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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互联网+县域——县域电商那些事儿》从认知、设计到案例，详细解答了县域电商是什么、县域电
商怎么做和县域电商特色如何打造的问题，尤其对县域电商和农村电商的规划如何做、特色模式如何
打造做了深度的详解。
《互联网+县域——县域电商那些事儿》不仅对当前出现的县域电商和农村电商、电商扶贫的案例进
行了解读与分析，而且首次披露了县域电商和农村电商特色定位的分析工具“TDC 三力分析模型”和
县域电商生态激活论“活力鲶鱼理论”。
《互联网+县域——县域电商那些事儿》既有理论和战略高度，也有可操作性的战术指导，案例丰富
，可读性强，适合地方党政干部、电子商务相关从业人员、传统产业人士、电商创业者等相关人群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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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涵，浙江大学、东京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现为阿里巴巴商学院副教授、浙江省现代电子商务研究院
执行院长、阿里巴巴商学院E 次方电商基地负责人，同时担任浙江省商务厅特聘电商专家和十多个地
方政府的特聘顾问，并为数十个市县（区）级地方政府制定了电商产业规划和电商产业园区规划。
在县域服务过程中，发现乡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推动阿里巴巴商学院E 次方公益，和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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