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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农产品电商物流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本文以

秦安县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农产品电商物流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相应对策。当前秦安县在农产品电

商物流的基础设施建设、电商平台发展及农产品品牌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初步形成了县乡村三级

电商服务体系，并打造了“秦安苹果”“秦安蜜桃”等区域公用品牌。然而，秦安县农产品电商物流的

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配套设施不完善、专业人才短缺、品牌影响力不足以及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等

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加强配套设施建设、培养专业电商物流人才、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以

及优化政策环境等对策建议，旨在为秦安县农产品电商物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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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mpetus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commerce logistics for agricultural prod-
uc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This paper takes Qin’an Coun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of e-commerce logistics for agricul-
tural products in the county. Currently, Qin’an County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the infrastruc-
ture construction of e-commerce logistic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development of e-com-
merce platforms and the brand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t has initially formed a three-level e-
commerce service system at the county, township and village levels, and created regional public 
brands such as “Qin’an Apples” and “Qin’an Peache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logistic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Qin’an County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cluding incomplete 
supporting facilities,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insufficient brand influence and inadequate 
policy support.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
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ing facilities,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e-com-
merce logistics talents, creating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s and optimizing the pol-
icy environment, aiming to provide support and guid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
commerce logistic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Qin’a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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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这一战略被视为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举措，

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旨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通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推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

增长。在这一战略背景下，农产品电商物流作为连接农业生产与市场消费的关键纽带，成为推动农村经

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引擎。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普及和物流体系的不断完善，农产

品电商物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电商平台，农产品能够突破传统

地域限制，直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极大地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同时，电商物流

的发展也带动了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秦安县作为甘肃省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拥有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和丰富的特色农产品，如秦安

苹果、秦安蜜桃等，这些产品不仅品质优良，还蕴含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和生态优势。近年来，秦安县积

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农产品电商物流的发展，在电商平台建设、农产品品牌化等方面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发达地区相比，秦安县在农产品电商物流的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如配套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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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不完善、专业人才短缺、品牌影响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秦安县农产品电商物流的

进一步发展，也影响了当地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因此，深入研究秦安县农产品电商

物流的发展现状，系统分析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对于推动秦安县农产品电商

物流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提升秦安县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为当地

农民增收致富开辟新路径，还能在推动秦安县农村电商物流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贡献智慧和力量，为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2. 秦安县农产品电商物流发展现状 

秦安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处黄土高原与秦岭山脉交汇处，东接清水县，南邻麦积区，西连甘谷

县，北靠通渭县，全县总面积 1601 平方公里，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素有“羲里娲乡”之称。秦安县经济以农业为主，是甘肃省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主要农产品包括

苹果、蜜桃、花椒等，近年来秦安县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农产品电商物流的发展，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以下从基础设施建设、电商平台发展、农产品品牌化等方面，详细分析秦安县农产品

电商物流的发展现状。 

2.1. 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产品电商物流发展的基石。秦安县近年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

为农产品电商物流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网络通信设施方面，秦安县已实现行政村光纤网络全覆盖，

为电商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截至 2023 年，全县所有行政村均接通了高速宽带网络，4G 网络覆盖率达

到 100%1，为农民开展电商业务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秦安县积极推进农村公路建设，

全县公路总里程达到 1700 多公里 2，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的目标，为农产品物流运输提供了便利的交

通条件。 

2.2. 电商平台稳步发展 

电商平台是农产品电商物流发展的核心载体。秦安县在电商平台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初步形

成了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体系。首先，秦安县已建成县级电商服务中心 1 个，乡镇电商服务站 17 个，村

级电商服务点 428 个 3，基本实现了电商服务网络的全覆盖。这些电商服务中心和服务站为农民提供了电

商培训、产品包装、物流配送等一站式服务，极大地便利了农产品的线上销售。其次，秦安县积极与国

内知名电商平台合作，如淘宝、京东等，开设了多个秦安特色农产品专卖店，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此外，秦安县还鼓励本地企业自建电商平台，如“秦安特产网”“秦安农产品商城”等，进一步提升了本

地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3. 农产品品牌化效果初显 

农产品品牌化是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秦安县在农产品品牌化建设方面在省内取得了一定

成效，打造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首先，秦安县重点打造了“秦安苹果”“秦安蜜桃”等

区域公用品牌，通过统一包装、统一标准、统一营销，提升了品牌省内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其次，秦

安县积极推进农产品质量认证工作，部分农产品已获得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进一步增强了消费

者对产品的信任度。此外，秦安县还通过举办农产品展销会、桃花会等方式，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提升

 

 

1数据来源：甘肃省人民政府(https://www.gansu.gov.cn/)。 
2数据来源：秦安县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数据来源：甘肃新闻网(https://www.gs.chin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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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影响力。 

3. 秦安县农产品电商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 

尽管秦安县在农产品电商物流的发展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面临一些问题，这

些问题不仅制约了农产品电商物流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了当地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

以下从配套设施建设、人才短缺、品牌建设、政策支持等方面，详细分析秦安县农产品电商物流发展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配套设施建设仍显不足，物流成本高 

尽管秦安县在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但仍存在物流成本高等问题，制约着农产品电商物流

的进一步发展 4。首先，冷链物流设施的建设相对滞后。现有的冷链仓储中心数量和规模有限，难以满足

生鲜农产品大规模流通的需求，特别是在农产品集中上市的季节，冷链设施的不足导致部分农产品在运

输过程中出现损耗，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其次，物流成本高是制约秦安县农产品电商物流

发展的重要因素，因秦安县地处内陆，物流运输距离较长，导致物流成本相对较高，且秦安县农产品如

秦安苹果、秦安蜜桃等，季节性明显，在集中上市的季节，物流需求激增，物流企业难以有效应对，导致

物流成本进一步上升。最后，农村物流配送体系尚不完善，物流资源的整合和优化不足，导致物流配送

效率较低，也增加了物流成本，这不仅压缩了农民的利润空间，也影响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2. 电商人才短缺，专业化不足 

专业人才短缺是秦安县农产品电商物流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首先，既懂农业又懂电商的复合

型人才匮乏[2]，农产品电商物流的发展需要既熟悉农业产业链又精通电子商务运营的复合型人才，然而

秦安县目前这类人才储备严重不足。许多农民虽然具备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但对电商平台的运营模式、

营销策略以及物流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了解有限，难以有效利用电商渠道进行农产品的推广和销售。这种

复合型人才的短缺制约着农产品电商物流的快速发展。其次，物流管理人才短缺，秦安县现有的物流从

业人员大多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物流管理水平较低影响了物流配送的效率和服务质量。此外，电商平

台的运营和维护也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而秦安县在这方面的人才储备不足，制约了电商平台的进一步

发展。尽管政府定期组织电商培训，但培训的深度和广度有限，难以覆盖电商物流全链条的实际需求，

培训效果也未能完全转化为实际运营能力的提升。 
综上所述，秦安县农产品电商物流的发展亟需解决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未来，除了加强本地人才

的培养和引进外，还需要通过深化校企合作、引入外部专家资源等方式，全面提升人才队伍的专业素质

和实践能力，为农产品电商物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3.3. 品牌影响力不足，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 

尽管秦安县在农产品品牌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品牌建设不足的问题。首先，品牌

知名度有限。秦安县虽拥有“中国桃之乡”、“中国苹果之乡”等地理标志产品，但是现有的区域公用品

牌如“秦安苹果”“秦安蜜桃”等特色农产品多以地域名称为主，缺乏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细分定位，这

也导致了其在本省有一定知名度，但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较低，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其次，品牌营销力度不足，缺乏系统的品牌推广策略和营销手段，且在互联网时代，未能充分利用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进行推广，品牌影响力难以进一步提升。此外，部分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化程度较低，

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这不仅影响了品牌的整体形象和市场信誉，也削弱了消费者的信任度[3]，主要

 

 

4数据来源：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http://fzgg.gansu.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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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农产品的生产、包装和运输环节上。加之由于缺乏统一的农产品质量标准和完善的质量追溯体系，

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增加了市场风险。最后，部分农产品的包装设计较为简陋，无

法满足电商销售的需求，这不仅降低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限制了其在线销售渠道的拓展。因此，提

升农产品质量标准化水平、完善质量追溯体系以及优化包装设计，是提升“秦安蜜桃”“秦安苹果”等品

牌市场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3.4. 政策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秦安县农产品电商物流发展现状中，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缺乏专项

政策支持。一方面，目前尚未出台针对农产品电商物流发展的专项政策，导致支持措施分散，缺乏系统

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政策内容多集中在传统农业或一般电商领域，未充分考虑农产品电商物流的特

殊需求。其次，财政资金投入不足，难以满足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升级的需求，冷链物流、仓储设施、信

息化平台等关键环节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物流效率低下。最后，融资支持政策不完善，农产品电商物

流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缺乏适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机构对农产品电商物流企业的贷

款门槛较高，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且缺乏供应链金融、仓单质押等创新金融产品，导致企业

资金周转困难。这些问题制约了秦安县农产品电商物流的进一步发展，亟需通过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以

解决。 

4. 促进秦安县农产品电商物流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加强配套设施建设，提升物流效率 

完善配套设施建设提升物流效率，首先应加强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政府需加大投入，建设现代化冷

链仓储设施，鼓励企业购置冷藏运输车辆，完善县、乡、村三级冷链物流网络，推广使用先进的冷链技

术，如真空预冷、气调包装等[4]，以降低农产品损耗率。可以在县城建设大型冷链物流中心，配备先进

的冷藏设备和信息化管理系统；在每个乡镇建设小型冷链仓储点，确保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新鲜度；

在重点村庄设立冷链物流集散点，方便农产品的集中存储和运输[5]。其次，优化物流配送网络。整合现

有物流资源，建立统一的物流信息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可以通过建立秦安县农产品物流信

息平台，整合全县物流资源[6]，实现信息共享和实时监控；鼓励物流企业开展共同配送，提高配送效率，

降低物流成本[7]，在偏远乡村设立物流集散点，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最后，推进智慧物流发展。

第一引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设智能仓储系统，实时监控温度和湿度，确保农产品质

量，不仅可以提高仓储效率，还可以实现全程可视化、智能化管理。第二利用大数据分析，优化物流路

线和配送计划，配送过程中推广使用无人机、无人车等新型配送工具，提升配送速度和准确性，进而提

高物流效率，通过这些措施，全面提升物流效率和服务水平。 

4.2.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壮大电商队伍 

推动农产品电商的发展，首先需要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可以通过与高校、职业院校等合作，

培养专业人才[8]，具体可以与秦安县及周边地区的职业院校等，开设电子商务、物流管理等相关专业课

程，培养本地化人才，在培养过程中可以建立农产品物流实训基地等，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帮助他们

掌握实际操作技能。同时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定期举办电商培训班，邀请电商专家和成功企业家

授课以及与京东等大型电商平台合作，引入其培训资源和课程体系，提升现有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本

地人的电商运营能力，在培训过程中突出针对性，针对秦安县农民的特点，设计简易易懂的涉及产品拍

摄、直播带货、物流管理等内容的电商培训课程，在此过程中可以鼓励那些有潜力的农民侧重于直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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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培养“农民网红”，带动更多人参与电商。其次，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电商领域的高端人才来秦

安创业就业，为当地农产品电商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还可以设立大学生返乡创业基金，为大学生提供资

金支持和创业指导，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投身农产品电商领域，为农产品电商注入新鲜血液。最后，

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至关重要。第一可以设立电商创业基金，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和贷款担保[9]；第

二建设电商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办公场所、培训指导、市场推广等一站式服务；第三定期举办电商创业

大赛，吸引优秀人才参与，激发创业热情，发掘优秀项目，并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提升秦安县电商行

业的影响力，定期评选秦安县优秀电商人才，给予奖励和表彰，树立榜样作用。通过以上措施，全面提

升秦安县农产品电商的人才储备和创业环境，推动其持续健康发展。 

4.3. 打造特色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 

提升秦安县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首先应实施品牌战略，第一深入挖掘秦安县农产品的独

特优势，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10]。秦安县地处黄土高原与秦岭山脉交汇处，气候温和，光照

充足，土壤肥沃，为农产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加之秦安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品牌

战略实施中可以突出其生态优势，融入地域文化，打造优质品牌，讲述品牌故事；第二统一品牌形象。

设计富有创意的包装，可以在品牌 LOGO 设计中以产品为灵感，结合地域文化元素，设计简洁、易于识

别的品牌 LOGO；在包装设计中除了突出地域特色外，可以创新设计包装的形式与结构，用新颖独特的

造型吸引消费者，采用环保的材料，兼顾实用性，以此提升产品附加值[11]；第三加强品牌宣传，利用抖

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扩大品牌影响力，提升消费者对秦安农产品的认知度和美誉度。其次，要推进标

准化生产，在农产品生产、加工、包装等环节制定统一的标准，以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在农产品种植环

节要推广绿色、有机种植技术，以提高产品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的需求。再者要建立质量追溯

体系，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增强消费者信任，为品牌建设提供坚实的质量保障。最

后发展精深加工，鼓励企业开发农产品深加工产品，如苹果干、蜜桃罐头等，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

加值，加工环节中引进先进加工技术，提升产品档次，满足市场需求。通过这些措施，全面提升秦安县

农产品的品牌价值、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4.4. 优化政策环境，加大支持力度 

推动秦安县农产品电商物流的快速发展，要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需要制定专门的农产品电商

物流发展规划与相关政策。首先政府应出台扶持政策，在用地、税收、融资等方面给予优惠，降低企业

运营成本。同时，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农产品电商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物流效率，为农产品电商发

展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其次，加强部门协调。建立由商务、农业、交通等部门组成的协调

机制，统筹推进农产品电商物流发展，共同加强市场监管，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12]。最后，创新金融服务。第一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合农产品电商的金融产品，

如供应链金融、仓单质押等，解决企业融资难题。第二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提高金

融机构的放贷积极性[13]。第三推广农业保险，为农产品电商提供风险保障，降低经营风险。通过这些措

施，全面提升秦安县农产品电商物流的政策支持力度与部门协作效率和金融服务水平，推动秦安县农产

品电商物流健康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秦安县农产品电商物流的发展对推动当地农业转型升级、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目前面

临配套设施不完善、人才短缺、品牌建设滞后以及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等问题，但通过加强配套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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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专业人才、打造特色品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措施，可以有效促进秦安县农产品电商物流向着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健康发展。未来，秦安县应继续深化农村电商发展，创新

电商模式，完善服务体系，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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