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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农产品电商成为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关键力量。金乡县作为“中国大

蒜之乡”，大蒜产业历史悠久、规模庞大，近年来其大蒜电商发展迅速，在销售规模、市场覆盖范围、

电商主体数量等方面成绩显著，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然而，金乡大蒜电商发展过程中

也面临诸多困境，如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人才队伍建设不健全，品牌体系建设不充分等。为此，本文

提出针对性突破路径，包括加强网络、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冷链物流体系；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

体系，出台人才政策吸引和留住人才；精准定位品牌，综合运用多种渠道推广品牌，加强品牌保护。以

期推动金乡大蒜电商持续健康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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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has emerged as a cru-
cial force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s. Jinxiang County, 
known as the “Garlic Capital of China,” boasts a long-standing and large-scale garlic industry. In re-
cent years, its garlic e-commerce has witnessed rapid development, achieving remarkable results 
in terms of sales scale, market coverage, and the number of e-commerce entities. This has effectively 
propelle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income growth.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Jinxiang garlic e-commerce also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For example, the infrastructure con-
struction is incomplete, the talent team building is inadequate, and the brand system construction is 
insuffici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breakthrough paths. These include strengthen-
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such as networks and logistics, improving the cold-chain logis-
tics system, 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formulating talent policies to attract 
and retain talents, precisely positioning the brand, comprehensively using multiple channels to pro-
mote the brand, and strengthening brand protection. The aim i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Jinxiang garlic e-commerce and contribute to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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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着力实现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1]。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农产品电商作为一

种新兴的商业模式，正逐渐成为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农产品电商的发展，不仅能

够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的流通效率，还能够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推动农村

经济的多元化发展[2]。 
金乡县作为“中国大蒜之乡”，种植大蒜超过两千余年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常年在 60 万亩左右，产

量和质量均位居全国前列。金乡大蒜以其蒜头大、皮色白、肉质脆、辣味适中、营养丰富等特点，深受国

内外消费者的喜爱。近年来，金乡县积极推进大蒜产业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大蒜电商，取得了显著的

成效。然而，在金乡大蒜电商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如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缺少专

业电商人才、品牌能力建设不足等发展阻碍，这些因素制约了金乡大蒜电商的进一步发展。 

2. 金乡大蒜产业与电商发展现状分析 

金乡作为中国大蒜的主要种植产地之一，在全国范围享有盛名，其大蒜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配

套产业的兴起，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3]。首先，从种植面积和大蒜产量

来看，从 2015~2024 年间，金乡县大蒜种植面积从 56.5 万亩增长至 59.1 万亩，增长率为 4.6%，从鲜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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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来看，金乡大蒜年产量从 2015 年的 63.42 吨上涨至 103.6 吨，增长率高达 63.5%1。从这两组数据可

以看出金乡县大蒜种植技术在飞速发展，大蒜种植业的收益率也在与日俱增。其次，从产业发展来看，

一方面金乡县积极推进大蒜种植标准化，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监管体系，从选种、播种、田间管理到收获、

储存等各个环节，都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和规范，确保了金乡大蒜的高产优质。另一方面，金乡乡大蒜产

业具有从种植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和齐全配套产业[4]。在种植环节，金乡县拥有众多的农资供应商，

为蒜农提供优质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在收获季节，金乡县具有大量的熟练劳动力投入到大

蒜的采收、分拣、包装工作中，同时，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如大蒜收获机、自动分拣设备等也得到了广泛

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加工环节，金乡县拥有规模以上大蒜加工企业 128 家，年加工能力达 110 万

吨，研制开发出蒜油、蒜粉、蒜蓉、硒蒜胶囊、黑蒜制品、大蒜多糖等 40 余种深加工产品，实现了大蒜

从初级农产品到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在储存环节，金乡县建有 3 处农业部定点市场，冷藏能力 480 万

吨，大小冷库遍布全县各地，能够对大蒜进行长期储存和保鲜，调节市场供需，具有充分冷链物流基层。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金乡大蒜电商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

成为推动金乡大蒜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金乡大蒜电商的销售数据呈现出强劲的增

长趋势。2023 年，金乡大蒜快递业务量达到 2425 万件。到了 2023 年，金乡大蒜及其加工制品网络零售

额达到 5 亿元，占全部销售额的 8%，同比增长 20%2，这一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传统销售渠道的增长速

度，充分显示了电商渠道的巨大潜力。在电商销售的推动下，金乡大蒜的市场覆盖面不断扩大，不仅在

国内各大电商平台上成为热门农产品，还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远销海外，目前，金乡大蒜跨境电商主体超

过 4000 家，出口到全球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3，让金乡大蒜从小县城走上国际贸易的舞台。与此同时，

金乡县的电商企业和网店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目前，金乡县拥有众多从事大蒜电商业务的企业和网店，

形成了庞大的电商销售网络。截至 2024 年，金乡县已建成运营亿九、智慧、金微、山禄国际、凯盛农产

品、马庙蒜通天下、羊山直播小镇等多家电农产品商园区，入驻电商企业 500 余家，带动就业人数 5000
余人 4。这些电商园区为电商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促进了电商企业的集聚发展，形成了产业集聚

效应。金乡县还拥有众多的大蒜电商平台，这些平台为金乡大蒜的销售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除了与淘

宝、京东、拼多多等知名电商平台外进行合作，金乡县还积极打造本土电商平台，如“蒜通天下”等平

台。在电商发展的带动下，金乡大蒜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金乡大蒜凭借其优良的品质

和电商平台的宣传推广，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农产品品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认识和购买金

乡大蒜，金乡大蒜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张。金乡大蒜在电商平台上的好评率也逐渐增高，消费者对金乡大

蒜的品质和口感给予高度评价，这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了金乡大蒜的品牌形象和市场份额。 

3. 金乡大蒜电商发展存在问题 

3.1. 基层设施建设不完善 

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视角审视，金乡大蒜电商的基层设施短板本质是数字鸿沟

与物流供应链低效的叠加困境。尽管近些年来金乡大蒜在电商发展方面进展丰富，但基层设施建设仍然

是制约金乡大蒜电商发展的一项短板。根据相关调研数据显示，目前仍有部分的农村村庄网络覆盖信号

不强。一方面网络信号时常出现中断或延迟导致部分蒜农和电商从业者无法顺畅地进行线上业务。另一

 

 

1数据来自：2015~2024 年金乡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jinxiang.gov.cn/art/2024/3/29/art_18359_2765258.html?xxgkhide=1。  
2数据来自：中国邮政快递报 https://www.spb.gov.cn/gjyzj/c100196/202404/0d3894a7cafe4187b8ba6300eb79b003.shtml。   
3数据来自：济宁新闻网 https://m.jnnews.tv/。   
4数据来自：人民网 http://www.peopl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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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网络质量不佳也使得大数据平台分析、智能物流调度这些先进的电商技术无法有效普及和使用，制

约了金乡大蒜电商的智能化发展。稳定的网络是农产品电商的底层支撑。金乡大蒜电商发展存在的基础

设施建设不完善的问题，折射出了金乡大蒜电商发展政策资源配置与市场机制的双重失灵。 
物流配送体系的不完善是金乡大蒜电商发展的一大瓶颈。金乡县虽然已建立起相对广泛的物流配送

体系，在部分大蒜连片种植村庄打造了一些乡村快递物流点，但因交通道路问题和从业人员较少等原因，

物流配送的时效水平仍然有待于提高。尽管地方政府布局了乡村快递点，但未建立统一的物流信息共享

平台，导致“村村通”快递点与干线运输网络衔接不畅，出现“最后一公里”配送“断头路”。对比江苏

邳州依托县域电商公共服务中心整合物流资源的做法，金乡县缺乏跨企业的物流协同机制。一些网络购

物平台消费者反映在购买金乡大蒜时，物流配送时间超过了预期，影响了他们的消费体验。尤其是在山

东省外地区，物流配送时间会相对更长，一些省份地区甚至需要 4 到 5 天时间才能收到货物。此外，物

流配送成本高也是一个大问题，由于金乡大蒜的产地较为分散，且部分农村地区交通不便，导致物流运

输的成本增加。物流企业在配送过程中，需要多次转运和分拣，进一步提高了物流成本。这些成本最终

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降低了金乡大蒜在电商平台上的价格竞争力。冷链物流的发展相对滞后，也是制约

金乡大蒜电商发展的重要因素。大蒜作为生鲜农产品，对冷链物流和冷库仓储的有要求。然而，目前金

乡县的冷链物流设备数量虽然比较可观，但是冷库的容量较小，且相比较先进冷库，部分地区的冷库无

法满足大蒜储存的条件。冷链运输车辆的数量也较少，无法满足大蒜在运输过程中的保鲜要求。据统计，

金乡县目前拥有的冷链运输车辆无法完全满足大蒜的运输需求，导致部分大蒜在运输过程中出现变质、

腐烂等问题，造成了经济损失。冷链物流技术水平较低，缺乏先进的温度监控和保鲜技术，也影响了大

蒜的品质和保鲜效果[5]。 

3.2. 单位人才队伍建设不健全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如何培养电商人才和留住电商人才回乡从事相关行业，是金乡大蒜

电商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难题[6]。金乡县在电商人才培养方面的模式不够健全，当地缺乏专业的电

商培训机构和培养课程，导致人才培养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不足。虽然金乡县也会不定期地组织一些电商

培训活动，但这些培训通常内容比较基础，针对性不强，无法满足大蒜电商从业者的专业需求。培训时

间也较短，通常只有一天甚至半天，短时间培训无法让受训者深入掌握电商运营所需要的核心技能。培

训内容只是侧重于电商基础知识的普及，而高端电商技能的培训则相对较少。这种培训模式使得学员在

实际工作中，面对复杂的电商运营问题时，往往束手无策，不能有效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吸引外部电商人才回流困难也是金乡大蒜电商发展面临的一大问题。金乡县作为鲁西南地区的普通

县城，与发达地区和互联网大城市相比，在经济发展水平、城市配套设施、就业机会等方面差距巨大，

这使得其在吸引人才回流方面竞争力不高。许多优秀的高校电商专业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在大城市发展，

因为那里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高的薪资待遇和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金乡县的一些电商企业在招聘

人才时，往往难以吸引到具有丰富学识和专业技能的电商人才。即使招聘到了一些人才，也往往因为各

种原因难以长期留住金乡。金乡县本地培养的电商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电商人才需要企业提供足够

的晋升空间和发展机会，由于当地电商企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有限，导致许多电商人才选择离开金乡，

前往大城市或发达地区寻求更好的发展。电商人才的流失，不仅带走了企业的技术和经验，也增加了企

业的人才培养成本，对金乡大蒜电商产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从推拉理论视角出发，一方面由于金

乡县对比大型城市区位劣势形成推力，另一方面金乡县人才政策激励不足弱化拉力。因此金乡县所面临

的电商人才“外流易–回流难”的恶性循环本质上是欠发达地区在人才竞争中面临的 “双重劣势”——

本地培养能力弱与外部吸引力不足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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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式品牌形象建设不充分 

金乡大蒜品牌市场定位不够明确，没有精准地突出金乡大蒜在品质、口感、营养成分等方面的独特

优势，也没有在消费者心中形成鲜明的品牌形象。与山东苍山大蒜、江苏邳州大蒜等竞争对手相比，金

乡大蒜在品牌特色的塑造上存在不足，导致市场辨识度不高。从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看，金乡依赖传统渠

道导致传播效能低下，金乡大蒜主要依赖传统的广告宣传和参加农产品展销会等方式，对新兴的社交和

短视频平台等传播渠道宣传不足。例如在抖音、小红书等现代社交网络平台上，金乡大蒜的推广内容非

常少，缺乏创意和互动性也不够，没有抓住年轻消费者的关注。品牌保护意识和措施欠缺也是金乡大蒜

面临的问题之一。市场上存在一些假冒金乡大蒜的产品，这些产品以次充好，严重损害了金乡大蒜的品

牌声誉和消费者利益。金乡县在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品牌权益方面的投入力度不够，也没有制定有

效的监管机制和法律手段。 

4. 金乡大蒜电商发展对策建议 

4.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金乡县下一步为消除发展大蒜电商产业的基础设施方面的阻碍，聚焦“数字 + 物流 + 冷链”三维

攻坚，加强信号基站、乡村公路、快递网点和仓储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进一步消除基础设施短板，

引入先进的网络技术，提升网络传输速度，满足电商业务对网络的要求，通过实施“5G 入村”专项行

动，建设电商大数据服务中心等行动，提高金乡大蒜电商的发展信息化水平[7]。完善物流配送体系，

构建“县–乡–村”三级共配物流网络，降低物流成本、提高配送效率。鼓励物流企业整合资源，实现

规模化运营，共同建设物流配送园区。加大对冷链物流设施设备建设的支持力度，鼓励物流企业投资建

设冷库、冷藏车等冷链物流设施，因为冷链物流的发展和完善对于保障金乡大蒜的电商发货的品质和新

鲜度至关重要，县政府可以联合山东高速物流集团，开通开通金乡大蒜省际冷链专线进一步解决金乡大

蒜的物流问题。 

4.2. 强化电商人才队伍 

如何建立多元化的电商人才培养体系，是解决金乡大蒜电商人才短缺问题的关键。政府应加大对电

商人才培养的投入，提高公益性电商培训活动的举办频率和授课深度，提高电商从业者的综合素质和多

元水平。政府还应制定相关人才政策。一方面可以推动高校与电商企业的校企合作，打造“政企校”三

位一体培育模式，为金乡大蒜电商发展提供人才源泉，另一方面还可以由县政府牵头，联合中国电子商

务协会推出“金乡大蒜电商运营师”认证，建立电商人才认证体系。此外，金乡县还应推动宣传部门向

在外从事电商事业的人才积极宣传家乡的发展状况和优惠政策，让在外人才感受家乡快速发展的优良条

件，激发人才返乡从业与创业的想法，吸引人才来金乡。此外金乡县还应提高人才待遇，留住人才。可

以设立人才引进补贴、人才住(购)房津贴，和解决子女教育问题等方式，解决人才留在金乡的后顾之忧。 

4.3. 打造特色品牌形象 

金乡大蒜作为金乡县知名区域农产品公共品牌，明确金乡大蒜的品牌定位至关重要[8]。下一步要深

入挖掘金乡大蒜在品质、口感、营养成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进行精准的品牌定位。加大品牌传播推广

力度，综合运用多种渠道和方式，提高金乡大蒜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如在抖音、小红书、微信等平

台，开展创意营销活动。制作精美的短视频，展示金乡大蒜的种植、收获、加工过程，以及各种以金乡大

蒜为原料的美食制作方法，吸引用户的点赞、评论和分享。吸引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关注。加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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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保护意识，建立健全品牌保护机制，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金乡大蒜的品牌声誉。 

5. 结论 

本文深入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金乡大蒜电商的发展情况。金乡大蒜产业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在

国内外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金乡大蒜电商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销售渠道日益多元化，不

仅涵盖传统电商模式，还积极探索新兴电商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力地推动了金乡县的经济发展

和农民增收。 
然而，金乡大蒜电商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诸多问题。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制约了电商业务的拓展。电

商人才短缺，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人才吸引和留存困难等，限制了电商产业的创新发展。品牌建设存

在不足，品牌定位不够清晰、传播推广手段有限、品牌保护意识和措施欠缺，影响了金乡大蒜品牌的市

场影响力。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电商人才队伍，打造特色品牌形象一

系列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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