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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商平台成为农户销售农产品的重要桥梁，在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

要的促进作用。岷县作为国内有名的道地药材主产区，中药材种类丰富、品质佳、药用价值高，深受各

大药企和广大注重养生消费者的欢迎。随着电商平台在岷县中药材领域的应用，岷县中药材产业实现转

型升级和快速发展。然而在电商平台助力中药材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本文旨在探讨

电商平台助力岷县中药材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推动产业振兴的路径，根据实际情况找出岷县中药材

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的提出相关的优化建议，希望能够为推动岷县中药材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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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e-commerce platfor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ridge for farmers to sel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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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s a famous main producing area of genuine me-
dicinal materials in China, Minxian County has a rich variety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good 
quality, and high medicinal value, which is deeply welcomed by major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who pay attention to health preservation.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e-commerce 
platform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Minxian County,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dustry in Minxian County has achieved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and rapid development. How-
ever, in the process of e-commerce platform to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dustry, it also faces many problem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path of e-com-
merce platform to help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dustry in Minxian County achieve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we 
find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Minxian 
County,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
moting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dustry in Minxia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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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农村电商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

擎。电商平台的兴起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电商不仅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了农产品销

售效率，还降低了农户经营成本和潜在经营风险，促进农民实现增收[1]。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电商在乡

村振兴中的战略作用。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要求完善县域

直播基地建设，推动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行双向流通[2]。农村电商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促使乡村

产业融合发展[3]，对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4]。 
岷县隶属于甘肃省定西市，素有“中国当归之乡”、“千年药乡”之称，依托其独特的自然环境，中

药材产业已成为其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发展特色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重要途径。岷县受限于传统市场渠道单一、物流成本高、品牌溢价不足等问题，其中药材产业潜力未

得到充分释放。怎样使中药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对岷县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电商平台给岷县中药

材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也带来了新机遇。依托电商平台解决了岷县中药材产业销路窄、销售难的问

题，同时让更多的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买到岷县的中药材。随着政府的支持和农村电商的发展，岷县中

药材产业探索出了一条“电商赋能、产业振兴”的发展路径。 
2024 年，岷县位居全国农产品电商百强县第八名，其发展发展模式成为西部县域以电商驱动特色产

业振兴的典型样本。然而在高速发展的背后，物流体系不完善、产品标准化不足、产品附加值低、电商

人才稀缺等问题仍然制约着岷县中药材产业的可持续增长。本文通过对岷县中药材产业电商发展现状分

析，探析电商平台如何推动中药材产业振兴，针对其发展过程中的不足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为地方产

业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的繁荣贡献力量，同时为同类地区提供理论与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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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岷县中药材产业电商发展现状 

2.1. 岷县中药材产业发展现状 

地理、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与千年种植传统经验的深度融合，塑造了岷县中药材的独特品质。岷

县中药材凭借其品质和价值在全国各地已远近闻名。岷县中药材资源丰富，主要依托当归、黄芪、党参

等中药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县域内经济发展，增加农民经济收入。2024 年全县中药材种植

面积达 68.9 万亩，其中当归 30 万亩、黄芪 20 万亩、党参 10 万亩，其他品类占 8.9 万亩。 
 

Table 1. Production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n Minxian County from 2021 to 2023 
表 1. 2021~2023 年岷县中药材生产情况 

项目 2021 2022 2023 

中药材种植面积(万亩) 61.6 65.77 68.6 

中药材总产量(万吨) 15.033 16.3 17 

中药材总产值(亿元) 52.58 60.19 68 

数据来源：根据岷县年鉴整理。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2021 年岷县中药材种植面积为 61.6 万亩，2023 年增至 68.6 万亩，年均增长约

5.6%，说明岷县中药材生产规模持续扩张，规模化效应初显。2021 年总产量 15.033 万吨，2023 年增至

17 万吨，年均增长约 6.3%，表明岷县中药材产量持续增长，单产效率提高。2021 年总产值 52.58 亿元，

2023 年增至 68 亿元，年均增长约 13.6%，远超种植面积与产量的增速，表明产业附加值显著提升。 
岷县重视中药材的标准化种植，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大力推广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2024 年

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种植面积 58 万亩，标准化率达 85%以上[5]。岷县中药材加工企业众多，从种植、加工

到销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目前有多家企业从事研发当归系列的深加工产品，但县域内企业大

多以中药材商品、中药饮片等初级加工产品的生产经营为主，深加工产品占比较少，产品附加值较低。 

2.2. 岷县中药材产业电商发展现状 

岷县电子商务整体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岷县电子商务相比我国东部发达地区起步较晚，但发展

速度较快。岷县积极推进网络营销，发展“互联网 + 中药材”电商营销，培育以中药材为主的电子商务

企业 89 家，天猫店、拼多多、淘宝、1688、微店等 1000 多家[5]。2024 年全县电子商务总销售额达 5.83
亿元，其中农特产品占比 94.5%，较 2023 年的 4.2 亿元增长 38.8%，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中药

材作为核心品类贡献了主要销售额。当地政府重视农村电商的发展，县域内加强对网络基础设施和道路

基础设施的投入，以便优化电商运营的各个环节。“互联网+”模式推动中药材产业转型升级，激发中药

材产业发展潜力。与此同时，电商平台与岷县中药材产业连接的过程中，为当地农户增加了就业机会，

带动了整个县的经济水平发展。 
岷县政府注重对电商人才的培训，培育知农爱农的本土主播，同时鼓励返乡青年从事电商、新型电

商经营主体带动就业。2024 年，岷县累计培训电商人才 1000 余人，培训对象涵盖农村青年、返乡大学

生、退伍军人以及农村妇女等多元群体[6]。岷县中药材通过小红书、微信社群运营推广，抖音、快手等

平台直播带货，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进行销售。这些渠道促使产品能更广泛的触及消费者，

从而扩大岷县中药材的市场占有率和提高品牌知名度。在此过程中扩大了中药材的销售市场，提高了中

药材销量，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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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岷县中药材产业电商发展面临的挑战 

3.1. 中药材物流体系不完善 

完备的物流基础是发展乡村产业电子商务的前提和基础，尽管岷县电子商务有了较好的发展，由于

其道路和网络基础设施薄弱，电子商务的应用效率不高。一方面受地理条件影响，县域内多以山脉为主，

多个行政村较为分散，道路网不够密集，物流难以达成高效率运输。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岷县

中药材仍以传统的仓储方式为主，大量药材储存在简易民房中，储存条件难以控制。中药材体积较大，

部分药材仍以散装形式进行运输，运输配送成本高。近年来当地政府不断加大对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

如改造快递物流设施设备、建设电商云仓等，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根据岷县实际发展情况，仍存

在仓储能力不足、冷链物流建设滞后、物流网点运行效率低等问题[4]，这些将制约岷县中药材电商的高

质量发展。 

3.2. 中药材标准化、品牌化程度低 

中药材在种植过程中，大多数农民根据以往经验种植，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药材质量标准不一。

在线上购买时消费者通常也难以辨别其真假、好坏。产业内也存在标准不一的现象，在借助电商平台进

行选购的同时，消费者对产品品牌界定并不清晰，往往需要借助查看以往买家的评价才能判断哪个才是

值得自己安心购买的品牌。除此之外，消费者在某些社交电商搜索岷县中药材时会出现很多不同的账号

发布相似的售卖信息，这些账号通过与消费者“私聊”的方式进行交易售卖，但其账号未有官方相关认

证，这不仅使消费者难以判定其是否为正宗岷县中药材，还可能因脱离平台的监管而造成损失。还有部

分商家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导致许多消费者害怕承担试错成本而不敢买单。这些将对岷县中药材的

品牌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3.3. 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延伸不足 

岷县电商销售额中占比最大的是中药材产业，中药材系列中当归单一品类占比较高。过度依赖单一

品类导致岷县中药材产业抗风险能力弱。当发生价格周期性下跌时，农户利益将会受到较大的影响。电

商平台能够推动农业产业链整合，提高产业附加值[7]。然而岷县中药材品类深加工产品占比较低，电商

渠道仍以原料和初级加工品为主，如当归片、黄芪片、党参干等，深加工产品较少，产业链延伸不足，产

品附加值较低。这种单一的产业结构和较短的产业链将制约中药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部分中小

网店创新性不足，产品同质化严重，导致店铺间价格战加剧。 

3.4. 中药材电子商务专业人才不足 

通过强化电商人才的培养，能够提升农村电商的整体运营水平，从而有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8]。然

而岷县从事中药材种植的大多是分散的农户，这些农户大多为中老年、留守妇女劳动者。除了中药材种

植以外，还需操持家务和兼业赚取额外收入。他们大多对电商的了解程度不高，大部分人凭以往售卖经

验，等待中间商到户收购或自行送至集中收集点，这种传统的收购销售模式无疑压缩了农户的实际利润。

尽管岷县近几年对电商人才的培育比较重视，但由于大多数农户文化水平较低，从事电商人员技术不高，

电商专业人才不足，电商平台无法发挥出更优的效果。 

4. 电商平台助力岷县中药材产业振兴的实现路径 

4.1. 完善物流基础设施，提高运输效率 

加快构建完善的物流体系，缩短电商与产品链条之间的运输时间，有利于降低物流配送成本。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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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发货地完备的物流体系。进一步加大对原产地基础设施的投入，尤其是药材种植地到生产加工仓库

的道路建设，缩短中药材入库距离和时间，保障中药材的源头。二是加强物流仓储建设和完善冷链物流

体系。整合农户分散的存储资源，建设大型现代化中药材物流园区，减少中药材因储存不当发生的霉

变损耗。通过与第三方冷链物流合作，针对当归等高价值药材，采用低温储存和包装技术，减少药效流

失。三是完善岷县中药材物流运输体系。加强企业与物流之间的合作，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各网点运行

效率。同时要规范药材及相关产品的内外包装，避免在运输途中出现如快递盒挤压或破损而影响产品

质量问题。 

4.2. 构建标准化体系，树立特色中药材品牌 

加强对中药材产品标准化管理，加大对岷县中药材特色品牌的宣传力度。一是要从实际出发，坚持

品质优先，对中药材育苗、种植、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标准化管理。开展中药材质量认证，以质量

为基础赢得品牌优势，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提升市场竞争力[9]。二是要严厉打击不法商贩以次充好，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直播带货中药材销售风险较大，药监部门应当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按照不同产

品及直播的不同形式进行区分管理[10]。实行对岷县中药材电商个人、企业的授权工作，这样消费者在实

际购买时，就官方认证的店铺购买产品，降低消费者损失可能。三是加大品牌宣传，提高岷县中药材知

名度。要完善中药材产品包装，设计突出当地特色的个性化包装，包装印上能够宣传岷县中药材文化的

标识，并且包装内外材料均要符合相关标准。四是要发挥好岷县中药材的品牌化效应，如建立专门的微

信公众号，发送日推文如中药材种植、生产、加工的过程普及，以及中药材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养生小

妙招，让更多的人了解岷县中药材以及养生知识，扩大品牌影响力。 

4.3. 推广生态种植，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三产融合发展，深化岷县中药材产业转型升级。一是鼓励岷县中药材产业研发深加工产品，进

一步深化中药材在餐饮业和医疗机构、养生保健机构中的应用，提高产品创新性，开发具有养生功效的

饮品、食品、日用保健品等，提高产品附加值。可以开发药食同源当归，生产出如元气养生茶、当归糕、

当归药膳汤包、当归精油、当归香薰等，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二是通过与当地养殖产业相合作，

开发当归鸡产业链。以当归叶喂养农家走地鸡，用走地鸡的粪便作为种植当归的肥料，形成循环农业模

式。当归与走地鸡结合形成特色美食当归炖鸡，通过电商平台推广特色当归鸡，吸引消费者体验特色农

家乐。三是将中药材与旅游业相结合，依托当地中药材特色产业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在宣扬我国传统

中医药文化的同时，带动岷县整体经济的发展。 

4.4. 加强农村电商人才培训和创业扶持 

健全人才引进制度，培育本土电商人才。一是要转变农民观念，提高农民电商素养。引导岷县当地

农民观念转变，加强农民对电子商务的接受与学习，促进农民与消费者“面对面交易”，节约运营成本，

促使农民实现增收[11]。二是要加强对电商人才的培养和培训。通过开展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培养一支

懂药材、会营销的复合型电商人才，使电商人员能够更好的服务消费者。三是要实施精英回归计划。出

台相关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岷县户籍地大学生返乡创业。同时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吸引在外工作的优

秀青年，特别是那些对三农研究较深的电商人才，他们不仅可以快速地融入乡村社会，还可以带来先进

的电商技术。四是要加强规范电商营商环境。将电商监管贯穿产业全周期，生产环节提高中药材质量安

全监督水平，流通环节依法规范商家售后服务保障，销售环节加强对农民网红主播规范教育，以此维护

稳定的农村电商市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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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岷县中药材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电商平台助力中药材产业振兴的同时也面临着物流体系不

健全、产品标准化不足、产业链延伸不足、电商专业人才不足等挑战。通过完善物流基础设施、构建标

准化体系、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培养电商人才可以推动岷县中药材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岷县农民增收

致富、县域经济健康发展。政府和企业应继续加大对农村电商的支持力度和创新力度，推动农村电商向

更高水平发展。同时加强对农村电商的监管和指导工作，确保农村电商的健康发展。 
在未来的发展中，岷县将进一步发挥电商平台的作用，发展中药材跨境电商，继续壮大中药材产业，

促进岷县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岷县经济繁荣发展，为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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