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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电商何以成功?*

———技术红利兑现机制的社会学分析

张樹沁 邱泽奇

提要: 本文基于对乡村电子商务技术应用案例的研究，讨论了电商村发

展的基础条件，提出了电商技术红利的一种兑现机制。研究表明，电商村之

所以能够兴起，一方面是因为电商技术本身孕育的“差异性需求市场”，另

一方面是来自电商技术与乡村产业实践过程融合的三个机制: 外部性机制

汇聚差异性需求并重塑农村产业的销售过程，可见性机制呈现产品的潜在

收益并促发网络交易信息与乡村人际关系的互嵌，证实性机制以编码化经

营过程方式为乡村商户积累互联网资本。本研究为考察数字时代乡村产业

发展逻辑提供了一个技术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 乡村电商 技术红利兑现机制 差异性需求市场

一、引言: 电商技术的乡村土壤

( 一) 来自现象的思考

20 世纪 80 年代，费孝通及其团队在江苏展开了历时五年的田野调查，提出

了小城镇发展这一重要议题( 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1984) 。小城镇的发展

受到乡镇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 马戎等主编，1994)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城乡体

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劳动力流动机会的增加，乡镇企业难以保持 80 年代的相对优

势，在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乡镇企业改制而逐渐衰落。乡村劳动力的流失、乡村产

业发展的停滞或转型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成为公众和学界关注的焦点。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电商村的蓬勃发展。2014 年，当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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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组织了一次调研，试图在中国的农村地区

找到运用该公司推出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也即淘宝网展开经济活动的案例。在

此后发布的调研报告中，阿里巴巴集团正式提出了“淘宝村”①这一概念，对农村电

子商务发展的讨论由此进入了公众和学界的视野。电子商务技术的运用，不仅重

构了农村的经济秩序，也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结构( 邱泽奇，2018) ，在淘宝村中产生

了返乡创业的浪潮。2020 年的数据显示，十年内，淘宝村的数量已经由 2010 年的

3 个增加到了 5425 个，还更进一步形成了 242 个淘宝镇( 阿里研究院，2020) 。②

这一现象不禁让我们追问，为什么没有良好数字技术应用基础的乡村，能够

承接电子商务技术衍生的技术红利，并促发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 如何解释这

类电商在乡村扎“根”的现象? 我们注意到，这些产业集群中的新兴市场机会，

正是电子商务技术催生的差异性需求市场与农村已有的产业实践过程相结合而

形成的，我们将其称为乡村电商技术红利的兑现机制。

( 二) 电商技术红利如何兑现?

技术红利概念一直是技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可以直观地将其理解为行动

者因技术进步和技术应用而新增的收益。③ 有别于经济学将技术红利等同于技

术效率改进( Fare et al．，1992; 朱勇、吴易风，1999) ，有关技术红利的社会学研究

承接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基本脉络 ( Hughes，1983; Winner，1993; Pitt，2000 ) ，更加

关注的是技术红利的群体特征和互动模式，即这一技术红利是对谁而言的，以及

红利的实现需要怎样的群体间互动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更关注不同群体通

过技术获取收益的方式与程度，一项技术的红利“越多”，则该技术能够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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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阿里研究院对“淘宝村”的认定标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 经营场所: 在农村地区，以行政村为单

元。( 2) 销售规模: 在淘宝和天猫平台电子商务年销售额达到 1000 万元。( 3) 网商规模: 本村活跃网

店数量达到 100 家，或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的 10%。鉴于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比销

售其他产品为农民带来的收益更直接、意义更大，2020 年阿里研究院为淘宝村制定了一个新的交易

额统计规则，将农产品交易额按两倍进行计算。此项调整后，当年淘宝村即增加了 90 个。
2021 年的公开数据显示，淘宝村的数量已经达到了 7023 个，淘宝村集群化态势显著。除此之外，依

靠京东、抖音、快手等其他互联网平台发展农村产业的例子也层出不穷。
红利( dividend) 概念最初是指公司股票的股息，此后常以特定领域包括“红利”的概念组成专有名词，

指代由特定行动衍生的现实收益，较为成熟的概念包括“人口红利”“政策红利”“发展红利”等。与

本文关注的“技术红利”概念类似，世界银行( 2016) 提出了“数字红利”一词，意指数字投资带来的增

长、就业和服务收益。邱泽奇等( 2016) 提出了“互联网红利”一词，将其定义为行动者运用互联网带

来的超额收益。本文使用的技术红利概念同样延续了学界对“技术红利”的研究，强调行动者将技术

作为一种手段，获得超越自身目前状态的收益。与“人口红利”“数字红利”概念相比，“技术红利”“互

联网红利”更多是作为一种分析视角，涵盖的行动者主体更丰富，更关注行动者的获利逻辑及过程。



的群体以更匹配的方式获取更多新增收益。这一关注点来自社会学有关技术红

利的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普遍性问题，即技术红利能否惠及更多的群体; 第二，

适切性问题，即技术红利能否与该群体的互动模式相适应; 第三，增量性问题，即

技术红利在经济与社会维度上对潜在应用者有着怎样的吸引力。

有关技术红利的一系列研究已经为我们展现了技术红利兑现的复杂图景。

第一，在技术红利的普遍性问题上，已有研究发现，技术红利的兑现常常是有群

体间差异的。例如，研究者在考察信息技术不平等议题时指出，信息技术的接入

差异和使用者自身人力资本会影响使用者在信息技术中的获利。通常而言，习

得信息技术的人群有着更高的收入增长( DiMaggio ＆ Bonikowski，2008 ) 。在技

术的使用者中，应用方向和能力的差异也会带来收益的不平等( Hargittai，2002;

DiMaggio et al．，2004) ，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 韦路、张明

新，2006; 郝大海、王磊，2014) 。第二，技术应用过程中往往要面对各类不同群体

的适切性期待。有关技术应用个案的研究表明，技术红利分配是否和原有社会

分配规则相一致，会直接影响技术应用的后果( 张茂元，2009，2021; 张茂元、邱泽

奇，2009) 。这两个规则之所以出现错位，是因为技术应用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组

织能力影响技术红利分配规则的形成( 张茂元，2013) ，一旦适切性难以满足，一

项本可以带来效率改进的新技术很可能闲置( 徐宗阳，2021 ) 。第三，即使是看

似简单的技术红利的增量性问题，也必须结合对潜在技术使用者的生命历程和

社会经济地位的考察，才能准确地理解这一技术红利对技术使用者的意义 ( 张

樹沁、户雅琦，2021) 。这一增量的类型不仅包括直观的收入提升，还呈现为诸如

稳定性、灵活性、关系性等增益。

上述研究更进一步促使我们思考，既然技术红利兑现困难重重，那为什么电

商技术能够孕育大量电商村，在乡村扎“根”且仍旧维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呢?

围绕电商技术红利的兑现议题，一些研究者从人际关系角度对电商村的发展提

供了诸多解释，如通过地区的社会网络来理解农村电商创业这一现象( 刘杰等，

2011) ，基于社会创新因素( 如社交示范作用、邻里示范作用和网商协会) 讨论农

村电子商务的促进作用( 崔丽丽等，2014) ，从创业过程中的关系嵌入讨论淘宝

村的发展( 梁强等，2016) ，等等。更深入的研究则分别通过仿真模拟( 邱泽奇、

黄诗曼，2021) 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乔天宇，2021) 验证了人际关系网络在电商

村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过，人际关系只解释了当一个能有效带来红利的产品

信息进入乡村社会后，这一产品信息会怎样传播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回

答，相较于传统工业社会的经营过程，为什么在电商技术环境中，乡村能够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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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承接能够为乡村带来红利的产业?

本文试图通过理论建模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对这一问题给出答案，首先从逻

辑上推导电商技术环境下衍生的红利特征，进而回答为何电商技术红利能够成

为乡村产业可兑现的发展契机。我们将这一社会过程区分为两个部分: 基于差

异性需求市场的互动过程，以及基于中国乡土特征的乡村产业实践过程。

( 三) 案例概况

本文选取了大集镇丁楼村这样一个典型电商村作为案例。本文所使用的案

例以北京大学邱泽奇教授团队 2017 年 6 － 7 月在菏泽市全市两区七县的田野调

查为基础，访谈电商从业者和政府部门相关人员 130 余人。此后团队成员又分

别于 2018 年 2 月和 2019 年 4 月、6 月赴田野点进行补充调查。

大集镇的电子商务活动发端于 2009 年年末。当年，大集镇张庄村的葛秀丽

去军营探访自己的丈夫时，与另一位军嫂攀谈起来，得知对方在湖南老家运用淘

宝网卖品牌衣服，联想起自己的公公和叔叔正在走街串巷销售影楼服饰，于是

“突发奇想”地考虑是否能在网上推销影楼服饰。在湖南军嫂 QQ 远程协助的帮

忙下，葛秀丽在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上开了第一家商家对商家的网店，没过多

久就将三年前的房贷还清。由于阿里巴巴需要缴费 1688 元，一些向葛秀丽取经

的村民并不愿意进行这一有风险的投资，甚至不少人认为这是传销的一种新形

式。此时，与阿里巴巴类似的淘宝网无需交付押金就能免费开店，成为村民更稳

妥的选择，进而也促发了张庄村周围电商活动的转型。

这一“星星之火”所带动的是整个大集镇乃至整个菏泽市产业发展的转型。

仅仅经过 6 年时间，大集镇 2016 年全年电商销售总额近 20 亿元，占曹县电商销

售总额的三分之一; “淘宝村”人均纯收入 16500 元，高于全县平均收入 13451

元。截至 2017 年底，大集镇已有 32 个村达到淘宝村的标准，实现了淘宝村的全

覆盖。2016 年本地从事电商的户数达 2500 余户，占当地总户数的五分之一。

在大集镇的影响下，原先处在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末位的菏泽，也开始通过电子

商务技术发展地方经济。2016 年菏泽市电子商务总交易额超过 1200 亿元，

2017 年有淘宝村 168 个，淘宝镇 23 个，均占到山东省总数的一半。2020 年，菏

泽淘宝村数量达 396 个，是中国淘宝村数量最多的城市。2015 － 2020 年，菏泽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9%，比山东平均水平高近 2 个百分点。①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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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段所涉及的数据均来源于菏泽市商务局和山东统计年鉴( 2016 － 2021) 。



集镇所在的曹县在 2020 年成为“中国最大汉服生产基地”。农村电商的发展成

为一个地区农村条件改善乃至整个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红利的来源: 差异性需求市场中的互动过程

在考察乡村电商产业发展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讨论的是促发产业发展的技

术红利从何而来。大集镇原本以种植业为主，在电子商务发展之后，本地形成集

群的，既不是有传统优势的农业产业，也不是第一个“触网”的影楼服饰产业，而

是原先无生产传统、更加小众的演出服饰产业。

为什么小众的演出服饰能够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引爆点? 已有研究强调数

字社会中乘数效应的作用，即在互联网全连通的前提假定下，差异性需求市场将

会趋于无穷大，进而自然地产生技术红利( 邱泽奇等，2016) ，这是电商平台上个

性化产品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但上述假定仅仅揭示了差异性需求的宏观趋势

性特征，并未讨论行动者之间的微观互动机制。差异性需求如何转化为技术红

利? 这对理解技术红利的兑现机制非常重要。本文将通过理论建模，围绕“差

异性”来建构交易双方“差异性需求市场”的互动过程。

在传统市场交易过程的讨论中，研究者大多在给定产品类型中对交易活动

展开分析，交易中的一方提供已经被市场识别的产品，而另一方则在给定产品集

合中选择与自己偏好最相近的产品。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为“适应性选择”。

与“适应性选择”不同，交易中的一方也可以通过展现自己的偏好，与另一

方达成差异化产品交易，如发出可否生产某种产品的“问询”，另一方“回应”并

达成一致。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为“差异性需求呈现过程”。基于差异性的、交易

双方的多轮互动特征，我们用一个序贯博弈树模型来展开讨论。

假定行动者知道既有的产品，但不知道潜在可定制的产品。对于行动者 A①

来说，有两个策略可供选择。一是根据既有的市场方案进行适应性选择。此时，

行动者 A 并不展现自己的偏好，只是在已有的产品集合中选择一个与自己偏好

相近的行动者 B 的产品并与之达成交易，双方的效用分别为( a1，b1 ) ，其中 a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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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理论建模部分，我们并没有将行动者 A 和 B 直接对应生产商或消费者，消费者可以通过问询满足

自己的差异性需求，生产商也可能根据历史数据对消费者提出“问询”，如猜测潜在需求，设计新产

品。“回应”与“问询”同理。在案例讨论部分，基于农村电商的特征，我们将行动者 A 看作消费者，将

行动者 B 看作生产商。



图 1 交易双方的差异性需求展现过程

示行动者 A 的效用，b 表示行动者 B 的效用。行动者 A 的另一个策略是试图与

行动者 B 沟通，希望达成更加符合双方偏好的结果，比如问询，这是差异性展现

过程的起点。问询的效果取决于行动者 B 是否愿意回应，当行动者 B 选择“回

应”，并与行动者 A 达成一致时，双方的效用分别为( a2，b2 ) ，且有 a2 ＞ a1，b2 ＞

b1，差异性需求在市场得以展现。但是，若双方未达成一致，此时由于行动者 A

仅进行了问询，行动者 B 据行动者 A 的偏好进行生产或消费，资产专用性特征

使得行动者 B 蒙受损失，此时双方的效用为( 0，－ b1 ) 。同样，在上一阶段，行动

者 B 可以选择“不回应”，此时行动者 A 可能直接终止这一互动，双方的效用为

( 0，0) ，或是在行动者 B 不回应后仍旧选择市场已经存在的集合，即适应性选

择，由于行动者 A 进行了问询，产生了交易费用，①行动者 B 却没有付出额外费

用，此时双方的效用为( a3，b1 ) ，且有 a3 ＜ a1 ＜ a2。

对于行动者 A 来说，问询是否能得到回应由行动者 B 决定，假设行动者 B

有 p 的概率回应行动者 A，有 1 － p 的概率不回应; 类似地，行动者 B 也无法确定

当他选择不回应时，行动者 A 是否会放弃，假设行动者 A 有 r 的概率放弃，有

1 － r 的概率不放弃。最后，如果行动者 B 选择了回应，行动者 A 和行动者 B 最

终能否达成一致也是未知数，这取决于交易过程中涉及的技术基础，假设有 q 的

概率达成一致，1 － q 的概率未达成一致。对于 p、q、r，有 p、q、r∈［0，1］。

对于行动者 A 来说，要想“问询”成为一个有更大概率选择的策略，就需要

行动者 A 预期问询行为所带来的潜在收益大于直接进行适应性选择中的收益

a1。对于行动者 A 来说，r 值是已知的，无需作进一步的考虑，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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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交易费用体现在向商家描述产品特征、发送设计草案、耗费交流时间等行为上。



pqa2 + ( 1 － p) a3 ＞ a1

解得( 1) 式、( 2) 式:

( 1) 当 a2q － a3 ＞ 0 时，p ＞
a1 － a3

a2q － a3
或

( 2) 当 a2q － a3 ＜ 0 时，p ＜
a1 － a3

a2q － a3
＜ 0

由于 p∈［0，1］，情况( 2) 不成立，要想情况( 1) 成立，首先需要 a2q ＞ a1，且

a2q 与 a1 的差值越大，不等式右边的值越小。由上述式子可以得出行动者 A 有

更大概率选择“问询”的基本前提: 达成一致所获得的收益 a2 与适应性选择所获

得的收益 a1 之间需要有足够的差距，否则人们不愿“问询”。在满足上述条件的

情况下，以下四种情况能提高( 1) 式成立的可能性，也即“问询”更容易出现: 第

一，达成一致所获得的收益 a2 与直接适应性选择所获得的收益 a1 之间的差距

较大; 第二，行动者 B 回应的概率 p 较大; 第三，达成一致 q 的概率较大; 第四，问

询后适应性选择的收益 a3 较大。

对于行动者 B 来说，是否对问询进行回应，取决于回应后的收益。要想“回

应”策略成为一个有更大概率选择的策略，就需要预期回应后的潜在收益大于

不回应的潜在收益，因此有:

qb2 － ( 1 － q) b1 ＞ ( 1 － r) b1

解得( 3) 式:

q ＞
( 2 － r) b1
b2 + b1

与( 1) 式不同，上述不等式右侧∈［0，1) ，因此无论 b1 和 b2 在之前设定的范

围内取何正值，上述不等式均有成立的可能。类似地，以下三种情况能提高( 3)

式成立的可能性，也即提高“回应”的可能性: 第一，达成一致获得的收益 b2 与直

接适应性选择所获得的收益 b1 之间的差距较大; 第二，行动者 A 放弃的概率 r

较大; 第三，达成一致 q 的概率较大。

由上述序贯博弈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通过差异性需求呈现过程激发出的

红利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产生。

首先，差异性需求市场必须有足够的收益才能刺激交易双方进一步互动，否

则可以直接通过适应性选择完成交易。其次，交易双方的响应概率会显著影响

市场差异性特征的凸显，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当行动者 B 预估行动者 A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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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成本较低时，行动者 B 回应的概率越大; 同理，如果行动者 A 预估行动者 B

有更强的回应意愿或在回应行动者 A 时有更低的成本( 如通过非面对面互动完

成交易) ，行动者 A 问询的概率也越大，由此形成了给定特定技术环境下的差异

性需求展现的过程。最后，在当前技术环境下，交易双方对达成一致的结果形成

共识时，差异性需求市场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因此，差异性需求的出现需建立在三个条件上: 高额的差异性需求市场收

益、行动双方有较高的响应可能性，以及行动双方有较高达成一致的概率。否

则，围绕差异性需求的市场不会出现，人们倾向于在已有产品组合中进行选择。

在厘清了电商技术红利所依托的互动过程之后，我们还需要讨论，为什么在

电商技术环境下农村产业能够满足一个差异性需求市场的出现? 具体而言，本

文关注电商技术运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三个机制: 外部性机制、可见性机制和证

实性机制，①它们从不同维度影响了乡村产业的实践过程，使得一个差异性需求

市场能够通过电商技术在乡土扎根，最终完成乡村电商技术红利的兑现。

三、外部性机制: 从线下分散到线上集聚

( 一) 外部性机制与进入门槛

在电商平台中，技术并不单是通过提高生产率的方式来创造红利，还通过信

息汇聚的方式让潜在的差异性需求市场涌现。因此，当产品信息可以无成本地

进入电商平台时，具有高额红利的差异性需求市场就更容易形成。

为什么基于电商技术建构的市场关系能容许大量交易的汇聚? 外部性机制

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基于地理空间集聚的传统交易活动中，卖方对产品

信息的推送总是伴随着对物理空间的占用。对集聚场所的提供方来说，新增一

个产品信息，就会新增一个物理空间的使用成本，挤占其他主体发送产品信息。

而依凭电商技术传播的产品信息打破了产品信息与物理空间占用之间的关

系。对于提供数据化“店铺”的平台方来说，数据化后的“店铺”建设成本显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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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更多关注的是电商平台技术三个机制带来的发展机会，这三个机制深刻改变了农村产业的发展

逻辑，同样也对农村产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如外部性机制使得平台不间断地迭代规则，商户忙于学

习; 可见性机制使得产品之间的恶性竞争更容易发生; 证实性机制形塑了平台霸权，平台的流量成为

商户生存的命脉。对于上述现象，需要单独撰文进行分析，但必须强调，这些现象是电商技术红利兑

现后才会产生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暂不展开讨论。



于实体店铺。与传统交易场所的规模限制相比，平台方在完成平台的初始建立

后，新增商户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新增的有效商户也同样具有显著的网络正外

部性( Katz ＆ Shapiro，1985) ，这些商户能够提升平台的价值，以吸纳更多的消费

者( Evans，2016) 。这一外部性机制使得不同主体进入交易互动过程的成本极

低，因而汇聚了大量产品信息。

具体而言，给定产品信息进入市场所需要的综合成本( ca，cb ) ，我们沿用上

一节的字母标识，假定在传统市场中，只有当 a2 － a1 ＞ ca 或 b2 － b1 ＞ cb 时，也即

潜在差异化需求所带来的收益至少足以弥补交易双方进入市场中的成本，特定

的信息才有可能进入市场。在电商技术环境下，达成交易双方的有效新增收益

门槛值为 ta 和 tb。由于产品信息具有正外部性特征，市场无须设置信息进入的

成本，此时有 ca，cb→ 0。在上述条件下，可以形成以下推论。

推论一: 当 ca，cb→ 0 时，任意一组( a2，b2 ) 均能够进入市场。

推论二: 在推论一的基础上，对于一组( a2，b2 ) ，若 a2 － a1 ＞ ta 且 b2 － b1 ＞

tb，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能够完成至少一次交易。

在传统的技术环境中，一些交易的新增收益虽然能超过门槛值 t，但不一定

能够达到进入市场的门槛 c。当产品信息的正外部性得以充分凸显时，进入市

场的门槛 c 逐渐消失，甚至诸多难以达成交易的产品信息也会一并涌入到市场

交易过程中。此时，由于电商平台中的产品信息并不会产生明显的拥堵，大量新

进入市场的需求总会带来一个跨越交易双方收益门槛值的潜在商品。由此，差

异化的市场规模才成为一个可进一步讨论的市场。此时，那些具有潜在高额收

益的差异化市场，才有了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市场中现实交易商品的可能。

( 二) 分散的差异性需求与涌现的技术红利

乡村社会的产业发展常常呈现“灵活、多元和分散的非农就业体系”( 付伟，

2018) ，虽然这些特征使得乡村的产业集群仅在有限空间出现，但也为乡村产业

快速响应转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可是到底往哪里转才能带来更高的收益?

这对于相对初级且分散的乡村产业来说是一个难题。

大集镇最初的两个淘宝村( 丁楼村和张庄村) 多是依赖邻镇安才楼镇的影

楼行业发展。在两个村落中，早期从事影楼服饰销售的人非常有限，因为影楼服

饰销售需要到市镇中走街串巷，一家家地拜访潜在的影楼商户。本地商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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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网”后首先想到的也是将影楼背景、服饰和其他周边产品搬到网上销售，但

在本地电子商务发展约一年之后，影楼服饰行业的销售额仍旧与过去差不多，丁

楼村的一些商户开始收到网上买家的问询，其中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商户既然

能在网上销售儿童摄影服，是否能定做一些特定型号的儿童表演的演出服呢?

易为莉: 一开始上淘宝，要影楼服饰的人并不多，( 后来演出服饰) 有些

( 学校) 老师提供一些图片，我们就按着她们给的图片( 生产) ，然后上架，然

后就成爆款了。影楼服装就慢慢不做了，就转到演出服了……第一款是一

个韩国舞曲的小衣服，是一位老师发给我的，那个衣服特别简单……然后

( 产品) 上去以后很多人来买……( 第二年款式的更新) 也是根据客户的需

要，这个爆款不是你想卖哪个就卖哪个，一般你看到客户需求量大了，你就

可以备货了。( 访谈资料，20180129)

由于丁楼村摄影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三月和四月( 天气好适合拍照) ，五月

和六月属于销售淡季，而五月和六月正是六一儿童节等对儿童演出服饰需求的

旺季，这一演出服的需求很快得到了本地商户的响应。由此，以丁楼村和张庄村

为核心的演出服饰产业迅速兴起，并影响到了周边村镇的产业形态。

如表 1 所示，与摄影服饰相比，演出服饰①更适合在电商环境中的乡村展开

生产，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第一，摄影服饰需要重复使用，对布料的质量有更

高的要求。在电子商务发展的初期，本地摄影服饰的生产能力就已经不及市场

需求，不少店家需要通宵在少数几家具有生产能力和布料货源的供货商处排队

才能拿到货源。演出服饰往往是一次性的消耗品，仅在少数几次的表演中使用，

对布料的要求低，有更多的厂商能够生产。第二，在客户群体上，摄影服饰的买

方大多数是专业影楼，影楼方对摄影服饰的要求以及讨价还价的能力高于一般

消费者，且在重复的交易中容易形成稳定的产品供货关系，因而新进入的商家难

以开拓市场; 演出服饰面对的客户群体往往是终端消费者，特别是在儿童演出服

饰这一细分领域，重视演出活动的家长们对于一次性演出活动的道具愿意给出

高额的费用。第三，在需求量上，一家影楼往往只会购买单件或少数几件特定的

服饰，而基于演出活动的特性，消费者一般会大量购买同款演出服饰，方便商家

标准化生产。第四，摄影服饰对边角、挂饰、版型的技术要求远高于演出服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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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了演出服饰，大集镇及周边乡镇还兴起了其他具有类似特征的服饰，如博士服、军训服、练功服等，其产品

特性基本符合下文对演出服饰的讨论，近些年在大集镇兴起的汉服也具有上述特征，故不再单独论述。



产商常常需要到其他地方购买配件，如果没有本地配套的配件产业，产业规模则

明显受限。第五，演出服饰的产品迭代速度快，人们的偏好差异极大，这不仅为

新商家的加入提供了市场空间，也构成了新产品的议价空间。

表 1 对摄影服饰和演出服饰两类产品的比较

摄影服饰 演出服饰

对原料的要求 更好的布料 一般的布料

面向的客户 专业商家 普通消费者

需求量 单件、少件出售 整批出售

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高 技术要求低

差异化 差异化较小 差异大、更新快

基于上述特征，演出服饰在电商平台刚刚上线时，其中一些产品在平台上的

价格甚至高于在实体店的价格。在网店几乎没有店面成本和人工投入的情况

下，演出服饰初期的利润可以达到甚至超过 100%。相较于摄影服饰而言，演出

服饰是一个存在高额收益的差异化市场。

易祝元: ( 2012 年) 当时有( 在线下卖) ，线下线上一起，才卖了不到 20

万块钱。在当时，利润回报都是非常丰厚的，当时 20 万来块，应该说利润不

低……卖了 20 万，差不多有一半的利润。( 访谈资料，20170706)

与摄影服饰相比，演出服饰看似有诸多优势，且二者涉及的技术生产条件差

异并不大，为什么演出服饰没有一开始就成为本地商家的选择呢? 在电商技术

未介入交易过程之前，由于演出服饰更多面对的是终端消费者，对于原先仅在特

定市场销售的商家来说，分散在各地的差异化需求不仅难以汇聚，且无踪可觅。

相比之下，摄影服饰的消费群体是影楼，只需要在每个地方找到影楼进行推销即

可。与此同时，即使张庄村和丁楼村的商家恰巧在外地推销的过程中收到了来

自消费者的“问询”，由于无法将需求整合成足够规模，也倾向于按照市场已有

的产品信息进行适应性选择，不“回应”这一需求，不生产新的产品。

因此，演出服饰这类存在潜在高额收益但需求分散的产品难以通过传统交

易空间的集聚来进行交易。一旦产品信息存在负外部性，需求分散的产品就很

难获得进入本地化、小规模市场的机会。对于本地商户来说，差异性需求市场的

高额收益并没有在本地市场中展现。而在通过电子商务技术构建的交易平台

中，演出服饰的潜在需求不再零散地分布在区隔的空间中，电商技术的外部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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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给了这类产品进入平台的机会，成为新差异性需求市场的发端。

正如推论一所表述的逻辑，任何一个看似“不符合常理”的产品设想，都能

够几乎毫无阻碍地进入市场，成为一个待交易产品，即任意一组( a2，b2 ) 均能够

进入市场。比如有差异性需求的演出服饰，在与其他同类型服装竞争有限的产

品信息展示空间时，不仅要支付相对高额的店铺租赁费用，且本地的需求难以形

成有效规模。此时，更多的服装类产品信息展示空间属于本地容易形成有效规

模、人们差异化需求较小的日常服装。因此，在工业社会中，以演出服饰为代表

的小众产品可能会成为潜在的需求，沉睡在大多数本地市场之外。通过电商技

术的外部性机制，产品信息展示空间的竞争性消失，商户以几乎零边际成本的方

式展示这一演出服饰，比如以“适应性选择”的商品影楼服饰为主打产品( 日常

服饰同理) ，连带展现演出服饰; 消费者的需求也可以平滑地进入整个市场，寻

求达成交易的机会，特别是当城市生产商的生产成本更高或响应能力更弱时，农

村的生产商就有机会完成上述交易。

通过电商技术的外部性机制涌现的大量差异性需求，正是农村可以充分利

用的发展契机。差异性需求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市规模经济在经营活动

中不可撼动的地位。当城市和部分镇区着眼于在传统工业社会中演化完成形成

的“适应性选择”产品时，原先仅能聚焦较小市场容量的乡村产业在电商技术外

部性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平移已有的产业基础，聚焦小众产品的“爆款”特征，灵

活地抓住了过去分散在不同地区的潜在差异性需求。

四、可见性机制: 线上线下的互嵌

( 一) 可见性机制与响应概率

产业集群快速出现的基础是本地商户的响应网络，为什么在电商平台中乡

村产业可能有着更高的响应概率呢? 譬如传统外部市场的机会，是否也能带来

同等响应概率呢? 我们认为，与传统外部市场机会相比，电商技术的可见性机制

使得由此形成的产业发展机会与农村的熟人社会更加匹配。

差异性需求在非电商技术环境也同样存在。当一个差异性需求在市场中被

抛出时，可通过交易双方的一次性交易完成，也可能会形成一个有多方进入的、

持续存在的新兴市场。电商技术可见性机制的逻辑在于，当市场存在任意一组

( a2，b2 ) 满足上一节的推论一和推论二时，即具有潜在高额收益的差异性需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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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完成第一笔交易时，该( a2，b2 ) 组合就成为平台的公共信息。

在给定预期成本条件下，假定交易中接受问询一方的响应概率 p 来自于他

的预期收益( yield) 的估计，对于一件仍旧小众且需要前期投入的产品来说，生

产商的预期收益来自于两个部分( 仅考虑货币收益) : 一是当前商品价格带来的

收益，二是生产商认为有多少后续可实现的商品收益。对前者的判断来自于当

期交易，而对未来该商品收益的判断则取决于个体对产品的信心，以及其他生产

该产品商家的可见收益 Y0，当个体对该产品越具有信心，或生产商观察到其他

生产该产品的商家获得了令自己更加满意的收入时，对未来该商品收益的判断

会显著提高。

在传统的市场匹配中，生产商的预期收益主要来自当期价格，并根据当期价

格决定下一期的产量。熊彼特( 2015) 讨论的擅长组合创新的企业家则更多依

靠对新组合产品的信心决定生产，哈里森·怀特( White，1981) 的经典研究关注

了生产商之间的互动过程。我们仍旧沿用第二节的标识，在大量产品信息汇聚

且可见的平台上，电商技术的可见性机制将任意已经完成的交易记录收益( a2，

b2 ) 转化为电商平台上的公共信息，强化预期收益变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Y0，

即可见收益。① 根据推论一和推论二，当达成交易( a2，b2 ) 组合足够多，且可以

被市场中其他主体观察时，则可以形成以下推论。

推论三: 存在一组( a2，b2 ) ，使得当 Y0a→ a2 或 Y0b→ b2 时，有 p→1。

推论四: 在推论三的基础上，存在一组( a2，b2 ) ，使得∑n
i = 1pi→ n。

推论三的现实意义在于，当电商技术的外部性机制使足够的差异性需求涌

入平台，且任何一次在平台上完成的交易都能被他人观察到时，一部分交易虽然

只是一次性和小规模的，但足够多的新产品组合一定会使得一类交易成为其他

行动者效仿的范例。当人们得知交易产生的高额收益时，愿意跟随购买或生产，

由此构成了积极的响应意愿。当推论三发展为推论四时，存在一组( a2，b2 ) ，使

得每一个观察到该交易( 特别是在新产品出现初期) 的行动者都愿意围绕这一

差异性需求市场继续回应问询达成交易，形成交易双方持续性的响应过程。基

于这一过程，新产品促发了稳定交易的市场和能够长久发展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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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里森·怀特( White，1981) 在讨论“市场从哪里来”这一问题时提及生产商通过相互观察来完成产

品定价，但并未明确讨论观察的渠道问题，而是将交易的匹配隐含在了共识性的市场模式之中。



( 二) 线上线下的互嵌

中国农村交易秩序的社会基础仍旧呈现熟人社会的特征 ( 刘少杰，2014 ) 。

基于农村熟人社会的社会规范，一件具有高额潜在收益且已经有交易完成的产

品总是能快速地被熟人社会范围内的其他人捕捉到。这一点无论是在传统的农

村产业中( 付伟，2020) ，还是在电商村产业发展中( 邱泽奇、黄诗曼，2021 ) 都得

到了充分的印证。

在电子商务技术环境下，一些产品的交易过程并不需要经由实体空间实现。

此时，如何获取产品信息进而激活本地人际关系在知识和技能传播中的作用，便

成为在产品发展成为规模市场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若演出服饰的潜在收益

和产品信息都无法被周围的行动者捕捉到，自然也就无法进一步演化出成规模

的演出服饰产业集群。

访员: 他( 隔壁某淘宝大户) 有货往外拉是吧?

江宏亮: 不是，就是发给人家，商家代发刚开始。

访员: 商家代发，但是他又没货，你怎么会知道他做得大啊?

江宏亮: 谁给你说啊，( 网上) 有销量你看着呢……他平常出单，一天出

三十多单，平常的时候一天就近千元。( 访谈时间: 20170713)

对于一些电子商务平台的商户来说，虽然可以通过电商平台剥离发货过程

与实体空间之间的关系，但是一旦得知淘宝店铺的名称或产品品类，他们就能通

过淘宝网的信息检索得知有关产品的月销量、价格、设计款式、产品评价等信息，

由此推断出当前产品的可能收益。案例中江宏亮虽然无法通过在线下观察到邻

居家的存货或商品交易额度，但即使邻居不愿意透露，他也能在电商平台上通过

浏览邻居的店铺名迅速知晓这些信息。

对于演出服饰这一品类，大集镇的商户们形成了自己透露信息的规则: 旺季

往往在六一儿童节前，节前商家基于各自的设计主打特定爆款产品，在此过程

中，一些设计环节的技术不会对外透露。但过了六一儿童节之后，每家商户的销

量均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被其他人观察到，他们也有充足的时间模仿其他商家

销量较好的产品，并根据该产品的销量预估下一期旺季时自己的可能收益。

易为通: 我( 销售) 量下来之后他就可以看到。我们 5 月份这段时间讲

价的概率很小，他( 消费者) 急需这个东西。属于卖方市场……那属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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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所以那段时间是不可能跟你 ( 其他村民) 共享所有的，属于纯商业机

密。但是过完“六一”之后，( 其他人) 爱怎么样怎么样，无所谓。下一年我

肯定不会再做，或者说我继续做但是不做主打款。( 访谈资料，20170706)

虽然一些技术设计的细节并没有迅速成为公共信息，但是在六一节前，其他

商户可以从发布的产品信息中知晓产品的基本款式设计，此时商户会通过“选

款”来学习吸收该产品的优点，发布自己的产品。所谓的“选款”，就是通过线上

浏览其他商家的产品信息和线下拜访请教的方式，汇集各家已发布产品的优点，

最后综合成一个“新产品”。按照本地商户的说法，这类新产品“它谁都不是，是

一个变异款或改造款”。

线上有产品信息参考，线下有乡里乡亲学习。电商技术的可见性机制使得

电子商务平台上的商家能够十分便利地观察到同行业其他人的销售情况。基于

外部性机制进入的商家越多，新增需求得到初次满足的概率越大，差异性需求在

电商平台的响应概率也越高。首次满足新增需求的商家处在独家垄断地位( 比

如 2010 年在网上销售演出服饰的利润远高于 2017 年) ，往往能够获得远超其他

充分竞争产品的收益。这一获利信息被电子商务平台记录，其他商家可以通过

浏览商品的价格和销量来判断一个商品的潜在收益，从而影响决策过程中的 Y0

( 可见收益) ，进而放大了对新兴需求潜在收益的想象。

但在交易过程中，即使捕捉到差异性需求和已经产生的收益信息，厂家也不

一定就能够成为一个生产主体。同样，是电商技术和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共同为

村民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提供了基础。大集镇本地电商发展起来之后，电商的销

售模式为刚刚进入该产业的卖家提供了极低的生产门槛，电商技术的可见性机

制与本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小卖家可以不用自己备货，通过扮演信息中间商

即可以完成整个销售过程。具体而言，卖家先在网上接单，再通过人际关系找本

地生产商进货，之后联系快递打包发出，或直接从生产商处打包发出，完成销售

过程。整个过程仅有快递寄出到消费者收货付款这一段时间的资金成本。因

此，在大集镇，商户要想“试水”演出服饰相关产业，只要通过调用本地人际关

系，就能将这一试错成本降至极低水平。

于育石: 为啥我们这个镇，原来周边的这些电商发展那么快……就是我

们做出来衣服以后呢，就给( 做) 电商( 的商户) 去卖。原来开电商，他只是

买台电脑就行了，他又不用做衣服，他也不用备产品……原来这些电商，

821

社会学研究 2022． 2



( 他们) 卖出衣服，往往一些风险就是咱这边。这个产品卖出去了，有什么

问题，会退，会调，都是( 我们) 这边的。他这个电商，他净利益就赚钱去了，

一切这些风险都在咱这边。所以这个点上他永赚不赔，他就发展这么快。
( 访谈资料，20170705)

围绕交易平台上的信息，一个已经存在的高额收益能够很快地被其他商户

捕捉。与此同时，由于产品设计基本样式、已存在的产品评价均为公共信息，只

要具有基本的生产技能，甚至只要具有电商平台操作的技能，这一被捕捉的需求

就能迅速转化为真实的交易。通过线上公开信息与线下社会关系所能促发的生

产规模，成为演出服饰在大集镇快速普及的技术和社会基础。

推论三的逻辑包含了通过模仿来完成地区产业扩散的基本前提，只有当这

一组收益组合( a2，b2 ) 能够激发他人的效仿愿望且有能力效仿时，该产品才能成

为地区产业发展的契机，并最终使地区的多数行动者共同进入( 或卷入) 到整个

生产过程中，也即推论四强调的那种理想状态: 每个观察到的行动者都愿意参与

其中，使得地方产业围绕特定产品形成快速且有效的响应。

丁楼村原先的影楼服饰收益信息是相对保密的，工作相关的技巧仅能通过

社会关系习得，且必须通过外出才能完成销售的过程。虽然影楼服饰产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刚刚发端时也是一种类型的差异性需求，但其技术环境却无法激发

来自本地的大规模效仿。因此，只有一小部分人从事这一行业。而对于目前的

丁楼村来说，基于电商技术的可见性机制，线上产品信息与线下人际关系相互嵌

入的演出服饰几乎成为每个村民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的本地产业。电商技术

弥补了本地人际关系中的信息缺失，这些信息进而又成为行动者展开人际互动

的技术基础，两类行动在互嵌中不断相互印证与促发。

五、证实性机制: 互联网资本的积累

( 一) 证实性机制与一致认可

回到对乡村产业发展这一问题上，我们还需要回答: 即使电商技术涌现的差

异性需求被乡村产业捕捉并转化为乡村可实现的产业样态，但乡村产业发展的

一些劣势，如无品牌、无担保、无宣传等问题在信息技术时代是否得到部分解决?

人们为什么愿意接受来自电商村中的商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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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乡村的交易活动中，人际关系扮演了重要角色。消费者、生产商、销
售商常常是邻居或熟人，通过熟人关系维持产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因此，此类

交易的基础是关系型合约，一旦熟人关系瓦解，交易的保障可能随之消失。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 2007 /2004 ) 在讨论关系型治理时特别强调，随着群

体规模的扩张，关系型治理的成本会逐渐升高，进而产生距离较远的人群违约的

可能。由此可知，在治理的群体规模过大时，需要正式的官方治理模式。① 当

然，在多数电商村中都没有出现统一的官方机构，对于诸多款式独特的具有“资

产专用性”的产品，也并未选择通过交易双方的关系性缔约来完成，而是选择在

电子商务平台上完成双方的交易活动，这正是电商技术证实性机制的作用。

平台作为一种交易基础技术，在交易过程中能够将大量私人信息转化为可

观察信息和可证实信息，提高在平台上让交易双方达成匹配的可能。假定交易

双方在达成一致问题上不存在机会主义或故意违约，在给定技术条件下，行动者

A 和 B 围绕产品形成了各自的信息集合 A 与信息集合 B，此时有:

A = ( Ipa ∪ Ioa ∪ Iva ) ; B = ( Ipb ∪ Iob ∪ Ivb )

I 表示行动者 A 和 B 拥有的有关产品的信息，p、o、v 分别代表私人信息、可

观察信息和可证实信息。② 当 A = B 时，则交易双方对产品的认知完全一致，此

时达成一致的概率 q→1。在假设提供可证实信息的中介方完全中立的情况下，

有 Iva = Ivb，Ioa与 Iob的匹配程度则取决于观察信息的技术环境。此时有:

推论五: 若有
Iva + Ioa
Ipa

→ + ∞且
Ivb + Iob
Ipb

→ + ∞，则集合 A 与集合 B 的关系

完全取决于可观察、证实信息的技术环境;

推论六: 在推论五础上，若存在技术环境使 Ioa = Iob，则 A = B，即 q→1。

推论五的现实意义在于，当私人信息在一类技术环境下完全消失，或被强制

要求可观察证实，或提供的可观察和可证实信息远多于私人信息时，此时私人信

息在技术环境中扮演的角色将不再重要。在推论五的基础上，若技术环境日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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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迪克西特在文中特别讨论了“现代技术使信息流的改善达到了完美的程度”的潜在可能，不过由于成

书年代信息技术仍旧不够发达，他认为仍旧需要通过正式制度来解决潜藏的问题。在他的讨论中，官

方治理多指通过官方法律体系维系整个交易过程( 参见迪克西特，2007 /2004: 32、66) 。
迪克西特( 2007 /2004) 提出了三种不同的信息类型，分别是只有交易中的一方知晓的私人信息、交易

双方共同知晓的可观察信息和由第三方证实的可证实信息。



善，在可观察信息上也不再有真实性的瑕疵时，交易双方对产品的期待也会趋于一

致，交易双方将不再需要通过差异性需求展现过程来交易该产品。此时差异性需

求市场的匹配问题将转化为一般市场的价格匹配机制，从而使得原先的差异性需

求市场成为一个新的适应性选择集，超额的技术红利也因此逐渐达到均衡。

( 二) 从本地声誉到互联网资本

在未使用电商技术之前，以丁楼村、张庄村为代表的村落要想将商品贩卖至

成熟的市场中有诸多不便，不仅在于物理距离上的限制，还在于人们难以从流动

的商家身上识别出有关质量的信号。同时，在和上游供货商的互动中，商家的售

卖过程也是不可见的，因此往往需要商家与下游客户和上游供货商分别建立较

为牢固的关系型合约，通过关系型缔约将低质量的私人信息转化为高质量的私

人信息。私人信息的特征也使得一次交易过程的信息不具有通用性，交易数据

被隐蔽在特定的上下游商户的私人关系中。

而在电子商务技术环境中，由于大量与交易相关的信息均停留在平台之上，平

台可以将信息编码，转化为消费者和商家的互联网资本。① 具体而言，以淘宝网为

例，电商平台通过设定产品信息标准，规范不同的卖家在淘宝上发布的产品，将低

质量的私人信息整理为较高质量、易于阅读的私人信息; 通过不可随意删除的过往

交易记录以及消费者的评价，将原先每次交易的私人信息转化为所有平台的参与

者均可以观察的信息; 通过对商户过往交易行为的综合评价，形成在平台上由淘宝

网认可的信誉( 星、钻、冠) 。这一系列活动是由市场交易场所的缔造者及其所依

赖的技术系统直接背书的，这对传统信息缺失的乡村产业发展来说极为重要。

在商户和上游沟通的关系中，由于电子商务平台上的销量数据难以造假，这

类能够在网上获利的互联网资本，转而又成为线下产业链中互动的筹码。一些

经营网店较好的卖家可以等到消费者打款之后再和上游商家结算，整个过程几

乎无自有资金的占用。

访员:“双十一”的时候能扛得住吗?

江蕊: 也可以，因为我这边可以压厂家的……因为像今年爆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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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互联网资本指的是“任何因既往投入形成的、具有互联网市场进入机会并可以通过互联网市场获益

的资产”( 邱泽奇等，2016) 。比如，对于传统的农村商户来说，其在地属性使得本地经营情况并不能

作为一个在互联网上获益的资本，但是通过平台编码并证实后，则成为电子商务市场中的有效声誉。
对于消费者来说，历史消费记录也可能成为获得平台和商家优惠的参考数值。



我压了 170 多万货款，真的快压不住啊，我拖了厂家三个月……因为都彼此

信任了，他也理解这个情况，我把交易信息都发给他，信息量也在那放着，每

天要给我做多少货，所以说他那边也理解。( 访谈资料，20170612)

在案例中，任何经由平台产生的数据均被平台永久保存，且大量数据来自平

台自身的统计。原先只能通过私人关系被部分观察和部分证实的交易过程，在

平台上能够被实时观察和证实，因而对于有着较为良好的交易记录的卖家来说，

平台上的数据就能作为信用担保品，提供资金周转的空间。

电商技术将原先大量私人信息转化为可观察和可证实的信息，比如原先丁

楼村销售影楼服饰，月销量和每次交易的价格都是私人信息，产品质量也没有品

牌保障，但在电商平台技术下这些都能够轻易被观察到并得到平台的证实。除

此以外，足够多的可观察和可证实信息使得剩下的难以转化的私人信息也无碍

于人们的交易决策。虽然消费者在购买演出服饰时仍然无法知晓演出服饰生产

的整个过程，不了解商户的诸多行动细节，但人们仍旧在不同维度上获得了远多

于线下交易的可观察信息和可证实信息。在理想状态下，一旦在可观察信息维

度上交易双方能够达成一致，那么差异性需求产品就能够快速达成匹配，地区的

差异不再是限制信息质量的重要因素。

由此，电商平台的证实性机制将农村产业中的私人信息转变为公共平台上

的可观察和可证实信息。当交易数据真实完整地被反映在商户的店铺主页上

时，消费者能够根据这些标准化、由平台背书的产品信息进行选择，交易双方达

成一致的可能性也提高了。在淘宝平台上，只要“装修”得当，网络店铺的形态

并不囿于地区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这类互联网资本具有反哺线下经营活动

的可能，运营活动的编码化为农村商户提供了在网络上经营产业的互联网资本。

六、结 语

本文承接对数字社会“差异性需求市场”( 邱泽奇等，2016 ) 的关注，提出了

电商技术红利产生的市场互动过程，以及电商技术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三重机

制，我们将其统一称为“乡村电商技术红利的兑现机制”( 如图 2 所示) 。

首先，基于对交易双方互动分析，在技术引发市场互动规则变化的基础上，

初步建构了一种电子商务技术红利兑现的理论模型，我们将其称为“差异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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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乡村电商技术红利的兑现机制

求市场的互动过程”。在这一模型下，市场中差异性需求的凸显受三个因素影

响: 差异性需求市场的潜在收益、交易双方的响应概率和交易双方达成一致的概

率。当人们在市场互动中仅仅进行“适应性选择”时，市场规模的扩大只是延续

了工业时代的市场结构。当一方更愿意“问询”且另一方更愿意“回应”时，拥有

潜在高额收益的差异性需求市场才会逐渐产生，由此形成新增的市场红利。需

要强调的是，并不是任何交易双方的互动都能产生基于差异性需求市场的技术

红利，实现差异性需求市场的技术路径也并非仅有电商技术这一条。本文着重

考察的是电商技术环境下的双方互动过程。

以电子商务平台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通过外部性机制、可见性机制和证实性

机制，将差异性需求市场中新增的“技术红利”转化为部分乡村可以承接的乡村

产业实践过程，为农村地区产业发展提供了一条不同于原先工业社会的产业道

路。具体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案例中，我们的发现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外部性机制使得具有潜在高额收益的市场，不再需要通过物理空间的

集聚来展现其价值，这恰好契合了许多农村地区分散灵活的产业样态。交易信

息的正外部性使得平台无需专门衡量平台上集聚的需求和平台数据占用之间的

关系，信息的不断增加能提高平台收益。因此，由于差异性需求市场的出现，原

先不具有产业集聚优势的农村也有能力捕捉新增的、由平台产生的技术红利。

第二，可见性机制使得特定产品的收益信息不再只通过线下空间集聚来展

现。身处农村的商户不仅能通过熟人网络观察自己邻居的行动，还可以通过浏

览平台公开信息来判断邻居产业的发展情况。线上信息有助于人们启动传统乡

村中的人际关系组织生产，线下人际关系也为商户确认线上收益提供了信息佐

证。基于此，乡村产业发展才能有引爆点，促发乡村内部持续不断的模仿创新。

第三，证实性机制通过平台统一规制的信息表达方式和平台的信息处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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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使得原先无法通过“现代商业”渠道展现的农村产品的信息转变为平台上可

观察、可证实的信息，对乡村经营过程编码化的这一过程为电商平台上行动者积

累互联网资本提供了稳定的途径，促成了乡村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提高了农村

产品跨地域匹配的可能性。

回到文章开篇提出的经验问题，即为什么乡村产业能在数字社会获得发展

机会? 答案在于，电商技术环境凸显出来的差异性需求市场并不是简单的工业

社会发展逻辑的延续，而是蕴含了乡村可实现的互动模式。那么，为什么这样的

集聚能够在乡村发生? 答案在于，电商技术营造的交易环境能够与乡村产业实

践过程仰赖的经济社会基础相融。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电商活动都能在乡村扎根。若当前产业

不具有差异性需求市场集聚的价值，本地人际关系不足以传递可被村落中其他

人效仿的产品信息，或选择的电商平台无法提供足够的信用背书，都会严重影响

到电商村的形成。在本文撰写的这个案例周边，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电商发展不

成功的村落: 有的村落电商户选择发展城市产业中已经十分成熟的产品，而不是

小众品类，最终在平台上形成的销量仅能维持本村少数商户的生存; 有的村落电

商户虽然产品新颖，但是生产环节远离村落，或是本地社会资本较差，产品信息

并不能转化为村落中的公共信息，只有少数商户自己唱“独角戏”; 有的村落虽

然聚集了一定规模商户，且产品有发展潜力，但却选择自建电商平台或者加盟小

众的电商平台，经营过程中的数据无法转化成互联网资本，也难以促发产业上下

游之间的协同。虽然这些案例的最终结果与本文所选的案例不同，但我们认为

用于理解不同村落电商发展成败的分析框架仍旧是一致的。

另一个需要强调的是，电商村呈现明显的技术—社会综合体特征，更容易受

到平台技术规则的影响。由于电商村仰赖的技术红利必须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来

制造和兑现，平台规则成为获取技术红利的前提。外部性机制在降低产品信息

进入门槛的同时，也放大了商户靠平台技术漏洞获得的收益，促使平台不得不快

速迭代技术规则，相应地要求市场中的厂商不断学习与实际交易过程并没有直

接关联的技术，一部分厂商可能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规则而遭市场淘汰; 可

见性机制在传递收益信息的同时，也营造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过高收益预期，这可

能会加剧市场中已有的产品竞争，赢家通吃的平台特征也推动着产业进行快速

的产品迭代，一些并未充分达成差异性需求的产品会很快退出市场，形成市场持

续性的创新波动; 最后，证实性机制在赋予农户互联网资本的同时，也缔造了其

他厂商无可比拟的平台市场地位。厂商需要向平台购买流量，一旦平台与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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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利益不一致时，后者几乎没有任何谈判地位。这些都是技术红利兑现后

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电商技术的发展为我们重新理解城乡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的观察视角。在工

业化的背景下，城乡不同角色的来源正是工业活动的集聚效应作为发展引擎这

一假定，因此推进城市化率便成为处理城乡关系的圭臬。不过，即使是在工业化

思路下，中国不同地区的实践也呈现出“城乡一体”“城乡相辅”和“城嵌入乡”的

不同城乡关系发展模式( 邱泽奇，2020) 。电商技术所催生的市场社会过程至少

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工业化集聚效应所带来的发展优势，当然，也不可避免

地带来了一系列经营过程中的新问题，电商平台规则成为如市场规则一般重要

的基础性互动规则。如何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为乡村构建符合数字社会技

术逻辑的产业发展环境，是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推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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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due to the“differential demand market”nurtured by e-commerce technology itself on the one hand，

and three mechanisms of integration between e-commerce technology and rural industrial practices on

the other: the externality mechanism converges differential demand and reshapes the marketing

process of rural industries，the visibility mechanism presents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products and

promotes the inter-embedding of online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and rur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substantiation mechanism accumulates Internet capital for rural merchants in the for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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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ified business processes. This study provides a techno-sociolog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the logic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era.

Institutional or Cultural: Factors Influencing Patient Trust in China and Its Evolution
Chi Shangxin 137………………………………………………………………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China Social Survey 2013 and 2017，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tient trust and its evolutionary trend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ism and culturalism. It was found that，first，institutional variables such as satisfaction

with medical consultation，satisfaction with medical insurance，medical safety，and medical equity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patient trust，but this effect did not show an intensifying

trend. Second，cultural variables such as general interpersonal trust，authority-based values，and

relational access to care also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patient trust，but showed different trends of

evolution. Third，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cultural variables. In

conclusion，both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and social culture jointly influence current patient trust，and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should be emphasized，but the long-term role of culture should not be

neglected，especially the negative effect of relational access to care should be guarded.

Ｒesearch of Ｒetaking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Inequality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Attainment in China Ye Jintao 161……………………………………

Abstract: The system of retaking CE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igher education attainment. Using

data from Panel Stud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PSCU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aking CEE and attaining higher educ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disadvantaged class is more likely to enter college through retaking CEE than the advantaged

class，and the odds of entering regular college through retaking CEE is increasing. Among students

who took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 more than once，the advantaged class has a higher odd of

entering a key university. The class difference of students who entered key universities through

retaking CEE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students who have taken college entrance exam only once. The

way the system of retaking CEE has shaped the pattern of inequality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deserves further reflection and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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