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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运营流程的海宁市淘宝村空间联系研究*

Spatial Connection of Taobao Village in Haining Based on the Operation 
Process

朱查松   王  鑫   王  德   张  涛   钟炜菁    ZHU Chasong, WANG Xin, WANG De, ZHANG Tao, ZHONG W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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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村作为极富中国特色的产业现象，形成从生产到销售、从核心物品到配套产业的完整产业链，产生广泛的空间联

系。应用问卷调查、访谈法获取海宁市淘宝村店铺的一手资料，从店铺运营视角研究淘宝村的空间联系特征。经研究发

现，网店运营可以划分为研发或采样、生产或进货、网络销售、发货配送4个核心环节，自产自销型店铺、本地依赖经销型

店铺的主要环节都在海宁市，形成了紧密的产业关联，能够形成根植于本地的生产体系或产业集群，而外地依赖型店铺

的运营流程仅有部分环节在海宁市，本地依赖较小。相应地，淘宝村、海宁市承担了研发或采样、生产或进货、网络销售、

发货配送等运营全环节功能，是复合型空间，也是淘宝村空间强联系的主要区域。嘉兴市以外的区域主要为销售市场

（杭州市区提供销售平台），与淘宝村的联系以网络联系为主。

As an industrial phenomen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aobao Village has formed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from 

production to sales, from core goods to supporting industries, and has generated extensive spatial connections.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s, this paper obtains first-hand data on Taobao Village stores in Haining City, and studies the 

spatial conne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aobao Village's industrial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ration proces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ain operation links of self-produced and self-sold stores and local dependent dealership stores are all in 

Haining, forming a close industrial relationship and a production system or industrial cluster rooted in the local area. However, 

there are only partial operation processes of non-local dependent dealership stores in Haining, with less regional dependence. 

This results in Taobao Village and Haining City being a compound space, which undertakes the entire operational functions 

such as R&D or sampling, production or purchase, online sales, delivery and distribution, and being the main areas with strong 

spatial connections. Jiaxing and other counties and cities are mainly for production or purchase, delivery and distribution. The 

urban area of Hangzhou provides a sales platform. 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 are mainly sales destinations. Their contact with 

Taobao Village is mainly axial virtual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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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淘宝村、淘宝镇在全国范围内数量

增长迅猛，分布广泛。阿里研究院自2014年起

连续发布《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数据显示自

2014年起，淘宝村开始出现井喷式的增长，淘宝

村、淘宝镇近年来已经逐步覆盖全国70%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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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治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农村电子

商务，以村落作为实体空间载体，形成网络化、虚

拟化的空间结构，深刻影响了传统农村的形态格

局、联系模式和生活生产方式。

互联网平台提供了新的销售渠道，激发了

商业活力，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与创业，农

民依托网络平台自主创业，对返乡人员就业的带

动示范作用明显，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和就业岗

位数量巨大，有助于当地产业的发展与转型。此

外，淘宝村的兴起使得乡村环境治理和服务设施

建设得到重视，加快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了乡村的环境品质。

淘宝村作为一种新型经济产业模式的空间

载体，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从多领域进行深入

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从宏观视角研究淘宝村的空间分布，包

括在全国、省域、市域等大尺度乃至小范围的分

布特征。淘宝村在国家、地区、省、市、县和乡镇层

面都呈现集聚式的非均衡分布[1]，[2]122。在全国和

地区层面，17个省份有淘宝村，其中绝大多数在

东部地区[2]122，较为密集的地区为北部的苏北、鲁

南与冀中南地区，中部的浙江全省和江苏省南部

地区，以及南部的珠三角、潮汕与闽东南地区[3]。

在区域层面，曹义等[4]认为长三角淘宝村已经形

成明显的3大板块集聚趋势，并且呈现出中心城

市或城市区域的“双重边缘”特征。在都市区层

面，广州市“淘宝村”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周边、

常住人口密度与从业人口密度中等偏低的区域，

经营同类商品的“淘宝村”呈集聚分布[5]。在县

域层面，围绕重点产业集聚形成淘宝村是重要特

征，如河北省清河县围绕羊绒产业形成淘宝村[6]。

与此同时，也有淘宝村消失[7]。

（2）从微观视角研究淘宝村的发展阶段、产

业变迁和动力机制[8-12]。曾亿武等[13]以东风村和

军埔村为例，将淘宝村分为两个阶段（单纯依靠

民间自发力量完成萌芽和初步发展的阶段、政府

介入完善各类服务的阶段）、5个环节（引进项

目、初级扩散、加速扩散、抱团合作、纵向集聚）。

王林申等[14]基于流动空间视角，重点探索人在信

息时代空间演进过程中的空间观和作用机制。张

嘉欣[15]以广州市里仁洞村为例，分析了淘宝村的

演变历程，提出空间优化策略。

（3）从微观视角研究电子商务发展对乡村

发展的影响。淘宝村是当前我国乡村发展转型的

一种新兴模式，正在对许多乡村产生着重大的影

响和重塑作用[16]，对乡村发展的影响表现在社会

结构、空间等多方面，可以一定程度上促进乡村

经济的相关多样化和非相关多样化[17]952。罗震东

等[18]提出淘宝村推动的乡村城镇化的3个特征：

跃迁的就业非农化、全面的生活现代化和集约的

空间城镇化。需要注意的是，电子商务不仅会带

来正面影响，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张佳等[17]958通

过问卷分析认为，正面影响大、负面影响大的淘

宝村主要在台州市、杭嘉湖区域和义乌市等地。

（4）淘宝村的空间联系研究，主要是从产

业链角度探讨淘宝村的空间联系。钱俭等[19]以义

乌市青岩刘村为例，从淘宝产业链角度，分析生

产厂家、供货中心、卖家、配套服务等环节的空间

选址及对物流、居住、就业产生的影响。

总体而言，当前对淘宝村的研究，多关注宏

观视角或将淘宝村作为整体，研究内容聚焦在

淘宝村的空间分布或淘宝村的发展阶段、产业变

迁、社会与空间环境影响，缺乏从淘宝村店铺微

观视角的研究。事实上，淘宝村之所以是淘宝村，

就是一家家淘宝店铺发展聚合的结果。与传统村

落经济较为简单、近距离的对外联系不同，淘宝

店铺的运营（包括设计生产、进货、配套服务如

拍摄照片、美化图片、网络销售、邮寄等环节）使

得淘宝村与外界空间产生复杂、跨越多距离的联

系。这些联系既使得淘宝村根植于地方形成产业

链或产业集群，又将淘宝村与流空间相联系，从

而提高了产品销量和收入[17]955。因此，相较于现

有将淘宝村作为整体研究产业链不同环节的空

间关系，从店铺微观视角分析基于运营流程的淘

宝村空间联系，研究的内容更加清晰，空间联系

的范围（包括近距离的本地联系和远距离的虚

拟联系）更为宽广，对淘宝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

补充意义。

本文以海宁市淘宝村为研究对象，应用问

卷法、访谈法对浙江省海宁市12个淘宝村进行

深入调研，从店铺运营视角研究电子商务交易的

空间环节及空间联系特征，对揭示淘宝村产业链

的空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思路

1.1   研究对象

海宁市位于浙江省北部，东距上海100 km，

西接杭州，南濒钱塘江。截至2016年，海宁市共

有12个淘宝村。海宁市的淘宝村最初（2014年）

呈散点分布，经过两年的发展和信息统计的完

善，整体已开始呈现围绕专业市场或城区分布的

特征，并有成为“淘宝镇”的趋势（见图1）。单

个淘宝村的分布上，呈现邻近区域性的对外交通

干路和产业园区分布的特征。笔者选取海宁市淘

宝村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首先，海宁市淘

宝村的数量较多。从地级市层面而言，嘉兴市淘

宝村的数量位列全国前十，而海宁市淘宝村数量

接近嘉兴市的一半。其次，海宁市淘宝村店铺的

类型较多，呈现“一村一品”或“一镇一品”的

雏形。依托全国知名的海宁皮革城，海宁市淘宝

店铺经营品种丰富，除了皮革相关的产品外，还

有内衣、袜子、橡胶制品等。从产品来源来讲，既

有自家生产的产品，也有本地生产的产品，还有

网络经销类型。

1.2   研究思路

运营流程是指淘宝店铺的研发采样、生产、

进货、货品拍照、美化图片、网络上传、广告推广、

销售、邮寄等一系列环节（见图2）。根据对淘宝

店铺的访谈，可以将淘宝店铺的运营流程归纳为

4个核心运营环节：研发或采样、生产或进货、网

络销售、发货配送。根据店铺是否进行生产，可以

将店铺分为自产自销型、经销型两种类型。自产

自销型为拥有线下实体空间从事生产并在网络

销售的店铺，经销型则为以网络销售为主、不从

事生产的店铺。两者在运营流程组织、空间联系

类型这两个方面有差异。

本文从店铺视角分析淘宝村的空间联系，

需要分析各个店铺的对外空间联系，以及由各个

店铺聚合而成的淘宝村的对外空间联系，为淘宝

村建设健康产业生态链、优化地域经济活动协作

提供依据。具体包括如下：

（1）单个店铺对外联系的空间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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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单个店铺核心运营环节的空间类型，总结单

个网店的经营组织模式类型。将联系的空间按照

尺度划分为本村、本镇、县级市、地级市、地级市

以外等空间尺度。

（2）叠加淘宝村所有店铺的空间联系，分

析整个淘宝村的运营流程，包括各层次空间承担

的功能、空间之间联系的强度。

1.3   研究数据获取

本文采用问卷法、访谈法，收集海宁市淘宝

村和淘宝店铺的相关信息。对淘宝店主，通过调

查问卷（以封闭式、半开放式问题为主），收集网

店的经营流程与地点关系、网店运营成本等信

息。对村委会、镇，采用结构式访谈的形式，收集

淘宝村从事电商的人口、经济、电商引起的变化

等方面的资料。

2   基于运营流程的店铺空间联系及分类

2.1   基于运营流程的单店铺空间联系

依据深度访谈整理的网店运营流程，分析

每个网店的空间联系特征。以马桥街道先锋村网

店为例，将网店运营流程与经营地点对应（见表

1）。依据章节1.2的流程分类对该网店流程进行

梳理，该网店无研发或采样环节，生产或进货是

从海宁皮革城寻找款式和货源、拿货；网络销售

环节则包括在海宁市区拍摄照片、美化图片，以

及在家上传实物照片、广告推广、下订单等；发货

配送环节则包括发货、快递上门。将上述环节按

照所属空间进行图示化表达（见图3）可以看

出，该网店主要的空间联系发生在海宁市，其中

寻找款式和货源、拍摄照片、美化图片等步骤发

生在海宁市区，而上传实物照片、广告推广、发

货、快递上门等发生在先锋村。该案例说明基于

店铺运营流程的空间联系大多发生在县市范围

内，尤其是本村范围内，应在淘宝村加强配套产

业链的建设。

2.2   基于运营流程的店铺空间联系特征

依据上述方法，将每一个受访的农村网店

的运营流程与其空间对应关系进行可视化呈现，

并依据店铺是否进行生产，将店铺分为自产自销

型、经销型两种类型，两者在空间联系上有一定

的区别。

2.2.1    经销型店铺的空间联系特征

经销型店铺不从事生产，而从其他地方拿

货进行网络销售，其空间联系特征与拿货地高度

相关。依据店铺拿货地是否在海宁市，可以将经

销型店铺的空间联系分为本地依赖型店铺和外

地依赖型店铺。

（1）本地依赖型店铺空间联系特征。本地

依赖型店铺是在海宁市拿货并销售的店铺，其生

产、网络销售、物流中转等环节主要发生在海宁

市，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条，其空间联系以本地

联系为主，对海宁的地域依赖性较强，生产、销售

网络较为稳定，能够形成根植于本地的生产体系

或产业集群（见图4）。

（2）外地依赖型店铺空间联系特征。外

地依赖型店铺是从海宁市以外的地区进货并

进行销售的店铺，其生产环节不在海宁市，甚

至物流中转、网络销售的拍摄照片和美化图

片等环节也不在海宁市。这类店铺对海宁市

的依赖性较弱，也较容易受到市场的冲击（见

图5）。

2.2.2    自产自销型店铺的空间联系特征

自产自销型店铺是线下实体空间生产并在

网络上销售的店铺。根据访谈可知，这类店铺大

部分不仅会在网络销售，而且也会在线下销售，

有较为稳定的销售网络。就其空间联系而言，研

发或采样环节在海宁市或杭州市，生产、销售、物

表1  先锋村某网店的运营流程与经营地点对应

Tab.1  Mapping between corporation and space of 
online shop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编号 步骤 流程分类 发生地点

1 寻找款式和
货源 生产或进货 海宁皮革城

2 拍摄照片 网络销售 杭州和海宁的
摄影楼

3 美化图片 网络销售 海宁的摄影楼

4 上传实物
照片 网络销售 马桥街道先锋小

区家中
5 广告推广 网络销售 直通车充值
6 下订单 网络销售 四川和东北
7 拿货 生产或进货 海宁皮革城

8 发货 发货配送 马桥街道先锋小
区家中

9 快递上门 发货配送 马桥街道经编园区
服务点

10 售后服务 — 退换货上门

图1  海宁市淘宝村分布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Taobao Villages in Hain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网店运营的主要流程

Fig.2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online sho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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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转等环节在海宁市。也就是说，这类店铺的

运营环节涉及的空间大部分在海宁，其空间联系

也以海宁的本地化联系为主，对海宁市的依赖性

强，已形成或较易形成根植于本地的生产体系或

产业集群（见图6）。

3   基于运营流程的淘宝村空间联系特征

3.1   各空间的功能分析

笔者将访谈的店铺的运营流程所涉及的空

间功能进行叠加，可以得到基于运营流程的各空

间的功能图（见图7）。图中颜色代表了运营流程

中该地所承担的运营环节，扇面为该运营环节在

该地功能中的比重。由此可知在淘宝村的运营流

程中各空间层次所承担的功能。为了更加清晰地

表达淘宝村的空间联系特征，将空间层次划分为

本村（淘宝村）、本镇（淘宝村所在的镇）、海宁

市、嘉兴市、嘉兴市以外地区。

（1）本村（淘宝村）。即农村电商所处的行

政村，承担研发或采样、生产或进货、网络销售、

发货配送等功能，较为均衡地涵盖了整个运营的

各个流程，是综合功能地域。需要注意的是，淘宝

村的工业产品多是根植于本地产业集群且具有

成本优势的[2]126。根据本地产业类型的不同，海

宁淘宝村形成“一村一品”或“一镇一品”的

现象。如袁花镇谈桥村主要销售袜子、手套，马

桥街道先锋村、柏士村主要销售编织底料、皮革

底料，长安镇老庄村、盐仓村及许村镇永福村、

许巷村、前进村以窗帘、家纺为主，斜桥镇、盐官

镇的淘宝村则以皮衣、皮草为主，呈现产品水平

多样性[20]。

（2）本镇（淘宝村所在的镇）。本镇主要承

担生产或进货功能、发货配送功能。其中，集镇主

要承担发货配送功能，本镇其他村主要为生产或

进货功能。也就是说，淘宝村的周边地域以生产功

能为主，并在附近的集镇以发货配送功能为主。

（3）海宁市。依托海宁市区较为综合的公共

服务，海宁市区承担生产或进货、网络销售、发货

配送等综合功能。其中承担生产或进货功能，是因

为很多网店从海宁市区尤其是皮革城寻找货源；

网络销售功能是因为拍照片、美化照片等环节需

要在海宁市区完成；发货配送功能则因为物流的

中转在海宁市，需要通过海宁市完成货物发送等。

（4）嘉兴市。嘉兴市区功能与海宁市区相

似，功能相对综合，承担生产或进货、网络销售、

发货配送等功能，但相对而言，功能强度相对于

海宁市区要弱。嘉兴市其他县市也会承担货物供

给的角色，进行生产或进货。

（5）嘉兴市以外地区。嘉兴市以外的广阔

区域主要为货物销售目的地，主要承担网络销售

和发货配送环节的功能。

（6）杭州市区。大部分网店采用淘宝或

天猫平台销售，因此杭州市区承担网络平台的

功能。

3.2   淘宝村与外部空间联系强度分析

笔者将访谈店铺的运营流程的空间联系进

行叠加，可以得到基于运营流程的空间联系图

图3  马桥街道先锋村某网店的空间联系
Fig.3  Spatial connection of an online shop in Maqiao 
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本地依赖经销型网店空间联系
Fig.4  Spatial connection of local dependent online 
stor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外地依赖经销型网店空间联系
Fig.5  Spatial connection of non-local dependent 
online stor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自产自销型网店的空间联系
Fig 6.  Spatial connection of self-produced and self-
sold online stor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各层次空间承担的功能

Fig.7  The function of each level of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各层次空间的联系强度分析
Fig.8  The connection strength of each level of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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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淘宝村、淘宝镇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的数

量增长迅猛，引起学界研究的热潮。本文通过问

卷调查、访谈法获取海宁市淘宝村店铺的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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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依赖型店铺则需要从海宁市以外地区进货，

仅有网络销售或发货配送等少数环节发生在海

宁市，地区依赖性较小，也易受到市场冲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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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虚拟联系。

当前，淘宝村如何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是众

多淘宝村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淘宝村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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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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