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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企业市场营销对于农业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在电子商务背景下，利用好电子商务进行市场营销

是提高农业企业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在电子商务背景下，如何优化农业企业市场营销策略是加

快农业企业产业发展，提升农业企业发展能力的关键。本文从分析农业企业市场营销发展的现状出发，

探索电子商务运用在农业企业市场营销中的优势，从而提出优化农业企业市场营销的策略，拓宽农业企

业市场营销渠道，不断提高其市场营销效果和消费者满意度，助力农业企业实现持续发展，开拓市场空

间，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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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marketing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lectronic commerce, making good use of e-commerce market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erefore, under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766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766
https://www.hanspub.org/


向姣羽 
 

 

DOI: 10.12677/ecl.2024.1341766 5314 电子商务评论 
 

the background of electronic commerce, how to optimize the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marketing 
strategy is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industry, improve the key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bi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marketing, explore the advantages of electronic commerce 
in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marketing, propose the strategy of optimiz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marketing, broaden the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marketing channels, improve the marketing effect 
and consumer satisfaction, help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
pand the market space, and gain a foothold in the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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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与科技的飞跃，近年来，中国的农业企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1]。因

此，为了推动乡村的繁荣昌盛，推动农业的现代化，中国的农业企业必须摒弃以往的市场营销策略，努

力寻求适合当今社会的创新型发展策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同时，通过优化农业企业市场营销策略，

可以更好地宣扬品牌，增强公司的影响力，推动中国农业企业发展。通过实施精准的市场营销，可以显

著增强农业企业的生产能力[2]、提升其产出水平以及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增加其经济收入，

推动农业现代化可持续健康地发展。 
已有大量学者表明，电子商务可促进农业企业市场营销，有学者提出电子商务已经从传统的零售模

式转变为更加便捷的销售模式，电子商务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极大地提升了经济社

会的发展，而且还为维护就业、保障民生等方面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从而为实现全球性的双循环经济体

系奠定坚实的基础[3]，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更快地获取所需的商品，还可以让他们更加便捷地进行购买、

交换、获取资讯，从而更好地建立起消费者、企业、社会三方的良好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网民的欢迎。

也有学者认为，电子商务既能够架起消费者与企业的沟通桥梁，又能够促进企业的市场份额，同时也能

够给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4]。还有学者指出，由于电子商务具备 IT、金融支付等特点，它给企业的市场

开放性、竞争力、效率等方面都带来了极其丰富的潜力，使得它们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从而获

得更多的收益[5]。因此，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它对当下农业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探索出更加有效的

市场营销策略，将有助于农业企业实现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为消费者提供更

加优质的农业产品和服务，从而推动中国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本文在电子商务不断发展的背景之下，分析农业企业市场营销发展的现状，探索电子商务运用在农

业企业市场营销中的优势，从而提出优化农业企业市场营销的策略，拓宽农业企业市场营销渠道，不断

提高其市场营销效果和消费者满意度，助力农业企业实现持续发展，开拓市场空间，使其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站稳脚跟。 

2. 电子商务背景下我国农业企业市场营销困境 

根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 年)》指出，中国的数字经济已成功实现 50.2 亿元的年度目标，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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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二，所占的 GDP 也是 41.5%。2018~2022 年，中国的电商行业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6]，不

断扩张的业务范围和庞大的产业规模使得许多农业公司都开始尝试通过网络销售自己的产品。然而，由

于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撑，许多农业企业仍然难以充分利用网络销售的优点，目前我国农业企业的市场营

销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2.1. 自身产品定位不清晰，品牌营销意识淡薄 

为了确保竞争力，公司必须首先确立其独特的品牌。通过精心的市场调研和分析，公司需建立一个

具备竞争力的品牌[7]。在后期，公司充分发挥该品牌的作用，不断推出新的服务，从而增强其市场份额。

因此，在个公司中，进行有力的品牌宣传是非常必要的，它会直接决定该公司的产品销量和利润。农业

企业更是如此，例如庆安东禾金谷粮食储备有限公司的“庆禾香”大米、山东省寿光蔬菜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的“七彩庄园”番茄，临洮恒德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婵乡源”地耳，都形成了其自身的品牌，但

是大部分农业企业依然陷入自身产品定位不清晰，品牌营销意识淡薄的困境，一方面是由于一些企业缺

乏科学的品牌形象定位，缺乏全面系统的品牌策划，即使有品牌也与企业的优势结合不紧密，难以形成

企业独特的品牌。另一方面，大部分农业企业品牌形象塑造还存在薄弱环节，市场营销与仓储物流、运

输配送、售后服务、人员管理等方面的联动不够，营销部门与技术、财务、战略等部门协调机制没有建

立，信息化、智能化的技术手段应用还有不足，影响市场销售效果和企业效益。 

2.2. 利用新媒体推动市场营销能力不足 

新媒体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不但大大拓展了信息传播和客户获取的渠道，也为企业和客户提供了更

为方便快捷的交流互动机会，进一步丰富了市场营销的途径和方式[8]。但有的农业企业对新媒体营销形

式不敏感不够重视，市场营销人员缺乏新媒体意识和新媒体运用能力，难以策划和实施新媒体营销。有

的企业还没有利用抖音、短视频、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市场营销的策划和实施，有的甚至没有专业

的宣传推广网站，客户获取企业相关信息的渠道受限。部分物流企业与电商平台联系不紧密，不擅于依

托大数据平台开展市场营销活动，客户关系管理不到位。与客户的对接沟通交流较少，定期回访没有形

成常态化机制，难以及时了解和解决客户的难点问题。 

2.3. 市场营销团队和人员营销能力弱，营销手段较为单一 

电商工作环境复杂多变，客户需求各异，既需要熟悉企业的全面情况，又要面对竞争对手和客户，

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和过硬的素质。一些农业企业对市场营销的队伍建设不够重视，市场营销管理体系

不完善，制度体系不健全[9]，市场营销目标与企业整体发展战略不匹配，营销人员的职责任务不清晰，

营销团队缺乏足够的资源支持，市场营销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营销人员的专

业素质和能力不足，知识面较窄，难以适应物流市场的急剧变化，难以满足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营

销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缺乏健全的激励约束和考核机制，薪酬激励、职务职级晋升、表彰奖励等

配套制度措施也不完善，营销人员的职业生涯通道不够畅通，成长发展机会较为单一，营销人员的积极

性主动性不高。由于缺乏良好的团队管理、团结奋斗的工作氛围以及良好的营销文化，使得团队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大大降低，从而严重影响了团队的整体表现。 

2.4. 市场营销网络风险防范能力不强，容易陷入市场危机 

从事农业的大部分人员属于较低学历水平，因此大部分农业企业在电商营销和组织方面良莠不齐，

部分企业缺乏细致化的应用规划，所掌握的电商营销内容仅仅为皮毛，无法实现长效发展。部分企业在

制定电子商务营销计划时无法切中消费者痛点，导致效率不高，徒增成本，营销广度到位，但营销深度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766


向姣羽 
 

 

DOI: 10.12677/ecl.2024.1341766 5316 电子商务评论 
 

不够，这是当前中小企业市场营销中电商应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从市场环境来看，大部分企

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核心业务不清晰、电商市场开拓率低的问题，营销效果也大打折扣。在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还包括网络安全管理问题，需要保证系统运行稳定外，还存在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在网络环境

下，中小企业业务拓展方向扩大，物流体系也逐渐多元化，但网络环境中充斥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

部分中小企业无法满足市场的多元化需求，一旦出现产业链变化必然限制企业发展。 

3. 农业企业市场营销的优化策略 

3.1. 精准定位自身产品，增强品牌营销意识 

为了更好地实现现代化的市场营销策略，农业公司必须重视对产品本质的挖掘，不断投资于前沿的

科技开发，以增添其现代化的特色，以增强其市场竞势。农业公司应该积极开拓市场，深入分析当前的

经济形势，洞察客户的真正需求，结合当前的技术水平，精心设计出能够满足客户多样性的农产品，有

效提升其竞争优势，同时有效减少经济损失，提高经济效率，推动农业公司的现代化、可持续发展。同

时也要求企业更加关注市场趋势进行精准市场定位，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在

营销渠道方面，传统的营销渠道大多依赖中间商或实体店铺，电子商务的发展使企业可以直接面对消费

者进行销售，这大大节省了中间环节，降低市场营销成本，还可借助电商平台等渠道更好地掌握市场信

息，拓宽市场销售渠道。 

3.2. 充分利用新媒体推动市场营销能力 

近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由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许多公司都面临着

挑战，这些挑战使得许多公司需要利用电子商务来更新他们的市场营销策略来满足市场的需求，电子商

务在农业企业市场营销中应用优势，一方面，电子商务有利于转变传统营销理念，使营销渠道随着电子

商务快速发展而发展。传统企业市场营销理念和营销方式正发生深刻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企业商业

模式，也重新定义消费者与企业的关系。传统理念下市场营销策略多以企业为中心，侧重于产品的推介

和销售。而电子商务的发展使企业营销理念开始由以企业为核心转向以消费者为核心，更加注重消费者

需求和体验，追求与消费者建立长期关系，这种市场营销模式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购物方式，

还极大地提高了市场信息的透明度。另一方面，电子商务有利于提升企业市场营销效益。通过电子商务

平台，农业企业可以实现自动化订单处理、智能化库存管理、快速物流配送等业务，优化财务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业务流程，从整体上提升农业企业运营水平，缩短业务流程周期，提高运

营效率。 

3.3. 提升市场营销团队和人员营销能力，增加多样化营销手段 

农业企业应当深刻认识到现代市场营销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其发展的核心，积极推动农业产品销售

的多元化、消费者的关注点，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拓宽企业的营销范围。同时，

农业企业应该充分利用现代营销技术，如网络购物、直播卖货等，通过强大的宣传力度，从多个角度推

广农产品，提升农业品牌和企业形象，吸引更多消费者，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电子商务背景下，农业

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广告、社交媒体营销、内容营销等手段，更好地宣传品牌形象和产品特色，吸引更

多的潜在客户关注、购买，扩大企业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3.4. 增加市场营销网络风险防范能力，防止陷入市场危机 

积极对接农业上市公司，共享全国知名农业龙头企业的渠道、技术、品牌等，帮助其增加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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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风险防范能力，防止陷入市场危机，鼓励龙头企业建设科技研发中心、技术服务中心、科技项目部

等产学研职能部门，主动对接相关产业科研院所及高校专业团队，借助其理论指导与科技成果，加快当

地产业成果转化，形成科技创新推动的智慧农业发展模式同时，以高新技术企业、院士工作站、专家服

务基地等高科技研发服务平台为科技创新发展主体，通过柔性引进科研人才和技术成果资源，培养具备

一定科技素养的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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