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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契合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并且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农村地区经济运转的需求。在全面贯彻落实城

乡统筹发展战略背景下,农村地区市场经济日趋繁荣,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民群众消费模式也在潜移默化间发生了转

变。在互联网+大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进入高速发展的重要转折期。 

[关键词] 农村电子商务；互联网；转折期 

 

1 农村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背景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颁布,全文共

分 8个部分,包括：聚力精准施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夯实

农业基础,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扎实推进乡村建设,

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发展壮大乡村产业,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发挥农村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全面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党对“三

农”工作的领导,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 

然而,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农产品线上销售与工业品下

乡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基于农民群众受教育程度有限,对信

息化技术的接受能力偏弱,再加上农户经济收入微薄,故而

极大的制约了购买力。纵观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综合发发展概

况可知,农村电商行业发展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尽管农村

商业生态模式较为复杂化,但其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现

阶段,我国农产品电商呈现出以下三大趋势: 

其一,标准规范化趋势。在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下,农产品

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且农产品差异化较强,引入电商平台

后,可依靠大数据技术与云计算技术,构建集合产品生产地、

生产季节、产量与质量等基本信息的标准化体系。 

其二,全渠道趋势。农民群众 先接触的是阿里巴巴,

然后延伸到苏宁易购、京东等电商平台,这进一步拓展了渠

道覆盖范围,并逐步开发第三方线上销售渠道与工具。 

其三,个性化订制趋势。伴随互联网的优化普及与领域

拓展,各类“蒜你狠”、“豆你玩”等新型农作物层出不穷,

而农户往往盲目跟风,大面积种植高产量农作物,发生供过

于求现象,一旦舆论热度减退,造成大量的农产品过剩。当下,

介入电商平台,可实现个性化批量订制,以需定产,合理规划

农业种植,进而保证农产品销路,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业经

济稳定增长。 

2 秀山区农村电商的发展路径 

2.1 创建优质的电商平台体系 

其一,打造主体品牌。作为中国农村电商示范项目武陵

生活馆运营商,秀山云智科贸自主研发了一整套电商平台,

依托物联网、云计算、远程通讯专利技术及自主知识产权,

实现了农产品产地直销、物流跟踪与信誉保障,同时,农产品

线上销售、工业品下乡、特殊农业旅游、扶贫慈善等入驻电

商平台。自 2016 年正式上市以来,已在全国范围内的县域发

展了超过 30 个加盟商。 

其二,释放平台效应。优化电商孵化园平台,分化商业办

公区为入驻电商企业提供免费食宿,构建多元化社会服务机

构, 大限度的满足电商企业的实际需求。再者,各仓储配送

中心已具备常温、低温等仓储条件,以提升机械化作业水平,

推行精细化管理模式。当前,电商平台孵化园入驻电商企业

已超过 170 家,既有本土电商企业,也有外引合作企业。 

2.2 优化物流快递网络 

创建市场化营销方案,需从根源上破解两个“一公里”

难题。 

其一,农村电商行业的发展瓶颈集中在产品流通方面,

核心在于缩减流转环节,压缩运营成本。秀山按照“县城建

核、村镇布点、县乡搭桥”的思路,大力扶持市场化运作,

拓展物流覆盖范围,区域分拨,且缩短直达配送距离,从而控

制成本损耗,构建覆盖县域行政村的县、乡、村三级物流网

络,维系农村地区电商行业的良好发展。 

其二,畅通“主线干道”。在秀山县物流分拨中心,整合

韵达、中通、圆通、安能等 80 几家物流快递企业,在周边区

县设立近 100 个电商云仓。依托货运调度中心发展会员 2600

多名,整合社会物流车辆 4000 多辆并对应三级配送体系,开

通 17 条武陵物流专线,以及至广州、泉州等远距离物流专线,

每月匹配物流供需信息 1.2 万余条,区域物流成本下降 15％

以上。 

其三,坚持多管齐下的基本原则,依托农村淘宝服务站

与武陵生活馆等线下服务站,拓展农村电商在乡村覆盖体

系。创建独立的农村配送云智速递体系,分化片区与乡村物

流线路,实现各快递网点的连通,形成“T+1”“1+T”双向物

流模式,从而解决农产品进城与工业品下乡的两个“一公里”

问题。 

2.3实现农产品线上联动销售,提供生产供销全链条服务 

其一,创建特色农产品产业基地。制定土鸡蛋、茶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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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鸡等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体系,每天进村入户进行标准化认

证。且设立农产品检疫中心,推行“1 农户 1 二维码”标识

体制,保证农产品上行质量认证。 

其二,提供收货、加工、包装、存储与快递等全链条服

务。依托遍布全县 267 个行政村的武陵生活馆,将农产品通

过“村哥快递”批量运往电商云仓,并通过干果、水果、山

货等电商加工线及电商公共品牌等综合体系,提升本土农产

品市场价值。据统计数据显示,通过线上与线下,电商与物流

等实现无缝对接销售,在保证农产品质量与经济效益 大化

的同时,秀山本土农产品附加值平均提升 30％,综合附加值

提升 50%以上。 

2.4 提升本土农产品价值,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将电商平台建设作为整合自然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的必

要途径,以秀山经济发展新动能为导向,创建促进创新创业

发展的农村电商生态圈,且逐步完善农村电商体系,拓展电

商经营规模,进而保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大化,为四大

产业发展提供动力,让农村电商行业成为区域支柱产业,促

使“互联网+三农”取得实质性突破。 

2.5 创建智慧物流园区与电商产业生态圈 

创建流程精炼、服务便捷且成本低廉的智慧物流园区,

以强化快递分拨中心建设,拓展快速物流服务范围,并大力

扶持冷链物流、智慧物流和多式联运物流,提升物流运转效

率,实现“物聚武陵、流通天下”。再者,加大电商平台孵化

园建设投入力度,设立电商云仓、电商物流加工中心与电商

分拨配送中心。同时创新电商模式,打造村头优质品牌,进而

推广武陵生活馆等自营电商平台,充分发挥外部电商平台的

优势价值, 终实现“产地物流在外、交易结算在秀”。另外,

还需强化电商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创办电商培训职业院校,

大力扶持跨境电商,并设立专项优惠政策,创建一批国家级、

市级出口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2.6 创新电商服务模式 

首先,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有机整合,推动特色

产业技术创新。加大绿色实业与技术推广力度,推进传统产

业清洁化与智能化改造工作。创新产品管理模式,积极践行

绿色产品认证体系,以此提升电商产品核心竞争力。 

其次,做优做强一批电商品牌和县域公共品牌,延伸电

商产品供应覆盖范围,拓展销路,稳定收入。同时优化电商创

新服务,通过完善电商信息化服务,创建农村电商大数据中

心,建设一批双创基地和国家级、市级创新平台。发展创意

设计、融资租赁、包装流通、广告展销等生产性服务业。 

再次,推进生产组织创新。实现传统特色产业与电商平

台的整合,通过线上与线下的联合营销,提升农产品销量,增

加经济收入。大力扶持农业合作社、私人农场,深化利益联

结,维护农民群众的根本权益。 

后,巩固和扩大线上村头、线下武陵生活馆的秀山“互

联网+三农”电商发展模式,突出电商龙头企业村头公司、云

智公司公共服务职能,并纳入公共投入保障。 

2.7 全面发挥“农村电商+”的助推作用 

推动“电商+精准扶贫”发展,助推脱贫成果巩固。大力

发展订单农业,打造一批电商扶贫典型示范工程。推动“电

商+特色效益农业”发展,助推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

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100 万亩+1500 万头

(只)”目标要求,全面提升中药材、茶叶、油茶、水果、畜

禽养殖等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建设

一批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电商基地,示范带动全县电商产业基

地发展。推动“电商+特色工业”发展,助推特色工业精深发

展。打造 100 亿现代中医药产业集群,建成武陵山区重要中

药材产品加工基地。打造 100 亿食品工业产业集群,协调推

动农产品初加工、食品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加工。培育壮大

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绿色家居、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

业。推动“电商+文化旅游”发展,助推全域旅游、文化创意

产业加速壮大。推动在线旅游网络销售快速增长。建设一批

文创产业孵化基地,开发一批文化创意产品。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伴随互联网的优化普及与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技术的领域拓展,秀山电商行业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

发展,这不仅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了自然资源配置,

还提升了本土农产品市场价值,增加了农民群众的收入,有

效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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