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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深化实施，为促进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

为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甘肃省因其地理位置独特，产出许多特色农产品，这为农产

品电子商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石，也为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些年来，甘肃特色农

产品销售与电子商务相结合，创新性地推动了农产品的销售，为农产品的销售开辟了新渠道。然而甘肃

省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旨在揭示甘肃省农产品电商发展的现状及其问题，

针对问题提出创新性的发展路径与建议，推动甘肃省农产品电子商务高质量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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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and deepen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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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econ-
omy.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Due to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Gansu Province produces many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income levels. In recent years, the combination of sales of character-
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Gansu and e-commerce has innovatively promoted the sales of agri-
cultural products, opening up new channels for the sal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ertain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for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
ucts in Gansu Province. This article aims to reveal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in the devel-
opment of e-commerc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Gansu Province, and propose innovative devel-
opment path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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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三农”问题成为当前事关国计民生的重点问题。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要深入贯彻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鼓励特色农产品与电子商务相结合，建设农产

品电商直播基地。在此政策背景下，甘肃作为特色农业大省，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结

合当地特色与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形成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甘味”农产品，并在此基础

上推行新型互联网经济模式，通过电子商务的形式，拓宽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提高了农产品的销量

以及知名度，推动了农业产业链的完善。作为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电子商务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

活力。 

2. 甘肃省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2.1. 甘肃省特色农副产品种类丰富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消费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对农产品的质量需求日益上升，农副产品生产商

也转变了生产模式，由从前的扩量转变为当前的提质，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在此趋势下，人们的消费

需求也随之多元化[1]。电子商务的发展恰恰满足了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在互联网上挑选产品，更加的

便捷，选择面更加宽广。甘肃省近年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发展壮大，产出了

一系列具有当地特色的农副产品，如兰州百合，天水花牛苹果，武都花椒，敦煌葡萄，定西土豆等，这为

甘肃省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奠定了资源基础，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甘肃省特色农产品电子

商务的发展，助推了农户对外销售农产品，顺应了市场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也全面贯彻实施了乡村振兴

战略。 

2.2. 甘肃省物流体系建设逐步完善 

物流的完善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石。甘肃省地理面貌东西狭长，达 1600 多公里，农村特色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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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想要通过电商销售出去需要完善的物流系统，农产品由乡镇走向城市，道路是关键。乡村振兴战略

提出以来，乡道以及村道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治理与整修，方便了物流运输，提高了物流水平。大型电商

企业也投入相应资源，解决农村快递收发难题，推动乡村物流设施的完善。甘肃羊肉颇负盛名，因此，

为保证运输途中生鲜农副产品的质量，物流系统也进一步加强了冷藏运输水准。甘肃省政府还加快农村

物流体系建设，建立公共配送中心、物流服务站，并且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关注运输时效，使农户

与消费者可以实时查看快递运输情况。甘肃省物流程度、运输效率越来越高，满足了特色农产品电子商

务的要求，推动了农产品电商的进一步发展。 

2.3. 政府政策助力甘肃农村电商发展 

甘肃省近年来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推动

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同时，今年商务部等 9 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甘肃省农产品电子商务提供了准则。甘肃省积极响应政策，落实工作，依托“互联网 + 农业”新模式，

为农户搭建起高效率的销售平台，推动“甘味”特色农产品走出去，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政策的

落实，不仅推动了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同时也顺应了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村消费。 

2.4. 甘肃省农产品电商交易规模持续扩大 

甘肃省农产品电子商务呈现出稳固上升的发展趋势，甘肃省以电商平台为依托，整合省区域内特色

农产品，打造农产品公用品牌，建立农产品线上平台商城达到 19 家。仅 2024 年 6 月，甘肃省农产品网

上销售额实现 31.2 亿元。当前甘肃省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不仅面向国内，同时也面向海外市场，通过跨

境电商的销售模式将甘肃特色农产品出口至海外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经兰州海关统计，2024 年 1 至 8
月跨境电商出口贸易额达 9830.6 万元，同比增长 99.3% [2]。 

3. 甘肃省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3.1. 相关政策法规不够健全 

甘肃省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推动了农村经济增长，但同时也

存在一定的问题。2024 年甘肃省邮政管理局联合省商务厅、省委网信办、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

农业农村厅等 8 部门印发《关于推动甘肃省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支持快递与电商协同发

展。但当前现有的政府政策还停留在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方面，随着社交电商和直播电商等新模式

的快速兴起，甘肃省在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上未能及时跟上市场变化，导致监管空白或监管不力的情况

出现，给甘肃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了局限性。针对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法规也不够健全，市场

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跟不上电商市场发展的需求，在互联网销售模式下，消费者无法有效辨别农产品品

质的优劣，这会导致有些不良商家钻其中的空子，为了自身利益，在电商平台中发布虚假信息，打着不

实的广告向外销售农副产品，这严重影响了农业产业以及电子商务行业的形象，更重要的是损害了消费

者的权益，在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还涉及到电子支付、网络信息安全等问题，都需要政府将其

考虑在内，政策法规体系急需完善。 

3.2. 农产品电子商务从业人才匮乏 

由于甘肃省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民收入水平低，这导致甘肃省农村青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或在

外地上学，形成了以老人、妇女和小孩为主的“人口流出村”，导致农村中缺乏熟练运用互联网电子设

备的专业人才。农户自身也缺乏相关的知识，无法深入学习电商销售理念[3]，导致农产品电子商务难以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385


张彧杰 
 

 

DOI: 10.12677/ecl.2025.141385 3080 电子商务评论 
 

有效运营，即使乡镇政府组织相关销售人员进行农产品带货技能培训，但由于培训机制不完善、培训水

准低、经费不足等原因，无法形成电商人才队伍。相关农副产品企业也因缺乏电商营销经验，无法有效

利用电商平台，阻碍了特色农产品的推广。随着电商行业的持续发展，企业聘请电商人才成本也随之增

加，中小型农业企业受效益问题困扰，无法为聘请电商从业人才而付出较高的薪资。一些农村基础设施

差、生活条件不够便利，同时，一些农副产品的附加值较低，无法吸引电商人才进村，阻碍了农产品电

子商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3.3. 特色农产品缺乏品牌建设 

自电子商务发展壮大以来，许多特色的农产品在电商平台中并无法与其他农产品区别开来，缺乏了

与消费者的共鸣和差异化优势，造成了农产品同质化的问题。许多特色农产品品牌在形象建设上不够充

分，缺乏独特的品牌元素和故事，难以在消费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通过实地考察以及市场调研发现，

由于农村中农户思想较为传统，导致许多农产品的营销策划和宣传往往过于保守、呆板，缺乏吸引力和

创新性，同时农户所使用的包装大多数都是相似的。例如，甘肃百合经由电商平台销售出去后，只通过

快递公司固定、简易的保鲜包装，并未在外包装上印刷明显的品牌、产品名称，与线下市场散称的包装

并无差别，难以吸引市场消费者关注。并且，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在初期需要投入较高的成本，这使得一

些农产品生产经营者难以承受，限制了农产品的品牌化建设。在农产品种类日益丰富的电商平台中，甘

肃特色农产品如果无法形成品牌化优势，就会导致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下降，阻碍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的

进一步发展。 

3.4. 特色农产品电商平台建设不完善 

当前国内电子商务不断发展，电商行业不断进步，但在甘肃，特色农产品电商专业化建设却相对滞

后。甘肃地理位置独特，农业资源丰富，却由于技术、资金等条件的支援，并没有建设农产品电商平台，

无法为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提供专业的销售平台来推广自己的农产品。主要在于，甘肃省农业企业对农产

品电子商务投入的资金不足，无法形成甘肃特有的品牌化电商平台，同时，一些中小型农业企业对于新

型销售模式的接受度较低，没有积极适应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新型销售路径，并没有做出转型。人才的缺

乏，也阻碍了农产品电商平台的建设，一些涉农企业目前依旧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线下销售上，无法为

建设电商平台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吸引人才，导致了技术升级的滞后性，同时也阻碍了特色农产品的线上

线下一体化销售。目前甘肃省的农业信息网站，更多的是为群众提供政策信息，而并未能为群众提供购

买特色农产品的渠道，因此甘肃省特有的农产品电商平台亟待搭建，同时，入驻电商平台的农产品的质

量，农产品交易的安全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4. 甘肃省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建议 

4.1. 健全农产品电子商务政策法规体系 

甘肃省在发展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过程中要以国家政策为基础，结合甘肃实际情况，进一步制定适

合甘肃省市县特点的电子商务发展政策，并且结合农产品生产周期性、季节性的特点，细化特色农产品

电子商务发展政策，同时参考经济发达地区在促进农产品电商发展方面制定的政策法规，结合自身需求，

制定政策，保障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高效发展。发展甘肃省农产品电子商务，必须建立完善的法规对电

子商务的发展进行约束，这样才能保证农产品电子商务持续健康高效发展。政府部门要从保障农户权益、

加强商品监管等方面入手，制订完善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市场监管机构要加强监管，以电子商务平台为

依托，利用大数据收集信息，不断提高监管效率，打击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投机行为，维护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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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加强对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资，防止体制漏洞对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不利影响。并且监管部门

应协同共进，将不同部门进行融合，加强信息的传递性，促进信息共享，及时发现盲区，提高监管效率。 

4.2. 进一步加强农村电商人才培养 

甘肃省农村电商人才培养离不开政府、企业与高校的支持。首先，甘肃省各市州地方政府建立完善

的电商人才培养政策，在政策的支持下，地方村两委定期组织宣讲，宣传农产品电子商务的重要性，使

村民了解到电子商务的优势，改变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古板、老旧的思想，留住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并

对其进行统一电子商务销售模式培训，培养出一批“电商带头人”，来带动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

对于文化水平较低、识字能力较弱的农民，可以通过一对一的培训，来解决这一类农民所面对的窘境，

同时，通过一对一的培训，还可以让他们加深对电子商务技术的理解，从而提高他们对农产品电子商务

活动的积极性[4]。其次，涉农企业应加大投资，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并设立电子商务项目基金，吸引一

批电商人才进村驻村，利用电商人才的销售能力，通过直播带货等模式，推广当地特色农产品，加强农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保证农产品电商的效益。最后，电商人才的培育也应与高校相结合，在技术院校的

教育体系下选拔出具有专业能力的电商人才，并推动其返乡创业，为农村电商发展注入新活力。同时，

可以采用差异化培训的方式，对普通农户、农产品企业经营者、返村大学生等不同人群采用不同的培训

课程，保证培训的学习效果。政府也可以制定相关政策，定期对电商人才进行评级与考核，保证电商人

才的能力和水准。 

4.3. 加强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 

甘肃省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农产品的品牌化建设，品牌能增强消费者的信赖感和认

知度，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建立稳定的消费群体，赢得稳定的市场空间。甘肃省独特的

地理位置为甘肃提供了丰富的农业资源，但很多农产品唯有在省内被人们熟知，在甘肃之外的省份知道

的人却不多，这给农产品电商发展带来了阻碍。为推动甘肃省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建设，首先要保证农产

品的质量，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大对农产品生产经营商的监管力度，以提质为核心，通过标准化生产、绿

色种植、有机认证等方式，不断优化农产品品质，用品质立足于市场，保证销售的特色农产品绿色、安

全，使消费者吃得放心。大型农产品生产企业应加强创新，摒弃同质化的农产品包装，设计独有的品牌形

象来吸引消费者，提高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涉农企业也应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培育品质优良的农产

品，推动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不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强化品牌建设[5]。在农产品品牌建设的过程中，

政府应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调动不同地域之间的资源，加强不同区域之间的合作关系，避免农产品生

产经营者之间形成恶性竞争，保证市场秩序。并且，农产品生产企业也应当合理利用电商平台，宣传自

己的农产品品牌，还可以通过参加各类农产品展销会、招商引资推介会等活动，全方位、立体式地推介

宣传特色农产品品牌。不可局限于旧的电视广告宣传，积极利用新型社交媒体来提升品牌影响力，以此

来提高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是推动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有效途径。 

4.4. 持续完善农产品电商平台建设 

为推动甘肃省特色农产品电商平台的建设，甘肃省政府应鼓励涉农龙头企业率先开展电商业务，并

出台相关政策积极引导，带动农产品电商平台体系的完善。各大型农产品生产企业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成

熟的电子商务平台，如淘宝、抖音、拼多多、美团等，学习其商务模式，并结合甘肃省实际状况，打造适

合甘肃农产品的电商平台。政府也应组织一批人才队伍，利用现代化的信息系统打造一个大数据平台，

实时上传交易信息，使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都可以及时地了解市场信息，避免信息闭塞情况的出

现[6]。同时，利用人才的专业技术适时更新电子商务平台，完善其功能。在持续推进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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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应加大电子商务平台的服务力度，同步开发手机客户端，并配备完善的客服系统，及时解决

农户与消费者在销售与购买时出现的问题。并且，各地区政府应利用线上和线下融合的发展模式，增强

上、下游企业的紧密合作，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甘肃省特色农产品电商的发展。 

4.5. 建造镇域直播电商基地 

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型销售模式，有利于甘肃省特色农产品进入外部市场，提高市场吸引力，进而

促进农民增收。因此，甘肃省政府在发展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时应积极推广直播带货的销售模式，改善

以往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线下的摆摊销售模式，充分利用电商平台的直播销售模式来推广特色农产品。甘

肃省政府应发挥自身的统筹组织作用，鼓励龙头涉农企业加大资金投资，构造一座基础设施完善的电子

商务产业园区，在提升资源、信息共享程度的同时，为农户提供直播带货的场地以及相关的直播设备。

体系完善的直播电商基地可以实现销售、物流为一体，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有利于农产品生产经

营者效益的提升。利用电商基地吸引不同的电子商务平台入驻，使农户与电商平台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加强了双方的合作粘性，也提高了效率。电商基地应与农户合作，围绕甘肃省农产品的特点，制作具有

特色的直播内容，通过商业化的包装，完善选品展示。并且，基地可以适时邀请一些“网红”进行直播

带货，通过“网红”自身的影响力来宣传特色农产品，吸引消费者。最重要的是基地应孵化出一批专业

技术过硬的直播团队，不仅要保证直播带货的效益，同时也要保证交易数据分析的专业性。直播电商基

地基础设施完善、带动力强的特点可以为甘肃省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4.6. 加大对电子商务销售模式的宣传 

在我国，要想在农村大力发展和促进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必须加强农村商户对电子商务的认识。

首先要加强宣传力度，在乡道、村委会设立标语牌和知识分享专栏，使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可以在日常生

活中认识到电子商务的优势。各地政府部门的相关领导层也应发挥带头模范作用，制定相关的激励及监

管机制，增强龙头涉农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的动力，并制定相应的普惠政策，引导农户利用电子商务平台

进行销售。鼓励各地政府举办农户直播销售赛事，开展村播、厂播等特色直播，在提升电商销售效益的

同时还加大了对电子商务模式的宣传。 

5. 结语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为促进农民收入提高带来了新的活力，新型、

便利的销售模式是提升甘肃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形式。甘肃省农业资源丰富，农产品电子商务发

展空间广阔，应不断挖掘当地特色农产品的价值，以提质为核心，推动特色农产品电商销售。甘肃省各

市州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农产品电商的宣传力度，健全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多角度多方位地推动甘肃省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这对甘肃省农村经

济发展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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