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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 2000 － 2015 年公开发表在 CNKI 总库的 1684 篇农业电子商务研

究领域的中文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了该领域的文献量年代分布、核心作者分布、核心期刊分布、

主要研究机构、文献被引、基金文献和研究主题。基于分析结果，总结出我国在农业电子商务领域研

究成果数量上、研究主题上的变化，同时提出该领域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以期为未来的农业电子商

务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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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的电子商务在物流供应、平台建设与运营模

式等方面快速革新，全面推动社会经济与发展。

农业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石，因此早在 2003 年

中央就开始密切关注“三农”问题，2006 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工作，到了 2010 年底，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

2015 年“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

设”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1］。电子商务的快速

发展为农业电子商务发展带来了机遇，结合传统

生产、销售与现代销售模式，将农业与信息产业

整合起来，让传统农业实现现代化，而实现农民

增收，是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Poole 对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作用进行了阐述，他认

为与传统的农产品销售模式相比，将电子商务模

式应用到农产品销售中可以提高市场的透明度与

价格协商，同时有利于信息获取的便利性、时效

性［2］。Wen 创新了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从知

识管理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针对农产品销售的

智能电子系统［3］。Rajiv 等学者提出了农业供应

链采购模型［4］。Ruiz Garcia 等分析了农产品供应

链产品的数据查询并对其展开追踪研究，得出了

将农产品物流的查询与追踪，置于以互联网为依

托的数据收集与传递的信息管理系统，会有效提

高农产品供应效率［5］。储新民、李琪 ( 2009)［6］

和杨跃辉 ( 2011)［7］对国内农业电子商务的研究进

展进行了综述性分析。

在现有的文献中，农产品电子商务在农业或

者农村电子商务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

大多数人将“农村电子商务”“农业电子商务”

和“农产品电子商务”这三个概念视为相同的概念，

但是事实上这三者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农产品

电子商务是指将电子商务等现代信息技术和商务

手段引入现行的农产品生产、经营中，以保证农

产品信息收集与处理的有效畅通，通过农产品物

流、电子商务系统的动态策略联盟，建立起适合

网络经济的高效能的农产品营销体系 [8]。农村电

子商务范围宽泛，包含了农产品电子商务，一般

指贸易的对象或者贸易主体涉农即可。储新民，

李琪认为“农业电子商务，是电子商务在农业领

域的应用活动”[6], 本文的农业电子商务是指以农

产品为基础，通过运用现代电子通讯技术与农业

生产和农民生活有关的产品网络销售。

本文将对国内农业电子商务领域的期刊论文

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和归纳，总结研究现状为农业

电子商务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

CNKI 是目前国内期刊收录最多，数据可获

得性较全面的学术期刊数据库。所以本文以 CNKI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使用 CNKI

自带的高级检索，检索策略为主题 =“农业”+“电

子商务”，期刊年限 =2000-2015 年，来源类别 =

所有期刊，检索日期为 2016 年 1 月 5 日共得到

1742 篇期刊论文。采取主题检索，剔除了数据中

的报告、会议、消息以及无作者的文献，共得到

有效期刊 1684 篇为本文研究对象，获得的数据具

有代表性与可靠性。

2 数据分析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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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检索条件，共得到农业电

子商务研究论文 1684 篇，从这 1684 篇文献的年

代分布来看，发文量总体是呈波动增长的趋势（见

图 1）。从文献发文量看，我国农业电子商务研

究大概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00-2004 年，在 2000-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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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对农业电子商务的研究的论文较少，年平

均发文数量为 19 篇，研究内容主要是对国外农业

电子商务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引进，表明该领域的

研究尚未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也与我国

在此阶段缺少相应的政策制度支持有很大的关系。

2004 年 8 月，我国第一部信息化领域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出台，电子交易的安全

问题才从法律制度上得到保证［10］；支持农业信

息化建设也是在 2004 年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

件中，政策的支持为国内农业电子商务的后续研

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 2005-2011 年，这个阶段是我国

农业电子商务研究的一个波动增长期。2008 年 10

月《中国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

题的解决》明确提出要推进广电网、电信网、互

联网“三网融合”，积极发挥信息化为农服务作

用［11］。2009 年《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指出要提高信息技术服务“三农”水平，加快推

进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发展壮大涉农电子产品和

信息服务产业［12］。这个阶段农业电子商务文献

发文量因为政策的引导明显的出现了一个缓慢上

升的趋势 ( 见图 1)，这种变化也与电子商务在我

国金融、贸易等领域迅猛发展是相适应的，引起

了社会、企业以及学者对电子商务在农业领域中

的关注。

第三阶段是 2012-2015 年。该阶段国内农业

电子商务研究呈快速增长趋势，2011 年中央一号

文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主要是放在发展水利建设，

所以 2011 年到 2012 年农业电子商务相关文献只

增长了 4 篇（见图 1）。2012 年国家提出“关于

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

能力的若干意见”，2013 年给出“加快现代化农

业发展”的指示，2014 年《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

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13］。结合

图 1 可以看出农业电子商务研究的趋势和国家政

策的走向大体是一致的，相关研究呈快速上升趋

势。特别是 2015 年，国务院及其部委一个月内连

续出台三大重磅文件，力挺农业电商发展［14］。

由于国家政策的重点支持，农业电子商务领域成

为更多国内学者研究和探讨的方向，2015 年农业

电子商务文献发表量年增长 93%，达到历史最高

共 544 篇。

2.2 核心期刊分析

英国著名文献学家布拉德福从文献统计入

手，对文献分布数据进行系统归纳和分析后，提

出布拉德福定律［15］。布拉德福将期刊按照相关

论文载文量的多少，以递减的顺序排列起来，可

以把期刊分为专门面向这个学科的核心区以及包

含着与核心区同等数量论文的几个区［16］。根据

检索条件所得到的 1684 篇论文中，分布在 44 种

核心期刊上的文献共有 241 篇（见图 2），占文

献总量的 14.31%，结合文献信息集中与离散分布

规律来看，核心期刊载文量约占刊载论文总数的

1/3，可以得出农业电子商务领域现有的发文数量

多的期刊中有很大一部分质量并没有达到真正意

图 1  2000-2015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文献的年代分
        布情况

我国农业电商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图 2  2000-2015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核心文献的年 
        代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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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核心层次，结合表 1 列出了发表农业电子

商务文献最多的 10 种期刊，其中只有 3 种期刊为

核心期刊且发表文献数量不高，从中可以看出虽

然农业电子商务领域研究论文较多，但是文献质

量不高，低水平的文献重复率较高，被核心期刊

收录的高水平文献数量太少。这说明我国学者对

农业电子商务领域的研究深度还有待加深，以减

少低水平的科研重复率，提高整体研究的水平。

表 2 所列的 16 种核心期刊，是从事农业电子

商务研究的重要信息源。从表 2 可以看出农业电

子商务研究领域的文献大部分是发表在农业类期

刊上，另外经济类期刊也比较多，而其他诸如科技、

图书情报与档案类期刊较少。这一方面说明了农

业电子商务研究领域涉及面广，学科综合性较强。

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在农业电子商务领域研究手

段与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应该开阔思维从其他

表 2   2000-2015 年农业电子商务研究论文核心期刊
         分布（发文量≥ 3）

期刊 发文量 期刊 发文量

安徽农业科学 27 世界农业 4

农业经济 11 情报杂志 3

商业经济研究 11
农业经济

问题
3

农机化研究 7
贵州农业

科学
3

中国流通经济 7 商业研究 3

江苏农业科学 6 农村经济 3

广东农业科学 4
中国科技

论坛
3

价格月刊 4
浙江农业

学报
3

学科诸如图书情报学、科学学等领域的角度来研

究深化农业电子商务领域的相关问题。

2.3 核心作者分析

本文只对第一作者信息进行筛选并分析，以

期确定农业电子商务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所谓

核心作者就是那些发表的论文量多且影响较大的

作者［17］。根据统计结果显示，国内农业电子商

务文献作者共 1534 人，其中高产作者是李琪、王

明宇、陆刚和张鸣峰，他们分别发表了 5 篇相关

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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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由表 3 统计结果可知 2000-2015 年国内农业电子

商务研究文献发文量只有 1 篇的作者占所有发文

作者的 92.50%，说明虽然农业电子商务受到越来

越多的学者关注，但是真正专注于该领域问题研

究的人员较少，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这也是造

成目前该领域低水平科研重复率较高的原因之一。

在目前国家政策积极支持的情况下，该领域相关

研究人员与科研机构应对农业电子商务研究给予

高度重视。

国内该领域研究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

者发文量计算公式为 m ≌ 0.749×  其中，

Nmax 为发表文献最多的著者论文数，m 为核心

表 1  2000-2015 年农业电子商务研究论文分布期刊   
        情况（发文量≥ 11）

序号 期刊名 载文量 期刊级别

1 农业网络信息 67 一般

2 安徽农业科学 27 核心

3 电子商务 26 一般

4 中国商论 19 一般

5 新农业 16 一般

6 农业工程技术 14 一般

7 商场现代化 12 一般

8
农村经济与科

技
11 一般

9 农业经济 11 核心

10 商业经济研究 11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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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低发文量［19］。将表 3 数据代入公式得到

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 m ≌ 0.749× ≌ 1.675。通

过计算得出国内农业电子商务领域核心作者最低

发文量为 2 篇，由表 2 可统计到核心作者共 115

人，他们共计发表相关论文 265 篇，占论文总数

的 15.74%，远未达到普赖斯定律标准的所有论文

数量的 1/2，说明了农业电子商务领域核心作者

的带头作用不强，高产作者的核心群没有稳定形

成，学科成熟度不高，该领域还处于发展时期，

对其研究还应加强。

2.4 文献主要产出机构分析

表 4 列出了国内农业电子商务发文数量在 7

篇及以上的 12 个核心机构，共发表论文 121 篇，

占发文总量的 7.19%。其中湖南农业大学文献产

出量最高，该校拥有 6 个国家级科研平台、41 个

省部级科研平台，是湖南省“三农”问题研究基地，

表 3   2000-2015 国内农业电子商务研究论文作者分布

作者发文量（篇） 作者数（人） 百分比（%）

1 1419 92.50

2 93 6.06

3 13 0.85

4 5 0.33

5 4 0.26

为农业电子商务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共发表论文 19 篇，占有关农业电子商务发文总数

的 1.13%。其次是中国农业大学与安徽农业大学，

分别发表相关论文 15 篇和 13 篇。中国农业大学

的农学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拥有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安徽农业大学是国家首批农业科技创

新与集成示范基地，这些良好的科研条件为他们

在农业电子商务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支撑。从表 4

可以看出发文量前 12 的核心机构全都是属于中国

高等院校，且其中 8 所机构都是农业大学，他们

共发表论文 87 篇，占发文总量 1684 篇的 5.17%。

由此可以看出高等院校（尤其是以农业大学为主）

是研究农业电子商务的主要力量，他们是国内研

究农业电子商务的主力军［20］。

2.5 被引文献分析

在所有研究农业电子商务的基础文献中，“农

业电子商务”一词最早出现在雷波于 2000 年发表

的《电子商务在农业中的应用》一文中，该篇文

献提出了电子商务可以运用到农业领域以及对农

产品电子商务网站的构建进行了简单的说明。从

被引的频次来看，这篇文献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

注，一共被引 4 次，这与该篇文献的内容可借鉴

性不高有关，只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并没有深入去

研究它，但它却使农业电子商务开始受到少部分

人的关注，是该领域后续的发展良好的开端。

表 4   农业电子商务文献产出单位情况（发文量≥ 7）

单位名称 篇数 所占比例（%） 单位名称 篇数 所占比例（%）

湖南农业大学 19 1.13 福建师范大学 8 0.48

中国农业大学 15 0.89 南京农业大学 7 0.42

安徽农业大学 13 0.77 江西农业大学 7 0.42

西安交通大学 12 0.7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7 0.42

华南农业大学 10 0.59 东北农业大学 7 0.42

云南农业大学 9 0.53 山西大学 7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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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列出了被引用次数达到 30 及以上的论文

共计 9 篇，其中被引次数最多的论文是陈生萍发

表在《农业图书情报学刊》上“国外农业电子商

务的发展以及对我国的启示”（2008），被引用

的次数高达 61 次。这篇发表于 2008 年的文献分

析了国外农业电子商务的特点和经验，并提出了

我国发展农业电子商务需要注意的事项。2009 年

后是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快速增长期，

该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这个时期正处

于我国网上农业商务信息服务发展初期，该篇文

献的内容对后续的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受到

了后续研究者的青睐，所以被引用次数最高。其

次是赵俊杰发表在《经济问题探索》上“对我国

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几点思考”（2005），该篇

文献在农业电子商务领域发展初期提出了有见解

性的思考，分析了国内发展农业电子商务的环境

表 5   农业电子商务研究基础文献被引次数（被引≥ 30 次）

序号 篇名 作者 期刊 发表时间 被引次数

1
国外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对我国的

启示
陈生萍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08/9 61

2 对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几点思考 赵俊杰   经济问题探索 2005/0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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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论坛 2008/08 49

4
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的评价及

建议
张胜军；路征；

邓翔
农村经济 2011/10 39

5 我国农业电子商务的模式分析 彭璧玉    南方农村 2001/06 36

6 电子商务下我国农产品物流模式的研究 黄宇红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004/04 35

7 信息化下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及政府作用 郑亚琴；郑文生 情报杂志 2007/02 32

8 农业电子商务模式分析 李兵 中国信息界 2006/02 31

9 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平台的构建方案研究 孟晓明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04 30

与研究模式等，为该领域后续的研究发展奠定了

基础，而且被核心期刊收录，论文质量较高，被

引次数为 51 次。

期刊的被引用频次是衡量该论文质量与学术

水平的重要指标［21］。国内农业电子商务研究文

献从被引角度可以看出研究成果差强人意，被引

最高的文献才 61 次，与成熟学科高引用率文献相

比还有很大差距，且被引最高的该篇文献并没有

收录在核心期刊，这也说明在农业电子商务领域

相关研究文献质量与水平还并不是很高，需要研

究该领域的学者提高科研水平，乘着国家对农业

电子商务政策利好的春风，在该领域做出令人满

意的科研成果。

2.6 文献的基金资助机构分析

国内对农业电子商务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的机

构相对较为集中，表 6 列出了对农业电子商务资

助排名前 6 位的基金资助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对农

业电子商务研究资助的较多，共得到研究成果 45

篇，占总文献量的 2.67%。国内农业电子商务领

域这三种基金文献基本上都是 2008 年以后出现，

这与国家对农业电子商务政策上的支持力度基本

吻合。诸如福建省和湖南省等地方性基金机构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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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电子商务进行了资助，虽然投入比例不高，但

也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开始随着中央的政策对农业

电子商务领域进行了关注。从论文总的数量来看，

农业电子商务领域基金文献不多，这说明了该领域

的研究还在发展中，需要国家更多的政策上的引

导，加大对农业电子商务的扶持力度。

2.7 研究主题分析

科学论文的关键词可以反映出研究论文的研

究主题和关注点，而对某一研究主题的研究论文

中的高频词汇分析能很好地反映出该领域的关注

焦点和发展趋势［22］。表 7 列出 2000-2015 年国

内农业电子商务研究论文 3 个不同阶段关键词的

变化以及出现频次。“电子商务”“农业”和“农

业电子商务”在三个阶段一直都是农业电子商务

领域关注的高频词，各阶段基本以此为研究重点。

2000-2004 年相关文献主要讲述农业与电子商务

的特点，如农产品贸易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

生产效率低、支付手段单一等问题。国家对电子

商务的发展利好的政策是从 2004 年开始，在此

之前国内电子商务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在此时

期电子商务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也停于概念层面。

我国农业电商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表 6   农业电子商务文献的资助基金分布（排名前 6 位）

基金支助类别 篇数 所占百分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7 1.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5 0.89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13 0.77

福建省教委科研基金 6 0.36

湖南省教委科研基金 6 0.36

湖南省科委基金 5 0.30

表 7   2000-2015 年农业电子商务各阶段研究论文高频关键词（前 12 位）

2000- 2004 年 2005- 2011 年 201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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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电子商务 72 电子商务 329

农业 11 农业 40 农产品 101

农产品贸易 7 农产品 38 农业电子商务 79

农业企业 6 农业信息化 28 农业 78

农业电子商务 2 对策 25 发展 39

农业产业化 2 农业电子商务 22 农业信息化 34

农业自组织 2 农业企业 5 模式 19

模式 1 信息化 4 电子商务平台 13

信息 1 农产品流通 4 网络营销 9

互联网 1 农业企业 3 现代农业 8

支付 1 模式 3 政府主导 7

农民 1 政府主导 3 数据挖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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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1 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农

业问题的重视，特别是 2009 年国家明确提出要发

展壮大涉农电子产品、推进农业信息化，农业电

子商务领域研究开始侧重于农业信息化、产业化、

对策的研究，在这个时期内农业电子商务研究更

为细化，研究深度开始加强［23］。2012-2015 年期

间，农业电子商务成为国内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

领域，研究成果显著增多，除了继续加大对该领

域的基础性研究、发展模式、发展对策的研究外，

还更加注重对农业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以及数据挖

掘、信息安全、本体智能检索等信息技术的应用。

3 结束语

本文从文献年代分布、核心期刊、文献作者、

主要研究机构、文献被引、基金文献和研究主题

7 个方面揭示了 2000 － 2015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

务研究进展。从农业电子商务研究的内容来看，

主要包括农业本身发展的制约因素、发展的相关

对策与模式、平台建设与信息技术的应用等。在

2000-2004 年的开始阶段，主要是基础性的研究

包括农业行业自身的特点、电子商务在农业领域

中发展的条件与局限性等。这一时期的研究处于

起步阶段，对如何发展、以及技术的应用研究较

少。2005-2011 年国内农业电子商务研究重点从

电子商务对农业发展的作用转向制约因素与对策

的研究。跟随国家政策的走向强调政府主导，从

农业企业与农产品流通等方面研究制约因素，从

信息化与产业化的角度出发研究发展对策，加强

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政府、农业企业等各参与主

体推动的研究，健全、创新发展模式。2012-2015

年快速发展阶段，除了继续加大对农业信息化与

对策的研究外，开始大量应用新技术，重视农业

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加强对农产品的深入研究。

构建农业信息数据库引入数据挖掘、个性化推荐、

本体智能检索等新技术［24］。

综上所述，国内农业电子商务领域目前研究

现状是对农业电子商务、农业信息化、农产品等

重要领域研究，从细节入手，深入透彻分析发展

模式、平台构建等。现阶段农业电子商务还处于

发展阶段，研究空间较大，随着研究深度的加大，

新技术应用如模糊与数据挖掘、移动电子商务等

将会是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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