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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平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逻辑转换

与农业数字化转型*

易法敏 飞古 婷

摘要：本 ，文 商业模式 新和制度逻基于 创 辑理论 从中国 村 村农 电 数字 展的现实情商和农业农 化发

， 讨本 ， 。本发 探 地平 如何通 式创新促 辑转 终推 化转境出 台 过商业模 进制度逻 换 最 动农业数字 型 文通

对 ， ，市 业发 限 的商业 式 新 展开研究 合制度逻辑 起过 清远 寻乡记智慧农 展有 公司 模 创 案例 结 理论 建立

本 。 ： ，地平台 新推 度逻辑转换 推进农业 字化转 框架 研究 在商业模式创 动制 进而 数 型的理论 发现 首先

， 采 ，制 辑视 台商 视 辑环 数 台 取混 策 的度逻 角下 数字平 业模式创新可 为多重制度逻 境下 字平 合 略 结果

村 ，数字平台 业模式创新 化方案向 系统 者传导多样 度逻辑 促 参与者商 通过数字 农 电商生态 参与 化制 进

； ， 村 ，辑转换 其 生态 参与 动推 辑 换 助的制度逻 次 农 电商 系统 者的集体行 动农业场域逻 产生多样化转

力 。本 本 了数 转型 文 出 地 商业模式 新拓展 现有 业模式农业 字化 提 的 平台 创 文献中商 类研究 型， 了深化

叉 ，也 村 了 。业模 新与制度逻 论的交 研 为中国 业农 数字 供 新商 式创 辑理 究 情境下农 化之路提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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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2 村 》 ：年数 发 作要点 出字乡 展工 指 “ 快 农业数字 转型加 推动 化 。”
①
《 村数字乡 发展行动

计划（2022－2025 ）》年 提出，“到 2025 ， 村 展取 要进展年 数字乡 发 得重 ”“农业 经营数字生产 化

转型明显加快”
②
。 ， 村发展成效 经济 态新从 看 乡 数字 新业 模式（ 、 、 子种养 务如智慧 信息服务 电 商

）等 ， 较农业 领 数字化 型 展不断涌现 但 生产 域的 转 进 慢。 布 《国信息通 研究院发 的 经济中 信 中国数字

（发展白皮书 2020 ）》 ：出年 指 “ ， 对较 ，农 于行业生产 然属性 数 化转型业由 的自 字 需求相 弱 2019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电商扶贫的商业模式、价值共创与协同治理研究”（编号：19BGL256）的资助；

本文入选了“第十六届（2022年）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

①
参见《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http://www.cac.gov.cn/2022-04/20/c_1652064650228287.htm。

②
参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http://www.cac.gov.cn/2022-01/25/c_16447133157496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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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农业数 加值 业增字经济增 占行 加值比重为 8.2%，同比提升 0.9个百分点，但 业平仍显著低于行 均水

平”
①
。《 村数字乡 展 告中国 发 报 （2022年）》 示显 ，农业产 数字化进程 加快业 虽然不断 ，但 2021年

息化 为农业生产信 率仅 25.4%②
。如何加快 农业数字 转型推进 化 ，成为 村现代化农业农 的 问题重要实践 。

村 村农业 型重 商作为 农 数字化转 要内容的农 电 发展 注目实践引人 。2014 来年以 ，财政部、商务部

子 村动 商 农 综合示 试点工作启 电 务进 范 ， 了 村有 农 电商发效地推动 展
③
（ ，易法敏等 2021）；2019年

《 村 》数 发展战略纲字乡 要 布， 村 了发 使农 电 政策经的 商 历 从推动 村农 电商发展转向 扶行电 准实 商精

，贫 农延再向数商兴 伸的阶段； ，大同与此 时 型数字平台
④

了在不 地 商业模 创 推 字发达 区以 式 新 动 数

术 ，技 的应 并创造用 了 （社会价值 王奇 ，等 2022； ，熊雪等 2023）。 小 （邢 强等 2019） ，发现 数字平

术主要通过数 容技 与数台 字内 字连 术来 ，接技 达地区人 容生 消费 进支持不发 群进行内 产与 的价值主张

、 、 ，而 推 社交 拓 共享式 值 取 他创新策 与手段 使得通过赋能 内容 荐 不发达地区 网络 展与 价 获 等其 略 不

。 （区人群平 价值 造与分享 易 和朱洁发达地 等参与内容 的创 法敏 2019） 村研 阿里巴巴 式究 农 淘宝模 后

，发现 电商 在将 模式 不完平台 商业 延伸到制度 善的“ 层金字塔底 ” ， 、过普 接市场时 主要通 遍连 界面

三 来 少 又 。重构和 合 提 机制进行 业模式创新 贫穷 提升 的目复 式 供 种 商 达到既减 社会富裕度 标 Li et al.

（2018） ， 子 习究发现 电 商 台通过开 学研 务平 展 、 训培 和实地考察等 力，活动增 的实强参与者 践能 并

采用 来 。等措 的规则化治理 施 促进参与者 数字化转型

大域电 速 除得益 政 政 动和 型县 商快 发展 于 府 策推 数字 村 ，平台在农 地 推动之外区的创业 地方性数

字 也 了平台 重要作用发挥 （ ，刘航 2022）， （如自发的 域电商比 县 Leong et al.，2016）、 子由电 商务

村进农 综合示范项目推动 域电的县 商（ 竣杨旭和李 ，2017；易法敏等，2021）。Jha et al.（2016）的研

， 本表 字平究 明 立足 地的数 台， 以可 将 、 术 三 一业知识 字 和 制度 种资 整合成为 个专 数 技 创新 源 服务系

，吸收农业 参与统 生产经营者 生态平台 系统的 ， ，过程 在共 创造价 还向农业交互 同 值的同时 生产经营

①
资料来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007/t20200702_285535.htm。

②
资料来源：《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http://www.cac.gov.cn/2023-03/01/c_1679309718486615.htm。

③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 IT）和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 ICT）都

可被视为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简称DT）的初级形态，电子商务则是 IT和 ICT的特殊应用形式。为行文方便，

IT、ICT在本文中都统一称为数字技术；本文将农村电商和电商扶贫视为连续的农业农村数字化过程的初级阶段，所以，

农村电商政策在本文中被归类为农业农村数字化政策。

④
数字平台（digital platform）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对象，它颠覆了传统行业，并与所在环境中的制度、市场和其他

数字技术交织在一起（Bonina et al.，2021）。数字平台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研究领域：在专注于数字平台技术组

件的研究中，关注的重点是分层架构和模块化等技术和数字特征；在信息系统领域，关注的是平台对组织结构或国际标

准的影响等社会技术维度；在经济学领域，围绕这些平台内的需求和服务功能以及这些平台与其他类型的市场环境有何

不同而展开讨论；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数字平台是根据市值、所有权、所在行业、治理模式、原产地、地理范围和基本

目的等特征来呈现的。本文中，电商平台是数字平台的一类，本地平台是本地电商平台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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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 产和供生 营销等服务。Leong et al.（2016）通过研究缙 昌云县和遂 县的“ 村淘宝 ”
①
发现，电商中

键 者关 行动 既是 ，也 子 ， 子 力息 调 电 商务生 系统资源编 电 商务发信 协 员 是 态 排者 还是 展的动 之源。这

更表明了本地数字 对 。 也平台 域电商发 的重要 究于区 展 性 相关研 ，表明 在 策数字化政 和大 字平型数 台

村农 数促进农业 字化发展的 ，本程过 中 地平台
②
起到 。大 村补充 用 字平台 下 到 域市性作 型数 在 沉 农 区

场的 ， 本 ， 本力程中 需要与 与主体构 系网 由社会资 量 地输出数 化知过 地电商参 建起社会关 络 借 向当 字

力（ ，识 雯等和能 万倩 2019）。公共政策在 ，进过 会受 区域推 程中 到差异化的 制度逻辑筛选。由于公

本 ， 执 ，经济 措 上属于 场 辑 过程中 如 地方是共政策的 激励 施 质 市 逻 在 行 果 以 ，社 主导的 那群逻辑为 就

本 ，才 （创业 介导和协调 现社群逻 和市场 能产生预 效果需要在 地 者的 下实 辑 逻辑融合 期的政策 York et

al.，2018， ，敏等易法 2023）。 ，本 对 村形显 或 于县 业以上两种情 示 地社会网络 区域制度逻辑 域农 农

字化的 型 果数 转 结 起到关键作用，本 术平台作为技 会中介地 中介和社 （Gigler，2011），是社群逻辑和

市场 的有效调节逻辑 主体（York et al.，2018）。相关研究 现发 ， 村无论 电商发展 发是作为农 过程中自

的“ 行动关键 者”（Leong et al.，2016）， 本 村着 地 共或是承担 农 电商建设公 服务任务的“ 村电商农

心服公共 务中 ”（ ，杨旭和 竣李 2017），本 平 在农业数 化过程中地 台都 字 发挥 。启下的作着承上 用

，本 ， 大台商 式创新推进 数字化转 是数字 动和 型可见 地平 业模 农业 型 化政策推 数字 业模平台商 式

。本 大新推 为重 径 模式 既 效解决 数 平 沉到创 动之外的极 要的补充性路 地平台的商业 创新 能有 型 字 台下

村 、农 时 境缺失场 “在场” ，又题 能有效 策推 程中政策实 到差异化 区不足等问 解决公共政 进过 施受 的

域制 选从而导 成效 定的度逻辑筛 致数字化 不确 问题。本 术的技地平台 中介角色能 动 能推 数字化知识和

力 村 ，向 体农 群 转移 其社会 介 色中 角 则 促进能 ， 。社会 络联结 进而 数字化转网 推动农业 型

来 本 力 ， 必的 地 逐渐成为带 地电商发 的重要 情况下 有 是在越 越多 平台 动当 展 推动 量的 要思考的 ：

本 大地 为什 数字平台 么能在政府 化政策和 型 字数 ，对 村 来商发 挥 显著的 进平台之外 农 电 展发 越 越 促 作

？ 一用 步更进 地，在 村农 农业 ，本数字化转 背景下 地 以其 方式引领当型的现实 平台将如何 独特 地的农

？业数字 转型化 本 ，探 通过商业 促进 逻辑 业数 理究 地平台 模式创新 制度 转换 推动农 字化转型的机 ，既

对本 ，也 对特作 制 寻 是 县 视是 地平台独 用机 的探 域 角下 数字化转农业 型理论 。的开拓性研究

①
阿里研究院发布的《淘宝村研究微报告2.0》将“淘宝村”定义为：“网商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的10%以上，且电子商务

交易规模达到1000万元以上。这些农村网商以淘宝为主要交易平台，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见http://www.aliresearch.com/）
②
在本文中，本地平台采用数字平台的经济学定义，即“围绕这些平台内的需求和服务功能以及这些平台与其他类型的

市场环境有何不同展开讨论”的平台。与数字平台概念的区别是，不一定所有本地平台都有严格意义上的数字基础设施，

但一定拥有具备电商或数字化专业知识、技能、经验等的人才团队，本地平台通过提供专业知识培训、实践操作及其配

套服务等，以大型数字平台为依托，帮助当地农业生产经营者实现与大型数字平台的连接进而完成产品在线销售和电商

运营等。本文所讨论的本地平台包括本地电商创业企业、地方电商服务中心、电商产业园、本地数字平台等企业和机构。

从性质上说，本地平台不同于任何传统企业，而是一种混合型组织，面临着满足竞争性制度逻辑（社会逻辑和市场逻辑）

需求的挑战。因此，本地平台需要持续以创新型商业模式获得合法性，并得到不断发展；本地平台生态系统参与者也需

要动态适应平台商业模式变化，实现多重制度逻辑转换，进而与平台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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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边际贡献有 三 ： ， 大 村下 个 首先 与现有 关注 型数 平台在以 方面 研究 字 农 地区的商业模

，本 本 ， 丰 了 ，式 文重 注 地 式创 台 的内 系创新不同 点关 平台商业模 新 这 富 数字平 商业模式创新 容 为 统

丰入分析 业 字 径提供更 的深 农 数 化路 富 理论洞见 的理解和更全面 ； ， 讨其 究分 社会企次 与现有研 别探

业商 式创新业模 所 术 ，本动的制 数字技 应 发达 的制 会转推 度变迁或 用推动不 市场 度融合与社 型不同 文

本 ， 本构 模式 推 度逻辑 换 而 农业数字 转型的理论 地平通过 建 地平台商业 创新 动制 转 进 实现 化 框架 分析

台商业模式创新所 ，导 制度逻辑转致的 换 在 ， 小梳理社群 辑与市 合的同时 辑向逻 场逻辑融 研究 农逻 价

， 丰链逻 程 由 理值 辑转换的过 此 富制度逻辑 论的内容； ，本文最后 研究 论 现有研 强 政结 突破 究 调 策推

大动或依靠 数字平台推 数字化转型 动的农业 型模式， 村 了一业农 化转型开辟 的为农 数字 种新 理论路径。

二、理论分析

（一）数字平台在农村地区的商业模式创新

三 本数字平 基 特征台具有 个 ： 术以 媒介数字技 为 ， 用户 互动支持 群体之间的 ， 户并允许这些用 群体

执 任务行指定的 （Bonina et al.，2021）。 也平 以数字 台 可 被理 为 服 内容的形 促进参与者解 以 务或 式 之间

一的 组数字互动 资源，因此， 字平 适应参与者 的灵活性数 台在 角色 、 应不同适 的当 境以及协地环 调参与

以确者 保 字数 力 势平 的创 明台基础设施 新能 方面具有 显优 （范景明等，2020），能够 引 多利益通过 入更

关相 者、利用 颖协调机新 制，来创造新市场 有市场转或促进原 型。 术存在 会技 环境中数字平台 于社 ，与

接利益相 者直 关 参与的平台 态系统以 的经生 及更广泛 济、 织组 、 力制 相互度和空间 量 作用，其 果发展成

也 术 （台运 社 环境会影响数字平 行的 会技 Bonina et al.，2021）。 ， 、 、研 发 非 组织 开发 构 社究 现 政府 机

会创业 方政府是企业或地 促进 村 数字农 地区 平台发展的驱动主体（Wenner et al.，2018）。这些主体 考会

虑边 参与的重缘化群体 要性， 容的 开发以包 方式 和管理平台， 术并更 源好地运用技 资 ，从而实现发展目

标、 本地 需求满足 群体 （Hewapathirana andSahay，2017）。因此，数 平 在成为促 不发达地区字 台正 进 市

的重要参场发展 与者。 台企 过商业模式数字平 业通 创新，吸引服务 构机 、金融 与者机构等参 构建价值网

络，协调 领活 值共并引 动网络的价 创， 村 场 型创造农 新市 或促进市场转 。 村农 的 模式创 主地区 商业 新 要

（是 社会创业 现的通过 实 Mihalache andVolberda，2021），本地企业 会网络和利用其社 熟悉本 与地制度

势， 计 ， 村 ，环 优 模仿或设 商业模式 多种价 农 地区 实 值和 价值境的 新的 将 值链嵌入 现经济价 社会 创造。

本 大 术 ，承接 与 技 资 时 两种角地平台 政府政策资源 型数字平台的 源 同 担当 色—— 术技 介 会中介中 和社 ，

并在以下三 ：个方面 作用起着重要 一，第 术 ；确 合当 体需求的数 产品和服定并提供适 地群 字技 务 二第 ，

支持生成与 地生产经当 营需求 ；关的相 内容 三，第 提供持续的 训 力 （和能培 建设支持 Gigler，2011）。

（二）制度逻辑理论与农业数字化转型

1. 。逻 化转制度 辑理论与数字 型 ，度 是扎根 制 和 背景之中 它们表现为制 逻辑 于 度 社会 的 共享的文

化符号、物质实践， 组织 动的准则以及 与行 ，为 场域组织
①
中的 员提供 为标准成 合适的行 、认知框架、

①
在制度理论中，组织场域被定义为“那些总体上构成公认的制度生活空间的组织：主要供应商、生产商、监管机构和

其他生产类似服务或产品的组织”（DiMaggio andPowell，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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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励性 和身激 用语 份意识 王辉 2021）。制度逻辑是 、 、建 行为 质 假设社会构 的塑造认知和 的物 实践

价 观 信 集合值 和 念的 （Faik et al.，2020）。 来 义不同 究用不同的 定 制度逻研 概念集合 辑：按照 本类基

别来 义， 七 ， 、 、 、 、 、定 社 面存在 种不 制度逻辑 家庭的 教的 国家 专业会层 同的 即 社群的 宗 的 市场的

；企业 逻辑的和 的逻辑 根据 的维度 义， 、 、 ；逻 原则 身 场域 按 逻 的定 制度 辑可分为组织 假设 份和 照 辑

特征， 、 、 、 力来 力 本 。 义制度逻辑 分为经济系 构 使命和 产 源 资 控制等 定可 统 场域结 战略基础 生 和人

样性使研 人员可 据的多 究 以灵活根 不同 ，背 制度 的前 析景 在区分 逻辑 提下展开分 ： ，首先 制度逻辑能

一 一够 逻辑 种 逻辑的 化分析从 种主导 到另 主导 变 ； ，次 多种并存 逻辑其 由于 的 ，制度逻 够根辑方法能

矛 来 （据制 性或 性 分析探索 实践中新 度如何度逻辑的 盾 互补 社会 制 产生 Faik et al.，2020）。 ，国比如

、家逻辑 和社 辑是市场逻辑 群逻 按照 本类 来 义基 别 定 ，小农逻 辑辑与价值链逻
①
是按照 来 义特征 定 ，

小 ， 。农逻 于 逻辑 价 链 辑 市场逻辑辑属 社群 值 逻 属于

、计 、 术 本字化转型是 息 算 通信 字技 合应用触发 属性的根 化从数 指通过信 和连接等数 的组 实体 变

， 术 。而 特性的过 质是 技 推 业发 字 求主改进实体 程 它的实 数字 动社会和产 生变革 由于数 化转型过程要

术来过 数字技 变 价 造过程以 应其环境中体通 使用 改 其 值创 回 ， ， 必化 因此 主 程中发生的变 体在转型过

一 执 （服 些可能阻 转型 行的 素须克 碍其 因 Vial，2019； ，谢康等 2022）。 台推动数字平 农业 转数字化

型 数字 式所 方是以 平台商业模 包含的数字化 案
②
的应用推广来 （实现的 Oreglia and Srinivasan，2016；

Leong et al.，2016）。 类 ，这 中 数字 方 被在 研究 化 案 看作 术 心 对 村 类以数字技 核 的应 农 各为 挑战的具

体解决方案（Majchrzak et al.，2016）， 用户 特定功能或 的数字组它为最终 提供 价值 件、应用程序或媒

内容构成体 （Nambisan，2017）。除此之外， 义 类数字 案的 括人化方 广泛定 还包 活动，其 程使用过 涉

类目标 值 多种 型 参 者及具有不同 和价 观的 的 与 （Majchrzak et al.，2016）。 数字平台 供者与使用作为 提

活动联系者之间的 中介， 来方案 被用 解释制 体数字化 可以 度载 ， 义即制度 传递的意 运载者（Slavova and

Karanasios，2018）， 术包含数字 规则它 技 应用的 、 惯例活动 、 符号关系网络和 系统等。 子 也是电 商务

一 ， 义 了一塑造 断 的数字 方 它 要的意 在 提供 个各种 可以共种由市场主体 的不 演变 化 案 最重 于 参与者都

（同 空间参与的行动 Leong et al.，2016）。

2. 。逻辑转换与 数字化转制度 农业 型 数字平 会挑战现 辑并 的制台的运行 行制度逻 以新 度逻辑取而

①Slavova andKaranasios（2018）认为，小农逻辑的特点是以现金和非正规方式交易，以农村规范为主导，生产经营者受

到治理问题和 ICT技能偏低、信息缺乏等困扰，其结果是产品质量的不一致、交易关系的个性化和交易过程非标准化。

价值链逻辑将农业作为一项商务活动，价值链伙伴之间的关系受合作、协调和及时性以及法律规范的约束，交易的透明

度和治理是通过基于文本的档（例如合同、指南和标准操作程序）交换而不是依赖于非正式安排来实现的。小农逻辑和

价值链逻辑之间存在互补性（Slavova andKaranasios，2018），这构成二者得以在同一场域融合并存的基础。为简化讨

论，从制度逻辑场域划分，小农逻辑属于社群逻辑，价值链逻辑则属于市场逻辑（Jha et al.，2016）。

②
本文根据Majchrzak et al.（2016）所归纳的 digital artifact的类型及其共同特性，将 digital artifact理解为应用数字技术来

解决不发达市场群体所面临的具体挑战的个性化实施方案，因此采用“数字化方案”概念。对应中文意义为“数字人工

物”（谢卫红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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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 空 场建 制或在存在制度 白的不发达市 立新 度（Bonina et al.，2021）。 数字化 会 新 中在 社 创 系统 ，

制度逻 和主体行动 互构成的辑 之间是相 关系（Besharov and Smith，2014）： 辑塑 人和组织制度逻 造个

， 也 。 ， 来 ，行 的理性行 个人和 者 塑造和 逻辑 从制 看 数动者 为 组织行动 改变制度 因此 度逻辑视角 字平

取 过平 与 集体行台挑战并 代旧制度是通 台参 者的 动完成多 度逻辑转 而实现的重制 换 （程宣梅等，2018）。

心 （字化转型 制度 的中 性转变 度逻辑的 容性生数 过程表现为 逻辑 或制 兼 成过程 Faik et al.，2020）。当

， ， 心把社会视 系统 会变 化为 转 中 性 容为制度间 时 社 革可被概念 逻辑多样性的 变 即制度逻辑 和兼 性水

平的变化。 心数 化 创新通过 动制度逻辑 制度逻辑字 社会 推 中 转移或 兼容来 。观层 社会变革实现宏 面的

，其 度逻辑之 可能中 制 间 存在 性是形成 性的的互补 逻辑兼容 基础。 ，小比如 值链农逻辑与价 逻辑之间

互存在 补性（Jha et al.，2016），因此， 逻辑 群 可以融市场 和社 逻辑 合，小农 辑 值链逻辑 以共逻 与价 可

存（Faik et al.，2020）。Slavova andKaranasios（2018）发现， 有助于将数字平台 本原 属于小 辑的农逻

活动与农民 属于 链逻辑的价值 民数字农 化活动 来，系起 农民 用具 同交 字化联 参与并使 有不 互方式的数

， 小 。逻 辑的方案 实现从 农 辑到价值链逻 转换

术 ，农 字化是 字 广 入地应用 农业实体经 统农业向 型的 现业数 数 技 泛深 于 济 推动传 数字农业转 农业

， 、 、 、 （戈代化变革 包括生产 能化 经 管理高效 捷化过程 智 营网络化 化 服务便 等 晶晶，2021）。农业

数字化转型 、 、 （需要 流 业产 合 农业知 管 等经历数字农业 程重组 数字农 业融 数字 识 理 阶段 ，阮俊虎等

2020）。 、业涉及生物 农产品非农 活体种养 标准化、 、 ，产品 与流通 自然 与人工干 等生鲜 储存 条件 预

且 ，农 有经济功业不仅具 能 还 、 、生态 社会具有 文化 等多种 ，这些 着功能 特点共同决定 农业数字化相

对 （戈于其 域 化的特 性他领 数字 殊 晶晶，2021； ，谢康等 2022）。 大农业生产 营者 多处于经 数字社会

， 村 ，的边缘地 范为 的环境中带 在以农 规 主导 受 正规交易 治理制 环境影响 市到非 和 度缺失的 以及缺乏

场连接、 扰数字 供给技能与信息 不足的困 （Slavova andKaranasios，2018）， 通 合以需要 过价值链的整

小农 现代农 发 有 接实现 户和 业 展 机衔 （何宇鹏 武舜臣和 ，2019）。Slavova andKaranasios（2018）发现，

村与数字化 在推 和农业环境 方面会产 微妙的数字平台 方案接受者 动农 变化 生 相互作用。与这种相互作

程同 生的用过 时发 是，农业 和场域 力整 面 数字 践 下被打 和 正个社会宏观层 的制度逻辑在 化实 的压 断 修 。

也 ， 了 ，又说 制度逻 既规范 农业 者行为 为 营者就是 辑 生产经营 农业生产经 通过集体行动实 重现多 制度

了 。逻 转换和 化转型创辑 农业数字 造 条件

本 根据文 Faik et al.（2020）以及 Slavova and Karanasios（2018） ，的研 角的究 将制度视 农业数字

义 ： 术型 供性 塑 业场域 度 辑 元素化转 定 为 数字技 可 成为 造农 制 逻 的新 、 小农业 产经营者行生 为从 农逻

。 、大 本辑向价值 的过 业数字化转 程受到政 推动 型 以及 地平链逻辑转变 程 农 型过 策 数字平台 台商业模

式创 影响新的 ： ，式创 方 的农 产 者传导 值 逻平台商业模 新通过数字化 案向参与平台 业生 经营 价 链 辑 并

与数字化 市场逻辑相的 关联； 术 ， 又业生产经 场景 数字技 时 数 的市场逻 会当农 营者在其他 使用 字化 辑

， ， 小 ，被启 致农业内 结构 变 使 值链 终动 进而导 制度逻辑 的转 农逻辑与价 逻辑并存 并最 形成以市场逻

心辑为 结中 的 构；本 平台地 作为 术技 介 会中介中 和社 ， 本既 悉 地资源与熟 社会网络，又熟悉政策制度，

有利于本地平台 ， 力 ，过商业模式 以市场逻 推动数 和能 向农 营者 以社通 创新 辑 字化知识 业生产经 转移

， 小 。社会 动 链逻 换群逻辑实现 网络联结 并推 农逻辑向价值 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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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化政策 供 度 础设施支数字 提 制 和基 撑，依托大型数字平台的 了业显著推 创新创 动 商业模式 实践，

二 又 ，本 ，者 共同构建 字化发展 环境 地 基础上构 性价 络 通 创起数 新 平台在此 建起包容 值网 过商业模式

， 小 ，新 价推动 农逻辑向 值链逻辑转换 从而 农 字化转实现 业数 型（见图 1）。 ，本按 个思路 文照这 结

，合商业模式 度逻辑转 角 遵创新和制 换的理论视 循“ 台商业模式平 创新－参与者制 逻辑转度 换－农业

字化转型数 ” ， 本架 探 平台 新促 转的分析框 究 地 商业模式创 进农业数字化 型的机理， 现代 数构建 农业

， 村 。转型的 程 制 为农业农 字化提供新 据和实现字化 过 机 模型 数 的经验证 路径

图1 现代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方法选择

本 采 。一 ，本 讨 本 ，案例 方法 方面 文 平台推动 业数字 机制 案例文 用单 研究 论 地 农 化转型的 研究方

较 讨 类 类为适 过程 题法 合探 和机制 的问 （Eisenhardt，1989）； 一另 方面， 双式在商业模 与制度融合 重

视角下，本 平 业模式 新 动地 台商 创 推 制度逻辑转换 杂而实现农业 型过程具 复 性进 数字化转 有动态性和 ，

杂 ，研究有助于 现象中发 规律 并 详细证据案例 从复 现 通过呈现 ，展示 对研究案例 象 、阶段多 多维度发

变化展 过程，明晰聚合构念（毛基业，2020）， 建为构 和 理 供基础深化 论提 （ 苏基 和毛 业 芳，2016）。

（二）案例选取与阶段划分

例研究案 、 （强 选取案例的 示性以及 的契 度调 典型性 启 与研究问题 合程 Eisenhardt andGraebner，

2007）。 ，因此 本文研究 ：例的选取 循以下案 遵 标准 一是 选取的所 案例企业是 耕深 某 域的个区 、在特

来 ；下发定情景 展起 的 二是案例 ，企 并且业为新创企业 已 、历 在经历 业 业 变革 制度经 或正 企 商 模式 融

合等过程；三是案例 ， 。 ，本在不同发 不同 策环境与数 发展战略 合考虑企业 展阶段 面临 的政 字化 综 文

（远市寻乡 业发 限公选取清 记智慧农 展有 司 以下简称“寻乡记”） 对 。象为案例研究

“寻乡记” 一 ，互联 台 产品供 链 系 撑 以是 家以 网平 和农 应 体 为支 “寻乡记” ，品牌为引领 为客户

术供高质量 和农 值服务的新 企业提 农产品食材 业增 兴技 。“寻乡记”于 2015年成立， 耕深 市清远 本

；地电商 于 2018 远市 联合年与清 政府 成立“ 广清 有清远市 农业众创空间 限公司”（ 称以下简 “众创

间空 ”），对 扶 ；资源 于接帮 2020 大米打 连 字化农场 例年 造 山 数 案 （以下简称“ 大米连山 ”），探

农业数字索 化全产业链构建。本文 据根 政府政策 和变化 “寻乡记” 营报告运 ， 企业负责并在征询 人意

，情况见的 下 将“寻乡记”发展过程分为初始化阶段（2015－2017年）、本地化阶段（2018－2019

年）和 合化整 阶段（2020年至今）。区分前 个 段 志性事件两 阶 的标 是企业对 扶接 贫资源； 两个区分后

。阶段 件是 进行全产业 字化生产的标志性事 企业 链数 “ 乡记寻 ”发 图展历程如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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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寻乡记”发展历程

（三）数据收集

本 采 二 料文 化访 手资 式用半结构 谈与 相结合的方 收集数据。 ， 半 获取 据其中 以 结构化访谈所 的数

， 二 料以 手资为主 为 ， 对 来补 通 同 源的数 进行充 过 不 据 “三角验证”， 少 （偏差以减 信息 Eisenhardt，

1989）， 。本 一 来 ：提高 与效 手数据 源主 括研究的信度 度 文 要包 对 村清远市 业农 局农 负责人、“ 乡寻

记”主要负责人和管理人员、 村 。本 二 料来当地 的部 结 资 源参与农 电商 分农户进行半 构化访谈 文 手 包

：括 二内 数据部 手 ——“寻 记乡 ” 作工 报告与 ； 二企业月 外部 手数据报 ——在 门人民政府清远市 户网

站、南方新闻网和《清远日报》官网，以“寻乡记”“ 村农 商电 ”“ 训电商培 ”“ 业电商创 ”“数字

化” 检索等关键字 ，并收 档信息 集整理成文 。 料案例资 收集的 体具 情况见表 1。

表 1 案例资料收集情况

料资

类型

料资 获取

间时
来源

长谈时访 或

料字资 数
料资 内容

一手

料资

2020年7月18日
“寻乡记” 长罗董事

（ ）责人公司负
约248分钟

状况公司整体 和 展历程发 ，公司在 同不 发展阶段

的商业模式、 对 村 类各 挑战时 决方应 农 的具体解

案， 扶府 持政 与政策环境对企业的影响

2020年7月8日

“寻乡记” 经理研发部宋 约180 钟分

数字农公司 业发展情况， 字化进程 政府政策数 中

资 作用源所起的

2020年1月6日
公司为 展数 济制定的策发 字经 略、 落字农业的数

地 ，方案 “ 大米连山 ” 化的数字 发展过程

2020年.7月19日
“寻乡记” 牌形品 象部

刘经理
约339分钟

况品牌塑造情 、农户生产和 源需资 求 ，况情 村农

合服务综 站提 的供 服务内容与发 过程展

2020年7月20日 村业农 局负清远市农 责人 约150分钟
村 、 扶 、清远 电商 电商 贫市农 扶 、贫精准 数字经

的发展济 过程 关政策和相 制定过程

2020年7月20日 区农清城 户 约116分钟

村 对电商 响农 发展 农户的影 ， 对 户综合服务站 农

电 动 响商活 的影 ，农户 力、 力商 数 是否电 能 字能

有提升

二手

料资

2014－2022年 门清远 府 户网站市人民政 4.3万字
子电 商 策清远市 务政 、金融政策、“ 空间众创 ”、

数字 济发展经 的 见与通知相关意

2014－2022年 闻网南方新 、《 日报清远 》 1.4万字
扶贫成清远市 果报道、“寻乡记”访谈报道、其

他 商企 业 谈电 业创 者访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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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2019－2022年 清 市远 《 工作报告政府 》 3.2 字万
“众创空间” 对 扶 所取得的在 口帮 中 成效、清远

电商市 扶贫 成功案例的

2019－2020年 微信公众企业 号 11.3万字 “寻乡记” 运营情况每月 与 报工作简

（四）数据编码与分析

本文借鉴Gioia et al.（2013）的 ，数 严谨据分析方法 地 ，主 论洞 发实现归纳式 题分析 兼顾理 见的

掘性 （ ，与严谨 毛 业性 基 2020）。 ，而言具体 本文对 一原 数据进行编 为 阶始 码并抽象 概 ，念 继而以研

心 二 ， （者为 现 阶主题分 纳 最后形 理论式 念究 中 实 析归 成 的聚合构 Gehman et al.，2018）。 ，首先 为

提升编码 ， 对过程 信度 团队 码 始数的可 和准确性 由 内拥有案例编 经验的成员 原 据 行进 ， 较若出现编码

大 歧分 ， ， 讨 ， 本一在 内部进行 入交流或寻 家意见 不 至意 致以形成则 团队 深 求相关专 断 论修正 直 见基

初 念始概 。 ， ， 采 采 。 ，同时 为 免解读 现差错 概 被 访 始语避 过度或出 念尽量 用 者原 言 其次 团队研究 基

一 构于第 步抽象 念， 二论内 阶提取具有理 涵的 主题。最后，研 团究 队提炼出本文的理论 度维 （见图 3）。

图 3 商业模式创新与数字化方案探索的三级编码结构示例

四、案例分析

，平台 创新促进 换进 动农业数字 型的过程 现为商业模式 制度逻辑转 而推 化转 表 以 案数字化方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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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电商方案） ， （制度 平台 与农 系作为 载体 的活动系统 业生产者活动 统的联动过程 Slavova and

Karanasios，2018）。本文归 平 业模式 新 进 逻辑转换 而推动农业 型纳出 台商 创 促 制度 进 数字化转 的过程，

、本 三地化 合化 个阶段包括初始化 与整 。在 ，本 村始化阶段 平台在 商政策指初 地 国家农 电 引和大型数

字平 会台社 创业实践
①

，动下的驱 模仿大 台型数字平 ，商业模式 以 进促 本地 品农产 上行 本为基 角 定色

，实位 现与大型数字平台的在线市场连接， 本 村 ， 本推出适合 电商 在推动 地农同时 地特点的农 方案 产

，也电商发展 同时 帮 产经营者 悉相 商规品 的 助农业生 接触和熟 应电 则要求。 村 商方农 电 案这种制度载

体促进了 ， 。与社 辑 步连接 两 制 辑还处于 立状态市场逻辑 群逻 的初 但 种 度逻 分 在本 ，本地 平化阶段 地

台既 ，回 与地 府合作共建应政策号召 方政 “ 空间众创 ”，以 扶平 贫台 活动 大本 生产经营扩 地农业 者的

式参包容 与，又 ， ，据不 促进 者 为者 两 度逻辑 始根 同群体需要 市场逻辑行为 与社群逻辑行 互动 种制 开

。互交 在 ，本合化阶段 平台紧跟政整 地 策来 ，采 ，自主式商 以探 业产供销全升级 用 业模式创新 索农 产

链业 ， 。 ，的数字 升级方 场逻辑与 的融 终 数 农业 在化 案 实现市 社群逻辑 合 最 字化的新型 生产经营网络

，本 了 、传播 地 吸引 零 店 政 织和金融 构等多个新 关者源源不同社群之间 扩散 平台 售 非 府组 机 的利益相

不断地加入， 了本成 地形 农业数字化 。 ，本 了生态 在上述过 中 地平 模式创新系统 程 台的商业 实现 市场

、连接 包容 值链增进 式参与和价 嵌入。 ，经 值网 过 通过数 化 案农业生产 营者在参与价 络的 程中 字 方 接

了 ， 村 。价值链规 市场逻辑与 在农 共存受 则 社群逻辑 融合 下文将分阶段 行进 。阐述

（一）初始化阶段

1. 本模仿 业模式创 实现 地 在线市场式商 新 农产品的 连接。“ 记寻乡 ” 习以 学 和 式模仿 更新替代方 ，

进 创行商业模式的 新：一 ，是选定标杆 将阿 网 店的里巴巴 上开 村 ；农 商 式 为标杆电 模 选定 二是 景学情

习，根据 本 ，清 产品特色远市 地农 挖掘 村 ， ；发展 打造电商品农 电商 资源 牌 三是 ，目标转换 农产品将

；转换为提 商服上行目标 供线下电 务 是四 ， 本 ，行 地价为转换 构建 值网络 村 子远完善清 市农 电 商务产

业园 集 地的建物流 散基 设，促进 。电 业的聚集商企

“ 乡记寻 ”利用 村农 电商政策资源与自然资源，推动清远市 产品上行农 ， 了实 户与市场 连现 农 的

。接 来 ，具体 说 “ 记寻乡 ”对农 拣 ，产品 的分 装 提进行初步 与包 高了农 ；格 借产品价 助电商开拓 线在

销售管道， 了提高 ；农产 量品销 村 子清远市 电 务 园发展推动 农 商 产业 ， 力小助 农户农产品走向在线市

， 小场 促进 农 场连户与在线市 接。 户农 ，则通过电 台 从中捕 到电商商平 捉 。创业机会

2. 。商业模式 下的 连接创新驱动 制度 布 了 ，国家政策发 体现 逻辑 大 台型数字平 了 逻发展体现 市场

， 了本 。辑 机 市场潜 需 促 平台的诞政策 遇与 在 求 进 地 生 2015年 11月， 办 布国务院 公厅发 《 办务院国

村 子 》，公厅 电 商 快发展的指 见关于促进农 务加 导意 一这 政策 发的 布 村 了为清 商发展拉远市农 电 开 序

； 里巴巴幕 阿 推出“ 村千县万 ”计划， 议， 了 。签订 打 市场与清远市 全方位合作协 开 清远市电商 公司

判团队 断 村 一 ，农 电商 会 个将 是 风口 从而决定 立成 “寻乡记”， 耕 村 。深 电商清远市农

“寻乡记” ， 训、 、化方 制度载体功 过电商知 培 电商 电商产业借助数字 案的 能 通 识 实践示范 链建

①
社会创业是兼具社会逻辑和商业逻辑的混合型创业活动（Austin et al.，2006），大型数字平台社会创业实践是指阿里巴

巴推出“千县万村”计划，以农村电商手段解决农村地区农产品上行难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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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电商 逻辑 农业 现 群逻 制 接设将 市场 规则传递给 生产经营者 实 市场逻辑与社 辑的 度连 “寻乡记”

，积 发 合业务极 展综 本 。为 电商企业提 务地 供电商服 一是 训。电商知识培 “ 记寻乡 ”与 联合进行政府

本地 才 训人 培电商 。二是电 实践示商 范。 企通过政 合作，共同推进 村 子远市 商务 展清 农 电 产业园的发 ：

一 ，方面 “寻乡记” ， ；商 推动 产 地与农 建 紧 作关系以电 产业园为依托 电商 业基 户 立 密合 一 ，另 面方

政府支持 园升级电商产业 ，电 式得 场认可商产业园模 到市 ，“寻乡记”被评为“清远市电商创业典范”。

三是 。电商产业链建设 ，先首 村 村发 农 综展 级 合服务站， ；助农协 业产业发展 ，次其 建设 散农产品集

心，中 产为农 品 行上 ；提供 持 后支 最 ， 州 ，清远农产 广 仓储基地建立 品 满足清远市 。农产品配送需求

在 ， 。制度 初期 市场逻 社群逻辑 分立的连接 辑与 是 一是 。小产与现代 农生 分传统生 市场分离 产的

、落 、 、散 性 脆性 后性 封闭 弱性与电商 场市 、 、性 标的批量性 安全 准化要求 悖相 。“寻乡记”以 商电

了弥合 农户 统生产与电 场服务 传 商现代市 之间 ， ，的 户农鸿沟 收购散 产品 一统 以“寻乡记” 在品牌 线

，销售 当地但 小农户 逻辑与现 逻辑生产的 代化市场 仍 。于分处 立状态 二是 。线与 农在 线下交易分离 户

，弱 难电商技能薄 以 入融 电商 。市场 “寻 记乡 ” ，下 农户农产 农产品被线 收购 品 类、分 包装后 入在进

，线市场 企业 交易 与在线 活动 农户线下交易活动分离。三是 。市场逻 逻辑分离辑与社群 “寻乡记”以

占领 场新市 为目标 ， 未 ，身盈 社 现实现自 利 并 充分发挥 群逻辑 主要体 ：是 一方面，农 商知识 技户电 与

，未薄 成能 弱 形 以在线 系为主的关关 系链； 一 面另 方 ， ，电商产 步阶 集的电商企业园处于起 段 聚 业群

未体尚 形成 续的互持 动关系， 。源流动性资 弱

心阶段 编码 如表初始化 的核 和证据举例 2所示。

表 2 初始化阶段商业模式创新与制度逻辑转换的核心编码及证据举例

理论

维度
二阶主题 一阶构念 关引相 文

业商

模式

创新

策略

习模 学仿
标杆选定 “ ， ，跟着 家 人家怎么 怎么干人 干 我们就 ，那 盲从时候还是很 的”

习景学情 “清远农 有特色产品 ，像 远鸡清 、 笋清远 、 大米 些连山 那 ， 较都比 好卖”

代更新替

目 换标转 “ 心我 开清 线们的初 是打 远农产品的在 市场， 线做但发现在 不大， 们我

为线下就想 做电商（ ）的 提供企业 服务”

为转化行 “一开始 在线我们做纯 （业务）， 也 线下现在 开始在 搞（ 商电 ）产业园。”

商业

式模

创新

内容

市场连接

扩宽 线在 市场 “2015 了年就注册 ‘ 乡记寻 ’， 在公司 清远 展开这边方便 （电商）业务”

融农户 入电商市场 “ 心户会农 很放 地 产品卖 我把农 给 们，（我们）把从 来农户那 收购回里

一 拣 ，的农 分 包装 通 销路产品再统 过电商拓宽 ”

扶贫电商

农民收入增加 “ 了 村我们 解 里 户的货农 源情况， 过电商接 接让 和农通 订单或直 商家 户

对 ， 了 ，售的 民接 砍掉 销 中间环节 为农 增加收入”

机会在线 增加 “没 我的鸡 卖 那 的地方去想到 能 到 么远 ”

字数

化方

案的

探索

载体制度

计设

训电商技能培 “（ ）从 清远（ ）电商 才 训 一 ， 训人 培 第 期到 我们培 的 数最多现在 人 ”

商实践示农产品电 范 “ 清远 产业要打造 电商 园示范区”“‘ 乡记寻 ’ 了进入政府视野 ，被列

一的 个为电商创业 典范”

电 业链建商产 设 “ 州因 清 广 近为 远离 ， 来原 是 有供应链什没 么的”“ 把货物集我们 中在

， 一 ， ，内 统 增加货物的 从而达到 低运费产业园 发货 数量 降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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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料来 ： 料 。资 源 访谈资 整笔者根据 理得到

（二）本地化阶段

1. 本 。模式 合迭代促进 业生产经 者包容 商商业 的混 地农 营 式参与电 “寻乡记” 从价值网络 电商销

售和 务提供电商服 变成提供 ， 、 习 。产 以更 代 学 进行 业 式农业生 全产业链服务 新替 经验 商 模 创新 一是

政企合作。“寻乡记”与清 联合成立远市政府 “众创空间”， 造打 农 产全要素聚业生 集 产业的 生态系

统。二是 本服务 地需求。“寻乡记” 扶 ， 扶聚 推动 市电 作集 贫要素 清远 商精准 贫工 。三发展 是借鉴与

结总 经验。“寻乡记” 习 ，加学 会参 座谈 总结 ，电商发 经展 验 维 企持政 。合作关系

扶平台帮 ，推动 经营者参农业生产 与电商 了 。社会增进 包容 “寻乡记”通过“ 空间众创 ”集聚农

业全产业链要素，让农业生产经营者 、 、在平 充分 作 协台上 互动 深度合 同创新。政府扶 、资贫 源高效

高质地对接农户， 了进 参与现 化 产促 农户 代 生 线和在 。市场

2. 。商 模式创新驱 度载体运 辑交业 动下的制 用与制度逻 互 扶 ， 了商 贫政策的 体现 国家 辑电 变化 逻

的变化，本 整合农业地平台 产供销 节环 从而 供提 全产业链服务， 了体现 化市场逻辑的变 。2016年随着

《 扶 》进电 准 指导意关于促 商精 贫的 见 布的发 ， 村 扶农 与精准 贫 入同步推进电商 进 阶段。“ 记寻乡 ”

， 村 。承接政 困 提 供销全产业 务府资源 为贫 供产 链服

“寻乡记” 用利 数字 ，农业生产 点 及 进平台聚集 要素的特 时改 制度载体 ，提供内容 数字平台产业

、链 融入 化服务 促进农户 现代 市场、参与推动“众 空创 间” 展的政策 则制定发 规 ， 扶推动 制平台 贫的

。度载体运用 一是 基于提供 数字 。平台的产业 务 通过链服 数字 ， 、平台进 资 发展规行招商引 模化 现代

化农 产业生 ，“寻乡记” 了 滘村扶 ， 州贫专开通 联 栏 引进广 市 扶 ，资帮 源 发展小龙 、 蛙等虾 黑青 产业

。项目 二是 。促进农 融 现 市场体系 先户 入 代化 首 ，促进数字平台资源对 。接 在 扶消费 贫 ，中 及农户能

了时 解 求信息需 ， 。在线 农产品销售 其次，提供在 贷线融资借 。“众创空间” 子 村岗 完协助沙 成 10

元万 “三农” 。金融贷款 三是参与政策 。规则制定 “寻乡记” 了合出与政府联 台 “ 创众 空间” 办管理

法和运 管 度营 理制 ， 扶推动专 帮 基金项 设立。

“寻乡记” 托依 “众创空间”的数字 台平 作用， 扶 ， 了 。贫资源的编 用 促进 制 逻辑交以 排运 度 互

一是 。 州菜生产与现 系的 连传统 代市场体 交互 心 、 笋 小 、 ，基 欢乐 农地 芦 特色 镇 果园的建立 使 户以标

准化、 模化 式 农产品 产规 的方 进行 生 ， 对现 场体系 接与 代市 。二是在线与线下交易交互。“众创空间”

以线下“ 农家清远 ”门店 售销 和在线直 货播带 的方式， 互交 扶 。推动 展消费 贫发 三是市场 群逻辑与社

逻 交互辑的 。一方面，“寻乡记” 本关注 地社群需求， 现实 社会嵌入， 府联 建与政 合构 起“ 创空间众 ”

业 业农 产 ， ，系统 并制 规则 使生态 定 数字 一具有 致的平台成员 行为规范； 一方面另 ，“ 记寻乡 ”将帮

字数

化方

案的

探索

度逻制 辑

立分

传 代市统生产与现 场

分离

“ 也 有农业 没 生产规模”“ 也效率生产 很低， 也产 程度 不业化 高， 也这

我 商产业难 发展让 们电 以 ”

在线与 分离线下交易 “ 也农户 去收有几只鸡 下 ”“（我们）把从 来农户那 购回 的农 品里收 产

一 拣 ，再统 过电商拓分 包装 通 宽销路”

场逻 社群市 辑与 逻辑

分离

“（ 们我 ）就 一 来做想把清远这 块 电商的带动起 ，但那时候（企业）跟

企业的 ， 少了系 有 跟农户的 系就更联 都 问题 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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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农户的 会社 ， 村 ，责任融 企业发 为贫困 提 服务 以资入 展目标中 供产业链 农户 金 ，入股 使得数字平台

、 扶 。企 成农 产 共享 贫 源 依 系与企业间 业与农户间形 业全 业链 资 的 赖关

本 心地化阶 的核 编码和 如表段 证据举例 3 。所示

表 3 本地化阶段商业模式创新与制度逻辑转换的核心编码及证据举例

料来 ： 料 。笔者根据访 整理得到资 源 谈资

（三）整合化阶段

1. 业模式 新推动数 嵌入商 的自主创 字价值链 。“ 记寻乡 ” 习通过经验学 、 主创 略自 新商业模式策 ，

打造数字平台，搭建数字化 系统生态 ， 一推 产 销 体化动 供 数字 。一是数 化转型字 习经验学 。“寻乡记”

在全产业链数字化 设建 中 经验积累 ，进行“ 大米连山 ” 范项目建示 设。二是自主创新。“ 记寻乡 ”探

术 ， 、 ； ，索数 业生 融合 业经 化 库字技 与农 产的 应用 促进农 营社交化 网络 构建产业数据 推动 务业 在线

、 、 ；对化 业务 据 农 据业务化 服务商数 化 业数 接 为农户 务推送服 ，信息 。提 务供数字化服

“寻乡记” ，价值链嵌入 起新的数 化价值构建 字 网络 促进 。农业数字化转型 “ 乡记寻 ” 定向提供

，购销合作 以“ 大米连山 ” 一行的在线品牌进 统 对的 口 ； ，电商 新 发展 打 在 下销售 以 带动 业态 造 线线

， ，合的网络 播销售平台 推介会 推 频相结 直 开展在线 进农业短视 拍摄 农业应用和 “上云”； 进推 农业

产 链数字业 化建设， 展发 “区块链+” 体系质量溯源 ，对 品生农产 产、流通、 过程营销 信息进行整合。

理论

维度
二 主题阶 一 念阶构 相关引文

商业

模式

创新

略策

更新替代
合作政企 “农业 村农 找动 到局是主 我们合作的”

本 求服务 地需 “‘众创空间’ 了 扶为成立是 推动清远 贫， 们围 业 做配套 务我 绕农 产业 服 ”

习验经 学
鉴同行经借 验 “（ ）我们 ，大会经常 交流会 家参加同行 交流经验”

扶结帮 验总 贫经 “‘众创空间’ 扶帮 功的原因成 是政企合作，企业 重维护与 系注 政府的关 ”

商业

式模

创新

内容

包容增进

化农户参与现代 生产 “‘众创空间’ 头 料，为产 提 鸭种苗 饲业园 供青 与 展开 术养殖技农户 培

训， 头 、出栏青 鸭提 广 冷链物为 供营销推 流的一 务站式服 ”

本地 创业电商 “清远 （ ）开 育始 培 本 ，地产品 在线品的 牌 如‘ 梨晶宝 ’‘小黄姜’”

扶平台 贫

生产集聚 要素 “‘众创空间’ 了 ， 一套企 链 在 起吸引 配 业的入驻 产业 上的企业聚集 就

把能 贫困村 来的品牌 起做 ”“ 一个有 平台就 类能聚齐 他 型的企业其 ”

扶 动贫资源流 “‘众创空间’协助建成 100 州菜心亩连 ， 户年均贫困 每户增收 3800元”

数字

化方

案的

过渡

体制度载

运用

平 服务台产业链 “ （ ） 术， 来有自 的技 产我们 己 搭建平台 可以围绕农业 业 做配套服务”

农户 现 市场融入 代化

体系

“ ，农 可 平台上获 贷款户 以在 得 并能 了及 品市场信时 解农产 息的变化”

与政参 策 则规 制定 “ 一还有 策我们参 起草些政 与 ”“现 参与政策 程在是直接 的制定过 ”

制 辑度逻

交互

传统生产与现代市场

交互

“（在‘众创空间’） 业链 工农业产 协同 作， 米如某个 位 产 候比 单 生 的时 ，

我后端（ 台平 ）已经知道（该单位） 种植是 10亩还是100亩， 明信息透 ”

在 线下交易交线与 互 “‘ 创空间众 ’ 了 ， 门 ，推 清远农 建立 在珠 立 店动 家品牌的 江广场设 门

店 也线的 我们在 运营维护 是 搞的”

与市场逻辑 社群逻辑

交互

“（‘众创空间’） 了，运 式已经 再 完 场化 政府 政策出作方 不 是 全市 是

， 一 了台者 个平台联 农户我们作为 系起 清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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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 新驱 的 融合业模式自主创 动下 制度 村数 乡字 关相 布的发政策 和实施， 了体现 国家逻辑的变

化。本地平台探索农业 业链全产 的 ， ， 了 。字化升级方 造数字化 态系统 逻辑的变数 案 打 生 体现 市场 化

2019 办中央年中共 公厅、 办国务院 公厅印发《 村数字 要乡 发展战略纲 》， 村 进入农业农 数字化 “数商

兴农” 段阶 。 ，在此 景背 下 “寻乡记”以“ 大米连山 ”示 项目范 的建设，进行农业 ，数字化转型探索

术、 、 。农业 技 新模式 新 深度融合推进 与新 业态

“ 乡记寻 ”通过 、 、 ，身的数字 农业 数字 的数 度搭建自 平台 指导 生产 化 培养农户 字技能 推动制 载

体联结。一是 字平 搭 运营数 台的 建与 。“寻 记乡 ” 场农 APP打通产销两端， 供提 一体化农业产业服务

，解决方案 环的形成良性循 化数字 。生态系统 二是 。导农业生 数字化指 产 在“ 大米连山 ” 地基 建设了

斗北 GPS、 等视频监控 数 础设字基 施， 一 、 、统 种 技 日志初步实现 植管理 远程农 指导 农事生产 上网、

。生 程环境 测 功产过 监 等 能 三 培养农户 字技能是 数 。“寻乡记”对 训，行数字化 掌农户进 培 帮助农户

握 5G、大 、 、物联网 人工 在农业生 经营管数据 智能 产 理中 。用的作

“寻乡记”以 了商业 促进 融合数字化 模式 制度逻辑的 。一是 现传统生产与 代市场融合。“ 乡记寻 ”

头 ， ，农 人 推广 字 台 用培养 户带 数 平 的使 使 。农户 与数字化生参 产过程 二是在线与线下 。一交易融合

方面， 联合平台 线下的“三农” 务站服 ，推广 农服务助 ，推动 、农药销售农机 ； 一另 方面， 过信通 息

统管系 理 门 ，店 促 活线下实体 进在线线下交易 动的交融。三是 。场逻 社 辑融合市 辑与 群逻 “ 乡寻 记”

建设“ 大米山连 ”品牌， 术 ，以 字技 提高水 创建数字数 稻生产率 化品牌以 高水 品的附加价提 稻产 值。

时同 ， ， 了发挥社 意见领 强化 产业 他企群 袖的作用 链上的其 业和农户的联系， ，清远细分 地区的市场

大 采 ， 一 。在 线化 团 客户 购 市 逻 社群逻辑 步融合如 主城区进行在 社区 购和 使 场 辑与 进

心整合 核 编码和 表化阶段的 证据举例如 4 。所示

表 4 整合化阶段商业模式创新与制度逻辑转换的核心编码及证据举例

论理

维度
二阶主题 一 构念阶 相关 文引

商业

模式

创新

策略

习经验学

验发展经 “这 候我 问题个时 们碰到很多 ，（某些农产品） 台平 卖得好， 那里但农户

货源又 了不足 ， 来， ，供不上 们 时 被动 就想 决这个问题货 我 那 候很 解 ”

个人经验 “宋总是数 负责字农业部的 人， 过相关的研 验有 发经 ”

自主创新

设立数字农业事

门业部

“ 门 门成立 专 部数字农业 ，有 门 一负责 分专 人负责这 部 ”“宋总以前是腾讯

， 来 门那 现在 们 专 负责 字 业 块边搞数字化的 过 我 这边 数 农 的模 ”

构建农 产业数业

据库

“ 产经营活 据将日常生 动转变为数 ，在 上共享平台 ，就可 低日常的以降 交

本流成 ”

提 服务供数字化 “（我们） 了做出 ‘ 大米连山 ’的案例， 以为 字化可 需要进行数 转型的（农

）业 业企 提供数字化 务服 ”

商业

式模

创新

内容

价 链值

入嵌

购销合作定向 “ 较 对 扶稻都是以 高 给 口帮 单水 的价格卖 位，就不用（ 户农 ） 找自 家己 卖 ”

电商带动 态新业

发展

“短 频视 、图片 呈现农产等能帮助 品的‘土’和‘特’、在 产品展示 的同

也 ， 了我们 验 发展时 宣传 的环境 推动 体 消费和旅游的 ”

产 数字化农业 业链 “ 场 产农 生 过程，我们的平 是可以全程台 监控到”“ 拣产品分从 、包装到

一 ，货等 环节都安排 人员进行 督检查 安全装箱发 每 个 工作 监 确保食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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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料来 ： 料 。笔 整理资 源 者根据访谈资 得到

，至此 “ 乡记寻 ”通过三个 段阶 的 ， 了本业模式创 实现 地市场商 新 连接， 本地农业生促进 产经营

者 现实 本包 参与以及价 地化嵌入容式 值链 。 一 采 了 ，阶段的 运行都 用 字化 将每 价值网络 相应的数 方案

数 递给 者字化规则传 农业生产经营 ，形成制度连接。 、 ， 小经过 连 度共存 制 兼 到 农制度 接 制 与 度 容 达

， 。本 三逻辑 价值链逻辑 合 实现农 转型 中与 的制度融 业的数字化 案例 个 （阶段的 模型 见图发展 4）揭

了本 ， 。示 地平 业模式创 度融 而推 化转台通过商 新推动制 合 进 进农业数字 型的内在过程

图4 本地平台商业模式创新促进制度逻辑转换进而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模型

扶数商 贫
字化提供数 服务 “（ ）农户 通过APP 长水稻去查看 的生 情况”“村 费民免 在平台上提问”

培养 数农户 字 能技 “学完 后 户 以自己去 索利用我们 行水稻生之 农 就可 探 的平台进 产工作”

数字

化方

案的

持续

探索

制 体度载

联结

数 平台搭字 建与

运营

“所以， 本 了现在 就实 们自我们基 上 现 我 己开发的（ 台平 ） 来系统和买过

（ ）平台 一系 成 套统通过界面形 （ ）台的平 运用 ”

农业生 现 化产 代 “ 了弄 ‘ 大米山连 ’的数字 业生产的示农 范项目，用5G基站检测水稻的

长 、 术 力生 情 人机喷洒农 些数字技 替人 劳动态 况 无 药这 代 动”

术字技更新数 “5G、 、 术 ， 也互联 技 都 运用 农业网 无人机 开始 在很多领域 这方面 是迫

， 也要 开发 的 服务平切 用到 现在我们 自己 在线 台”

制 逻度 辑

合融

传统生 与现代产

市场融合

“‘ 大米连山 ’ 采数字农场 化里 用的现代 、机 的生产方式械化 ， 也需我们

头要农户 人帮我 进行田间带 们联合去 管理”

交易 下在线 与线

交易融合

“ 用我们 ERP 门 来了， 门 也 一系 起 销售统把 店全部管 就是 店里面的 是有

， 来个 码 这个 形 实 跟我们的 口是连起 的条形 条 码 际上 窗 ”

与社群市场逻辑

逻辑融合

“ 了 一 ，于我 么 个平台 然 为引导消 和提供 务商相当 建 这 后成 费 服务的服 ，

大 ，也就要 在平 面共去引导 家 台里 享信息 利用平台宣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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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的讨论

面 市场 业 创新表向不发达地区 的商 模式 现出 业 境协同进企 与环 化的特点（Mihalache andVolberda，

2021）。企业 对 争环境中 是应 相互竞 的理性策略 ： 一 ，采有 地将自己置 更密集的 度逻辑意识 于 套 制 中

， （策略 以获 以及 的资用混合 取合法性 有用 源 Siwale et al.，2021）。 ，因此 数字平台 代商业模式创新

表着数字 （的制 辑 性转换平台 度逻 多样 Siwale et al.，2021）。 字数 台 样性制度 辑通过数字平 的多 逻 化

导到整个方案传 村农 电商 ， 了 ，也 了系统 响 数字平台 者的认知 态塑造 行动策生态 既影 参与 动 参与者的

略。数字 商业 创新 集体平台 模式 与参与者的 行动相互影响，并 互动形成多重逻辑 （ 梅程宣 等，2018）。

村电商生 系 中 辑互动会 致农业场域 容性农 态 统 的逻 导 逻辑的兼 发生 ， 群逻 市场逻辑融转变 形成社 辑与

新型逻辑合的 。 力商参与 交易和连 员的电 者的协调 接社群成 能 ， 提高 市场为 社群逻辑和 逻辑之间的兼

了容性奠定 基础， 来商参 的 方式通 农 生 营网络在 个农业社群 开电 与者 交易 过 业 产经 多 之间传播 。此外，

本 又 了 、 ， 一 对地 售店 府组织和银 多个新的 益相关 步吸引最平台 吸引 零 非政 行等 利 者加入 进 初 市场逻

力 村 也辑几 有亲 纷纷加乎没 和 的农 社群 入电商产业链。 来 ，也这 们收 的 化 强化不仅有助于他 入 源 多元

了 （们 为 纽带的作他 作 社群 用 Faik et al.，2020）。 ，可见 “寻乡记” 创新形成 机商业模式 的新型协调

了 ，制 社群逻辑与 逻辑的融 电商参 易方式通 产经 络在 群促进 市场 合 与者的交 过农业生 营网 多个农业社

， 小之 产 逻辑 值 辑转型间传播 推动生 经营方式由 农 向价 链逻 。 了个 程这 过 经历 商业模式 新促进制度创

村和农 电商 与者 体行动推动 场域逻辑 样化的逻辑转换 生态系统参 的集 农业 多 转换 。阶段两个

（一）商业模式创新促进制度逻辑转换

数字 模式 通过 向平台商业 创新 数字化方案 村农 电商 ，传 逻辑 参 的生态系统 导多样化制度 促进 与者

制度 辑 换逻 转 。

一第 ， 业模式创 是商 新 数字平台 度逻辑环 体现在多重制 境中的策略 。数字平台商业模 新与环境式创

（协同进是 化的 Mihalache andVolberda，2021）。 一 ，更密集的 中在 套 制度逻辑 数字 采台会平 用混合策

略，以获 有取合法性以及 用的资源。数字平台 模 新代表商业 式创 着数字平 为混合组台作 织的制度逻辑多

（换样性转 Siwale et al.，2021）。就“寻乡记”来 ，说 在 一 ，段第 阶 其数字平台运用国 辑和市场家逻 逻

辑混合的策略， 村助农 电商 与自 源推 品的借 政策机遇 然资 动当地农产 上行；企业对 拣进产品 行初步的分

包装与 ， 本地 农产品 价提高 特色 的 格；借 商拓宽农 品的销量助电 产 ，从 业利润而获得企 ；以自身的电商

， 力小经验 电商产业园打造 助 农户农 ， 小产品 向在线 农户与在 连接走 市场 促进 线市场相 。 二阶段在第 ，

其数字 运用 辑 合平台 的还是国家逻 和市场逻辑混 的策略，只 国家逻 的 容 变化不过 辑 内 有所 ，即政 重点策

扶为借助 行实现电农产品上 商精准 贫， 此因 ，“寻乡记”的商业模式 调整随之 ， 了增加 进社会促 包容的

容内 ，包括“ 本吸 户参 代化 程和 业纳贫困农 与现 市场生产过 催生 地电商创 行为， 要素聚集生产 ， 扶推动

对贫 接资源 ”。在 三第 段阶 ， 字数 运用的仍 是国家逻辑 辑混合平台 然 和市场逻 的策略。 阶段在这个 ，代

村国家逻辑的 重点转向 业农 数表 政策 农 字化，“ 记寻乡 ”的商业 调整模式内容 包括“对内设立数字农业

事业部、 据构建产业数 库、 据业实现农业数 务化，对外 户提供 植 估为农 种 评 、 术 送技 推 、 对销售 接、产

品溯源等农 环节的数业产供销 字化服务”。 见可 ，“寻乡记”始终都运用 逻辑和市 逻辑混国家 场 合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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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政策 化相 整商略 内容的变 应调 业模式内容 从而 。的动态获取有用 资源

二第 ，数字 台以 化 为制度 体 现平 数字 方案 载 实 向 村电商农 。生态 统的制度逻系 辑传导 字数 平台以

，新体 度逻辑转换商业模式创 现制 数字平台的多 性制度 数字化方 整个样 逻辑通过 案传导到 村 商农 电 生

， 了 ，也 了 。响 数 的 参与 行 略态系统 既影 字平台参与者 认知 动态塑造 者的 动策 Slavova and Karanasios

（2018） ， ， 了 、 ； 类认为 字 方 制度的载 它体现 规范 值观 由于 能动数 化 案是 体 思想和价 它表现为人 性

，一结果 旦的 得到 ， ， 。和常规使 就会成 实的无形 变为 化的实施 用 为客观现 组成部分 制度 规则 “寻乡

记”在 一 ，发展的第 阶段 过通 为农户提供 训商知电 识培 和进行电商实 示 和 产业链建践 范 电商 设的制度

计，载体设 进行 字化方案数 的探索；在 二 ，阶段第 通过提供数字化 、链服务 促 农户融产业 进 入现代化

市场体系和制定 则规 ，的 载体制度 运用 进行 字化数 方案的过渡；在 三 ，第 阶段 通过 与运 字搭建 营数 平

、 、指导农 生 数台 业 产 字化 更新 术数字技 ，的制度载体联结 进行数字化方案 索的持续探 。本文 表研究

，明 “寻乡记” ，发挥制度 体的作充分 载 用 通过 ，字化方案 则引 业产数 将新的规 入农 业链， 生让农业

、产 线 和数 生 方式经营者接受在 营销 在线创业 字化 产新 。 ，研 表 随 些新实践 整合到现有究 明 着这 被 实

， 了地农业产 逻辑践中 当 业链的制度 发生 由小 。农逻辑向 链逻辑的 变价值 转

三第 ，数字平台的数字化方案与 村 商农 电 。一生 统参 间相态系 与者行动之 互影响 方面， 度制 逻辑

规范 者会约束和 参与 行为； 一另 方面， 村电农 商 。生 统参与者 发挥主体能态系 会 动性 在 村电商农 生态

杂 ， 了 村 ， 采感受 重制度逻辑 程度之后 获取资 农 电商机 相应系统参与者 到多 的复 为 源和抓住 会 可能 取

对 、 。 ， 本动策 逻辑 和 地农 产 者参与 地 台的行 略 各种制度 进行规避 默守 操作 实际上 当 业生 经营 到 平 的

个各 发展阶 中段 时， ，也既面临 面临不同新的机会 的应用困境。 一 ： 对在第 面临的困难 缺乏阶段 包括

了 、 、 本在线 产品购 的 解 物流 不完 络服 高等农 买者需求 基础设施 善 网 务的运营成 ； 二 的在第 阶段面临

： 、 ，生产 模 产过程 产 质 标准化 农 品非品牌化 上行标准困难包括 农业 非规 化 生 与 品 量非 产 与农产品 之

间存在矛盾； 三 ： 术 。在第 面临的困难 传统电商 数字化 转型中新 难 这阶段 包括 向 电商升级 技 应用困 些

用困应 难会影响 村电商农 者生态系统参与 的 ： 参与行动策略 当 数字 、平 带动农 品 售 收入台能 产 销 增加

， ， 一 ， ；时 参 者会抓住并 形成制度 调性 即积极参与 品电商 当与 利用机会 目标 致的协 行动 农产 字数 平

， ， 。台 以上困难 会形 制度 协调 与 与者无法解决 时 参与者 成与 目标相反的 性行动 不再参 农产品电商 参

择 来种 性选 行 反的这 能动 为 过 会促使数字 ， 了平台 整策略 比如 困难调 解参与者 、 对制定 政更有针 性的

，策 留住等 以 数字 。 ，平 与者 因而台参 字数 ，平台 创新与参 体行 互影商业模式 与者的集 动相 响 并形成

重逻多 辑互动。

（二）农村电商生态系统参与者的集体行动推动农业场域逻辑多样化转换

、 三 ，业 动系 生 交易结 成 层 时当把商 模式视作由活 统 共 体与 构构 的 结构 数字平 商业模式创台 新活

，农业生产 动构 个协同演进 统 系统之 由数字 结动与 经营者的活 成两 的系 间 化方案联 。农业生产经营者

，也在接 使用 的同 所 容受和 数字化方案 时 在制度载体 附带的制度内 。 ， ，因 用 化方案 过此 使 数字 的 程

也 、 ，可 作制度逻 从连接 分立 共存的过以视 辑 到交互和 程。 来 ，由参 的集体行动 即这个过程 与者 实现

采 未来行动主 通过 取 略性体 面向 的策 、 ， 一 ，能动 行协 合作 的资性行动进 商与 把不同组织 源聚集在 起

过 的集 动 总体性 度 革通 这种再协调性 体行 推动 制 变 ， 新促成 、旧制度 辑的共存逻 （程宣梅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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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生态系 者集 动包括平 统中的参与 体行 一是 ， 一参 自主的集 行动 即 者的能动与者 体 每 个参与 性

（ 如行动 比 ，农户在初始 电商化阶段融入 市场）；二是数字 ，台 集体 是平 推动的参与者 行动 指由数字

平 发台 起、数字 （台和参与 共同协作完 行动平 者 成的集体 比如，在 ，整合阶段 数字 引领构建产平台 业

）。据库 农业 产经营数 生 者根据 字数 平台发 化行起的数字 动 ：行决进 策 当数字 来台商平 业模式能带 农

产品销量、 业机 及 收入增 时在线创 会以 经营 加 ， 们 受数字化 案内容他 就接 方 ，持续参与平台生态系统；

， 。会离 台生态系统反之 他们就 开平 数字平台出于 续生存持 和发展 ，动机的 会 ，与 紧密农业产业 结合

比 、 术 ，如 产经 储 线交 碍 新技 升 技 障 与参与帮助农业生 营者解决推广 运等环节的在 易障 以及 级 能 碍等

一类 。 ，者 成另 集体行 领域形 动 在农业 数字 ，式创 参与者之间 重逻辑互 导致农平台商业模 新与 的多 动

心 ， 了生态系统 辑中 或逻 成 整业数字化 中制度逻 转移 辑兼容 即形 个农业场域 ，辑 制度逻 多样化的转换

， ，的 性发生 变 致 逻辑并存 及新的融合 这种新的 有利 决逻辑 兼容 转 导 新旧 以 逻辑出现 逻辑形式更 于解

（持续存在 会挑战的社 Faik et al.，2020）。

本 ，文 究表明研 在“寻乡记” ，创新商业 电商 之前模式提供 服务 以 （小群逻当地的社 辑 农逻辑可

子类 ） ， （视 型 为 的 生产经 方 最 电商和数 化的市场逻 逻被 为社群逻辑的 导向 农业 营 式 初与 字 辑 价值链

子类 ） ， ，辑可被 辑的 不兼容 然而 与数字化 业模式 地的农业视为市场逻 型 并 电商 商 创新使当 生产经营

术 ，者能 过数 到经够通 字技 应用得 济回报 他们 活灵 自主地 商产参与电 业链并 。社群互 在 过增强 动 此 程

，本 术 力，地平台与 地农民群体 技 应用的 的协 易和连接成 能 为提高中 当 围绕数字 交互所产生 调交 员的

了群逻辑 辑之间的 定 基社 和市场逻 兼容性奠 础。 术字技数 的价值受到 来 ，越 越 过多的人认可 通 使用数

， 、案参 业 创新的 值 络 的行为被 为正确的改 在线销售字化方 与商 模式 价 网 中去 视 变 农产品 农民在线创

、 村 、 大业 农 支付与融资 农业 数据 设与应 化农业实 多个 社群在线 借贷 建 用等数字 践网络在 农业 中得以

。和模传播 仿 因此，“寻乡记”数字平台 ， 了式创 价 络 吸引商业模 新的 值网 个多 的 相关者不新 利益 断

。 ， ，本加入 社群逻 逻辑兼容 味着 商业模式创 现社会价 的过程辑和市场 性的实现意 在以 新实 值 中 地平

术技 中介角台 色作用的发挥 了 力 村 ，数字 向农推动 化知识和能 群体的转移 其而 社会中介角色作用的发

挥 了 ， ， 了 （现 社会 络 结 社群逻辑 市场逻辑融 动 农业数则实 网 联 推动 和 合 进而推 字化转型 见图 5）。

图5 本地平台商业模式创新促进制度逻辑转换进而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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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本文 分析在通过 村清远市农 本 、地区的 地 台商业 过程 制度 与农 字化平 模式创新 逻辑转换 业数 转型

， 出如过程 得 下几点结论：

一第 ，本 一 ， （地 合型 创 程面临 满 竞 制度逻辑 家逻辑和市平台作为 种混 组织 业过 着 足 争性 国 场逻

） ， 本 ，求的挑战 体发 面临社群逻 市场逻辑 挑战 因 续辑 需 在引领 地群 展时 辑和 的 此需要持 通过创新商

式得 断发业模 到不 展。本 ，态系 动 业模 化 多重制 逻地平台生 统参与者需要 态适应平台商 式变 实现 度 辑

转换，与本地 。平台协 发展同

二第 ，本 ，地平 化方案作 向台以数字 为制度载体 村农 电商生态系统参与者传导价值链 。逻辑 当数

案内容字化方 对参与者 时有利 ， 采参 取接 与行与者 受和持续参 动； 案当数字化方 内容对参与者 利时不 ，

者参与 采取 开离 村农 电 生 系商 态 统 ，反馈性行等 动 从而影响本地 。模式创新平台商业

三第 ， 村 态系农 电商生 统 了 。与者的集体 态地推动 业数字参 行动动 农 化转型 业生产经农 营者通过

， 、 ，自发 体行 动的 形 域新 度 的共存 转的集 动和平台推 集体行动两种 式 促成农业场 旧制 逻辑 或 换 进而

。动农业数 化转型推 字

（二）政策启示

本 ， 村文研 字平台商 通过 化方案向农 生态系统 与者传 制究发现 数 业模式创新 数字 电商 参 导多样化

， ； ， 村度逻辑 者制 辑转 商生 的 农业 逻促进参与 度逻 换 其次 农 电 态系统参与者 集体行动推动 场域 辑产

生多样 转化 换， 力助 数字化转农业 型。 对 村 村 义研究结论 于 展和农业 重要 意农 电商发 农 数字化有 启示 。

一第 ，在“数商兴农” ， 村 ， 、政策的支 下 农 电 的销售端 渐向 端 生持 商从初期 网络化 逐 流通 产端

、 ， 也 ， ，化 智 平 紧密 促 业产业 数 化 发挥着重的数字 能化推进 电商 台 在实现产销 衔接 进农 链 字 方面 要

。 本 ，作用 各地政 视 土电商 商和 团队的培育 当地电商 台企业府应该重 供应链服务 直播 引导 平 运用现代

术， 、 ， 村 。信息技 推 智能 造和 展 加 化进数字化 化改 跨界融合发 快农业农 数字 转型升级

二第 ，本 了 ， 小平台 性 模式创 吸 众 业生产经 者加入 但参 逻辑到价地 包容 商业 新 引 多农 营 与者从 农

一 杂 ， 了 本 ，转换 复 的过程 这 程除 需要 平台的 案推动 还 提供值链逻辑的 是 个 个过 地 数字化方 需要政府

， 术 。 ，的制 件 以 经 技 使 诸 碍 因此 方 府配套 度与环境条 帮助农业生产 营者克服数字 用的 多障 地 政 还需

村 ， 力， 村 训要通过提 农 电商公共 增强物流 能 开 电商普及性 直播技能升 服务水平 支撑与配送 展农 培 和

训 ， ， 村等 发挥 领作用 以 商高 发展培 政府的引 推动农 电 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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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Platforms’BusinessMode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Logic Change
andAgricult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YI Famin GUFeiting

Abstract: Based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local platforms can facilitate

institutional logic change through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ultimately promote agricult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realistic context of China’s rural e-commerce and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igital development.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f Qingyuan Township Hunters Wisdom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combined with institutional logic

theor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local platforms to promote institutional logic change through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thus promote agricult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 from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perspective, digital platform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can be seen as the result of a hybrid strategy adopted by digital platforms in

a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 environment, where the digital platform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ransmits diverse institutional

logics to ecosystem participants through digital solutions and facilitates institutional logic change of the participants. Second, the

collective actions of ecosystem participants drive the diverse changes of logics in the agricultural field and contribute to the

agricult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local platform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expands the type of

business model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deepens the cross-over study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theory,

and provides a newpath for the digit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theChinese context.

Keywords:Local Platforms; BusinessMode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LogicChange;Agricultural Digital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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