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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乡村振兴正进入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的最后阶段。贵州省依托“跨境电商 
+ 特色农业”模式成功开拓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市场，成为农特产品营销可资借鉴的典例。当前学界对贵

州农特产品电商发展的研究较为充分，但其通过电商平台对接国际市场的机理与路径仍需深入探析。本

文基于区域增长极理论，整合贵州优质农特产品与跨境电商产业的创新优势，探索“贵农”品牌国际化

路径，以扩大其在海外市场的规模经济效益，从而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突破“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与“国

际竞争力弱”的双重困境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方案，助力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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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entering the final period of a five-year transition, which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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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nsolid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Guizhou province has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Southeast Asian and South Pacific markets by imple-
menting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featured agriculture” model, which makes it be a repro-
ducible exampl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 marketing. Whil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e-commerce 
development of Guizhou’s featur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the mecha-
nisms and pathways for their integration in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via e-commerce platforms re-
main underexplored. Therefore, this study on the basis of the regional growth pole theory, lever-
ages the innovative advantages of Guizhou’s featured agricultural product and cross-border e-com-
merce industries to explor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ath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of Guizhou” 
brand. Moreover, it not only can expand its economies of scale in overseas markets, but also can 
provide a replicable solution for underdeveloped western regions to overcome the dual challenges 
of “low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weak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reby support-
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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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目标[1]。大力发展特色

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聚焦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强调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国唯一兼具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与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地区双重属性的省份，2023 年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就已牵头多个部门发布《关于促进贵州省农产品出口贸

易的工作方案的通知》，该通知明确提出要推动“跨境电商 + 产业带”协同发展。在央地政策红利加持

下，贵州依托镇宁蜂糖李、岑巩思州柚、威宁苹果等地理标志产品，通过“跨境电商 + 特色农业”模式

成功开拓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市场。目前，学界对其发展模式及路径已有一定研究。就发展现状而言，贵

州农特产品跨境电商发展优势主要集中在资源和政策方面，劣势则来自人才、资金、品牌方面。如黄天

芸聚焦贵州农产品跨境电商发展，指出贵州农产品在农产品出口增长、资源富集、大数据产业实力方面

独具优势，但在质量标准、物流成本、人才领域存在问题[2]。邱蓉等人认为农特产品丰富、政策支持、

电商平台、乡愁纽带等因素相互交织推动了贵州省农特产品的电子商务销售额逐年上升，但需关注人才、

资金、信任、通关以及品牌建设等问题[3]。魏榆帛认为“电商 + 农特产品”模式是贵州地区乡村振兴的

方式之一，交通、人才、基建、思想的落后却影响着当前电商平台的发展[4]。陈梅指出贵州省政府正结

合大数据技术出台多项扶持电商产业的政策决议，并整合供应链上下游资源打造贵州省农产品供应链平

台，为贵州省特色农产品的“走出去”打下坚实基础[5]。就发展前景而言，贵州农特产品跨境电商未来

结合文旅、直播人才、数字技术等要素实现发展“含绿量”和生态“含金量”同向同行。如陈晓钰认为生

态友好型的绿色农产品占据未来市场，贵州具备特色食品及旅游业融合发展的优势，可借助电商平台的

特色农产品运营模式和当地文旅模式促进生态农业消费市场发展[6]。梁媛着眼人才关键要素，提出乡村

振兴背景下贵州农产品电商应明确电商直播人才培养定位、加强电商平台运营技巧培训以及提高学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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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习意愿，从而推动贵州省农村电商更好地赋能乡村振兴[7]。周仕瑶认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应利用数

字化形式加快贵州省农产品电商的物流、监管、基建和销售建设[8]。由此可见，学界对贵州农特产品结

合电商发展研究较为充分，但对于贵州农特产品具体如何通过电商平台对接国际市场的机理和路径还有

待探析。因此，本文试基于区域增长极理论，聚合贵州特色山地高效农业和跨境电商新兴产业的创新优

势，扩大“贵农”在海外市场的经济规模效益，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破解“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与“国际竞

争力弱”双重困境提供可复制路径，在联动服务国家“双循环”战略布局之中将乡村振兴从“量”落实到

“质”。 

2. 理论基础 

2.1. 区域增长极理论 

区域增长极理论属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支，增长极理论对经济政策的研究及区域经济规划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核心观点在于：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而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

的部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常常聚集于经济空间的某些点，即形成增长极。增长极是指具有空间聚集

特点的推动性经济单位的集合体，而经济的增长率首先发生在增长极上，然后以各种方式向外扩散，对

整个经济发展产生影响[9]。增长极理论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主张通过在欠发达区域构建新的增

长极以实现当地经济跃升，协调整体区域经济。根据区域增长极理论，贵州的山地高效农业(特色农产品

生产)与跨境电商(国际市场渠道)具备天然互补性，贵州省可以跨境电商为纽带，将贵州山地农业的“产

品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形成区域经济增长极，带动乡村振兴。 

2.2. 分析框架 

基于区域增长极理论，将贵州农特产品的跨境电商发展分为增长极形成阶段、增长极扩散阶段、增

长极持续阶段。在增长极形成阶段，着眼产品选择、空间聚集、创新驱动三个维度进行现状阐释；在增

长极扩散阶段，围绕供应链韧性、政策完整性、市场拓展进行问题剖析；在增长极持续阶段，聚焦政府

和市场主体从基建、资本、品牌维度提出可行的产业发展协同支撑体系。 

3. 贵州农特产品跨境电商的发展现状 

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孕育了贵州一带别具一格的山地高效农业发展方程式，电子商务发展“十百千万”

工程的政策落地促进了贵州电商与农业的深度融合，加速农业供应链动态循环，形成较为成熟的“跨境

电商 + 特色农业”的地方模式。当前，贵州农特产品跨境电商整体发展势头迅猛，贸易需求、生态体系、

物流基建的持续优化，逐步使农特产品的跨境电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的贵州实践。 

3.1. 优质农特产品的海外贸易需求稳升 

从增长极形成阶段的产品选择来看，农特产品正成为贵州工业化的绿色原料、农民增收致富的绿色

银行。贵州的山地气候优势带动农特产品的竞争优势，已经打造出贵州辣椒、刺梨、茶叶、天麻、中药

材、肉牛 5 张特色产业名片[10]。市场供给方面，贵州农特产品因绿色有机、品质独特，逐渐获得国际市

场认可。湄潭县抄乐镇群丰村 3000 亩欧标有机茶园基地已获得茶园欧标认证、欧盟有机认证、美国有机

认证、中国有机认证 4 项权威认证。市场需求方面，贵州农特产品主要出口东南亚市场，近年来范围扩

大辐射至俄罗斯、中亚、欧美。2023 年威宁苹果对越南出口量增长 672.6%，湄潭茶叶直接出口额达 4498
万美元，黔南州博落回首次出口德国填补品类空白[11]。2024 年，贵州省已与老挝琅南塔省农林厅签订

2800 万美元辣椒采购合同，这是继去年双方在进博会上签署优质辣椒种植、采购供应链合作项目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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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签约[12]。 

3.2. 跨境电商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从增长极形成阶段的空间聚集来看，贵州立足特色、科技赋能、融合特色已建成贵阳市花溪区数字

农业产业园、修文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现代农业产业园，2025 年在贵安新区开工建设高山高品质农

产品融合产业园。从现代农业产业园逐步向特色融合农业产业园转型，以点带面，持续性助农增收。据

相关预测 2027 年贵安新区的高山高品质农产品融合产业园实现农户年均纯收入 6 万元，带动相关就业

4000 人以上[13]。政策方面，2023 年《贵州省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十百千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5
年培育 10 个以上省级电商产业园、100 个直播基地，并给予最高 300 万元奖励[14]。平台方面，贵州三

新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遵义分公司联合建设的“大陆壹号”有机茶综合管理平台投用，

并开通“大陆壹号”App、小程序运营线上销售平台。贵州与 RCEP 成员国合作持续深化，2024 年贵州

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三国，并相应搭建农业合作交流平台[15]。 

3.3. 智慧物流基建系统逐步完善 

从增长极形成阶段的创新驱动来看，贵州近年来借助大数据产业发展优势，正加快构建“通道 + 枢
纽 + 网络”的现代物流体系，已完成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6 轴 7 廊 8 通道”建设，同时贵州现

代物流集团自主研发了“智慧园区”数字化平台，据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牛郎关智

慧物流园“智慧园区”系统平台覆盖全省共布局约 200 余个站点。冷链物流方面，贵州商储国际供应链

推出定制温控方案，将全程温差波动值缩小到最低限度，使农特产品运输到站仍能保持良好新鲜度。通

关出口方面，贵阳综保区开通跨境电商 9710、9810、1210 模式，通过结合多种跨境电商模式，进一步优

化了物流基础设施和增强了供应链的灵活性和韧性，提升了仓储、配送和通关效率，帮助企业更好地应

对国际市场波动。 

4. 贵州农特产品跨境电商的发展困境 

4.1. 山区物流基础设施薄弱，供应链韧性不足 

根据区域增长极理论，西部地区构建增长极的过程中更应注重基础设施的完善，满足经济发展的必

要条件，抑制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贵州农特产品跨境电商的发展面临的首要困境在于山区特殊地理环

境与物流基础设施薄弱之间的深层次矛盾，这一矛盾直接制约了贵州农特产品面对国际市场的供应稳定

性与韧性。一方面，贵州地处西南喀斯特地貌区，山高谷深、地形破碎，囿于地形原因，农村地区交通网

络建设成本高且覆盖难度大，导致贵州大部分农村地区“最后一公里”物流梗阻问题尤为突出。例如，

有研究调查显示，45%的黎平县村民认为基础设施落后、没有健全的物流服务点是影响当地物流发展的

主要因素[16]。其次，既有冷库的综合利用率不足 1/3，生鲜冷链农产品产销及物流对接平台也较为缺乏

[17]。另一方面，农特产品的海外销售会受到国界的限制，当前国际市场风云诡谲，如美国对中国等国家

加征差异化高额关税并反复修改关税政策，4 月 10 日特朗普对华关税从 104%上调至 125%，2025 年贵

州抹茶首批出口北美订单 36 吨，农特产品的时效性在物流落后和国际风险双重叠加后，深度冲击贵州农

特产品面向国际的供应链体系[18]。 

4.2. 相关政策扶持缺位，贸易潜力制约 

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为防止区域间经济差距过大，政府应该在战略规划中制定一系列措施刺激

落后地区的发展[19]。当前，贵州农特产品跨境电商在政策规则层面较为低效与滞后，成为制约其贸易潜

力释放的关键掣肘。一方面，中小企业几乎无专项补贴，针对农户、中小电商企业跨境贸易的补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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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缺乏。据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报告，2023 年奖补重点龙头企业资金共 1810 万元，2024 年拨付重点龙

头企业贴息资金共 1634.6914 万元[20]。另一方面，尚未形成本土性的产业集群，贵州省已颁发的跨境电

商综试区实施方案涉及贵阳市、遵义市、铜仁市三地，但这三地的联动欠缺，没发挥综保区的正向效应。

贵州农特产品大多凭借外地增长极与海外消费市场对接，如六盘水市与中山市紧密协作，深耕粤港澳大

湾区平台，通过“港星助农直播带货”等活动，出口辣椒产品到德国、日本、法国、越南等国，销售额超

50 万元[21]。 

4.3. 海外市场认知匮乏，产需对接错位 

贵州农特产品跨境电商的国际化进程中，贵州多数农户囿于地区信息差等因素对海外市场的认知尚

处于表层阶段，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产需对接错位。一方面，贵州农特产品市场以东盟国家为主，出口市

场不仅处于较为集中的状态，并且可能因为生产结构的相似性产生同质竞争关系，导致产品溢价空间被

严重压缩[22]。另一方面，贵州虽拥有刺梨、猕猴桃、都匀毛尖等极具地域特色的农产品，但这些产品的

独特性尚未转化为国际市场的有效认知优势。2024 年 7 月，贵州蜂糖李首次抵达泰国曼谷[23]。由此可

见，贵州多数农特产品进入海外市场时间较晚，属于海外小众产品，当地民众可能因为品牌、种类的陌

生而选择规避贵州农特产品，转而延续信赖度高的其他大牌农特产品。 

5. 贵州农特产品跨境电商发展的对策建议 

5.1. 强化物流基建与网络布局 

为使“农特产品 + 跨境电商”这一增长极扩大经济辐射效应，应着眼破除物流困境，通过基建升级

与资源整合破解山区地理桎梏，重塑供应链韧性。首先，打通内陆地区和出海港口之间的物理阻隔。重

点推进连接云南、广州等国际物流枢纽的高速公路与铁路干线扩容，利用云广跨境贸易方面的区域和交

通优势，扩大贵州农特产品的东南亚市场容量。例如，在黔东南、黔南等特色农产品主产区布局区域性

集散中心，配套自动化分拣线与预冷设施，实现“采摘–预冷–分级–包装”的一站式处理，减少中间

转运环节对时效与品质的损耗[24]。同时，政企协同亦是关键点位，政府引入第三方物流企业共建智慧物

流园区，并对接大型电商平台开通贵州农产品跨境物流专线；企业则需深化与顺丰、邮政等头部物流商

的合作，利用其全球网络资源实现“门到门”服务。这一系统性工程不仅能够将跨境物流成本占比降低，

为贵州农特产品出海铺设一条高效、稳定的国际供应链通道。 

5.2. 优化跨境物流成本结构 

资金问题是贵州产业发展的关键，农特产品跨境电商不仅需要政府政策的扶持，也需要企业从物流

成本结构进行内生优化，以打破传统路径依赖，重构效率与成本的平衡点。首要突破口是扎实推进跨境

电商综合试验区战略。综保区应聚焦保税功能和政策优势，围绕贵州优质农特产品资源，充分调动相关

企业的建设性，激活市场力量。贸易公司和物流公司可形成联动合作，如陆海新通道运营贵州有限公司

2024 年新增开通 1 条铁海多式联运线路，顺利将贵州农特产品输送到台湾[25]。2025 年，贵州万辉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又借助铁海联运方式将大蒜等生鲜农产品自主出口至中东地区市场，减轻了政府统筹的资

金压力。通关报税方面，税务部门应及时提供海关报税服务，避免因关税问题导致资金重复浪费、挫伤

海外销售信心。可学习推广毕节市税务局为出口备案企业提供的“一企一档一策”直连服务，“一对一”

精准辅导，助推乡村外贸企业更好发展。 

5.3. 品牌建设突出自然人文元素 

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要素和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的定位可视为农特产品在跨境电商发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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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增长极，贵州独特的自然人文基因契合多数国际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多元化、个性化产品需求，

贵州国际旅游的最初两张“王牌”是原生态的山地人地人文系统与岩溶地貌自然景观系统，近年来，贵

州又以草根体育赛事为载体的“村超”“村 BA”，融入侗族大歌、苗族盛装等民族文化，吸引 1100 多

名来自巴西等 51 个国家的球员。由此，贵州农特产品跨境电商的未来进一步发展可将文旅体元素嵌入产

品设计、包装与营销全链路，实现从“农产品”到“文化品”的升维。具体而言，政府应大力引导相关企

业针对东南亚市场推出“酸汤文化”主题的辣椒制品，利用饮食文化相似性建立情感联结。面向欧洲高

端市场则需要主打“有机苗药”概念的中药材，以苗医药“自然疗法”传统特色对接欧洲高端市场的健

康消费趋势。着眼拥有相似文化圈的东亚市场，则可借力茶马古道历史，打造都匀毛尖的“东方古茶路”

系列，激活亚洲市场的文化共鸣。正如亨廷顿所言，经济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26]。唯有将文化厚

度转化为品牌锐度，贵州农特产品方能跳出低价竞逐陷阱，在国际市场逐步形成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

以品牌韧性应对国际风险。 

6. 结语 

2025 年“三农”工作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而贵州的特色农产品和电商平台的融合以产品选

择、空间聚集、创新驱动三个维度的优势形成当地经济的增长极，但通过分析尚未达到扩散阶段。因此

需政企协同构建支撑体系，一方面能够实现农产品的渠道、价值转化，另一方面也能够契合数智时代的

高质量发展态势，为贵州农特产品出海提供可操作的路径，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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