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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在甘肃农村地区的有效推进和“数商兴农”工程的大力实施，农产品销售由传统模式

转向电商模式。农产品电商在优化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村就业岗位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一新兴营销模式也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品牌建设不健全、专业的电商

人才资源匮乏、农产品营销渠道比较单一、物流服务体系不完善等困境挑战。基于此，本研究将立足当

下农产品电商发展现状，深度挖掘其困境产生的原因，提出打造特色的品牌建设、拓宽丰富的营销渠道、

引进和培养专业的电商人才、建立完善的物流服务体系等的策略建议。以期加强农产品电商发展的设施

建设，进一步助推农村经济，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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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ffective promo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rural areas of Gansu and the vig-
orous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gital business and agriculture” project, the sal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shif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l to the e-commerce model. Agricultural e-com-
mer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ptim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agricultural in-
dustry, broadening the sales channel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ncreasing rural jobs. However, 
this new marketing model also faces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such as imperfect brand building, 
lack of professional e-commerce talent resources, relatively single marketing channels for agricul-
tural products, and imperfect logistics service system.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will be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deeply explore the causes 
of its dilemma, and put forward strategic suggestions such as building characteristic brand building, 
broadening rich marketing channels, introducing and training professional e-commerce talents, 
and establishing a sound logistics service system.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facili-
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further boost the rural economy and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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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是国家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性举措，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

求[1]。目前我国正处于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因此提高农村居民增收致富的能力，对于实现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具有重要意义。以甘肃省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落后，农业经营收入成为

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甘肃省农产品长期面临的附加值较低、生产规模不大、经济带动

作用较小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乡村发展。而要面对上述的挑战，就要转变发展模式。电商作为一种新型

交易模式，已然渗透到农产品行业的领域，为一些特色农产品销售打开了新兴销售渠道。2023 年 12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印发的《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案》提出，要深入发展“数商兴农”，

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开展直播电商助农行动，深化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2021 年，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改造提升农村

物流基础设施，深入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加速农产品进城等若干发展政策[2]。甘肃省要抓住乡村振

兴战略政策的机遇，利用地区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商。基于此，本研究将深入探析甘肃电商发展的

问题所在，采用科学高效的方法解决农产品电商在发展中的问题，全面提升农产品电商的经济潜力。由

此带领农民走上增收致富的新道路。 
目前，关于农产品电商的发展现状与存在困境研究，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其开展研究。蒙菊花，李

良，李辉通过分析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的四大优势寻求发现其发展中监管不力，主播素质不高，直播内

容平俗和品牌影响力不强的问题[3]。王俊文通过对五省区域的农产品电商与冷链物流协调发展进行分析，

发现其协同性程度仍然较低[4]。石静指出了特色农产品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对策，通过拓宽销售渠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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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特色品牌和发展电商经济的形式，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减少农民的生活成本[5]。鲁钊阳从引流效

应和体验效应分析了通过电商可以更好地销售农产品，从而树立品牌效应[6]。仝毅伟从消费者困惑的角

度出发，进一步说明消费者更有意愿进行电商直播形式下的消费方式[7]。林家宝，万俊毅，鲁耀斌通过

构建水果电子商务信任理论模型，着重指出要打造冷链物流的服务体系，从而加强消费者对水果电商企

业的新任[8]。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学术界对农产品电商的发展现状、现实困境、优化策略等方面尚未

得出较为普遍的结论，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基于此，本研究将立足当下农产品电商发展现状，深度

挖掘其困境产生的原因，提出应对策略。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产品电商发展意义 

随着互联网和物流行业的飞速发展，一系列新兴行业不断涌现。农产品电商顺势而生，打破了农产

品传统销售渠道的地域限制，使其可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销售，为农产品开拓更大、更远、更好

的市场带来了机遇。通过乡村农产品电商，消费者可以更加便捷地了解和购买农产品，减少了中间环节，

增加了良好的消费体验，进一步提高了农产品电商的经济影响力。根据农产品电商平台的消费体验，农

业生产者可以有目的有标准的调整农产品品种和产量，改进农产品的种植技术，从而更好地提高农产品

品质，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实现农业生产的优化和升级。综上所述，农产品电商对乡村经济发展意义重

大，不仅扩大了农产品市场，还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这给乡村振兴带来了新的途径，更有助于实

现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诚然，农产品电商给农村地区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未来

农产品电商还需要不断摸索其存在困境，并且立足实际，积极解决如品牌建设不健全，营销渠道单一，

缺乏专业人才和配套的物流服务体系落后等问题。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产品电商发展困境 

3.1. 缺乏健全的品牌建设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甘肃多数农村地区通过挖掘自身资源并进行不断整合，形成了一些以地

区优势而营造的农产品品牌。在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布的 2024 年第一批《农耕农品记忆索引名录》

中，甘肃有 10 个农产品品牌入选，分别是：爽口源牌兰州百合、像山印象牌甘谷辣椒、陇上椒牌甘谷辣

椒、婵乡源牌兰州百合、平凉红牛、娲皇仙果牌秦安苹果、贵园宏果业牌秦安苹果、冒冒粮牌秦安苹果、

陇勤丰牌秦安苹果(红富士)和雪原牌花牛苹果 1。以上这些入选的农产品品牌地区主要分布在兰州、天水、

平凉三个地区，而河西地区的瓜菜、牛羊和中部地区的马铃薯、中药材却仍鲜为人知。根据分析研究，

在一些农产品品牌建设的过程中仍受到许多制约因素。一是受到农业生产者文化水平的影响，许多农民

并未认识到品牌建设背后的真正力量，不愿参与到品牌建设的行列。二是品牌的宣传力度不够，从农产

品生产到电商平台的销售，这一过程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宣传效果，品牌影响力得不到极致的发挥。三是

品牌的制度体系不够完善，受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同类型的农产品在最后产出时的品质会出现差异，

甚至无法达标，从而影响农产品的电商经济。甚至部分企业或个体打着品牌的旗号，通过低价策略进入

市场，但其农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监管部门并未干预，从而给一些农产品的品牌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3.2. 缺乏丰富的营销渠道 

目前甘肃农产品电商的主体多以当地农民、网红为主，由于此类人群缺乏对电商行业的专业认知，

在销售方面受限于自身的认识，多把在微信朋友圈和粉丝群宣传当作主要的销售方式。这样古板的销售

渠道很容易形成市场饱和，而且无法突出农产品的品牌价值。多数农民还是依靠传统方式，等在田间地

 

 

1数据来源：2024 年 8 月 29 日《中国绿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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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售卖的方式，这类群体对电商经济认识有限，更是不愿参与其中。也有部分农民与快递店达成合作，

由快递店收购后在电商平台售卖，这样的方式使得农民收益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农民参与农产品电商

的积极性不高。农村电商主播大多来自农村，不了解直播平台的操作规则和市场规则，经常因为语言交

流不畅和应变能力不强，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产品的销售[9]。具有“甘味”特色的农产品线下门店体

验店覆盖率不高，到农产品成熟的季节，大量的订单还是以每年相对固定的外地客商收购为主，农产品

真正走向更多、更远市场的机会还是有限，农产品的市场销量得不到快速地提升。 

3.3. 缺乏专业的电商人才 

在农产品电商的发展中，专业的电商人才至关重要。但由于甘肃地处内陆地区，区位优势较差，交

通不便，工资薪酬低，引进人才十分困难。虽然制定了相关人才引进的制度和政策，但多因财力问题而

难以实行。加之省内高等学校受地缘因素的影响，导致大量的人才外流。长此以往，农村里面几乎没有

高学历人才，且大多都不愿意回到农村地区工作。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甘肃省农民文化程度中，小学及

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占人口总数的 43.8%，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占人口总数的 32.8%，高中文化程度的人

数占 19.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仅占 3.4%。其中，在农村务农的农民中，有 76.6%的人是初中

及以下文化程度，而高中以上的仅占 23.4%。2 因而在许多农村地区开创的培养电商人才的培训班，由于

受教群体文化程度偏低，掌握互联网水平有限，而且并非专业从事电商工作人员，所以培训后的反馈效

果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要求，导致农村地区专业的电商人才严重匮乏，农产品电商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

阻碍。此外，农产品电商的主体仍以农民群体和当地网红为主，这类群体缺乏在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的

经验，不了解农产品在电商平台的操作规则和市场规则，常常因语言交流等问题影响农产品销售。 

3.4. 缺乏配套的物流服务体系 

2023 年甘肃省农林牧渔业产品物流总额为 2920 亿元，增长 5.2%；甘肃特色农产品出口贸易额达

8436.2 万元，同比增长 2.13 倍；全省物流业总收入 1899 亿元，同比增长 15.4%。3 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

甘肃省农产品物流交易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在不断增加。然而，电商销售的农产品多数以生鲜产品为主，

且季节性较强，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下单后，必须经过“采摘–转运–储存–运输–配送”这一过程才

能到达消费者手中，其中大多数对储存和运输过程中的低温环境有着极高的要求，因而冷链物流在这一

过程中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但从目前现状看来，许多地区受地域分散和交通条件相对较差等因素，

未能全面普及冷链物流服务农产品的电商销售形式；大多都还以“冰块 + 泡沫箱”的包装方式，这对长

途运输和一些农产品的特性而言并非全部适用；其次，运输中没有充分用到冷藏车，这也使得许多农产

品在送达时发生损耗或变质，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 

4.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产品电商发展策略 

4.1. 打造特色的品牌建设 

一个产品具有了品牌，相当于告诉消费者它的质量是有保证的，认准品牌，就是认准这个产品。根

据当地农产品特色，找准市场定位，注册自己的商标，通过营销宣传手段，建立、推广、打造有知名度的

个性优质农产品品牌[10]。通过发放宣传册、推送微信推文、开展田间地头宣讲等形式，给农民普及品牌

理念及其背后的巨大效益，使其自愿参与到品牌建设的行列。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等平台，制作宣传视频、

进行直播内容多样的营销方式，结合地区特色，讲好农产品品牌故事，突出品牌的独特性和文化价值，

 

 

2数据来源：甘肃省人口普查数据。 
3数据来源：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3 年甘肃省物流业运行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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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建立情感共鸣和品牌认同。改进产品包装，结合文化价值理念，设计专属 logo，强化品牌吸引力，

使其在市场上脱颖而出。建立完善的品牌管理制度，其中包括包装设计，市场反馈，质量把控等。相关

监管部门明确责任主体，对打着品牌旗号低价促销抢占市场的行为进行充分干预，为农产品树立良好的

品牌形象营造干净的市场环境。 

4.2. 拓宽丰富的营销渠道 

政府要发挥主体作用，整合区域内资源优势，深入了解各地区的农产品产量、功效、适应群体和市

场需求等。在此基础上，政府加大对农产品的科技投入，改良更好的品种，逐步提高农产品品质，实现

农产品品牌的可持续发展。政府与各大电商平台寻求合作，制定合作协议，合作开设专门的农产品网上

门户商店，设立农产品下单专区，不定时推送农产品品牌信息，电商平台的直播资源在农产品成熟季深

入田间地头直播等等。通过开办当地特色食品节，特色民俗文化活动等形式，吸引大流量直播网红入驻，

从而带动农产品销量的增长。联合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当下最热媒体，不定时推送相关农产品的宣传

和销售视频，吸引消费者消费。发挥“团购优价”的模式，提高农产品销售的市场份额。线下结合地区旅

游平台，开展“农家乐 + 采摘”的形式，增加游客的旅游体验，推动农产品和旅游产业的合作，实现共

赢。建立村镇级电商服务中心，给农产品电商的销售提供网络技术支持，市场营销策略等全方位的服务，

帮助农户及时销售农产品。在各地区寻求开设“甘味”体验店，通过 O2O 线下体验中心让消费者现场体

验，一定程度上扩充农产品的市场销量。 

4.3. 引进和培养专业的电商人才 

在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电商人才的过程中，政府需深度挖掘已有的农产品电商资源，进行优化整合，

制定统一的培养计划，充分发挥已有的资源优势，降低地方政府部门在培养电商人才中投入的成本压力。

政府与企业开展合作，寻求相关指导，在考察实际的基础上开设对应的培训课程，保证培训内容的针对

性，真正发挥培训课程的作用。政府和企业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为从业人员提供晋升、培

训和发展的渠道。可以建立行业协会、专业认证制度等，为人才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和机会[11]。政府给

予政策支持，如完善地方教育医疗机构等基础设施建设，创业大学生贷款免息政策，办证绿色通道等，

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让人才得到“回流”。政府与开设电商相关专业的高校寻求合作，通过建立实训

基地，组织招聘会，合作开展人才引进等方式，吸引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才加入。开展校企共建产教

融合型实训基地，如校企共建直播策划实训室、短视频制作与运营实训基地等，可以更好地定位行业需

求，培养的人才更具专业化。 

4.4. 建立完善的物流服务体系 

加强末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道路的修建与畅通，建设标准化冷藏和冷冻的库房和引进先

进的制冷设备。首先，交通不便是制约农村物流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部门应极力推进对道路过窄和硬

化质量较差的公路进行修缮。农忙时节，交通拥堵现象十分突出，交通部门应及时派出交警指挥和疏导，

确保农产品物流运输的畅通。其次，加大对冷藏和冷冻车更新换代的速度，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追求生

鲜农产品品质的需求。根据地理位置，建设乡镇级物流园区和配送中心，提供标准化分拣、配送和仓储

的功能，合理安排运输路线，保证农产品能更快捷地到达消费者手中。最后，将现代智能化技术充分应

用到快件运输的信息库建设，运用物联网追踪技术，实现运输过程的实时记录和监控，保障快件运输的

完整性。此外，还应提供售后服务的保障系统，设立专门的售后部门，由专业的人员提供服务支持，对

有损耗和丢失等一系列问题的快件，能及时给消费者进行解决，增进和消费者之间的互相信任，给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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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良好的消费体验，从而稳固农产品的市场销量。为保证售后服务保障的高质量运行，还应建立健全业

绩考核制度，进一步激励售后服务人员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产品电商给农民增收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吸引在外务工的农民回

乡创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打造地区乡村品牌，建设“一村一品”的美丽新时代文明乡村。但同样面临

着种种挑战，本研究通过对甘肃农产品电商现状的深入分析，找出了相关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

策。在坚决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基础上，通过政府积极引导，企业发挥带头作用，打造特色的品牌建

设，拓宽丰富的营销渠道，引进和培养专业的电商人才，建立完善的物流服务体系这一系列措施，以期

给甘肃农产品电商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推动甘肃农产品电商发展实现质的飞跃，不断提升农民生活的幸

福感和存在感。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双碳”战略背景下西北地区农牧民环境意识与行为调查研究(22BKS161)》。 

参考文献 
[1] 李开川, 李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路径研究[J]. 中国市场, 2024(20): 186-189.  

[2] 李海燕. 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甘肃农产品电商发展建议[J]. 商展经济, 2023(16): 47-50.  

[3] 蒙菊花, 李良, 李辉. 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发展现状、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J]. 商业经济研究, 2024(11): 126-129.  

[4] 王俊文. 乡村振兴背景下区域农产品电商与冷链物流协同发展实证及建议[J]. 商业经济研究, 2023(23): 107-111.  

[5] 石静. 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特色农产品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J]. 食品研究与开发, 2021, 42(15): 225-226.  

[6] 鲁钊阳. 网络直播与生鲜农产品电商发展: 驱动机理与实证检验[J]. 中国软科学, 2021(3): 18-30.  

[7] 仝毅伟. 电商直播、消费者困惑与购买意愿的关系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23(3): 80-83.  

[8] 林家宝, 万俊毅, 鲁耀斌. 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消费者信任影响因素分析: 以水果为例[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5(5): 5-15.  

[9] 韩婷. 浅析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策略[J]. 商场现代化, 2024(16): 54-56.  

[10] 张玉.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困境及解决途径[J]. 产业创新研究, 2023(10): 98-100.  

[11] 陈琪.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的农产品电商物流发展困境及策略[J]. 产业创新研究, 2024(2): 82-84.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459

	乡村振兴视域下甘肃农产品电商发展困境及策略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and Strategy of Gansu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产品电商发展意义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产品电商发展困境
	3.1. 缺乏健全的品牌建设
	3.2. 缺乏丰富的营销渠道
	3.3. 缺乏专业的电商人才
	3.4. 缺乏配套的物流服务体系

	4.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产品电商发展策略
	4.1. 打造特色的品牌建设
	4.2. 拓宽丰富的营销渠道
	4.3. 引进和培养专业的电商人才
	4.4. 建立完善的物流服务体系

	5.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