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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讨了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的耦合机制，旨在为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促进农业现代化发

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通过文献分析和调查研究，本文阐述了农产品品牌化和电商营销的概念、

特征及现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存在显著的耦合效

应，能够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的耦合机制模型，并提出

了相应的优化策略。研究结果对于推动农产品品牌建设、提升电商营销效果、促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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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ing and e-commerce 
marketing,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hancing the market com-
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ing and e-commerce marketing, and analyz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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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upling effect between the brand-
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commerce marketing, which can promote each other and develop 
cooperativel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coupling mechanism mod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ing and e-commerce market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trategy.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brand build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nhancing the effect of e-commerce marketing and promot-
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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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5 年 1 号文件指出了“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成为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关键策略。品牌化通过赋予产品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标识，能够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消费者

信任；电商营销则借助互联网技术突破地域限制，为农产品提供更广阔的销售渠道和精准的营销方式。

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为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区域特色产品在品牌化和电商营销中具有显著优

势。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生产工艺，易于形成差异化品牌形象，同时，电商平台为区域特色

产品提供了展示窗口，使其能够突破地域限制，直接触达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并通过消费者反馈优化

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提升品牌价值。研究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的耦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

多集中于单一领域，对两者协同效应的探讨不足，深入分析其耦合机制有助于丰富农产品营销领域的理

论研究。实践上，探索耦合路径能为农业企业提供策略指导，帮助其利用电商平台提升品牌影响力，同

时通过品牌建设增强电商营销效果。因此，本文旨在系统分析两者耦合关系，构建耦合机制模型，并提

出优化策略，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 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概述 

农产品品牌化是指通过系统化的策略和手段，赋予农产品独特的名称、标识、形象和价值内涵，使

其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差异化优势的过程，涉及到品牌定位、形象塑造和营销推广等。其核心在于将农产

品的自然属性与文化、地域、品质等要素相结合，塑造具有辨识度和忠诚度的品牌形象[1]。研究表明，

品牌化能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消费者忠诚度，并帮助农民获得更高收益其目标是提高农产品的市

场认知度、附加值和消费者信任，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2]。尽管品牌化有诸多优势，但在实施过程中仍

面临挑战。如农产品同质化严重，品牌差异化难度大[3]，农民品牌意识薄弱，缺乏专业知识和资源[4]。
为应对挑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策略：加强品牌定位和差异化，突出产品独特性[5]，通过合作社和龙头

企业提升品牌建设能力[6]，利用电商平台和新媒体进行品牌推广[7]助力农产品品牌化发展。 
电商营销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产品推广、销售和服务的营销方式。在农产品领

域，电商营销通过线上平台，如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社交媒体，如微信、抖音等实现产品的展示、交易

和配送，打破了传统销售模式的地域限制，为农产品提供了更广阔的销售渠道和更精准的营销手段。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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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电商也面临物流基础设施不足[8]、竞争激烈[9]、人才匮乏[10]的挑战。未来，或通过人工智能与机器

学习技术进一步优化营销策略，提升效率[11]。 
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的结合，既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

重要途径。品牌化为电商营销提供了价值基础和信任保障，而电商营销则为品牌化提供了传播渠道和市

场反馈，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农产品的高质量发展。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领域，对两者协同效应

的探讨不足，本文试图系统分析两者耦合关系，构建耦合机制模型，并提出优化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填

补了研究空白。 

3. 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的耦合关系分析 

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之间存在显著的耦合效应，两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这种耦合关系不仅体现在品牌化对电商营销的支撑作用上，也表现在电商营销对品牌化的推动作用上。

通过深入分析两者的相互作用机制，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在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中的协同价值。 

3.1. 品牌化对电商营销的促进作用 

农业生产、品质管控、运输效率、线上交易、商品展示及售后保障等环节均对消费者体验产生重要

影响[12]，因此，网购越来越依赖农产品的品牌口碑[13]，农产品品牌化对电商营销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提升产品辨识度，增强消费者信任。品牌化通过赋予农产品独特的名称、标识和文化内涵，使其

在众多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例如，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自主品牌通过品牌化建设，形成了鲜明的市场

辨识度。这种辨识度在电商平台上尤为重要，因为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产品，品牌成为其判断产品质量

和可信度的重要依据。品牌化通过标准化生产和质量认证，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信任，降低了电商交易

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其次，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利润空间。品牌化能够将农产品的自然属性与文化、

地域等要素相结合，赋予其更高的附加值。例如，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通过品牌化建设，不仅提升了

产品溢价能力，还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在电商营销中，高附加值的品牌产品更容易吸引消费者关注，并

通过差异化定价策略实现更高的利润空间。据 2022 年阿里电商培育农业品牌研究指出，粮食与水产品品

牌溢价超过 60%，茶叶类超过 50%。再次，形成品牌忠诚度，提高客户粘性。品牌化通过持续的产品质

量保障和品牌故事传播，能够培养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例如，褚橙通过讲述创始人褚时健的励志故事，

成功塑造了品牌形象，赢得了消费者的情感认同。在电商营销中，品牌忠诚度能够有效提高客户粘性，

促进复购率和口碑传播，从而降低营销成本，提升营销效果。 

3.2. 电商营销对品牌化的推动作用 

电商营销作为一种新业态，以数字化技术，互联网为支撑，有效链接了农产品的供需端[14]，并通过

结构和资源赋能农产品品牌价值创造[15]。首先，扩大品牌影响力，提高品牌知名度。电商平台为农产品

品牌提供了更广阔的展示空间和传播渠道。通过电商营销，品牌可以突破地域限制，触达全国乃至全球

消费者。例如，直播带货和社交媒体营销能够迅速提升品牌曝光度，吸引大量潜在消费者。此外，电商

平台的数据分析功能可以帮助品牌精准定位目标客户，优化营销策略，进一步提高品牌知名度。其次，

精准定位目标客户，提升品牌价值。电商营销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用户行为追踪，能够精准识别目标客户

的需求和偏好。根据用户行为数据实施个性化推荐的品牌农产品，半年复购率达 41%，较普通运营方式

高 2.1 倍。这种精准营销不仅能够提高转化率，还能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感和忠诚度，从而提升品牌

价值。再次，收集用户反馈，优化品牌策略。电商平台为品牌提供了与消费者直接互动的机会，通过用

户评价、在线咨询和社交媒体互动，品牌可以及时获取消费者反馈，了解市场需求和产品改进方向。例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294


李权垚 
 

 

DOI: 10.12677/ecl.2025.1451294 453 电子商务评论 
 

如，某农产品品牌通过电商平台的用户评价发现消费者对包装设计的不满，及时进行优化，提升了用户

体验和品牌形象。这种基于用户反馈的品牌优化策略，能够帮助品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增强市场

竞争力。 

3.3. 耦合关系的协同效应 

首先，品牌化与电商营销的良性循环。品牌化与电商营销的耦合关系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品牌化

通过提升产品辨识度和附加值，为电商营销奠定了坚实基础；电商营销则通过扩大品牌影响力和精准定

位目标客户，进一步提升了品牌价值。这种循环效应使得品牌化和电商营销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农产品

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其次，耦合关系对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品牌化与电商营销的耦合关系不仅提升

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还推动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品牌化通过标准化生产和质量认证，促进了农业生

产的规范化和规模化；电商营销则通过互联网技术和数据分析，优化了农产品的流通和销售环节。两者

的结合，有助于实现农业产业链的升级和转型，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再次，耦合关系在区域特色产品

中的应用。区域特色产品在品牌化和电商营销的耦合关系中具有独特优势。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

景，易于形成差异化品牌形象；电商平台则为区域特色产品提供了展示和推广的窗口，使其能够突破地

域限制，触达更广泛的消费者。例如，某区域特色茶叶品牌通过电商营销成功打入全国市场，不仅提升

了品牌知名度，还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4. 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耦合机制构建 

4.1. 耦合机制的构成要素 

品牌建设是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耦合机制的基础。品牌定位是品牌建设的首要任务[16]，需要明

确目标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确定品牌的核心价值和差异化优势。通过市场调研和消费者分析，确保品牌

形象与目标市场的契合度，从而为品牌化奠定坚实基础。形象塑造则是通过名称、标识、包装设计等外

在元素，以及品牌故事、文化内涵等内在元素，塑造独特的品牌形象。具有完整形象体系的农产品品牌，

其消费者记忆留存率比普通品牌高出 35%。但形象塑造必须建立在价值提升的实质支撑之上，否则就会

沦为空洞的符号包装。价值提升是品牌建设的核心，通过标准化生产、质量认证和供应链管理，提升产

品的品质和附加值，增强消费者信任。具有完善质量追溯体系的农产品品牌，其复购率可提升 40%~60%。

价值提升的持续创新又反过来推动品牌定位的迭代升级，形成“定位–形象–价值”的良性循环。三个

维度相互赋能：定位决定形象的方向，形象传递价值的内涵，价值支撑定位的可信度，共同构建起农产

品品牌的完整价值生态系统。 
电商平台运营是耦合机制的核心。平台选择需根据产品特点和目标市场，综合考虑用户基础、流量

分配规则和费用结构，选择最优的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店铺管理通过优化页面设计、产品展示和客户

服务，提升店铺吸引力和运营效率，注重细节如页面布局和产品描述，以提高用户购物体验。用户体验

优化则通过数据分析和技术手段，优化购物流程、物流配送和售后服务，提升用户满意度，这需要持续

的技术创新和服务改进来实现。 
营销策略制定模块是耦合机制的关键。内容营销通过图文、视频、直播等形式创作有价值的内容，

吸引消费者关注和互动，注重内容质量和创意。社交媒体营销利用微信、抖音等平台进行品牌推广和用

户互动，扩大品牌影响力，需结合平台特点和用户行为制定针对性策略。精准营销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用

户行为追踪，精准识别目标客户，制定个性化策略以提高转化率，注重数据的准确性和分析深度。效果

评估模块是耦合机制的保障，通过数据收集、分析和反馈，全面评估品牌化和电商营销效果，识别问题

并优化策略，确保耦合机制的动态性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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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耦合机制的运行机理 

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的耦合机制实质上构建了一个动态循环的价值创造系统，四个核心环节通

过深层次的协同作用形成持续强化的商业闭环。第一，品牌建设与电商平台运营的协同。品牌建设通过

定位、形象与价值体系为电商运营提供信任背书与差异化内核，电商平台则通过三个维度反哺品牌。其

一，用户行为数据指导品牌要素优化；其二，平台工具实现品牌故事的可视化传播；其三，消费者评价

构成品牌资产监测的实时指标，电商反馈使品牌迭代周期从 6 个月缩短至 45 天。第二，电商平台运营与

营销策略制定的协同。电商平台运营为营销策略制定提供了数据支持和技术手段，营销策略制定则为电

商平台运营提供了内容资源和用户互动。电商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品牌精准定位目标客户，制定个

性化的营销策略；营销策略则通过内容创作和用户互动，提升电商平台的活跃度和转化率。第三，营销

策略制定与效果评估的协同。营销策略制定为效果评估提供了实施路径和目标导向，效果评估则为营销

策略制定提供了优化依据和改进方向。营销策略通过内容营销和精准营销，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和用户满

意度；效果评估则通过数据分析和反馈优化，帮助品牌持续改进营销策略。第四，效果评估与品牌建设

的协同。效果评估为品牌建设提供了市场反馈和改进建议，品牌建设则为效果评估提供了价值基础和信

任保障。效果评估通过用户评价和市场反馈，帮助品牌优化定位和形象；品牌建设则通过标准化生产和

质量认证，提升了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增强了消费者信任。 

5. 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耦合机制的优化策略 

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的耦合机制在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推动农业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要实现这一耦合机制的最大化效益，必须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制定并实施有效的优化策

略。以下是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耦合机制的优化策略： 

5.1. 加强品牌化建设的系统性和持续性 

首先明确品牌定位。品牌定位是品牌化建设的基础，必须基于市场调研和消费者需求分析，明确品

牌的核心价值和差异化优势[17]。农业企业应深入了解目标市场的特点和消费者的偏好，确保品牌形象与

市场需求高度契合。例如，针对高端消费市场，品牌可以突出其高品质和独特文化内涵；针对大众市场，

品牌则可以强调其性价比和实用性。其次塑造独特品牌形象。品牌形象是消费者认知和记忆品牌的重要

载体。农业企业应通过名称、标识、包装设计等外在元素，以及品牌故事、文化内涵等内在元素，塑造独

特的品牌形象。品牌形象的塑造应注重一致性和辨识度，以增强消费者的记忆和认同。例如，可以通过

讲述品牌背后的故事，传递品牌的文化价值和情感共鸣，从而提升品牌的吸引力和忠诚度。然后提升品

牌价值。品牌价值的提升是品牌化建设的核心，需要通过标准化生产、质量认证和供应链管理来实现。

农业企业应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产品的高品质和一致性。同时，通过创新和研发，不断提升

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可以通过引入先进的种植技术和加工工艺，提升产品的品质和口感，从

而增强消费者的信任和满意度。 

5.2. 提升电商营销的精准性和创新性 

一，精准识别目标客户。电商营销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和用户行为追踪，精准识别目标客户的需

求和偏好。通过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记录、浏览行为和社交媒体互动，农业企业可以制定个性化的营销策

略，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例如，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技术，识别高潜力客户群体，制定针对性的促

销活动和推荐策略，从而提高转化率和客户满意度。二，创新营销方式。电商营销需要不断创新营销方

式，以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和互动[18]。例如，可以通过直播带货、社群营销、内容营销等方式，提升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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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曝光度和影响力。直播带货可以通过实时互动和产品展示，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社群营销则可以

通过建立品牌粉丝群，增强用户的参与感和忠诚度；内容营销则可以通过创作有价值的内容，提升品牌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三，优化用户体验。用户体验是电商营销成功的关键。农业企业应通过优化购物流

程、物流配送和售后服务，提升用户的购物体验和满意度。例如，可以通过引入智能客服系统，提供 24
小时在线服务，解决用户的疑问和问题；通过优化物流配送体系，确保产品的及时送达和完好无损；通

过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提升用户的信任和满意度。 

5.3. 完善农产品供应链和物流体系 

一方面，加强供应链管理。农产品在电商营销中面临供应链管理的挑战，如产品质量控制难、供应

链透明度低等。农业企业应加强供应链管理，建立从生产到销售的全程监控体系，确保产品的高品质和

一致性。例如，可以通过引入区块链技术，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增强消费者的信任和满意

度。另一方面，优化物流配送体系。物流配送是电商营销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用户的购物体验和满意

度。农业企业应优化物流配送体系，确保产品的及时送达和完好无损。例如，可以通过与第三方物流公

司合作，提升物流配送的效率和服务质量；通过引入智能仓储系统，优化库存管理和订单处理流程，从

而提高物流配送的效率和准确性。 

6.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的耦合机制，构建了耦合机制模型，并提出了优化策略。研

究表明，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之间存在显著的耦合效应，两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通过加强品牌

建设、优化电商平台运营、创新营销策略和建立科学评估体系，可以有效提升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

的耦合效果。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的耦合机制，以及耦合机制对

农业产业链的影响。同时，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在农产品营销中的应用，也将为

农产品品牌化与电商营销的耦合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持续深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对于推动农业现代

化、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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