝村分为东部和

非东部两个区域进行对比分析。笔者将全国分为

东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两类，分别研究不同地区

淘宝村的周期特征，通过对东部、非东部地区的

发展特征进行总结发现（见表3），东部地区的

淘宝村增长率趋势与全国淘宝村发展的整体态

势基本一致，东部地区在2009—2015年处于萌

芽期，2015—2020年介于扩张期。由于东部地

区的淘宝村数量约占全国比重的95%以上，全国

淘宝村的发展趋势基本由东部地区主导，具有同

样的发展趋势特征。中西部与东北地区淘宝村增

长率目前波动较大，由于整个非东部地区的淘宝

村基数小，导致增长率变化趋势不稳定。按照常

规的判定标准，2018—2020年，淘宝村的增长

率在100%以下，可以判定为扩张期。但是由于

2018—2020年淘宝村的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

而非指数型下降趋势，所以综合非东部地区增

长率整体上处于波动的趋势，同时结合2018—

2020年增长率仍在上升的特征判断，非东部地

区目前仍处于萌芽期，还未进入扩张期。

由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淘宝村发展步调

具有显著差别，笔者从东部地区中选取发展较

好、较典型的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福建、河北6

省，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选取河南、江西、湖北、

四川、辽宁、吉林6省，分别对淘宝村的增长率进

行分析，以此为基础对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特征

进行检验。通过分析可以得出（见图5），东部地

区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在增长率方面有较大差

异，东部的部分淘宝村扩张较快，2014年浙江、

广东、江苏、山东、福建、河北6省的淘宝村平均增

长了11.6倍，经过一轮较大幅度增长奠定数量基

础之后，增长率开始放缓，6个省份的增长率基

本保持指数型衰减的趋势，清晰地表现出由萌芽

阶段向扩张阶段过渡的发展特征。中西部和东北

地区的所有淘宝村都是以较低的基数、较小的增

量进行平缓的增长。可以看出，非东部地区6个省

份的增长率不稳定，在100%上下来回波动，基本

上没有呈现出特别清晰的增长或下降趋势，具有

较为典型的萌芽阶段特征。各省的增长率分析验

证了总体分析的结论，东部与非东部地区发展阶

段存在较大差异。

4.2   淘宝村的发展周期及其特征

由于中西部的数量较少，所以淘宝村总体

的发展阶段受到东部地区的主导，目前整体处

于高速扩张的阶段。淘宝村在一段时间的发展

之后，形成较稳定的基数，并且开始在空间上

形成集聚特征。目前，淘宝村整体经历了萌芽

阶段（见图6），正处于生命周期倒“U”型曲

线的左部，属于扩张阶段。同时，综合全国淘宝

村增长量与增长率特征可以发现，近3年淘宝

村增长量稳定保持在1 100个左右，2020年增

长率为25.9%。预计不久之后，淘宝村增长率

将指数型衰减至10%以下，即进入成熟阶段。

对淘宝村发展过程中的增长率、增长量和

淘汰量进行抽象演绎，对淘宝村的发展特征进行

分析得出（见表4），淘宝村的发展经历了萌芽阶

段，此阶段具有高增长率、低增长量、低淘汰量的

特征。目前，淘宝村正处在扩张阶段，具有高增长

率、高增长量、低淘汰量的发展特征。在淘宝村的

萌芽阶段，由于淘宝村数量较少，淘宝村的增长

率较高，且波动较大。在经过萌芽阶段之后，淘宝

村开始进入扩张阶段，此时由于淘宝村的基数开

始变大，淘宝村的增长率开始下降，增长率呈现

指数型下降趋势。在萌芽阶段，淘宝村的增长量

较低，而扩张阶段淘宝村的增长量较高，增长量

基本保持指数型增长的趋势。在淘宝村发展的前

期，淘汰量相对较小。

总结淘宝村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特征，结合

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分析，未来淘宝村即将经

历低进入和负进入的阶段，并延续这种趋势。在

未来3—5年，淘宝村将进入成熟阶段，在扩张阶

段特征的基础上，增长率进一步下降，淘汰量逐

渐逼近增长量，具有低增长率、高增长量、高淘汰

量的发展特征。当市场不断饱和，电子商务产业

的吸引力变小，淘宝村的形成变得困难，淘宝村

的增长量将变低，增长率将趋向于零，而淘汰的

数量却越来越高，在没有结构性干预的情况下，

最后淘宝村可能走向衰退阶段，此时的特征是低

图4  2014—2020年淘汰淘宝村的空间分布特征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eliminated Taobao Villages from 2014 to 2020
资料来源：根据阿里研究院公布的历年淘宝村数据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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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量/淘汰率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淘汰量/个 1 1 35 127 23 37 761
淘汰率/% 5.00 0.47 4.48 9.69 1.09 1.00 17.61

地区分布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全国 960.00 268.00 67.95 61.45 51.35 34.61 25.90
东部 995.00 266.00 68.11 59.49 51.54 34.08 23.13

非东部 300.00 350.00 61.11 148.00 45.83 51.43 97.48

指标 萌芽
阶段

扩张
阶段

成熟
阶段*

衰退
阶段*

增长率 高 高 低 低
增长量 低 高 高 低
淘汰量 低 低 高 高

增长率、低增长量和高淘汰量。

综上所述，淘宝村作为以互联网为基础发

展的新型农村产业集合体，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一些发展的阶段特征已经初现端倪。通过对数据

的分析和归纳发现，淘宝村的发展阶段界限清

晰，东部地区经过萌芽阶段，正处于高速扩张阶

段，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正处于萌芽阶段，各阶

段增长率、增长量、淘汰量的模式有明显的差别，

全国淘宝村的发展趋势由东部地区主导，同样经

历了萌芽和扩张阶段。同时，各个生命周期发展

阶段在增长、淘汰特征上具有差异性。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2013—2020年的淘宝村数据，对

淘宝村的整体和结构性发展特征进行探究，并从

全国尺度和区域尺度对其发展阶段和周期特征

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得到以下结论：

（1）2013—2020年淘宝村在研究期内迅

速发展，从7个省区扩散至全国28个省区，东部

沿海地区淘宝村扩张迅速，形成串珠状集聚区，

占全国总量的95%左右。在东部沿海地区淘宝村

扩张的时期，电子商务开始进入中西部和东北地

区的乡村地区，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规模

较小，且速度较慢。

（2）淘宝村呈现出快速扩张形势的同时，

开始产生局部淘汰的现象。2014—2017年淘汰

量逐年高速递增，经短暂下滑后，2020年淘汰

数量再次回升至761个，约占前一年淘宝村总量

的17.61%。中西部与东北地区处于起步发展阶

段，淘宝村淘汰较少。淘汰数量较大的地区均位

于东部，其数量占淘汰总量的96.95%。

（3）通过对东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淘

宝村发展特征进行比较发现，东部地区淘宝村增

长率处于指数衰减的状态，属于扩张阶段。中西

部和东北地区淘宝村增长率在100%附近波动，

且波动幅度较大，发展仍处于萌芽阶段。淘宝村

的整体发展受到东部地区发展趋势的主导，经历

了萌芽阶段，正处于倒“U”型左部的高速扩张

阶段，未来淘宝村将向成熟阶段过渡。

表2  淘宝村的淘汰量与淘汰率

Tab.2  Eliminated number and elimination rate of Taobao Village

资料来源：根据阿里研究院公布的历年淘宝村数据自制。

表3  淘宝村的增长率变化（%）

Tab.3  Growth rate of Taobao Villages

资料来源：根据阿里研究院公布的历年淘宝村数据自制。

5.2   讨论

从城乡关系视角来看，淘宝村的边缘革

命 [41]是破除城乡鸿沟、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

道路。从区域视角来看，淘宝村的边缘革命依

然只是东部地区的边缘革命，中西部地区的参

与仍然不够。在这个层面上讲，淘宝村的发展

缓解了部分地区的城乡二元矛盾，但是对于平

衡区域间差异的作用仍然不明显。而且，淘宝

村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已经出现了内卷化的迹

象，被淘汰的淘宝村也逐渐变多。虽然企业退

出属于正常的经济现象，但超过一定比例则需

要警惕。并且，最先形成的3个淘宝村中的青岩

刘村在发展7年以后从淘宝村名单中退出，值

得深思。后现代的农村具有混杂性、脆弱性，农

民参与电子商务产业，一旦产业风口消失，农

村将没有足够的韧性承担后果，如何平衡机遇

与风险之间的矛盾值得思考。作为互联网支撑

下的农村电商产业集群，淘宝村与其他互联网

相关产业一致，都具有较快的扩张迭代速度，

经过10年左右的发展，淘宝村发展的阶段特

征已经开始显现，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归纳，

本文发现淘宝村发展阶段的界限比较清晰，全

国淘宝村的发展经历了萌芽阶段，正处于高速

扩张阶段，各阶段增长率、增长量、淘汰量的特

图5  东部6省与非东部6省淘宝村的增长率

Fig.5  Provincial growth rate of Taobao Villages in eastern China and other regions
资料来源：根据阿里研究院公布的历年淘宝村数据自绘。

图6  淘宝村生命周期的不同演化阶段

Fig.6  Stages of Taobao Villages' life cycl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4  淘宝村生命周期各阶段特征

Tab.4  Characteristics of Taobao Village in every stage

注：*表示未来可能经历的生命周期阶段。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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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具有差异性。乡村电子商务发展势头迅猛，但

同时也有部分淘宝村存在昙花一现的问题，这

其中淘宝村的同质化、恶性竞争、人才匮乏等因

素对其健康发展的影响突出。这一系列的问题，

让淘宝村的生命周期规律和淘宝村发展阶段特

征的研究变得尤为迫切，也促使我们需要对淘

宝村的衰退进行及时的认知，对未来淘宝村发

展的趋势提前研判，及早地进行淘宝村衰退的

预防和引导。

本文对淘宝村的发展与生命周期特征的探

究得到初步的结果，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的分

析主要是基于阿里研究院公布的数据，重在对整

体趋势的研判，但对于淘宝村个体发展状况的把

握可能会存在偏差。未来，希望在此研究的基础

上，缩小观测的尺度，更进一步分析淘宝村结构

性升级的模式，同时深入探究东西部淘宝村发展

的机制差异，助力淘宝村的产业转型升级与区域

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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