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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与网络不断发展，电子商务应运而生。生鲜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不再拘泥于就近销售和线下销售，

在电子商务的背景下，生鲜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得到快速发展。本文通过深入研究电子商务背景下的生

鲜农产品的发展现状，指出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加强冷链运输基础设

施建设、强化生鲜农产品品牌观念以增加消费者粘性、培养及输送相关高质量人才、产品包装升级以减

少物资浪费、加强执法监督，保证生鲜农产品的食品安全等。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使生鲜农产品的发

展效益得到提升，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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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network, e-commerce came into 
being. The sales channels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not confined to nearby sales and off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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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 in the context of e-commerce,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been rapid development. Through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mmerc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Strengthen the con-
struction of cold chain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strengthen the brand concept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increase consumer stickiness, train and transport relevant high-quality talents, up-
grade product packaging to reduce material waste, strengthen law enforcement supervision, and 
ensure the food safety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measures, 
th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been improved, and the efficient use 
of resources has been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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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科技水平不断发展和提升以及互联网普及程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引领中国经

济不断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赋予了经济增长新的动能[1]。电子商务的出现也使得生鲜农产品的销售渠

道发生重要改变，从以往的线下售卖转为线上购买。生鲜农产品是指未经烹饪、制作和加工，保持其原

始的新鲜状态的食品，其保质期短和容易腐坏的特征对整个冷链运输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水平，而由于

地域不同对产品质量和生长的影响使得跨地区售卖时对生鲜农产品物流的运输水平相较于普通物品的物

流运输更高。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冷链物流保障食品安全促进消费升级的意见》

中指出要加强对冷链物流的基建统筹和发展城市“最后一公里”低温配送，在《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

新与应用指导意见》中强调要形成产业的智慧供应链体系，使其在降本增效、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加强。

2019 年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中指出需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确保生产经营过

程合规和产品符合食品安全。 
电子商务的出现给了传统销售模式更多发展的空间，传统销售是厂家或生产者需要将商品运到指定

地点进行售卖，同时消费者也需要到达指定地点进行购买，形成许多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而在电商平

台出现之后，消费者只需通过互联网电商平台进行搜索浏览便可一键下单，且厂家由于销售方式的便捷

而降低成本，从而消费者也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购买到商品，消费者需求满足程度增加[2]。 
而生鲜农产品由于其保鲜时效性短、易腐坏等特点以及产品高度同质化使得市场中的诸多问题逐渐

凸显，为解决相关问题，对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进行研究，分析先行发展中存在问题并提出合理

化建议，为我国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2. 生鲜农产品电商现状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 43.83 万亿元，相比上年增长 3.5%。其中农

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 5313.8 亿元，同比增长 9.2%，可见电商平台的形成对农产品的销售影响不容小觑。

目前我国的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取得巨大成果，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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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2005 年生鲜农产品网上交易第一次出现，企业通过建立网站或者和第三方合作，提供生鲜农产品的

在线购买和物流配送，此模式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因而使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逐渐形成。 
生鲜农产品电商主要是以蔬果、肉蛋禽类作为核心商品，通过快递、到店、到家、社区团购等方式

送至消费者手中。根据华经产业研究院公开数据，在 2022 年，生鲜零售市场结构中，水果占比位居第一，

占比 32%，肉类占比 22%，鱼类和海鲜占比 20%，蔬菜、坚果类、薯类、鸡蛋类分别占比 11%、7%、4%、

2%。根据“电数宝”数据显示，2018 年交易规模为 1950.0 亿元，2020 年上升为 3641.3 亿元，在 2022 年

交易规模快速上升至 5601.4 亿元，在 2023 年生鲜电商的交易规模达到 6424.9 亿元，同比增长 14.7%，

其行业渗透率为 12.5%，同比增长 21.59%，行业用户规模高达 5.13 亿，同比上一年增长 11.52%。生鲜电

商交易额在 2023 年占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的 29.4%。同时，中国生鲜电商行业的用户规模也在不断攀升，

从 2019 年的 3.23 亿人稳步增长到 2023 年的 5.13 亿人。 

2.2. 国家政策扶持的力度加大 

2021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的通知》中强调鼓励冷鲜肉

的生产，健全冷鲜肉的生产、配送体系，提高冷鲜肉在肉类消费中的比例。2022 年《关于加快推进冷链

物流运输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指出加强冷链运输企业和果蔬、肉类等的联盟合作，《关于支持加

快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 进一步促进冷链物流发展的通知》中也强调要完善终端冷链物流设施，《关于

印发“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的通知》更是直接鼓励发展“生鲜电商 + 产地直发”等冷链物流新业

态新模式。 
杭州于 2022 年发布《关于促进杭州市新电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鼓励电商在原有基础

上更新换代，并对符合条件的新电商示范企业给予现金奖励，同年天津市发布《关于印发自治区冷链物

流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鼓励发展“平台企业 + 农地基地”等新模式，统筹建设城乡一体化冷链物流网

络。在 2023 年，江西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大力推行“生鲜电

商 + 冷链宅配”等新模式的发展壮大。 

2.3. 市场竞争激烈 

整个产业链上游为瓜果蔬菜、肉类禽蛋、水产养殖等农产品，中游即是生鲜超市，产业链下游是消

费者。随着生鲜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大量资本家嗅到了商机，纷纷携带资本涌入市场，推动了许多生鲜

电商品牌的诞生，生鲜农产品电商行业目前广为人知的品牌主要有盒马鲜生、永辉超市、沃尔玛、大润

发生鲜、京东生鲜以及天猫生鲜等。众多的电商平台以及一些新兴的社区团购等在激烈的争夺消费者市

场，同时还有不少传统的农贸市场、菜市场等也在积极瓜分。生鲜农产品电商市场内不仅有已有的竞争

者进行激烈竞争，同时还需要提防准备进入市场中的未来竞争者[3]。因此，为了吸引消费者，各个平台

纷纷推出价格战以占领市场份额，在价格打到几乎底端时，各电商平台开始在物流服务、产品绿色创新

等方面进行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与更绿色的产品。 
生鲜农产品电商行业目前广为人知的品牌主要有盒马鲜生、永辉超市、沃尔玛、大润发生鲜、京东

生鲜以及天猫生鲜等。 

2.4. 发展模式不断升级 

在 2010 年及以前，生鲜农产品电商市场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一开始只是在网上进行产品的信息展

示，后来一些企业尝试将其他领域的电商模式应用到生鲜农产品电商中，但由于保鲜技术和冷链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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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使得生鲜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受到一定阻碍。 
2011 年至 2015 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此时保鲜技术和冷链物流技术升级，电商开始尝试多种发展

模式，例如 B2C、C2C、O2O 等。O2O 模式进行线上线下融合，加深了线上平台和线下实体店的紧密程

度，用户可通过手机或电脑直接下单，同时可以选择配送方式或者自己到店自提。 
在进行 3 年的大洗牌后，从 2019 年开始，生鲜农产品电商开始进行精细化运营和高质量发展。形

成前置仓模式。在每个城市设置多个前置仓，将采购的产品就近储存，使消费者在下单后可以以最快的

速度进行配送，不仅缩短了配送时间，同时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效率。到店 + 到家模式形成线上线下

互动，用户在平台上购买东西选择配送方式的同时，也可在实体店通过扫码下单进行购买，增加购买体

验感与便利度。社区团购模式也应运而生，使生鲜电商在社区中形成平台，通过小程序或微信群进行下

单。 

3. 生鲜农产品电商存在问题 

3.1. 冷链技术设施总体呈现不足 

冷链运输的发展程度对生鲜农产品的消费规模不仅具有积极作用[4]，两者还具有协同作用[5]。但生

鲜农产品电商平台面临众多分散的消费者，且生鲜农产品由于本身的保鲜时效短和易腐坏性使得其物流

过程处于与其相适应的低温状态才能延长保鲜期，从而提高产品的流通效率[6]。部分企业未进行电力节

约，在气温高时调低冷库温度，而在气温低时调高冷库温度，使生鲜农产品未保持恒温状态。同时，在

正规运输过程的冷藏车还存在运力不足的情况，使产品到达该地区之后需要搬运到冷库储存一段时间再

重新搬运到冷藏车再进行下一段运输。 
冷链断裂问题[7]在运输过程中是十分普遍的问题。产品在装卸过程中往往采用人工搬运或小机械辅

助人工搬运的方式，在运输中转点进行运输工具的更换时也存在无法保证持续的低温环境的可能，对产

品质量产生影响，形成一定的浪费，增加产品损失率。 

3.2. 品牌化意识不足 

受限于传统的销售习惯，农产品主要通过批发和农贸市场进行销售，此渠道往往更加注重销量而非

品牌的建设，并且生鲜农产品产品本身同质化十分严重，想要从产品品类异质性方面进行品牌化打造十

分困难[8]。同时，进行品牌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对许多小的生鲜农产品电商来说是一笔巨大开支。 
由于没有形成品牌化售卖，导致许多消费者不敢进行第一次购买，不敢完全信任该不知名品牌的产

品品质问题。随着电商的不断发展以及竞争程度的加重，不少电商意识到品牌化的重要性，逐渐通过完

善产业链和对产品品质进行把控等手段进行品牌化建设[9]。 

3.3. 相关人才短缺 

专业的冷链物流管理和技术人员相对缺乏，使得技术的创新性不足[10]，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鲜农

产品电商物流板块的发展。生鲜农产品的冷链运输在运输过程中需要高度的协调与配合，从而需要具备

冷链物流知识和技术的人才进行运输过程管理，以保证整个运输过程的流畅度。 
随着电商平台的发展，消费者对于整体购物的评价中，服务质量的打分占比逐渐升高，消费者对于

生鲜农产品的品质和服务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但专业的客户服务人才缺乏，从而影响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在技术方面，由于服务群体量的扩大，对于平台维护、数据分析与追踪以及 IT 技术支持等方面的人才需

求扩大，但供给却存在不足，且由于生鲜农产品的特殊性，需要设计出更加优质且成本低廉的恒温控制

系统和制冷设备，进而满足运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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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产品过度包装 

消费者在平台上浏览需要购买的商品时，他们所能看见的图片仅为商家提供的主页照片以及消费者

在购买和收到商品后在评论区进行评论的照片。从评论区照片中得到的真实信息几乎只是产品新鲜与否

以及派送是否及时的问题，而从商家的经“修饰”的精美照片以及产品基本介绍中得到的信息也只有少

量，因而导致大部分消费者只能根据消费者评论的商品外貌的照片进行购买选择。精美的包装会给人其

商品质量也会十分不错的心理暗示，从而消费者在电商平台浏览和购买生鲜农产品时往往会被其精美包

装的商品所吸引。 
在相同价格下的精简包装和精美包装，大部分消费者往往会选择精美包装的商品以提升自己的视觉

观感，而消费者将带有精美外包装的商品置于手中时，精美包装所产生的包装物最终归宿即是垃圾桶。

包装物只起到了观赏性而没有实用性，其对于购买商品的最终目的的影响程度不足使得过度包装所形成

的资源浪费。 

3.5. 食品安全与信任度问题 

消费者在电商平台对生鲜农产品进行购买时，主要通过价格和商家提供的商品图片两个因素对商品

进行挑选，与传统消费模式相比，消费者无法切实触摸到食品品质的好坏，只能通过商家提供的照片进

行片面选择，由此导致部分商家为了提高自身产品销量而进行刻意美化产品图片、对产品实物大小进行

模糊描述等宣传行为。商品经过一段时间运输，到达消费者手中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部

分原因来自商家在发货时产品品质就未达标而未进行严格检验而出库，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来自运输途中

由于挤压、产品存放温度以及产品本身新鲜时效性问题导致的产品腐坏、变质，使得消费者难以辨别其

原因[11]。 
在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后，消费者对商品品质进行验证，发现存在本是因商家自身不端行为而导

致的品质问题后与商家进行沟通，商家却以运输问题为由进行搪塞，对消费者进行部分赔付。平台提供

的产品质量对消费者的复购行为起正向作用[12] [13]消费者在进行几次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后由于消费

体验感不佳后转为线下或者更换平台购买，从而失去部分消费者群体。 

4. 生鲜农产品电商发展路径优化 

4.1. 加强冷链运输基础设施建设 

在冷链运输过程中为了进行全过程的恒温管控，鼓励引进先进的智能恒温系统、GPS 追踪系统、GIS
技术以及自动化装卸等，加大冷链运输方面的研发，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进行冷链物流的全过程信息

化、网络化。加大投入更多的冷藏运输车辆以及冷链设备，及时检修以及更换正在使用的且已老化的车

辆、设备等。由于增加储藏冷库数量比扩大冷库容量的成本低[14]，可制造不同类产品的小型冷库，同时

安装恒温系统，以减少产品损坏率。 
在未出售时进行冷库储存，延长生鲜农产品的保鲜期，平台接到相应产品订单后进行冷藏运输，利

用冷藏车或冷藏集装箱运输生鲜农产品，确保运输过程中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同时采用信息化管理

系统，实时跟踪和记录产品的温度、湿度、运输状态等信息，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在进行“最后一公

里”配送时，配送车辆和人员需要具备相应的冷链设备和能力，以确保产品在到达消费者手中时仍然保

持新鲜，将同一路线中的产品统一配送，同时利用云计算优化配送路线，形成“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

的快捷路线，减少周转次数，降低产品损坏率。 
针对水果类由于其具有较好的储藏性，因此对于其冷链运输，只需保持有足够的湿度和相对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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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即可，从而避免各种物品一起进行低温运输而形成的运力浪费。对于肉类冷链运输，需要引入温度

监控系统，实时监控产品的状态。对于蔬菜类要进行预冷处理，同时保证其干燥性与透气性，减缓蔬菜

的新鲜程度的衰退情况。对于水产类，由于其对温度和湿度十分敏感，因此在冷链运输的过程中要保证

鲜活性的程度，控制暂养环境的氧气等气体浓度，实现等同生长环境运输。 

4.2. 强化生鲜农产品品牌观念，增加消费者粘性 

品牌是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进行选择的因素之一，加强生鲜农产品的品牌化建设，有助于电商平台

提升竞争能力。 
在形象方面，电商要十分注重其形象的塑造，有一个深入人心的品牌 LOGO 和独特的产品包装会使

消费者在进行消费选择时将该平台纳入选择范围。在广告宣传方面，线上线下进行多平台、多角度的宣

传，使消费者感知此品牌是在实实在在为消费者考虑，吸引消费者进行选择购买，定期举办电商直播培

训，提高直播效率。在售后服务方面，提供更优质以及有区别于其他品牌的服务，分产品类别的进行售

后服务，及时且快速地解决消费者售后问题，达到消费者有即使购买产品出问题，该平台也能立马给出

自己满意的解决方案的心理。在产品品质方面，在产品的种植、储存和运输方面要进行严格把控，做到

“宁缺毋滥”，使消费者在产品品质方面对消费者产生信任，从而形成购买粘性。 
在产品标签上，国内大部分的产品的具体营养成分表都是附于产品包装背面，且生鲜农产品包装的

营养成分表更少，尝试模仿外国将生鲜猪肉标签附于产品包装正面[15]，使产品在包装上既不产生浪费，

同时在包装上又形成创新，强化品牌形象。 
对于具有本地特色的生鲜农产品，例如贵州黄牛肉、奉化水蜜桃、阳澄湖大闸蟹等产品，在进行宣

传时重点强调产地以及该产品的特点，是在当地具有生产点或者与稳定农户合作，进行完全有计划培育

和饲养，追踪用户想要的产品品质去升级产品质量，达到品牌独有化，增加消费者粘性。 

4.3. 培养及输送相关高质量人才 

电商平台在快速发展，但相关专业的高质量人才配置并未完全到位，许多冷链配送人员只是普通物

流人员直接跳槽而来，并无相应知识储备。对此部分员工企业进行专业培训，提升相关知识的认识。 
定期进行研讨会等分享先进经验、加强对数据分析和用户界面设计等技术的培训。通过与高等院校

合作，更新培训课程，鼓励学生进行实际演练，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定向培养兼具理论和实践的人才。 

4.4. 产品包装升级，减少物资浪费 

对生鲜农产品包装进行技术升级，采用成本优化后的恒温包装，不仅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同时也能

达到延长产品保鲜期的目的。 
精美包装起到美观的作用，对于产品本身用途的影响程度不大，降低产品精美包装程度，采用可降

解的环保材料进行简洁包装，绿色环保，呼应国家绿色发展的号召，将由包装引起的增量成本转化到产

品品质的升级当中，同时在精简包装的基础上根据不同产品特点设计个性化的包装，提升品牌形象与吸

引力。 

4.5. 加强执法监督，保证和生鲜农产品的食品安全 

相关部门对生鲜农产品的出库质量标准进行规定，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生鲜农产品的质量

安全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保证生鲜农产品的品质安全。同时，在运输环节相关部门也可制定

相关检验标准，建立健全相关检测体系，对在运输途中的生鲜农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对不符合质量规定

的产品进行劝返或者只允许质量检测合格的商品继续运输，进一步保证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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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展望 

在网络愈发发达的时代，生鲜农产品电商的发展逐渐显现出许多优势的同时也暴露了其存在的问题，

为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扩大市场占比规模，应采取相应的优化策略：对冷链运输设施进行加强建设、

强化生鲜农产品的品牌观念以增加消费者粘性、培养及输送相关高质量人才、对产品包装升级以减少物

资浪费、加强执法监督以保证食品安全。通过对以上方面的建议进行改进，增大生鲜农产品电商的竞争

力，从而扩大市场规模。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程度相对较浅，缺乏足够的数据进行

解释与论证。在越来越追求健康生活的未来，生鲜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充满机遇，但随即也面临着品质的

把控、便捷性的升级等挑战，在未来需要更加注重品质的控制，用高品质创造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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