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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优质农产品需求越来越大。本文通过对荔波农产品营销策略

分析,发现荔波农产品营销存在物流运输不够完善、销售渠道过长、产品知名度不高、生产规模较小等

问题,并为荔波农产品的营销提出相关改进建议：鼓励开展网络营销、通过各大平台加强产品的宣传、

扩大生产规模并提高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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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people's demand for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increas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Libo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marketing of Libo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excessive sales channels, low product popularity, and small production scale, and proposes 

relevant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or the marketing of Libo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encourage network 

marketing, strengthen product promotion through major platforms and expand production scale to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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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作为贵州荔波地区经济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增加农民收入,助力

乡村振兴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

贵州地区农产品的发展正面临严酷的考

验。本文主要通过对荔波地区农产品市

场进行品牌营销研究,为该地区农产品

的品牌营销策略提出了对策及其建议。 

1 贵州荔波农产品营销的现状 

1.1产品策略 

贵州荔波地区属于农业资源相对比

较充足的地区,其特色农产品种类繁多、

味道好、营养价值高,这些优势为荔波农

产品的品牌营销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竞争

力。目前,荔波地区农产品销售市场仅局

限于局部区域,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生产

商和经营者受到自身条件的影响以及经

济基础的约束,另一部分则是生产商和

经营者缺乏农产品宣传重要性的意识以

及不会借助推广手段来提高农产品的知

名度。 

1.2价格策略 

价格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产品的销

售量,但是价格制定也受到多方面影响,

如供求关系、时令影响、农产品品质等。

受传统思想和技术的影响,荔波农产品

种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

如果单以这些成本作为定价因素,价格

必然偏高,同时忽视了以消费者为主体

的理念,这势必会影响农产品的销售。为

了提高市场知名度,荔波首先应将自己

的乡村特色产品卖出去,所以其在价格

方面一般不宜太高,以便更多消费者能

够了解并品尝到这些特色农产品。 

1.3渠道策略 

1.3.1线上销售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越来

越多的人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便捷。与

其他几个农业强省大省地区相比,贵州

的大型农产品直销超市、连锁零售、农

产品直销电子信息商务平台等新型的网

络营销服务渠道存在起步晚、覆盖率偏

低等突出问题。新型产品营销网络渠道

的广泛应用大多集中在发达地区,小城

市以及一些农村贫困地区运用得比较

少。为此,我们可以发展线上销售,通过

天猫,京东,淘宝或者微信公众号等方式

扩大销售渠道。 

1.3.2线下销售 

尽管如今是互联网+的时代,但对于

荔波相对欠发达地区而言,人们互联网

素质普遍偏低,有的还存在对线上销售

不信任的现象,所以在进行线上销售的

同时也应该大力进行线下销售,即针对

目标市场的小众群体 ,通过店面、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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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等以阶段性滚动的销售方式提供及

时的行动诱发,力图实现一对一互动式

的沟通营销。 

1.4促销策略 

现如今互联网发展势头迅猛,电子

商务平台越来越多,荔波农产品可以紧

跟时代发展和社会步伐,通过在各大平

台投放广告,让更多的互联网用户接触

了解荔波农产品,吸引更多的客户进行

购买。 

人员推销是一种 为古老的推销方

式,但又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所以

我们可以针对目标市场的部分群体进行

这种 常见又 有效的促销方式,与客

户进行更加直接的沟通,促成及时购买

行为。 

2 贵州荔波农产品营销中存在

的问题 

2.1销售渠道过长 

对于在流通途径中的农产品来讲,

渠道链条过长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渠

道链条过长,产品在流通中停滞的周期

太长,不但严重地影响到了农产品的生

存和销售速度,还严重影响着各类农产

品的市场新鲜性；另一方面对于农产品

来讲,一般都是大宗运输,也易于受损,

装运有困难,导致运费昂贵,在此过程中,

消费者本身利益受到损失,并且农户并

没有因此受益。销售渠道过长制约着荔

波农产品的销售。 

2.2产品知名度不高 

许多农户对于特色农产品的品牌认

知度意识较差,特色农产品的附加值较

低,很多特色农产品在未能形成自己的

地域性特色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发展先

机。近些年,消费者们在选择具有特色的

农产品时,显然比较注重其产品的优良

性和质量。贵州的特色乡村农产品知名

度不高,为当地的网络营销形成了一定

程度的障碍。 

2.3生产规模小,质量低 

与国内其他几个主要乡镇处于农业

生产发达省份西部地区相比,贵州西南

荔波地区乡镇专业农产品的自主研发以

及生产企业规模较小,质量水平较低,普

遍采用了一家一户的分散种植经营管理

体制。特别是对于林业,养殖业等优质的

绿色农产品,生产过程周期长、成本相对

较高、销路少,农户并不敢直接做出大量

的规模种植生产,而是直接依靠每年上

门现场采购收益来自行决定来年的生产

品牌进行种植。若没有被他人所用或收

购,只能自行更换一种新的农业生产品

或农作物。 

3 改进贵州荔波农产品营销策

略的建议  

3.1拓宽销售渠道,开展线上营销 

当前,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传统农

产品销售存在着无法跨越地区障碍等瓶

颈,为此,贵州荔波农产品可以借助电子

商务营销渠道进行销售。电子商务营销

渠道为荔波地理标志农产品打开了全新

的销售渠道,也为消费者带来了便利化。

对于本地没有的贵州荔波标志农产品,

其他区域客户可通过电商平台进行线上

购买,足不出户即可购买到具有荔波地

理标志的农产品。由此,贵州荔波农产品

生产者和经营者等应当充分认识到地理

标志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性,利

用网络电商渠道增加荔波农产品的销量,

强化具有本区域特色的地理标志农产品

品牌效应,全面提升农业经济效益。 

3.2加强农产品品牌推广 

农产品品牌推广有助于降低农产品

的生产和运营风险。荔波传统的农业经

营模式是小农经济结构,抵御风险的能

力比较差。农产品品牌推广有助于提升

农产品知名度,降低市场风险,确保农产

品销量稳定和渠道畅通。任何一种农产

品品牌的成功推广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

和大量精力才能实现。荔波地区独特的

地理位置、气候环境使其农产品具备独

特的卖点,为其品牌推广提供了先决条

件。首先,品质保障是农产品品牌成功建

立和经营必不可少的。其次,农产品品牌

的市场宣传网络推广和网络媒体品牌传

播推广途径的正确选择也很重要,可以

选择创立一个自己的运营团队,向现在

传播速度很快的电商平台看起,比如短

视频营销,或加入电子商务平台,借助双

十一,双十二等吸粉,提高品牌知名度,

也可以通过直播带货等一系列手段来达

到品牌宣传的效果,扩大品牌知名度。 

3.3扩大生产规模,提高质量 

首先我们应该做到进行集约化经营,

将单个的生产型农户全部整合到一个组

织体系里,进行集中式的经营和管理。统

一进行农作物的种植,在一定的程度上

确保各类农产品的质量与生产率,提高

各类农产品在我国市场上的占有率。第

二,要大幅度地提高企业和生产者对于

市场资料信息的利用率,去了解、调研、

对市场进行细分,利用市场所给出的资

料,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生产和经营,为我

国现代农产品的开发和销售打下坚实的

基础。第三,推动农产品的标准化,实行

统一的质量标准,在农产品进入市场之

前要做好甄别和分级,确保农产品的质

量,使其能够拥有较高的市场竞争力,增

加其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其产品的质量

和价格,拓展农产品的市场和销售途径。 

4 结语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荔波县可

以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多举并措提高品

牌影响力,推动农产品营销,不断助力乡

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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