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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就强调要加强产业振兴，鼓励和支持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发展。

得益于信息化时代的高速发展，诞生出电商这一拥有无地域限制、全天候运营、信息丰富便捷的新式交

易平台，通过将网络电商平台与农业产品有机结合，给予农业产品更加广阔的销售渠道，解决传统农业

产品的销售困境，为传统农业生产销售赋予新的活力。然而现阶段乡村农产品电商发展依然存在许多不

足之处，本文着眼于印江县农产品电商发展的现状及困境，通过深入探究影响印江县农产品电商发展的

各类因素，为提高乡村农产品电商发展提出相关建议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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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as proposed in 2017, there has been an emphasis on 
boosting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by encouraging and supporting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with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Thanks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e-commerce, a new trading platform without geographical restrictions, operating around the clock, 
and offering abundant and convenient information, has emerged. By organically integrating online 
e-commerce platforms with agricultural products, broader sales channels for agricultural prod-
ucts are provided, resolving the sales dilemmas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njecting 
new vitality into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sales. However, at the current stage,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for rur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tatus and challeng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develop-
ment in Yinjiang County. By exploring various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commerc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Yinjiang County, this paper proposes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for rur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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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 年政府在《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将互联网和传统产业深

度融合，随后明确要求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战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电子商务的普及，一个

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乡村农产品电商时代。这不仅为农民开辟了新的销售渠道，也为城市消费者提供

了直接购买新鲜、有机农产品的便利途径。乡村农产品电商的兴起，可以追溯到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和

电子支付系统的完善，这些技术进步极大地简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供应链，使得农民能够绕过传统的多

层次分销体系，直接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此外，电子商务平台为农民提供了一个展示和销售产品的展

示窗口，极大地扩展了他们的市场边界，从而带来了更高的收益和更广泛的市场认知。 
乡村农产品电商也对消费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电商平台消费者可以直接购买到来源明确、品

质可靠的农产品，这不仅满足了他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还促进了对可持续农业的支持[1]。随着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食品的来源和生产方式，透明度高的电商平台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乡村农产

品电商的发展也面临着挑战，其中包括物流配送的难题、农民电商技能的缺乏、以及市场和政策环境的

不确定性等，为了克服这些挑战，需要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多方面努力合作推动农村地区农产品电

商的健康发展。 

2. 印江县农产品电商发展现状 

印江县隶属于贵州省铜仁市，总面积1969平方公里，户籍人口44.54万人。印江县地区生产总值131.26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9.86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21.08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70.31 亿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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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4.3% [2]。由于印江县地处贵州东北部山区，缺乏大型重工业及高精尖科技产业，其主要经济收入以

种植业与旅游业为主，所以当下印江县电商发展主要集中于农产品的销售，以往印江县电商类型以农产

品销售为主，总体内容单一，发展缓慢，但随着政府高度重视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

促进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扩展，这些政策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以及建设农村电商服务体系等。政策

的支持有效促进了印江县农村地区的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如宽带网络和物流系统的改善。以及众多电商

平台，包括阿里巴巴的农村淘宝、京东的京喜农村等[3]，专注于农产品的在线销售，这些平台通过提供

一站式服务，简化了农民将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过程，创新的商业模式，如社区团购、直播带货等

也在农村地区获得了快速发展，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目前印江县农产品电商发展处于一个蓬勃增长的态势，

但由于印江县农产品电商大多以个体户为主，导致出现产品质量及安全、物流配送、市场准入门槛、价

格竞争等现实问题，有效解决当下存在的各类问题，是完善提高印江县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关键核心，也

是提高我国大多数农村电商的共同需求。 

3. 印江县农产品电商发展困境 

3.1. 产品质量及安全问题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是农产品电商发展中面临的重要挑战，这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和农产品市场

的信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对农产品质量与安全的要求也日益严格。然而，

农产品在生产、加工、储存、运输和销售的各个环节都可能面临质量与安全风险，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

阻碍了农产品电商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产品市场的稳定[4]。农产品的生产环节是问题的根源，过度使用化

肥、农药和兽药，是农产品安全隐患的主要来源，一些农户为了追求产量和效益，忽视了科学施肥和合

理用药的原则，导致农产品残留超标问题频发。此外，土壤污染、水源污染也对农产品质量构成威胁，

重金属和其他有害物质通过作物进入食品链，影响人体健康，同时，加工和储存环节的不当处理也是影

响农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加工过程中的卫生条件不达标、使用非食品级添加剂、不恰当的保存方法等

都可能导致农产品质量下降或产生安全风险。例如，粮食在储存过程中发霉产生的黄曲霉毒素，是一种

强烈的致癌物质，对消费者健康构成极大威胁，印江县大部分农产品电商为个体户，生产及包装过程缺

乏严格的质量要求，生产出的产品缺乏安全保障，严重制约着印江县农产品电商的发展。 

3.2. 物流配送问题 

农产品物流配送面临的困境是当前农业供应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确保农产品从田间到餐

桌的新鲜度和安全性方面，物流配送的效率直接影响农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然而，印江县地处贵

州喀斯特地区加之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一过程充满挑战。由于农产品的易腐性要求物流配送必须快速且

连续，保持低温或适宜的环境条件以延长保鲜期。但在实际操作中，冷链物流设施的不足是一个普遍问

题。印江县许多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缺乏必要的冷藏设施和专业的冷链物流车辆。这导致从采摘、包

装到运输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造成农产品品质的下降，增加了损耗率。同时，农产品物流成本较高，农

产品通常需要特殊的运输和储存条件，如温度控制、湿度控制等，这些都会增加物流成本[5]。加之印江

县农产品的生产地遍布全县，距离主要的消费市场较远，物流距离长，进一步增加了运输成本。高昂的

物流费用不仅压缩了农民的利润空间，也可能导致零售价格上升，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再者，

物流配送过程中信息化水平低也是一个难题，这限制了物流效率的提升和供应链管理的优化，信息化建

设的滞后不仅影响了配送速度和准确性，也增加了管理成本。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足是阻碍印江县农

产品物流配送的核心因素，虽然政府已经意识到冷链物流的重要性，并开始投资建设相关基础设施，但

在印江县很多农产品生产区，这些支持仍旧不足以满足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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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市场准入门槛问题 

农产品电商市场的准入门槛涉及到一系列的标准和要求，这些门槛对于确保市场的正常运作和消费

者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些准入门槛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对于印江县小型

农户电商来说。从合规性和认证的角度来看，农产品电商活动需要满足国家关于食品安全和质量的严格

规定，这包括获得必要的营业执照、食品流通许可证和质量检验报告等，这些认证过程不仅耗时耗力，

而且对于资源和信息获取能力有限的小农户来说，门槛相对较高，这种情况可能阻碍小规模生产者的市

场进入，限制他们通过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6]，此外技术和运营能力也是农产品电商市场准入的重要

门槛，电商运营不仅仅涉及到线上销售，还包括产品描述、客户服务、数据管理等多方面的技能，这对

于那些缺乏资金和技术的小型农户或企业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7]。印江县大部分农产品电商个体户

缺乏相关专业电商技能，与同类型农产品大型电商企业差距较大，缺乏市场竞争力，压缩电商个体户的

生存空间从而被边缘化。 

3.4. 价格竞争问题 

农产品电商市场的价格竞争是一个显著问题。这种激烈的价格竞争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吸引消费者，

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对农民的收入和整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电商平台上的价格战常常导致

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这使得农民和生产者的利润空间受到压缩，尤其是小规模和中小型农户，他们

在成本控制和规模经济方面通常不如大型农场和企业[8]。当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加剧时，这些小规模生产

者很难维持低成本，结果可能是收入减少甚至经营困难。价格竞争可能导致农产品质量的下降。为了降

低成本以适应市场低价竞争的压力，一些生产者可能会采取降低生产成本的措施，如减少对环保和可持

续生产实践的投入，或使用较低成本的生产材料，这可能会影响到产品的整体质量和安全性。此外，价

格战还可能造成市场的不稳定和消费者信任的丧失。持续的价格波动不仅使得市场预测变得困难，也可

能导致消费者对价格波动背后的质量稳定性产生疑虑。长期而言，这种状况可能破坏消费者对农产品电

商平台的信任和忠诚度。 

3.5. 政策扶持问题 

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受益于政府的政策扶持，这种扶持对于激发农村地区的创新活力和提升农业产业

链的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政策扶持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和问题，需要通过持续的调整和优化

以更好地服务于农业电商的发展。 
印江县当下政策的覆盖面和实施深度不足是主要问题之一。虽然已有多项政策出台，旨在支持农产

品电商，如提供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建设电商平台等，但这些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因地制宜的执行

力度不够，导致印江县一些地区和小型农户难以从中获益。政策支持常常集中在初始投资和建设阶段，

对于后续的运营和维护支持不足，农产品电商的持续发展需要长期的技术支持和市场推广，缺乏持续支

持可能导致项目初期建设后难以为继。同时，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不能完全满

足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农户的具体需求[9]。一些优惠政策和补贴资金的分配可能因为程序繁琐、审批缓

慢而延误，影响到项目的推进速度和效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可能缺乏足够的行业参与和反馈机

制，导致政策与实际需求脱节。 

4. 完善印江县农产品电商发展建议 

4.1. 加强安全监察 

随着农产品电商的快速发展，加强对其安全监察有效的监管机制可以帮助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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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质量与安全，从而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和满意度。政府部门需要制定严格的农产品电商安全标准，明

确各类农产品在在线销售中应符合的质量、包装、存储和运输等方面的规定。此外，应强化对电商平台

的责任，要求其对入驻商户的资质进行严格审核，并对销售的农产品进行定期抽检。要增强消费者的安

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通过教育和宣传，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安全知识的了解，鼓励消费者选择信誉

良好的电商平台和产品，同时积极使用平台提供的评价和反馈系统，为监管部门的监察工作提供辅助信

息。通过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努力，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利用先进的技术和增强公众参与，可以

有效提升农产品电商的安全水平，促进其健康有序的发展[10]。 

4.2. 形成完整配送链 

为了完善农产品电商的配送链，确保农产品从田间到消费者手中的新鲜度和质量，需要从多个维度

进行优化和创新。建立健全的冷链物流系统是提升配送效率的关键，冷链物流不仅能保证农产品在运输

过程中的新鲜度，还可以大幅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加强信息化建设也至关重要，通过部署先进的物流管

理系统，可以实时监控货物流向，优化配送路线，减少配送时间。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预测市场需求

和调整库存，可以进一步提高配送效率和响应速度。培训专业的物流团队也非常必要[11]。专业的物流团

队不仅能有效处理配送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确保农产品按时送达，还能在处理突发情况时保持高效和专

业，从而提升整体服务质量。完善印江县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形成一条高效的物流配送道路，可以

有效完善农产品电商的配送链，从而支持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增强消费者的购买体验。 

4.3. 提高网络技能培训 

提高农产品电商网络技能培训，通过系统的培训，可以帮助农民掌握电子商务的基本技能，有效利

用网络平台增加产品销售和市场拓展。培训内容应涵盖电子商务的基础知识，包括如何在各大电商平台

上注册和管理店铺，产品上架、营销推广、客户服务与交易处理等。此外，教授农民如何利用社交媒体

和在线工具进行市场营销，扩大产品的曝光和吸引力，是提升销售的有效策略。考虑到农村地区的网络

和技术设施可能不发达，培训还应包括基础的计算机操作和互联网应用技能。为了提高培训的实际效果，

可以采用面对面教学与在线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利用视频教程、在线研讨会等多媒体资源，提高学

习的便捷性和趣味性[12]。通过实施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升农民的网络电商技能，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

数字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和农民的经济增长。 

4.4. 促进合作模式探索 

探索和促进农产品电商的合作模式对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扩大市场渠道具有重要意义。合作模式

可以帮助农民克服单打独斗的局限，通过集体力量提升市场竞争力。一种有效的合作模式是建立农民合

作社与电商平台的直接合作关系。这种模式可以使农民集中资源，统一生产标准和质量控制，同时借助

电商平台的技术和市场渠道，直接将产品推向市场[13]。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

本，还可以通过电商平台提供的数据分析服务更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优化产品结构和营

销策略。可以探索农业生产企业与电商平台的战略合作[14]。例如，企业可以与电商平台共同投资建设地

区性的物流中心和冷链设施，这不仅有助于改善农产品的存储和运输条件，还能加快产品从田间到餐桌

的速度，提升消费者满意度。通过这些合作模式的探索和实施，不仅可以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还

能为农民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推动农业和电商的共同发展。 

4.5. 加大政策倾斜保障 

通过制定和执行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可以有效支持农产品电商的健康成长，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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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来鼓励农产品电商的发展。例如，为新兴的农产品电商企业提供初始

阶段的资金支持，减免相关业务的税收，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激励更多的创业者和农民加入电商市场

[15]。政府应加大对农村电商基础设施的投资，如改善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接入条件、建设冷链物流系统等，

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对于农产品的储存和运输至关重要，可以有效提升整个供应链的效率和安全性。政

策倾斜还应包括技能培训和教育支持[13]。通过组织农产品电商相关的培训课程，提高农民和企业从业者

的网络营销、数据分析和电商管理等相关技能，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电商发展的需要，推动农业产业链

的现代化，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提升农业的整体竞争力。 

5. 总结及展望 

农产品电商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已成为连接农民和消费者、提升农业产值的重要渠道。

这一模式不仅有效地缩短了农产品的流通链，提高了交易效率，还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和农民

收入的增长。但由于印江县当下农产品电商产品质量及安全缺乏管控、物流配送成本较大、市场准入门

槛高、价格竞争弱、政策扶持不完善等问题，限制了印江县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想要提高农产品电商发

展就需要通过加强安全监察、形成完整配送链、提高网络技能培训、促进合作模式探索以及加大政策倾

斜保障。相信未来通过不断完善农产品电商相关环节，助力农产品电商发展，提高农户生活水平，更好

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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