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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旅游的兴起为民族地区农村电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本文以贵州省榕江县为例，分析该县农村

电商的发展现状。通过实地调查的方法发现该县农村电商发展存在的质量标准化不足，电商销售额低，

电商主体多而不强，政策宣传和落实不到位，扶持力度不够等问题。基于文化旅游热为电商行业发展带

来的巨大发展流量，提出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提高产品标准化、加强人才资源整合、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等的发展路径。最后提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要以农文体旅 + 电商融合发展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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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cultural tourism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
merce in minority areas. This paper takes Rongjiang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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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rural e-commerce. Through the method of field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n the county, such as 
insufficient quality standardization, low sales of e-commerce, many e-commerce entities but not 
strong, inadequate policy publicity and implementation, and insufficient support. Based on the huge 
development flow brought by the cultural tourism boo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s 
proposed to improve product standardization,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and 
increase policy support. Finall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thnic area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sports, tourism and e-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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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近年来我国的文化旅游“热”度持续上升，产生了许多网红城市“出圈”。

文化旅游火热既反映了我国旅游市场变化[1]，也反映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消费模式变

化，更加注重精神文化体验。 
文化旅游的火热推动了许多地方的经济发展，也为农村电商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其一，随着城市

“出圈”走红，推动地方特色产品产业知名度的提升，原本不知名的小县城也可以在全国知名；其二，

文化旅游带动城市形象和地方品牌的树立，提升地方产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其三，互联网时代，文化

旅游的发展为地区吸引来大量游客和潜在的网络消费者，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流量”。 
榕江县隶属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典型的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特别

是随着“村超”的火爆出圈，为榕江县的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流量，也推动了电商行业的蓬勃发展。

紧抓由“村超”带来的巨大流量，该县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促进县内特色产品产业的发展，取得了卓越

成效。然而，该县在发展农村电商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瓶颈，影响了该县电商行业的进一步做

大做强。因此，本文以榕江县为例，对在文化旅游热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的现状、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突破民族地区农村电商发展瓶颈，对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榕江县农村电商发展现状 

2.1. 农产品文化产品种类丰富，供应水平不断提高 

榕江县农牧特色物产丰富，塔石香羊、锡利贡米、榕江葛根等入选国家地理标志，此外，还有小香

鸡、月亮山香猪、脐橙、榕江西瓜等特色地产，近年来又大力发展灵芝、石斛、百香果、香菇、猕猴桃、

火龙果等药材产业和经济果园，保障了榕江一年四季都有充足的应季水果供应。同时，通过电商，也可

以优化农产品的供给结构[2]。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榕江全县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额 6.26 亿元，全县农

产品网络零售额 4747.99 万元，同比增长 112.42%，增速排全州第 1 位 1。2024 年 1~4 月实现线上线下促

Open Access

 

 

1数据来源：榕江发布 https://mp.weixin.qq.com/s/8KtUY79m0ibTi4uTv2XT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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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县域农特产品 1.265 万吨，销售额达 2.064 亿元；2024 年第一季度实现了网络零售额 1836.875 万元，

排名全州第 5 位 2。 
此外，榕江县还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特色民族产品深受游客青睐。据统计，以蓝染、蜡染、刺

绣和民族服装等为主的精品店销售额超 1700 万元。如侗族传承人杨成兰通过新媒体电商平台推动侗布远

销多地区，实现年销售额超 200 万元。2023 年全县农产品及手工艺文创产品通过新媒体平台线上线下销

售超过 3 亿元 3。 

2.2. 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物流降费取得良好成果 

农村地区的网络建设是联结内外的重要纽带，2023 年榕江县新建 5G 基站 229 个，县城区和乡镇政

府所在地实现 5G 信号全覆盖，行政村 5G 信号覆盖率达 94.4%，“村超”入选全国首批“5G + 智慧旅

游”应用试点项目 4。近年来，榕江县农村电商物流体系逐步得到完善，建成县级云仓 2000 平方米，搭

建“榕易卖”分销平台，构建了完善的“云上建仓、乡村集货、云仓集单、数据互通、统仓共配”的电商

供应链体系，大幅提升了农产品及手工艺文创产品的销售效率和市场覆盖范围。通过分销平台，实现资

源整合，统一品牌和包装，推动跨境电商业务，销售产品达 150 余款。物流体系建设是农村电子商务物

流发展的根基[3]，通过与快递公司合作，榕江县建设完成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实现了快递首重价

格由 10 元降到最低 2.5 元，为电商主体降费超 200 万元 5，例如，为鼓励榕江水果出山，政府对寄发水

果提供了补贴：通过顺丰快递发货的，6 斤以内的，寄送者每盒商品只要付费 6 元，剩余部分由政府补贴

给顺丰。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2.3. “村超”品牌建设初显成效，引领榕江产品出山 

自 2023 年 4 月份“村超”走红出圈以来，累计吸引游客 1225.96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35.34
亿元 6，为榕江农村电商发展积累了巨大的发展流量，“村超”品牌为榕江电商打开了市场。榕江县审时

度势紧抓“村超品牌”的产权认证和品牌打造，建立了对商标品牌的培育、运用、保护和管理机制，设计

了系列商标图形，成功打造并注册了“超好玩”“超好住”“体育 + 经济”等村超品牌。积极打造榕江

“村超” + 产业，开发“村超”联名品牌，并通过赛场展示和直播带货等形式提升产品知名度。2023 年

以来，榕江县开发打造了“村超甄选”“苗侗山珍”等地方品牌。 
加强对品牌的推介和宣传，在“村超”赛场设立招商服务窗口、本土非遗文创、农特产品展示区等

等。通过邀请产业上下游企业客户到村超感受足球氛围等加强上下游合作，吸引企业与村超品牌授权合

作企业 30 余个，签约项目 27 个。立足于产业优势，在全县范围内优选山茶油、茶叶、百香果等特色农

产品，开发以“村超”冠名或联名的产品，如村超杨梅汁、村超可乐、村超板栗仁等。 

2.4. 积极招商引资，电商人才培养取得良好效果 

“村超”的火热也吸引了许多企业入驻榕江，积极引进境外电商企业，例如引进北京家乡来客、贵

州山呷呷等企业入驻新媒体电商产业园，实现电商产业集群发展，引进青岛佰福得对罗汉果进行深加工

等等。截至 2024 年 3 月份，榕江县引进电商企业 50 余家。 
网络走红引发更多的人才需要，该县积极培育电商人才，实施“聚才行动”，开展“万人计划”，将

 

 

2数据来源：榕江政务公开 https://mp.weixin.qq.com/s/Y4sOznkvXgjqBF6g7sBQKg。 
3榕江县统计局：榕江县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 年 3 月 24 日。 
4榕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榕江县)政府工作报告》，2024 年 3 月 1 日。 
5数据来源：榕江政务公开 https://mp.weixin.qq.com/s/IKxEbw_PH0vIAm-EQew08A。 
6数据来源：榕江政务公开 https://mp.weixin.qq.com/s/Dpsrt4VFyYf61RTD0-7V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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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人、返乡青年、留守妇女、村组干部、弱劳动力等培养成“数字新农人”。开展主播培训，成立

专门培训学校，通过万人计划、村寨代言人等活动展开培训。加强校企合作，在县职校开设直播电商服

务班，订单式培养电商主播和直播运营人才。截至 2024 年 3 月份，榕江县孵化村寨代言人新媒体人才 1
千余人，开展培训 400 余场次，培训 3.5 万余人次，欲求达到“人人皆可带货”。培育本地网络直播营销

团队 2200 余个，入驻中台账号超 1.2 万余个 7。举办了 2024 年“贵州村超”品牌推介暨直播带货大赛活

动、2024 年榕江县“绿果甜”电商带货大赛、2024 年“青白茶”品牌推介暨短视频大赛等直播带货活动

十余次 8。 

3. 榕江县电商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村超”带来的影响力和巨大发展流量，成功推动榕江农村电商迅速发展，从官方发布的数据来看，

该县农村电商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效。但在如火如荼的行进中，相关问题也随之显现，通过实地调查发

现，榕江县农村电商发展仍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3.1. 产品标准化不足，电商销售比例较低 

我国农业建设标准化落后于市场需求，质量监管体系不完善[4]。该县通过电商销售较多的产品主要

在于水果如百香果、脐橙等，以及地方特产如腌肉、腊肉等等。电商销售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自

产自卖，农户生产(种植、养殖、制造)，自己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第二种是自产代卖，农户生产，一些电

商团队或自媒体进行销售，目前这一模式占比较多。第三种是统一销售，农户分散生产，由大公司统一

收购，这类主要集中在蔬菜类。前两种方式中，自产自销或自产代销过程都是由农户或自媒体人自己完

成的，他们从产业园中购买统一的包装盒，自己打包，发货，产品都是没有经过质量检测和鉴定的，尤

其是农特产品和腌制肉类产品存在较大的质量隐患。 
数字化水平较低体现在生产过程和销售过程两方面。首先，在生产环节缺乏相应的技术指导，农业生

产仍以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为主，该县地形以山地为主，不适宜开展大规模的机械工作。其次，山地农业

也缺乏相关的技术指导，尤其是对种植养殖规模较大的农民、合作社来说，更加需要技术指导，一些种植

户说，刚开始种植百香果的时候，由于缺乏科学管理技术，导致直接亏损。另外，像脐橙、椪柑这类果林，

特别容易生虫，不仅影响果品质量，同时破坏了果树根基。从源头上影响产品的质量和标准化。 
其次，销售过程数字化水平也比较低，许多农民仍转不过弯来。一是粮食类农产品的商品化比例仍

然较低，许多农民尤其是偏远乡镇的农民种植粮食仍是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目的。二是许多水果类农产品

仍以传统的方式销售，一些生产较大的农民，要么是自己拿到集市上卖，要么是卖给统一收购的商家，

自己通过电商渠道销售的比例很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时间，二是不会弄。虽然农村电商发展速

度较快，但通过对 2023 年的农业网络零售额(4747.99 万元)和总销售额(6.26 亿元)的对比 9，网络零售额

占比仅 7.58%。 

3.2. 电商自媒体多而不强，带动效应有限 

自“村超”火爆以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带动了网络直播营销团队 2200 余个，自媒体账号超 1.2
万余个，孵化村寨代言人新媒体人才 1 千余人，几乎实现了“人人皆可带货”。然而，上述数据中，业

内人员表示，真正还在继续做网络直播营销的恐怕不到三分之一，产品源头的农民自己做直播的很少，

 

 

7数据来源：榕江政务公开 https://mp.weixin.qq.com/s/MNz-t-B5yjNYUIR4M9YyGQ。 
8同上。 
9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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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从事网络营销的也很少，很多都是兼职副业，帮农民代卖自己赚差价。 
调查访问从事自媒体的人员表示，虽然玩自媒体的人和团队也很多，但是却没有一个搞得特别厉害

的。有相关的宣传、推销活动，或是有新产品出来需要销售的时候，做网络直播的都会去参加相关活动，

在活动中推销他们自己的产品，很多人卖的都是同一种东西，相互之间是竞争关系，不仅劳心劳力，而

且效率较低。将新产品从生产者手中买下来以后，也是各自自己卖自己的。一些地方会以合作社或生产

基地的方式发展集体经济，虽然效果会比个人好一些，但是也没有能够特别突出的，能够为榕江代言的

人来带领大家迈上更高的台阶。 
其次，不同的电商主体还导致市场价格混乱。从源头直接发货，和从农贸集散市场购买再通过平台

销售的，商品进价差不会很大，但是售价差却是成倍增长，例如，五斤装的百香果，从源头直接进货的：

小果 45、中果 55、大果 65、特大果 75 (元/箱)，但在另一个从集贸市场那里进货的售价就变成了：小果

58、中果 68、大果 78、特大果 88。产品是同质的，并且从集贸市场进货单位价格差不超过 2 元，转手过

程中也没有产生太多的附加值和运输费用，但售价差却是进价差的 6.5 倍。 
最后，内部恶性的价格竞争。距离县城位置近的地方，会通过压低价格的方式促进自己产品销售，

而不论是产品进县城，还是通过电商物流直接发货，位置较远的地方要承担更多的成本，却只能按照近

县城的市场价格才能销售产品，导致了许多当地生产和经营者的亏损。 

3.3. 政策宣传落实不到位，电商发展动力不足 

国家农业部对农民种植养殖都有明确的规定，贵州省也有相关的补贴政策，尽管不同地区不同年份，

补贴对象和补贴金额都会有所变动。为鼓励农户种植和养殖，榕江县政府也出台了相关补贴政策，但到

了乡镇一级，许多乡镇对政策宣传和落实不到位，或是少数知情人变相利用政策，例如，在一些乡镇和

行政村，工作人员会去统计各村各乡养殖黄牛的情况，然后将数量统归到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名下，其他

不知情村民只知道在统计牛，但不知道为什么统计，因此，养殖补贴都进了少数人的腰包。 
榕江县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农民工、复员退伍军人自主创业的，都有自主创业补贴。

相关规定是：自主创业并带动就业，经营满一年以上，一次性补贴 5000 元。在采访时有许多人表示，一

是政府不宣传，即使是到乡镇政府问了，很多工作人员也只会说不知道；二是补贴的力度太小，并且是

事后才补贴，“等自己都创业成功了，还会去想那五千块钱吗”。还有人表示，刚起步时无人问津，等你

做得有起色了工作人员才找上门来。 
但相关的补贴只有少部分人知道，许多比较边远乡镇的公职人员都不知道，因此，带货比较火热的

大多都是靠近县城附近的地方。虽然该县积极鼓励发展农村电商，且每个乡镇每个月都要统计和上报该

月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零售额，但许多较为偏远的乡镇都只是“例行公事”，到日期就下乡询问一个数据

上报便了事。 
最后是政策扶持的范围和力度仍然有限，目前该县对农村电商的政策支持主要在于小型水果类，确

切的说只有百香果有物流补贴，其他水果寄送时则打着百香果的包装壳拿补贴。大型水果像柚子、西瓜，

以及肉类和加工产品都是没有相关补贴的。当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物流配送过程仍比较艰辛，没

有相关的冷链技术设施，许多优质肉类产品很难出山，这也导致了只有县城周边的电商发展较为积极，

较远的乡镇仍是以传统的销售方式为主。 

4. 榕江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优化 

4.1. 提高农产品标准化和物流技术保障 

解决榕江电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既是促进榕江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前进路线，也对其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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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地区推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必须以优质产品为支撑，加强农业产业化水平，加快农业建设标准化，通过建立可视化实时监管系统、

农产品质量溯源系统等质量监管体系，实现农产品从种植到销售全过程的监测和追溯，及时发现并解决农

产品问题[5]，引导有条件的农户开展“三品一标”认证[6]。加强对种植养殖的技术培训和指导，加强种植

养殖过程的科学管理。破解农产品同质化的问题，立足地方特色，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育和选用优质品

种，改良增强本地特色品种。对农副产品也要加强质量和安全检测，保障优质产品的供应，以特色、优质

拓展电商市场。目前该县已有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但相关冷链技术等仍是空白，须进一步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产地建设农产品贮藏保鲜、分级包装等设施，鼓励企业在县乡和具备条件的村建立物

流配送网点[7]，在保障电商可提供的产品多样性的同时，也保障产品运输过程的质量和保鲜。 

4.2. 优化电商企业和自媒体人才资源整合 

针对榕江电商自媒体多而不强的短板，政府要加强人才资源整合。首先，是整合汇聚力量，进一步

增强“品牌效应”。对于企业而言，可采取联合经营抱团发展、品牌店连锁经营、加盟龙头电商企业等多

种方式，提升网店运营水平和质量[8]。网红带货模式具有提高消费者参与度和黏性、增加品牌曝光率和

销售量等优势[9]，尤其是一些超级大网红，对带动某一地区或产业的产品具有巨大的推动力。发挥政府

的引导作用，牵头组织，打造更具影响力的大网红或城市形象代言人，发挥“名城”与“名人”双重效应

做大地区电商。引导和支持分散的电商主体加强团结合作，重要的是要制定好相应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激

励机制，既要防止一家独大而让众多的电商主体失去市场，也警惕多而不强、多而不优。加强技术和业

务培训，提升各类电商主体的服务和技能水平，保护和继续做大做强“村超”这块文化品牌。 
各类主播、村寨代言人数量众多，但缺乏相关的数字技术人员。因此，榕江县仍应继续积极培养和

汇聚相关专业人才，尤其是技术分析人员，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差是影响电子商务的重要因素，抓住信

息便是抓住机会，要加强相关的技术人才培养和召集，更好地引领榕江农村电商在全国市场的竞争。 

4.3. 加大政策宣传、落实和扶持力度 

许多地方的电商发展并不是没有政策，而是政策宣传不到位，落不到实处，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政

策宣传、落实和扶持的力度，强化农民电商意识[10]。一方面，有许多优惠政策，许多乡镇的政府工作人

员自己也不清楚，更无法向群众宣传，对此，需要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政策宣传和政策解读，才能

更好地让群众了解政策，创业有渠道。另一方面，加强政策落到实地的监察力度，一要激发工作人员的

积极性，二可以为此设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既提高公职人员的积极性，也促进群众积极性的提高。通过

实施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跟踪反馈和动态调整机制，确保政策措施能够及时响应农村电商企业的变化和

需求，从而真正实现政策精准扶持[11]。 
加大电商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一方面，是加大对创业创新的政策鼓励和支持，提供人才就业与创

业的机会和途径，增加本地人才留乡、返乡的吸引力[12]。二方面，“村超”带来的流量特性，正是该县

做强农村电商、进军全国市场的大好时机，榕江县农村电商正处于扩大市场阶段，应扩大对电商销售商

品的政策范围和力度，支持更多类型的优质特色产品走出大山。 

5. 结语 

榕江“村超”火爆出圈，这既是互联网时代流量红利的偶然因素，也是多重内在因素综合作用的必

然结果[13]，“村超”集民族文化、体育为一体，带动了旅游业、农业的发展，电商则可以综合发挥流量

的优势，将电子商务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三产深度融合[14]，进一步推动乡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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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时代，要充分发挥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可以提升城市的知名度，

它给城市带来的不仅仅是外地人心理上的良好感受和深刻的印象，更有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15]。充分发

挥民族文化丰富的优势，立足文化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弘扬特色产业，发掘文化

底蕴，打造地方特色品牌，提升地方的知名度，打开电商市场。在数字经济时代，文化都是经济发展不

可或缺的内在推动力，尤其是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更应该发挥文化资源的优势，以别具特色的文化

魅力吸引流量，发展旅游，大力推动农文体旅商的融合发展，推动全面发展。 
在文化旅游热的背景下，榕江县农村电商正蓬勃发展，处于扩大在全国市场占有率的关键时期，正

是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时刻，此时一定要警惕产品的质量问题，防止“山寨”产品借壳出山，既

要提供多样化的产品以满足市场需要，更要保证优质产品的供应。“村超”带动了大批的电商主体和自

媒体直播带货，政府加强引导，积极培育相关人才，进一步发挥“网红”和“名人效应”对产品促销的带

动作用，扩大产品走出大山。榕江县农村电商正处于上升阶段，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电商的扶持力度，

以政策、资金、技术等保障和推动农村电商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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