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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湖北省秭归县脐橙产业为研究对象，探讨电子商务赋能地区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升级的路径与成

效，旨在揭示电子商务在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如何推动地区特色农产品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与乡村振兴。在阐述电子商务在农业领域应用的相关理论基础上，结合电子商务背景下农产品全产

业链的发展模式结构，从秭归县脐橙产业现状出发，深入分析电子商务重构秭归县脐橙生产、加工、销

售和物流环节并形成全链协同体系的路径。本文认为，秭归脐橙产业通过电子商务驱动的全产业链升级，

实现了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为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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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navel orange industry in Zigui County, Hube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xplores the path and effectiveness of e-commerce in empower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entire in-
dustry chain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aiming to reveal the key role of e-com-
merce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how to promote the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e-commerce in the agricultural field,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mode structure of the entire agricultural product industry chain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e-commerce,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navel orange industry in Zigui 
County,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path of e-commerce to reconstruct the production, pro-
cessing, sales, and logistics links of navel oranges in Zigui County and form a full chain collaborative 
system.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Zigui navel orange industry has achieved coordinated develop-
ment of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through the upgrading of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driven by e-commerce, providing a practical path for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
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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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电子商务在贸易活动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为

拉动就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强大驱动力[1]。在农业领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深

度融合，电子商务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引擎，为地区特色农产品带来新机遇。我国政府高度

重视农村电商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指出，

全面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大力实施“数商兴农”战略。地区特色农产品因其与特定地理环境特征、地

方品牌和传统工艺具有独特关联，拥有高价值属性和高产品附加值。随着农村电子商务从以基础设施建

设为主的 1.0 阶段进入品质、品牌建设的 2.0 阶段，地方特色农产品焕发活力，多渠道流入全国市场，稀

有和小众农产品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2]。电子商务成为地区特色农产品独特价值和市场需求的

有效链接，线上销售减缓了农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并且通过即时在线交易和全天候运营模式降低成

本。农产品产业链升级是推动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家食品安全的重要抓手，2021 年《农业农村

部关于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培育一批具有完整产业链条、强劲创新能力、

鲜明绿色特色、可靠安全保障和紧密联农带农机制的农业产业链条，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以电子商务为杠杆撬动地区特色农产品全链升级，可使传统农业焕发乘数

效应，使地区特色农业从“生存型产业”向“竞争力产业”转变[3]。因此，探索电子商务赋能地区特色

农产品全产业链升级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湖北省秭归县脐橙产业为研究对象，聚焦电子

商务如何促进当地脐橙产业各环节的协同升级，揭示电子商务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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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电子商务理论及其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2.1.1. 电子商务理论 
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应用是电子商务出现和发展的内生动力，互联网技术与传统商品流通经营环节

有效衔接，建成线上销售平台，从而形成新业态，即产品从单一的线下销售转变为“线上平台 + 线下销

售”双流通模式[4]。电子商务理论体系涵盖在线交易系统、电子支付机制、网络营销策略以及客户关系

维护等多个维度。电子商务通过简化交易环节、突破时空壁垒、压缩运营成本及提升信息对称性等优势，

重塑了传统商业格局，推动各行业实现突破性变革[5]。电子商务带来的信息交流和技术赋能，能够通过

提高企业管理产业链的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从而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6]。 

2.1.2. 电子商务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在农业领域，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本质是技术和平台。互联网技术为其奠定了发展根基，而线上销售

平台则是其具体呈现形式[7]。从平台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来看，网络外部性构成了平台演化的初始动力

与持续驱动力。推动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不断演进的关键因素在于平台两端——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形

成的协同联动机制，网络外部性实质上体现为价值创造与效益提升的动态过程。由此可见，互联网技术

在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应用机理，主要体现在网络外部性驱动下的技术创新效应与渠道优化效应的双重作

用。相较于标准化、规模化的工业产品及大宗农产品，地区特色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存在结构性劣势，

如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季节性供给与需求错配、溢价能力受限从而陷入“优质难优价”困境、消费者对非

刚需型特色产品认知模糊等等。电子商务的进入可以补足特色农产品的结构性短板，重构产销链路走上

转型路径。首先，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者自行建立销售渠道的便利性，互联网渠道

使得生产商的信息交换成本大幅度降低，赋予了生产商迅速精准地了解市场供需变化的能力，根据市场

反馈的信息及时调整和规划生产，降低供需错配风险[8]。商家通过在更大范围内散播产品信息从而不断

扩大产品市场，并通过网络与消费者直接建立沟通联系，对传统中间商的依赖程度大幅降低。电子商务

通过线上交易平台打破地理壁垒，助力、地区特色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进入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显

著扩大销售覆盖范围。再者，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农产品全产业链效率升级，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

术实现农业生产、加工、物流、销售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电子商务还能够优化供应链管理，实时监测市

场需求与库存数据，指导精准生产计划，有效降低农产品滞销风险。同时，电子商务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还体现在品牌增值与信任构建方面。利用电商平台的数据分析能力和传播优势，农产品企业塑造农产品

品牌形象，提升产品附加值。综上，电子商务的应用形成了“技术驱动 + 渠道重构 + 品牌增值”的农

业数字化转型路径，为传统农业注入新动能。 

2.2. 电子商务推动农产品全产业链升级模式分析 

农产品全产业链升级是指通过技术创新、模式优化和资源整合，对农产品从生产、加工、流通到销

售的全过程进行系统性改造，旨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核心是通过

数字化、智能化和集约化手段，打破传统农业各环节的割裂状态，形成高效协同的产业链条。传统的农

产品产业链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农产品产业链多为单链式结构，较少有交叉循环的现象。第二，上、

中、下游之间各环节发展不平衡，上游环节规模小且业主分散，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对中下游加工和

流通的满足程度不稳定。第三，各环节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产业链信息化进程缓慢。第四，农产品产

业链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尤其是上游种植户分布范围广且数量多，导致信息不对称严重，资源整合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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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性差。电子商务运用互联网技术渗透农产品产业，为农产品全产业链升级改造提供了全新契机，有

利于打造“健康产品 + 大数据平台 + 多元服务”的新型全产业链，推动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加快全

产业链中各产业融合，促进地区农业发展方式向“互联网 + 农业”转变[9]。 
电子商务背景下，农产品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上中下三层结构。① 上层是农产品的质量安

全管理体系，包括 GMP (良好生产规范)、GAP (良好农业规范)、FSMS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HACCP (危
害分析与安全控制点)，以及农产品仓储管理标准、农产品经营质量管理标准和互联网农产品服务管理。

② 中层以农产品全产业链的生命周期管理为核心，运作流程为：选品→种植(养殖)→研发→加工制造→

物流→销售→服务。大中型农产品加工和销售企业通过管理销售网络渠道，快速掌握市场行情，获取价

格、产销地、交易量等数据。整个流程中的正向为物流传递，反向为信息传递和质量追溯。③ 下层是按

照标准进行的具体经营活动和未来方向。这三个层次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3. 秭归脐橙全产业链升级的路径分析 

湖北省秭归县是长江中上游地区重要的农业县，以脐橙产业为核心支柱，被誉为“中国脐橙之乡”。

秭归依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打造出了全国领先的脐橙产业。秭归脐橙的总种植面积 40 万亩，

年均产量超过 100 万吨，年综合产值超过 200 亿元，脐橙产值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 56%。1 秭归构建了四

季鲜橙供应体系，形成了“春有伦晚、夏有夏橙、秋有九月红、冬有纽荷尔”的四季品种布局。秭归独有

的伦晚脐橙、中华红橙等特色品种，以其卓越的品质形成了差异化竞争优势。“秭归脐橙”的品牌价值

达 90.73 亿元，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入选湖北省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0]。目前，秭归县脐橙产业持续

推动全产业链的创新发展，并带动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在农产品深加工、综合利用和文旅融合的

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上不断前行，秭归县通过电子商务技术与传统脐橙产业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生产、加

工、销售、物流全链条数字化产业生态，连续两轮获创“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电子商务的

具体赋能路径如下。 

3.1. 生产端 

在生产端，农产品通过数据驱动实现精准种植，体现了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的深度融合，属于农业

经济学中精准农业的重点。电子商务的介入可以实时监测作物的生长环境，云计算平台处理大量数据，

帮助种植者做出准确决策，促进智慧农业的快速发展。此外，绿色有机电商平台提供标准指导，提供标

准化栽培指南和环境应对方案，以确保农产品质量。在推动秭归脐橙全产业链升级发展的过程中，生产

端电子商务的赋能是实现“数字智能生产”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秭归全县建设了 25 个集土壤墒情、病

虫害疫情测报、视频监控系统为一体的智慧物联网系统及设备，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实时采集光照强度和

土壤的湿度等数据，结合 AI 算法生成施肥灌溉方案，亩均节水 30%、增产 20%。依托秭归县智慧农业生

产平台“农抬头”APP，实现了对作物生长环境的全方位、精细化监测，通过先进的传感技术，该平台可

实时监测影响作物生长的 10 大关键环境要素，同时，对土壤进行 4 层深度的分层温湿度智能感应。2 在

数据采集的过程中，不仅能快速获取各项数据指标，还能同步传输作物生长的图像信息。全县气象数据

和墒情监测的数据可便捷地在手机上获得，果园工作人员点击监控可随时掌握生产动态。此外，果园利

用无人机遥感监测病虫害，精准施药覆盖率达 95%，有效减少农药使用量。同时，依托数据化农业信息

平台如“农小峰”、“农地云拼”和“云果产业大脑”实现城乡市场的有效对接，缓解柑橘品种、品质和

数量的供需信息不对称，预测市场趋势，动态调整品种结构。 

 

 

1数据来源：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三农工作专栏。 
2数据来源：中国新闻网：湖北秭归借“数”赋能 种出 12 个柑橘“亿元村”。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401


侯楚怡 
 

 

DOI: 10.12677/ecl.2025.1451401 1228 电子商务评论 
 

3.2. 加工端 

在加工端，电子商务通过需求对接和技术渗透，推动农产品加工从“粗放代工”转向“智慧增值”，

促进农产品加工标准化和高附加值转化。 

3.2.1. 电商平台指导加工 
秭归脐橙加工企业通过电商平台订单指导加工计划，加工企业与农户签订预售协议，按订单量启动清

洗、分选、包装等初加工，可按照消费者的需求来确定生产地和脐橙品种，以及加工方式，推动了预售农

业、订单农业、定制农业的创新发展[11]。2021 年，“美团优选”与秭归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展开合

作，在助力农产品上行的进程中，着重加强检验检疫、分拣、分级、采后保存等基础建设工作，推动其标

准化生产和加工。在脐橙包装方面，电商平台通过倡导脐橙绿色环保包装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响应国家

政策导向与消费者健康需求，打造绿色的品牌形象，获取消费者信任。此外，电商平台通过用户行为分析

与消费者画像，精准驱动深加工产品研发，并基于场景化需求设计包装，进一步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提升产品竞争力。 

3.2.2. 电商产业园驱动脐橙智链升级 
秭归县引进优质企业大力建设电子商务产业园区，2021 年辰颐物语华中“秭归电商产业园”正式建成

并开放，提供了一大批就业岗位，建设了先进的生产线和标准化的孵化基地。园区拥有 11,000 多平方米的

现代化分拣加工车间，每天可处理约 200 吨脐橙鲜果，成品日包装量可达 10 万至 20 万件。3同时，还建成

了农产品商业化加工中心、仓储冷链物流中心和产业创新服务中心。秭归县通过与江西绿盟科技等企业合作，

加大对数字化智能分选设备的补贴力度，推进脐橙加工智能剥皮分条生产线、全过程控制系统和信息管理平

台的深度融合，提高柑橘加工的智能化和标准化程度。目前，全县已培育脐橙精选加工企业 74 家，其中 13
家实现了数字化精选。同时，秭归县屈姑国际农业集团等龙头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分销平台建设，开发了橙罐、

橙酒、橙粽子等系列深加工产品，出口到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效延伸了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3.3. 销售端 

在销售端，秭归县抢抓数字经济机遇，通过电商销售与直播带货、多渠道消费者互动和打造品牌优

势实现销售量的步步高升，大力发展新业态。 

3.3.1. 电商销售与直播带货 
为加快脐橙产业市场化进程，秭归县重点发展华维物流电商园、辰颐物语电商产业园以及脐橙文旅

小镇等电商孵化基地，构建了完善的产业支撑平台。同时，通过与京东、阿里、抖音等电商巨头建立深

度合作，成功吸引了盒马鲜生、大比农、农夫山泉等知名渠道商入驻，全面推进脐橙销售渠道的网络布

局，助力产品与全国市场高效对接。目前，秭归县拥有 2600 多家电子商务企业和 8100 多家网店，带动

6 万多人从事电子商务相关产业。秭归县农业农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秭归脐橙的在线交易规模

已超过 20 万吨，鲜果和深加工产品的网络销售额已达到 40 亿元，其中“双十一”和“双十二”期间的

日峰值销售量高达 5000 吨。4 为助力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秭归县已建成万象、金城、九里等 9 个综合性

商业服务中心，创新超市区域配送模式，促进即时零售业态发展，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秭归县紧抓直播带货风口，培育孵化本土 MCN (网红经纪公司)机构，进行原产地直播专业人才培养，

一大批柑农摇身一变成为了以直播带货为职业的新农人。自 2019 年以来，秭归县持续开展直播带货、产

 

 

3同上。 

4数据来源：消费日报网：湖北省秭归县监管与服务双轮驱动优化电商生态 让云端消费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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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运营及售后客服等电商技能培训，培训学员超过 5.8 万人次，成功孵化出“守味者”“郑小树特产”

“唐小满鲜果园”等一批知名网红账号。彭家坡村、西陵峡村、乡龙口村等村庄因电商直播活跃，成为

远近闻名的“抖音村”，全县上下形成了“人人参与、全民卖橙”的蓬勃局面。 

3.3.2. 多渠道增加消费者体验 
电子商务平台可以有效结合旅游资源和农产品销售，促进脐橙产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通过线上

推广脐橙种植基地旅游项目，提供在线预订、虚拟旅游等便捷服务，吸引更多城市居民体验乡村生活。

同时，结合脐橙栽培文化，开发特色文化创意产品，增加二次消费机会。此外，电商平台的广泛宣传也

带动了周边农家乐、民宿等配套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秭归稳步推进楚街、九歌城、

脐橙小镇、茶博览园、中国橙谷等重点商业项目发展，进一步完善区域商业服务功能，为国内外消费者

提供多样化的消费体验。此外，秭归县还通过举办“荆楚购、宜购”、端午节饮食文化、屈原美食品鉴、

春茶上市、脐橙园等各种消费活动，不断提高消费活力。 

3.3.3. 全方位打造品牌优势 
电子商务平台是高效的信息传播媒介，能够深度传递农产品品牌故事，使消费者在购买农产品的同

时，能够充分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地域特色。通过强化品牌传播，不仅能够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认

知度与忠诚度，还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品牌注入持久生命力。近年来，秭归县委县政府着

力推进品牌战略，精心设计秭归脐橙全新的品牌形象，统一包装标识，提高秭归脐橙在市场上的辨识度。

积极举办各种品牌推介活动，大力构建产品质量追溯体系，让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放心。提高了秭归

脐橙的品牌影响力和辨识度。目前，全县已拥有秭归脐橙、秭归夏橙、秭归桃叶橙 3 个地理标志产品，

10 个绿色食品认证品牌，以及 684 个企业品牌，形成了多维度的品牌体系，荣获“中国驰名商标”“中

华名果”“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等 10 多项国字号荣誉[10]。2025 年 2 月，秭归县召开了“秭归脐

橙”省级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推进会，秭归、枝江、当阳等 15 个产橙地签订共同使用湖北“秭归脐橙”省

级区域公用品牌合作协议，这标志着“秭归脐橙”正式突破县域界限，开启跨区域协同发展新模式。5 秭

归县以“秭归脐橙”区域公用品牌为核心，以个性化企业品牌为支撑，打造“生态、安全、绿色”多元品

牌矩阵体系。 

3.4. 物流端 

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核心枢纽，物流的效率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农产品产业的竞争力。通过完

善冷链物流体系，提高仓储配送能力，实施精细化运营，可以实现农产品从产地到消费者的高效流通，

保证产品质量，优化消费体验，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在此过程中，电子商务通过数字化管理和资源整合

为物流系统的优化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秭归县依靠华维、辰颐物语、脐橙小镇等电子商务产业园区，

吸引了 30 多家快递物流企业入驻，形成了现代商贸物流片区，构建了覆盖县、乡、村的三级物流网络。

打造智能化物流信息服务系统，通过资源整合和信息融合将本地物流服务商集中到物流配送中心，实现

统一调度与小规模跨区域转包服务，形成“仓储–分拣–配送–监管”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体系，使末端

配送效率提升 40%，覆盖率达 100%。秭归县投资 2.7 亿元建设冷链物流体系，形成了“1 个中心 + 2 个

基地 + 8 个冷储点”的联动网络，总存储容量达 1.6 万吨。得益于“秭归脐橙 + 电商”模式的创新，全

县脐橙年发件量突破 2200 万件，该模式多次被国家邮政总局评为“金牌项目”。6 此外，通过电商平台

下沉与“快递进村”工程，升级改造 167 个村级便民店，打造“城乡驿站”，实现“一村一网点”多功能

 

 

5数据来源：宜昌市人民政府政务动态专栏。  
6数据来源：湖北日报：秭归县优化“三圈”融合“三链”，三位一体创新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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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推动物流网络向基层延伸。“快递 + 秭归脐橙”连续五年荣获全国“快递服务农业金牌项目”称

号。 

4. 全链协同效应与成效 

4.1. 经济效益：农户增收与价值链延伸 

秭归脐橙产业通过多种渠道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秭归脐橙通过品种改良和标准化种植，提高单位

面积产量和优质果实产量。政府提供种植补贴，并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培训，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电

子商务直销模式减少了中间环节，农民销售单价上涨，直接带动了收入的增加[12]。脐橙合作社和企业吸

引农民入股，带来年度分红收入。通过电子商务创造的就业机会，人均月收入增加。依托脐橙发展农业

与旅游一体化项目，农民通过农家乐、民俗、文化体验项目增加收入。秭归脐橙的深加工提升了产品的

附加值，开发了橙汁、橙酒、橙醋等 100 多种加工产品，附加值呈指数级增长，推动年产值不断创下新

高。大力打造脐橙品牌，提升品牌价值和产品溢价能力。实现了产业从单一的生产和销售向全产业链多

元化、立体化的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转变，有效提高了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实现区域特色农产品

产业的转型升级。秭归脐橙产业已成功培育柑橘产值 12 个“亿元村”和 27 个“五千万元村”，直接带

动相关从业者实现稳定收入增长，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7 

4.2. 生态效益：资源高效利用与绿色转型 

电子商务从生产端、加工端和物流端为农产品产出地带来生态效益。其一，智能农业降低了农产品

种植过程中的资源损耗。秭归县脐橙种植应用了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节水节肥，覆盖两万亩智慧脐

橙种植园；AI 病虫防控系统将损失率控制在 5%以内，有效减少了农药量使用；果园采用机械化作业模

式，运用单轨运输机和农用无人机等先进农机设备，建成万米小火车运输线，降低采摘成本，通过精准

种植、智能运输实现了资源高效利用。其二，新型加工模式减少废弃物排放。秭归脐橙从花到果，从皮

到渣全利用，利用果皮、果渣等开发出橙粽、橙茶等产品，响应市场需求和同时形成循环经济。其三，

低碳物流助力绿色转型。电子商务通过数字化管理与资源整合优化物流体系，秭归构建的覆盖县、乡、

村的三级物流网络有效降低运输能耗与废气排放，维楚云仓综合物流中心的投入使用节省了快递包装耗

材。 

4.3. 社会效益：就业带动与乡村振兴 

经济发展中的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部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不健全使得当地农产品流通效果较差，

电子商务的进入解决了这一农村发展中的困境，农民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农产品销售，不仅实现农民

创收，也有利于形成农村特色产业集群，形成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模式，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乡

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普及推广催生出许多就业岗位，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效益[13]。秭归县扎实推进电商人才培育工作，累计开展了百余期涵盖产品运营、带

货直播、客服售后等方面的培训，秭归电商企业和网店的从业人员已突破六万人。近年来，秭归县充分

挖掘脐橙产业本土优势，将脐橙变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黄金果”，走高质量脐橙扶贫致富之路。秭归县

政府积极引导和鼓励全县柑农充分利用荒山、荒地以及荒坡等闲置土地资源，进行脐橙种植。尤其对贫

困村和贫困户，在脐橙高标准建园以及果园路等田间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的政策补助。针对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新开发的脐橙种植，每亩提供 1200 元的奖补资金，以此有效带动了众多贫困户依靠脐橙产业实

现脱贫致富。此外，秭归积极探索“脐橙 + 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通过建设橙园观光、脐橙小镇等乡

 

 

7数据来源：湖北省农业农村厅部门动态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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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旅游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5. 结论与启示 

5.1. 主要结论 

秭归脐橙产业通过电子商务驱动的全产业链升级，获得了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为农业现代化和

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秭归模式的核心是以电子商务为纽带，整合技术、市场和政策资源，

构建数字智能生产、智能加工、多元化销售、高效物流的全链协同体系。秭归经验表明，农产品全产业

链的升级需要以数字化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利益共享为驱动，最终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未来，进一步加强技术赋能，深化跨区域品牌合作，完善小农户参与机制，将是秭

归脐橙产业继续领先的关键。 

5.2. 研究启示 

秭归脐橙作为农产品电商化运营的典范，其全产业链升级路径为其他地区农产品发展提供了极具价

值的借鉴范本，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到以下几点拓展性启示。 
首先，传统农产品产业链条各环节相对割裂，信息流通不畅制约着产业发展效率与质量。电子商务

作为农业领域的新兴业态，可通过市场化机制倒逼农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等环节的数字化变革[14]。这一

转型过程实质上是农业产业链在电子商务驱动下，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实现农产品商品化转型、产业功

能多元化拓展和涉农服务增值的系统性升级。这种从市场牵引到数字赋能，再到价值共创的转型路径，

既满足了消费者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又拓展了农业产业的增值空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其核心在于通过电子商务的枢纽作用，构建起连接市场需求与农业供给的数字桥梁，实现产业链各环节

的协同创新和价值提升。 
其次，注重数据开放共享在农业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农业产业集聚的有效运行必须以跨部

门数据互联互通为前提，这要求打破传统农业管理中的信息孤岛现象。电子商务通过创造新的市场增量

价值，为数据共享提供了经济激励，线上交易带来的收益增长能够有效补偿各主体在数据开放过程中的

成本投入[15]。电商平台的特殊属性使其成为多元数据整合的枢纽，能够实现个人消费数据、企业经营数

据、行业监测数据、政府统计数据和市场舆情数据等的汇聚融合与智能应用。这种以数据促转型的机制

设计，既解决了农业数据共享的动力不足问题，又为全产业链数字化协同提供了关键支撑。 
最后，通过电商营销矩阵做强区域农产品的品牌建设。深度挖掘地区特色文化，精准品牌定位，塑

造差异化，将农产品与产地历史文化、地理标志、生态优势结合，通过电商平台讲好“品牌故事”。建立

品质分级标准，制定产品可视化标准，通过电商页面明确标注等级差异，实现“优质优价”。可注册地理

标志商标打响品牌知名度，联合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发起品牌宣传活动，采用名人直播带货方式，

如镇长、县长直播活动，着力打造本土网红。同时，注重强化网络品牌保护和授权管理。通过以上策略，

区域农产品品牌可在电商平台实现从地方特产到全国品牌的跃升，最终实现品牌增值、农民增收以及产

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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