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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动能。近几年，“数字乡村”建设

的试点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整体上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提高产品服务的独特性和竞争

能力是非常关键的。文章通过对X公司营销策略的深入分析研究，刨析其在服务营销方面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对应的优化建议，促进企业优化其营销策略、巩固提升其经营业绩，并扩大企业产品的受众面、知

晓度，推进企业的全面振兴。同时以点带面、先行先试，为同行业的企业发展提供策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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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gital technology has inj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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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omentum into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localities have gradually carried out pilot projects for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which has 
generally accelerated the pace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Company X,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service marketing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so as to promote en-
terprises to optimize their marketing strategies, consolidate and improve their business perfor-
mance, expand the audience and awareness of enterprise products,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
sive revitalization of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strategic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enterprises in the sam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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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之一，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的深入实施，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成为了新时代的重要议题。在这一宏伟蓝图的指引下，数字化转

型成为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1]。在“数字乡村”建设领域很多企

业都积极参与并做出一定的贡献，包括贵州电商云公司、贵州融创智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都纷纷投身

于数字乡村建设，但是相关产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2. X 公司发展现状概述 

2.1. 公司介绍 

X 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公司位于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高地贵阳高新区，是“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X 公司专注于贵州“数字乡村”建设，扎根贵州，服务于乡村振兴。为贵州乡村提供乡村数字化

治理、传统文化展示和传播、大数据分析、乡村运营等综合解决方案。X 公司是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技术支持单位，也是贵州“数字乡村”平台的开发及运营单位。同时还是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执委会指定合作伙伴、中国信息消费推进联盟 2019 年度优秀成员单位，公司拥有多项核心专利技术和软

著。公司主要围绕乡村场景，提供数字化管理和运营服务。通过“数字乡村”APP、“数字乡村”建设监

测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和“数字乡村”建设管理平台“三端合一”的服务体系，连接“人、事、物”，实现

对乡村建设发展一张图、一体化、集成式管理和服务模式。传“数”到村，缩小公共服务差距；依“数”

管村，推进治理精细化；整体打破乡村数字鸿沟，解决乡村治理难题、助力乡村数字经济发展。 

2.2. 服务营销现状 

2.2.1. 产品 
X 公司主要构建围绕“助力乡村建设管理、乡村振兴发展”的数字化产品服务体系，为贵州乡村提

供乡村数字化治理、传统文化展示和传播、大数据分析、乡村运营等综合解决方案。主要包括县域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监管平台、县域乡镇生活污水设施运行监管平台、传统村落数字化运营服务平台、黔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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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运营服务。前三个内容已经发展较成熟，在贵州省广泛运用。县域农村生活垃圾收运监管信息平台提

供基础设施数字化管理，具备垃圾收运动态监测、智能调度、实时定位、风险预警等功能，实现政务人

员工作高效协同；海量数据沉淀挖掘，探索深层次数据价值和数据关系，充分的利用数据分析结果，解

决农村垃圾治理难题。县域乡镇生活污水设施运行监管平台紧抓污水处理及配套设施建设运行数据，集

污水管网信息采集、智慧预警、智能调度、视频监控、水质上报等全过程线上化监测管理，减少现场查

勘环节，节省人力成本，提高监管时效性。运营数据线上化留存、分析，保障监管过程真实准确。传统村

落数字化运营服务平台则是针对国家关于保护和建设传统村落的政策，完善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和住建局合作推出的传统村落数字化服务平台，其中包括数据材料采编、数字建馆、建设进度监管、服

务培训四个方面。黔行乡村运营服务现主要包括通过村落基础信息数据分析分类，提炼特色(建筑/美食/
历史等)突出展示，推广传播乡村特色文化和随行贵州系列品牌活动。 

2.2.2. 价格 
公司对产品的定价，主要是将产品自身的研发成本和后期运维成本两个因素考虑进去，以市场竞争

环境为基础，以一定的利润进行定价，具体的价格 10 在万到 20 万之间。在卖完商品之后，公司在产品

销售完成后，会与以政府和学校为主的客户群，依据政府定价原则，通过招投标流程签订年度运维服务

协议。 

2.2.3. 促销 
在推广促销上，X 公司没有花费太多的人力物力。公司采取的是直接面向客户的销售策略，其中，

各部门员工携带详尽的产品资料，亲自上门向潜在客户进行产品的介绍与推广。凭借公司在多个项目中

积累的成功案例，特别是在贵州“数字乡村”监测平台项目上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贵州地区关键客户的

广泛认可。这不仅构建了稳固的客户关系网，还汇聚了一大批忠实客户群体，从而有效地占据了贵州市

场的较大份额。但是，单一的人员推广和宣传产品渠道，在互联网盛行的今天，明显地表现出效率低下

的特点，还不能覆盖到大部分潜在客户，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产品的推广。 

2.2.4. 渠道 
X 公司目前的销售模式，是由上到下，由上到下，以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为突破口，由销售员亲自

上门，把产品卖给顾客，并与顾客达成合作意向，然后通过统谈统签，统谈分签，统签统付，统签分付等

方式，与顾客签约。 

2.2.5. 人员 
X 公司总部设在北京，拥有一支由工程技术，数据处理，产品设计，开发，维护等组成的一支高素

质的队伍。X 公司作为贵州分公司，主要围绕“数字乡村”提供产品及服务，设立了产品设计组、运营

一二三组，由一名高级总监及一名副总监负责指挥。产品设计组主要负责产品设计与开发；运营一组主

要负责县域农村生活垃圾收运监管平台、县域乡镇生活污水设施运行监管平台的日常运维；运营二组主

要负责传统村落数字化运营服务平台、黔行乡村运营服务以及一些公司宣传；运营三组主要负责做商务

拓展、对外合作接待等工作。公司无专业的员工培养体系，新员工入职时，HR 只告知公司的相关制度和

一些手续流程，直属上司也只是告知新员工一些基本的工作内容与流程。公司没有对新员工进行员工培

训，导致新员工融入时间过长，自我定位不清晰，工作效率较低。 

2.2.6. 销售促进手段 
X 公司采用多样化的有形展示手段，涵盖项目文档存档、公司演示文稿(PPT)展示、官方微信公众号、

APP 应用程序以及微信小程序等平台。客户普遍倾向于通过商务代表的协助，获取并浏览公司 PPT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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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以此作为了解公司及其产品信息的主要途径。虽然公司有 APP、小程序这种广泛运用的方式，但

是主要针对村民、用户群体。客户很难了解到有用信息，公司产品特性未得到展示。 

2.2.7. 售后服务 
目前，X 公司采用的实施运维模式是指依照组织结构，由实施部门确定相应的负责人，区域实施负

责人根据需要，按照上线实施计划进行实施工作，并对用户进行业务流程、操作规范的培训。最后，在

系统顺利投入使用后，由州市、区县甚至是乡镇的维护人员负责维护，在用户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

间给出解决方案。 

3. X 公司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3.1. 缺乏专业的服务营销体系 

通过内部深度交流发现，X 公司内部在营销管理方面存在一个明显短板，即缺乏一个专门的营销部

门来统一部署和协调各项营销工作。这导致营销活动在组织上显得颇为随意，大多数情况下，营销任务

的安排与监督仅依赖于领导的即时决策，营销方案或活动的制定过程往往缺乏充分的思考与论证，更像

是“即兴发挥”。由于这种即兴式的决策模式，营销活动在执行前往往缺乏必要的规划，市场调研等专

业性指导环节常被忽视[2]。在执行过程中，也缺少明确的计划和策略作为指导，使得营销活动变成了一

种随心所欲的行为，主观性过强。这不仅导致营销活动的针对性不足，投入产出比也不尽如人意，线上

营销活动显得动力不足，线下工作则缺乏系统性规划。此外，X 公司内部的中层和高层管理人员在现代

营销理念上的认知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他们对现代营销的理解和实践尚显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公司营销工作的发展。 

3.2. 产品性能不足、业务范围过窄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深入，客户对数字技术、管理及反馈效率的要求显著提升，特别是在系统

安全性、高效性和准确性方面[3]。X 公司虽然在县域农村生活垃圾收运监管、县域乡镇生活污水设施运

行监管及传统村落数字化运营服务平台方面有所布局，但其产品性能仍存在明显不足。具体表现为流程

复杂、节点繁多，尽管已实现了电子化转变，但尚未达到精简、便捷的标准。同时，随着业务需求的增加

和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级政府决策机构对数据流转的实时性和准确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而 X 公司

原有的产品架构难以承载大量业务数据，频繁出现问题数据，增加了运维成本。此外，X 公司产品业务

范围相对狭窄，主要集中于人居环境治理和传统村落文化数字化领域。为了持续发展，X 公司需紧跟国

家政策导向，拓宽数字化服务业务，以满足“数字乡村”建设的多元化需求。公司应充分利用自身的大

数据资源，拓展业务范围，从多个角度助力“数字乡村”发展。然而，数字化市场竞争激烈，X 公司面临

着高昂的运维成本问题[4]。一方面，公司运维人员占比过高，年运维费用庞大；另一方面，硬件设备更

新迭代迅速，对电脑配置及设备的要求不断提升，进一步增加了物力成本。因此，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降低运维成本，成为 X 公司实现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所在。综上所述，X 公司需在提升产品性能和拓宽

业务范围的同时，注重成本控制，以应对数字化市场的挑战。 

3.3. 人员管理不佳与服务管理混乱 

X 公司在人员管理上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人员配备不合理与人员培养体系缺失。产品设计组

人员短缺，导致运营组需分担相关工作，职责划分模糊，影响工作效率与服务质量。运营三组内部新员

工较多，人员划分不清，进一步降低了工作效率，影响服务品质与顾客满意度，不利于传统村落数字化

运营服务平台的持续发展。同时，X 公司缺乏标准的人员培养体系，新员工入职后未接受系统培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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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愿景与目标理解不足，难以快速适应岗位工作，导致服务客户质量参差不齐，客户满意度下

降。在服务管理方面，X 公司同样面临严峻挑战。公司缺乏服务流程与质量控制机制，服务方式不规范，

依赖个人经验与人脉，服务质量难以保证。此外，公司未设立专门的服务人员，各组根据客户反馈问题

自行处理，导致服务流程运转效率低下。部门间协同效率低下也是一大问题，缺乏标准化的沟通反馈机

制，需求对接不明确，导致大量返工与项目推进缓慢[5]。 

4. X 公司营销策略优化建议 

4.1. 强化服务营销意识，建设合理的营销体系 

X 公司若要成功实现转型目标，首要任务在于显著提升对服务营销战略的重视程度。这一转变需自

公司高层领导起始，通过其示范引领作用，深化对服务营销理念的理解与认同，进而在企业文化层面构

建一种全员重视服务营销的积极氛围。领导层的重视不仅是转型成功的关键驱动力，也是营造良好企业

环境、促进全员参与服务营销实践的基石[6]。为确保服务营销战略的有效实施，X 公司需建立一套科学、

完善的规范体系，为相关工作提供明确的指导框架和评价标准。这一体系的建立，旨在规范服务营销活

动的执行流程，确保各项措施能够精准落地，达到预期效果。此外，组织结构层面的调整同样至关重要。

X 公司应成立专门的市场营销部门，负责统筹规划企业的市场营销战略与计划，并细化各岗位职责，确

保每位员工都能依据明确的目标与路径高效开展工作[7]。市场营销部门应被视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之一，通过整合专业营销团队资源，构建一个结构合理、运作高效的企业服务营销体系。具体而言，该

体系应强调服务营销的实践应用，通过精细化管理与创新营销策略，将服务营销理念真正融入企业运营

的各个环节，从而全面提升企业的市场营销能力与市场竞争力。 

4.2. 产品和业务策略优化 

X 公司针对贵州市场，持续优化创新其核心产品——县域农村生活垃圾收运监管平台、县域乡镇生

活污水设施运行监管平台及传统村落数字化运营服务平台，通过技术转型与功能升级，提升服务可伸缩

性、稳定性及并发处理能力。同时，公司构建闭环需求产品转换流程，以标准化方式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提升产品交货质量。在业务层面，X 公司横向拓宽公司业务，紧跟国家政策导向与商业趋势，增加“云

上集市”、“云上农场”、“云上政务”等新业务领域，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8]。在价格策略上，公

司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运维成本，并细化产品价格，提升产品精确度与赢利点。营销渠道方面，X 公司

丰富营销渠道，强化广告力度，建立门户网站与社交媒体账号，开展数字营销，积极参与主题活动，增

加媒体曝光率。此外，公司还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促销活动，如打包销售、赠品促销及顾客回访机制，

以吸引客户并提升口碑。 

4.3. 人员管理优化与服务管理精细化 

X 公司为提升运营效率与服务质量，实施了一系列人员管理优化与服务管理精细化策略。在人员管

理优化方面，公司首先明确了岗位职责，根据发展目标及实际情况确立岗位架构，构建定岗定编管理系

统，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与标准化，以调动部门及员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9]。同时，建立健全的培训

管理制度，通过制度发布让员工深入了解企业文化、经营理念及管理制度，统一企业思想与标准，提升

企业执行能力。在服务管理精细化方面，X 公司构建了精细化服务管理机制，强化对服务过程的数据分

析，实现对服务质量的评估与监督，以更好地掌握服务质量并提升顾客满意度。此外，公司还建立了需

求沟通协调机制，制定标准化需求文件格式，明确客户需求或部门需求，并积极沟通项目进展情况，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协调，以推进项目进度并提高工作效率。这些策略的实施，不仅有助于 X 公司提升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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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与服务质量，还能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10]。通过持续

的管理优化与创新，X 公司正逐步构建起一套高效、精细的管理体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5. 结论 

在“数字乡村”建设深入推进的今天，相关服务行业的竞争也越发激烈，X 公司在服务营销中所存

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整个行业的企业所存在的问题，其是具有普遍性的，该行业若要获得持续

发展的源源动力，那么一定要在存在的问题上不断地改进，克服困难，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获得更

好的生存空间。企业的长期发展依赖于服务营销策略的支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相应的政策变革的情

况下，要及时地对营销战略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1] 向丹丹.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数字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大庆: 东北石油大学, 2022.  

[2] 刘少杰. 数字乡村建设应优先培育新质生产者[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5(1): 5-12+189.  

[3] 周瑜. 数字技术影响公共服务的经济学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2020.  

[4] 潘珣.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的理论机制、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25, 25(1): 104-114.  

[5] 王善高.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25, 41(2): 48-53.  

[6] 宋灵灵. 路径依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D]: [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 2022.  

[7] 戚孟勇. 数字时代的价值共创: 服装品牌的设计营商模式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 2022.  

[8] 吴磊. 需求锚定、结构赋能与平台耦合: 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逻辑[D]: [博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22.  

[9] 沈费伟, 杜芳. 数字乡村建设同质化的诱发机理与优化路径[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5(2): 20-32. 

[10] 汪波, 周其鑫. 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乡村建设: 内在理路与转型路径[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25, 25(2): 1-8.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3756

	乡村振兴视角下贵州X公司“数字乡村”服务营销策略优化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Service Marketing Strategy of Guizhou X Company’s “Digital Villag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X公司发展现状概述
	2.1. 公司介绍
	2.2. 服务营销现状
	2.2.1. 产品
	2.2.2. 价格
	2.2.3. 促销
	2.2.4. 渠道
	2.2.5. 人员
	2.2.6. 销售促进手段
	2.2.7. 售后服务


	3. X公司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3.1. 缺乏专业的服务营销体系
	3.2. 产品性能不足、业务范围过窄
	3.3. 人员管理不佳与服务管理混乱

	4. X公司营销策略优化建议
	4.1. 强化服务营销意识，建设合理的营销体系
	4.2. 产品和业务策略优化
	4.3. 人员管理优化与服务管理精细化

	5.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