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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地方特产得以突破传统销售的地理和时间限制。“黔货”因偏远地理位

置和不发达的物流体系，曾难以大规模流通，电子商务为这些产品提供了通往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新渠

道，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本研究探讨了电子商务如何帮助黔货实现市场扩展和品牌提升，分析了电子

商务在品牌建设、营销策略和供应链优化等方面的作用。研究结论将为贵州省及类似地区的产品提供电

子商务整合的策略指导，促进地方特色产品的持续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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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e-commerce, local specialties have been able to break 
through the geographical and tim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sales. Due to their remote geograph-
ical location and underdeveloped logistics system, Qian Products were once difficult to circulate 
on a large scale. E-commerce provides a new channel for these products to reach the national and 
global markets, but it also brings challenges.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e-commerce can help Qian 
Products achieve market expansion and brand enhancement, and analyzes the role of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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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brand building, marketing strategy and supply chain optimization.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will provide strategic guidance on e-commerce integration for products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similar regions,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cal specialty products, and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Keywords 
E-Commerce, Guizhou Products, Market Expansion, Brand Enhancemen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电子商务已成为推动商品和服务流通的重要力量[1]。对

于贵州省，电子商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遇，使得地方产品能够跨越地理限制，直接进入国内外广阔的

市场。贵州省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生产出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统称为“黔货”，

黔货分类如图 1 所示。这些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贵州刺梨、苗族银饰、遵义红茶等。尽管拥有高品质和独

特文化价值，这些产品在过去由于地理和交通的限制，销售范围大多被限制在本省或附近地区。随着电

子商务的兴起，这一局面开始发生变化[2]。电子商务的普及和成熟为地方产品如黔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市场接触机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小规模生产者和传统工艺品制造商能够直接触达全国乃至全球的消

费者，不再受传统分销渠道的限制。这种直接的市场接入方式降低了营销和物流成本，同时也提高了运

营效率。例如，通过在线市场，贵州刺梨和遵义红茶等产品能够通过直销方式达到消费者手中，从而保

持产品的新鲜度和质量，提高消费者满意度。然而，电子商务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对于传统依

赖于线下市场的地方特色产品。这些挑战包括但不限于品牌知名度低、物流配送的效率低，以及专项

人才不足。此外，如何有效地利用数字营销工具来提升品牌影响力和消费者忠诚度，也是黔货面临的

重要课题。 
电子商务已经成为推动贵州及类似地区地方特色产品实现市场扩展和品牌升级的关键平台，本研究

旨在探讨电子商务如何帮助黔货打破传统销售的局限，实现黔货步入全国乃至全球市场。 
 

 
Figure 1. Product classification of Guizhou Products 
图 1. 黔货出山产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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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地方特产品牌建设 

品牌建设是地方特色产品与电子商务结合的关键环节。侯建军通过调研发现，贺州农副产品的包装

设计要能体现地域文化差异性、经济实用美观性和便携环保安全性三大新设计理念[3]。成功的品牌建设，

离不开营销的推广，线上线下结合的营销模式被广泛认为是提升地方特色产品销量的有效手段。

Ruiz-Molina M E 的研究表明，线上–线下一致性，可以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兴趣和品牌忠诚度[4]。当前，

社交媒体营销在地方特色产品推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Jin M 指出，通过 KOL (关键意见领袖)和网红

进行推广，可以快速提升品牌知名度[5]。Kemp E [6]提出，通过制作高质量的内容，如在线环境讲授产

品故事、使用方法和用户评价视频，可以更好的建立公司与客户之间的联系[6]。对于地方特产的品牌而

言，其品牌塑造需要结合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创新其营销策略也愈发重要。魏可欣提出基于窑洞

文化设计延安食品的设计包装，这不仅有利于展现其文化内涵，也实现了地域文化的传承与食品包装的

创新[7]。电子商务推动了地方特产产业的标准化和品牌化发展，品牌化的建设不仅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还增强了地方特产的市场竞争力，例如，陕西的“老陕味道”、贵州的“黔味”等地方特产品牌，通过

电子商务平台，已经走向了全国市场。 

2.2. 电子商务与地方特产 

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为地方特产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地方特产作为地域文化的象征和特色

产品，具有独特的市场吸引力。然而，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和传统销售渠道的瓶颈，许多地方特产难以

走出地方，面向更广阔的市场[8]。电子商务的出现，加快了传统市场的数字化转型。电子商务平台为地

方特产提供了便捷的销售渠道，通过互联网，地方特产可以直接面向消费者进行销售，省去了中间环节，

降低了销售成本[9]。同时，Li L 指出电子商务平台提供的数据分析工具，可以帮助商家了解消费者需求，

优化产品和服务，提高销售效率[10]。其次，电子商务拓展了地方特产的市场宣传渠道。Huang X 分析了

新媒体时代“农产品 + 直播电商”的营销策略，通过社交媒体、电商直播等新兴宣传方式，促进地方特

产更广泛地传播[11]。“黔货”，作为贵州省的地方特色产品，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地理标

识，但是也面临了许多发展问题。丁煌等通过梳理贵州省全产业链的服务体系，探究农村电商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帮助农副产品产销的困境[12]。吴采丽的研究表明，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广，

这些黔货逐渐在全国乃至国际市场上扩大了知名度和影响力[13]。电子商务的发展为黔货的推广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机会，黔货的推广不仅依赖于技术和平台的支持，还需要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品牌建设、市场定

位和国际化战略等方面的共同努力。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品牌建设是产品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只有打造品牌，才能实现产品的可持

续发展，特色产品的打造需要结合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这为贵州省的“黔货”品牌提供了指引方

向；互联网大背景下，传统渠道已经不再能满足特产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因此需要借助电子商务的平台

实现更加高效的特产品牌宣传和物流效率供给。 

3. 电子商务下黔货的发展机遇 

3.1. 品牌全球化 

利用电子商务平台，黔货能够超越地理界限，接触到全球消费者。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的国际化营销

策略，黔货不仅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还可以进入欧美、东南亚等国际市场。这种全球视野的扩展有助

于提高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2023 年 10 月 28 日，贵州省举办了“乡村振兴，贵品出海”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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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大会，会议集合了粤港澳以及马来西亚、韩国、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的资源要素，旨在促进国际双边进

出口贸易合作，此次活动是“黔货出山”到“贵品出海”的重要探索。2023 年，贵州持续推行外贸倍增

行动计划，推动外贸发展，全省外贸企业达 927 家，新增海外仓 5 家、口岸中转仓 4 家。贵阳国际陆港

试行跨省铁海联运“一港通”快速通关，成立贵州远海陆港公司，推出“黔链达”产品。贵州积极参与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黔粤班列纳入图定运行，中亚班列首发，成功开行“云贵·澜湄线”国际货运专

列。全年共开行中欧(中亚)班列 25 列 2748 标箱，黔粤班列 114 列 6936 标箱，班列总数达 205 列 10,483
标箱 1。电商平台出口额同比增长 30%，其中食品和农产品类尤为显著。 

3.2. 创新营销模式 

电子商务平台提供了丰富的营销工具，如社交媒体营销、直播销售、短视频推广等。黔货可以利用

这些工具进行创新营销，通过故事化的内容营销，讲述黔货背后的文化故事和工艺特色，吸引更多的消

费者关注和购买。电子商务平台为黔货出山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支持。这些平台通过提供在线

销售界面、支付系统、数据分析和客户服务等功能，极大地简化了传统销售渠道的复杂性。如特色产业

与大数据的融合碰撞，创新了特色产品的销售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 + 黔货”的创新营销思维，贵州

的刺梨商家通过邀请钟南山院士和网红同框直播销售，单品销售额突破百万，还收获了数百万人点赞。

电子商务平台能够提供大量的消费者行为数据，企业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分析消费者的购买偏好、市场趋

势和潜在需求。这样的数据驱动的营销策略可以使黔货更加精准地满足市场需求，提高产品的市场适应

性和销售效率，阿里巴巴和京东等大型电商平台提供的云计算服务能够处理大量的用户交易数据，帮助

黔货生产者分析市场趋势和消费者行为，从而优化产品和营销策略。 

3.3. 供应链效率提升 

电子商务的发展促进了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技术的革新。对于黔货而言，高效的物流不仅可以减少运

输成本，还可以缩短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者手中的时间，保证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满意度。电子商务平台提

供了强大的物流支持。这些平台通常与国内外多家物流公司合作，形成了覆盖全国乃至全球的物流网络。

对于贵州这样的内陆省份来说，快速高效的物流服务可以显著缩短产品从生产地到消费者手中的时间，

增强消费者的购买体验。2020 年 5 月 25 日，传化智联中国智能物流大数据(贵阳)中心正式启动。该中心

旨在通过大数据技术赋能区域物流，提供数据可视化分析和数据挖掘应用，为区域供应链和行业供应链

发展注入新动力。同时，贵阳市与星力百货集团与盒马鲜生合作，发展新零售模式，此外，贵阳市还引

导“京东到家”与沃尔玛、永辉超市、北京华联、合力超市等线下店铺展开合作，实现社区配送，推动

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以提升居民的购物体验。 

3.4. 产业合作加深 

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和政府对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视，黔货可以享受更多的政策扶持，电子商务平

台也为地方企业与国内外大品牌及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提供了机会，有助于技术和资源的共享。不仅

如此，贵州省政府在打造黔货出山也做出了很多努力，“一码贵州”项目成功地将大数据技术与实体

经济紧密结合，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消费扶贫途径。该项目不仅汇聚了供需两端的资源，而且通过一站

式平台提供了多样化的消费场景，满足了普通消费者对于购物和生活服务的多元需求。更重要的是，

它也为大宗采购者提供了便利，为生产者拓宽了销售渠道，使得消费扶贫成为人人都能参与、都能贡

献力量的公益活动。王老吉和贵州刺梨产业进行深度合作，刺柠吉是王老吉助力乡村振兴的明星产品。

 

 

1贵州 2023 年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40.8% (chin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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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王老吉响应粤黔东西部协作的号召，主动承担起帮扶贵州刺梨产业的重任，以贵州刺梨为原

料，开发出这款天然高维 C 饮料。王老吉充分利用品牌、研发、技术等优势，全方位赋能贵州刺梨产

业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化发展。2021 年，刺柠吉销量破 10 亿元，成为天然高维 C 饮料赛道的领军

品牌 2。 

4. 黔货出山遇到的挑战 

4.1.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效率低 

电子商务虽然为黔货的销售带来了便利，但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依旧是推广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之

一。贵州省作为一个地形复杂且相对偏远的省份，其物流基础设施尚未完全发达，贵州深度贫困地区大

多处于深山区、石山区，特色扶贫产业尚未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优势，这种地理特点导致物流成本高，

配送时间长，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体验和满意度。 
此外，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要求供应链必须高效且响应迅速。黔货的生产者往往是小规模的农户或

手工艺人，他们在生产计划、库存管理和订单处理方面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难以适应电商平台的高效

运作需求。因此，如何建立一个既能满足快速配送需求又能降低运营成本的物流系统，是推动黔货电商

化必须解决的问题。 

4.2. 品牌知名度低 

“黔货”知名品牌少、知名度不高、品牌不响、存在多而小、多而杂的现象。产品同质化严重，区

域公共品牌培育力量弱，品牌影响力不强。如遵义市茶叶商标有 728 件，但驰名商标仅 4 件，著名商标

仅 20 余件。更多小企业直接代工成为省外茶商的原材料生产基地，代工贴牌已成为普遍现象，茶产业产

品附加值低，利润不高。对于许多黔货产品来说，品牌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电子商务虽然提

供了一个展示平台，但由于市场上同类产品众多，黔货要在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需要进行有效的品牌

推广和形象塑造。市场信任是电子商务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由于消费者无法在购买前直接接触或体

验产品，他们往往依赖品牌信誉和产品评价来做出购买决定。黔货产品由于缺乏足够的品牌影响力和消

费者基础，建立起消费者的信任尤为困难。因此，如何通过高质量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来建立和维护消

费者信任，是黔货必须面对的挑战。 

4.3. 专项人才不足 

贵州省在推动黔货出山过程中，面临着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和后备力量不足的挑战。基层一线涉及营

销、公关、电商物流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也相当稀缺，技术人员的青黄不接现象日益严重，导致人才结构

出现断层。尽管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来推动，但目前贵州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基层单位

却难以吸引和留住这些人才。高校毕业生不愿意到基层或农产品加工企业工作是一个显著的问题。首先，

由于农产品加工企业通常位于农村和偏远地区，工作环境相对较差，进村入户的工作条件也较为艰苦。

其次，这些企业大多为民营企业，规模小、待遇低、缺乏社会保障，这使得许多毕业生对这样的工作岗

位望而却步。高校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工作环境好、待遇优厚的大城市或其他行业，导致基层企业和单

位难以招聘到足够的专业人才。此外，现有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在人才培训和发展方面的投入也不足。这

些企业往往缺乏系统的培训机制，无法为员工提供持续的职业发展机会，导致现有的技术人员技能提升

缓慢，创新能力不足。同时，很多企业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难以建立起高效的运营和管理体系，从而

影响整体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2粤黔协作新故事｜王老吉携手贵州村超，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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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黔货出山的策略建议 

5.1. 优化物流与供应链网络 

为了解决贵州偏远地区黔货在电子商务中遇到的物流和供应链挑战，必须采取多方位的策略来提升

效率和降低成本。首先，地方政府可以与私营部门合作，投资于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在偏远地

区。这包括改善道路交通、建设仓储设施、以及引入先进的物流技术，如无人机配送和自动化仓库系统；

其次，黔货生产者应通过合作或组建合作社的方式，实现规模经济。这不仅可以降低单个生产者的物流

成本，还能提高供应链的整体效率。此外，采用先进的供应链管理软件，可以帮助生产者更好地管理库

存、预测需求、优化运输路线，从而减少延误和损耗，提升客户满意度。 

5.2. 加强网络品牌建设与多渠道营销策略 

品牌建设是黔货成功实现电子商务的关键。建议黔货生产者通过以下方式提升品牌形象和市场认知

度：故事化营销。利用黔货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故事讲述的方式展示产品的独特之处。这可以通过社

交媒体、视频博客和直播等渠道进行；质量认证。获取国内外认可的质量认证，如有机认证、地理标志

产品认证等，以提高消费者对黔货品质的信任；合作推广。与知名品牌或影响力大的网红、博主合作，

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推广黔货，扩大市场影响；多渠道销售。除了在主流电子商务平台开设店铺外，也可

以尝试新兴的社交销售平台，如微信商城、小红书等，这些平台具有较强的社区互动特性，有助于品牌

深度营销。 

5.3. 培养专业型人才 

贵州省需要系统性措施来解决电子商务人才短缺问题。教育部门和企业应合作开展电商教育和培训，

提高当地人才的运营能力。建立校企合作平台，高校开设电商专业课程，与企业合作实习，确保学生能

迅速适应岗位需求。政府可设专项基金，支持企业和高校开发培训课程，紧扣市场需求。为现有员工提

供继续教育和培训机会，企业定期举办内部培训，邀请行业专家分享经验，提升员工专业技能和企业归

属感。改善基层工作条件和待遇，提供竞争力薪资、福利，如住房和交通补贴，增强对年轻人才的吸引

力。政府应优化电商政策法规，提供税收优惠、创业扶持和贷款优惠，鼓励人才进入电商领域。加强市

场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确保公平竞争，营造健康电商生态系统。通过这些措施，提高本地电商人才

数量和质量，促进黔货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为贵州特色农产品在电商领域取得成功提供人才支撑，推

动全省电子商务整体竞争力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6. 结语 

本文探讨了电子商务对黔货出山的推动作用，分析了贵州省地方特色产品如何借助电子商务突破传

统销售限制，进入更广阔的市场，揭示了电子商务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品牌建设方面的多重价值。电

子商务平台提供的技术支持和市场接入能力极大地降低了地方产品的市场壁垒，尤其是对于位于偏远地

区的黔货而言，电子商务成为其达到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的重要渠道。然而，黔货的电子商务化进程也

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品牌建设的需求、技术和资本的局限性，以及地方政策的支持等。 
本研究虽然提供了对黔货电子商务化的全面分析，但也存在一些局限。例如，本研究主要集中在贵

州省内部的案例，可能缺乏对其他地区或国家情况的广泛考虑。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展到其他具有类似地

理和经济特征的地区，探索电子商务在不同文化和市场环境下的适应性和效果。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

新的电子商务模式和工具不断涌现，如社交电商、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等，这些新技术如何更

好地服务于地方特色产品的推广，也是未来研究可以关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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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电子商务已成为推动地方特色产品出山的重要力量，对于提升地方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具有重

要意义。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实践，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电子商务的优势，克服其面临的挑战，推动更多

地方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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