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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数商兴农”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商成为激活农业产业潜力、促进农

民增收的重要引擎。定西市作为“中国薯都”，马铃薯产业是其乡村经济的核心支柱，但传统产业模式

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诸多挑战。本文以定西市马铃薯产业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其农村电商发展的现状、

问题及对策，旨在为西北干旱地区特色农业产业的数字化升级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路径。研究采用实地调

研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发现定西市马铃薯产业具备种薯繁育、加工集群和品牌积淀等优势，但存在物流

基础设施薄弱、产品标准化程度低、电商运营能力薄弱、产业链数字化水平低等突出问题并提出针对性

发展策略。研究发现，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打造特色品牌及完善人才培养

机制，定西市马铃薯产业可有效提升电商化水平，为同类地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数商兴农，农村电子商务，马铃薯产业，发展策略 
 

 

Research on E-Commerc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Commerce Revitalizing  
Agri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Potato Industry in Dingxi City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235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235
https://www.hanspub.org/


苏雪，莫琪江 
 

 

DOI: 10.12677/ecl.2025.1472235 782 电子商务评论 
 

Xue Su, Qijiang Mo*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Received: May 21st, 2025; accepted: Jun. 6th, 2025; published: Jul. 11th, 2025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igital Commerce Revitalizing Agriculture” strategy, which empha-
siz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e-commerce has 
emerged as a crucial engine for activating the potential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and promoting 
farmers’ income growth. As “China’s Potato Capital”, Dingxi City relies on the potato industry as the 
core pillar of its rural economy.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model faces numerous chal-
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potato industry in Dingxi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
ures of its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aiming to provide replicable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dig-
ital upgrade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n the arid areas of Northwest China. Using field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methods, the study finds that Dingxi’s potato industry possesses ad-
vantages such as seed including weak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low product standardization, insuffi-
cient e-commerce oper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low digitalization levels across the industrial chain. 
Targe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mot-
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creating characteristic brands, and improving tal-
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s. These measure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e-commerce level of Dingxi’s 
potato industry and offer references for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 simila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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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农村电子商务已成为驱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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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实施“数商兴农”工程，

为农村电商发展注入政策动能。定西市位于中国甘肃省的中部，因薯而名、因薯而兴，是国内马铃薯最

佳适种区之一。近年来，定西市紧紧围绕打造“中国薯都”战略目标，按照发展种薯产业、精深加工和标

准化种植的工作思路，加快推动马铃薯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马铃薯产业现作为定西市的特色产业和主

要经济支柱，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应积极探索“电商 + 特色农业”[2]的发展路径，为乡村那些具有独特性质的产

业发展，增添来自电商领域的助力，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借助电商的力量实现更好发展[3]。据甘肃经济网

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定西市安定区通过建设电商产业园、培育本土电商主体、搭建农产品上行通道

等措施，使马铃薯产业在 2023 年实现网络销售额年均增加 25%以上，带动 3.2 万农户增收。但在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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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面临基础设施薄弱、供应链体系不完善、电商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4]。如何借力“数商兴农”政策机

遇，突破传统农业数字化转型瓶颈，已成为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2. “数商兴农”背景下定西市马铃薯产业电商化发展现状 

“数商兴农”是数字经济时代国家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其政策脉络可追溯至 2014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首次提出“电子商务进农村”

概念。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将农村电商纳入“互联网 + 农业”框架，推动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

乡。2021 年商务部等 17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数字商务建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通知》，首次提出

“数商兴农”行动，并将其列为数字商务五大行动之一，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重构农业产业链，赋能乡

村振兴。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数商兴农”工程，强调以电商赋能农业生产、流通和消费全流

程。定西市作为“中国马铃薯之乡”，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将电子商务纳入马铃薯产业升级的核心路径。 

2.1. 产业基础与电商规模 

定西市是全国马铃薯种植四大主产区之一，主栽品种有陇薯、青薯和新大坪等，全市平均海拔约为

2080 m，年平均气温 5.7℃，年均降雨量 360~600 mm，气候冷凉，光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利于薯块

物质积累。此外，黄土高原地土层较为深厚，钾素丰富，本地马铃薯果实营养丰富、商品性状良好。近年

推广应用的旱地马铃薯起垄覆膜技术，进一步扩大了马铃薯种植面积可能。借助“中国薯都”品牌，定

西市马铃薯产业逐渐形成“淀粉加工、精淀粉、变性淀粉、全粉、高附加值的主食化产品”的精深加工产

业链条。定西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依托电商平台，定西马铃薯网络销售额快速增长，2023 年

线上销售额突破 1.5 亿元。据央广网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底，定西市马铃薯产业持续壮大，全产业链

产值已突破 270 亿元大关。 

2.2. 政策支持与平台建设 

定西市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包括财政补助、税收减免、技术援助在内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为马铃薯产

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和资源保障，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内在活力和外在潜力。据定西

市人民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对 2024 年种植马铃薯 500 亩以上发挥典型示范作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家

庭农场，每户奖励 5 万元，每县区奖励 1 户。奖励资金由市县区财政按照 1:1 比例承担。定西市政府出

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方案》，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电商物流体系建设和品牌推广。运用“互

联网+”模式，建立京东特色馆和“羚羊鲜生”等电商平台，建成农村“淘宝”网店 23 家，在全国 16 个

省市自治区、300 多座城市 1000 多家超市、10,000 多家农贸市场设置销售专区专柜和代理店，应用 B2C
等“智慧农贸”模式[5] [6]，推进农产品共同配送中心建设，促进电商营销和直供直销等新型营销模式协

调发展。 

3. 定西市马铃薯产业电商化发展中的问题 

3.1. 物流体系不完善 

3.1.1. 冷链物流体系滞后 
据甘肃省人民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定西市现有冷藏库总容量仅 50 万吨，占马铃薯总产量的 10%，

且以传统地窖为主，智能化温控设备覆盖率不足 30%。这些传统地窖多建于上世纪末，设施老化严重，

温度湿度调节依赖人工操作，难以满足马铃薯长期保鲜需求。县域间尚未构建起高效冷链配送网络，全

市冷链运输车辆仅 300 辆，且缺乏统一调度平台，导致定西至广州的马铃薯运输成本高于山东、河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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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生鲜电商损耗率高于发达国家，严重制约高端市场开拓。据调研显示，由于冷链缺失导致马铃薯

腐烂，使得定西马铃薯难以进入对保鲜要求极高的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由于冷链环节的技术短板，农产

品在储运过程中频繁出现质量损耗问题，不仅给当地种植户带来持续经济损失，还严重限制了马铃薯产

品向对品质要求严格的消费市场渗透，制约了产业价值链的提升空间。 

3.1.2. 配送难 
定西市马铃薯电商配送问题既受限于陇中山区地形地貌，也反映出农村物流网络与电商发展需求的

结构性错配。“数商兴农”工程强调是以数字化、智慧化的发展促进农村电商的着力发展，极力解决农

村电商配送难题[7]。首先，要以政府为主导，所谓“要致富先修路”，打通公路建设需要基础设施的完

善与配套，在政府政策的相关指导下，结合当下甘肃省“三抓三促”行动，聚焦基础设施新基建、加快构

建农村电商产业链，坚持党委领导，促进党政同责。优化发展路径，与第三方快递企业深化合作，引入

乡村智能仓储管理系统[8]，鼓励通过直营、联营等方式在村设立快递网点，增加乡村快递物流配货站数

量，最大程度实现村村快递网点覆盖，早日实现快递进村目标。 

3.2. 品牌建设滞后 

3.2.1. 标准化程度低 
当前马铃薯分级主要依靠人工经验判断，缺乏基于淀粉含量、外观尺寸、耐储性等指标的量化标准。

以淀粉含量为例，定西马铃薯淀粉含量区间为 14%~20%，但市场流通中未按淀粉含量进行细分，导致食

品加工企业难以精准采购原料。商品薯与种薯混卖现象普遍存在，部分农户为追求短期利益，将种薯当

作商品薯销售，导致优质优价机制难以形成。据《2023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用户体验与投诉监测报告》显

示，2023 年电商平台客诉中，因质量不均引发的投诉占比高达 40%，典型案例包括消费者购买的马铃薯

发芽率超标、块茎大小差异过大等问题。 

3.2.2. 包装与品牌视觉同质化 
据电商销售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马铃薯初级产品包装多采用 50 公斤编织袋，适合电商销售的 1~5 公

斤精装礼盒占比不足，且包装设计缺乏地域文化元素和品牌辨识度。市场调研显示，消费者在电商平台选

购马铃薯时，会优先选择包装精美、有文化特色的产品。部分企业违规盗用区域公用品牌标识，导致“定

西马铃薯”品牌下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严重损害消费者信任，造成“定西马铃薯”品牌声誉严重受损。 

3.3. 电商运营能力薄弱 

3.3.1. 专业人才缺口大 
在定西市电商行业的发展进程中，专业人才储备不足成为制约其进一步腾飞的关键瓶颈。当前，电

商从业人员群体中，真正具备数据分析、直播运营、供应链管理等复合能力的专业人才严重不足。这反

映出当地电商人才在能力结构上存在严重失衡，难以满足电商行业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需求。从人才

培养的源头来看，本地高校的相关专业设置明显滞后于行业发展步伐。目前，高校的课程体系依旧严重

依赖传统营销理论，大量的教学内容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对于当下蓬勃发展的直播电商、跨境电

商等新兴领域，缺乏针对性的实操课程。导致学生毕业后难以迅速适应电商企业的实际工作岗位，无法

满足本地电商企业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造成了人才供给与行业需求之间的巨大缺口。在劳动力结构

方面，定西市面临着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的困境。由于本地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相对有限，大量有能

力、有活力的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导致本地电商行业的人才储备严重不足。而留守人员大多年

龄偏大，接受新事物、学习数字化技能的能力相对较弱，数字化技能普遍薄弱。他们在面对电商行业的

新技术、新工具和新运营模式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有效地参与到电商运营和创新工作中。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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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不仅制约了电商行业现有业务的高效开展，更严重影响了电商模式的创新和发展，

使得定西市电商行业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缺乏足够的创新动力和发展后劲。 

3.3.2. 营销方式单一化 
在定西市电商企业的运营实践中，营销方式单一化问题尤为突出，成为制约品牌影响力提升和市场

拓展的重要因素。多数企业在营销战略上过度依赖平台流量推广，将运营重心集中于购买流量、竞价排

名等传统手段，缺乏对多元化营销渠道的开拓与创新。这种单一的流量依赖模式，不仅导致营销成本高

企，更使得企业在平台规则变化或流量红利消退时，面临客户流失的风险。多数企业过度依赖平台流量

推广，直播内容同质化严重，缺乏 IP 化运营和故事化营销。以抖音平台为例，定西马铃薯相关直播间日

均观看量不足 5000 人次，远低于山东烟台苹果直播间的 10 万人次。 

3.4. 产业链数字化水平低 

种植户、加工企业与电商平台之间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订单农业覆盖率仅 40%。由于缺乏统一的

产销对接平台，种植户难以获取市场价格和需求信息，常出现盲目跟风种植现象。价格波动导致“卖难

买贵”[9]现象频发。定西市农产品产业链的数字化进程严重滞后，种植户、加工企业与电商平台之间犹

如形成了无形的“信息孤岛”，各环节协同发展受阻。当前订单农业覆盖率不足一半，大量种植户仍在

缺乏市场数据支撑的环境下劳作，他们仅凭往年经验或周边信息决定种植品类，一旦某类农产品短期走

俏，便会出现区域性的跟风扩种现象，而对终端市场的真实需求变化却浑然不知。 

4. 定西市马铃薯产业电商发展策略 

4.1. 夯实数字基建，构建智慧供应链 

4.1.1. 推进冷链物流数字化改造 
实施“千吨冷链”工程，通过政企合作模式，在安定区、渭源县等马铃薯主产区新建 5 万吨智能气

调库。每个库房配备高精度温湿度传感器、物联网监控系统及自动化分拣设备，实现仓储数据实时上传

至定西市农产品冷链云平台。该平台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可对库存周转率、温湿度异常波动等进行智

能预警。同时，整合顺丰、京东等物流企业资源，开通定西至上海、广州等全国 20 个主要消费城市的 “马

铃薯专线”，利用 AI 算法优化运输路线，通过拼载运输、动态调度等手段，将物流成本降至 0.5 元/公斤

以下，损耗率控制在 8%以内。此外，试点应用 RFID 电子标签技术，实现每件货物从仓储到配送的全流

程追踪[10]。 

4.1.2. 建设全产业链数字平台 
构建覆盖种薯培育、田间管理、采收加工、市场销售的全链条可追溯体系，试点区块链技术应用，消

费者通过手机扫码即可查看马铃薯从种植地块、施肥记录到加工工艺、质检报告的全流程信息。引入人工

智能分析模块，对市场需求趋势进行预测，为生产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有效解决产销信息不对称问题。 

4.2. 建立标准体系，提升产品竞争力 

4.2.1. 制定全品类质量标准 
联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开展为期两年的标准研制工作，制定《定西马铃薯商品薯分级标准》《种

薯质量认证规范》等 5 项地方标准，明确淀粉含量、杂质率、损伤度等 12 项核心指标，建立“红(优质)、
黄(合格)、绿(初级)”三级质量认证体系[11]。组建由农业专家、质检机构、企业代表构成的评审委员会，

对申请认证的产品进行现场查验和实验室检测。建立线上交易平台智能比价系统，实现“按质论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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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销售。 

4.2.2. 打造差异化品牌视觉体系 
设计“薯都印记”区域公用品牌视觉识别系统，深度挖掘陇中剪纸、梯田地貌、马家窑文化等地域

特色元素，开发系列化包装产品线：1~2 公斤家庭装采用环保可降解材料，印刻种植户头像、种植地块编

号和溯源二维码，增强产品人文属性；5~10 公斤礼品装融入陇剧脸谱、羊皮扇鼓等非遗文化符号，提升

产品文化附加值。 

4.3. 创新电商运营，拓展数字营销场景 

4.3.1. 培育“新农人”直播矩阵 
实施“百名主播培育计划”[12]，与抖音、快手共建直播电商基地，联合开展“薯农网红孵化”“村

官带货”等专项培训。课程体系涵盖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话术设计、农产品营销技巧等模块，采用理

论授课+实操演练+跟岗实习的培养模式。重点培养既懂种植技术又擅长网络营销的“新农人”，打造“薯

都直播间”IP，策划“马铃薯的十二时辰”“从田头到餐桌”等系列短视频内容，通过场景化、故事化营

销提升用户粘性。 

4.3.2. 构建私域流量运营体系 
引导企业建立微信社群、小程序商城，构建“线上 + 线下”融合的私域流量运营体系[12]。开展会

员制、预售制、定制化服务，推出“马铃薯种植认养”项目[13]：消费者可在线认养 1 亩薯田，通过 5G 
+ VR 技术实时查看马铃薯生长过程，收获期获得定制化包装的马铃薯产品，并附加赠送马铃薯粉条、薯

片等加工品礼盒。 

4.4. 强化政策保障，优化发展环境 

政策支持与环境优化是破解定西马铃薯电商瓶颈的重要动力，需构建政府引导、多方协同的政策体

系，聚焦资金扶持、机制创新、服务升级等关键领域。 

4.4.1. 加大财政资金引导力度 
第一，数字基建升级：对企业新建智能冷链仓储、村级电商服务点信息化改造给予补贴，推动 5G 网

络、智慧农场等技术应用；第二，创新能力培育：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对产学研项目、电商创新成

果给予资金奖励，促进技术转化与模式创新；第三，人才队伍建设：支持电商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对

农户技能培训、高端人才引进提供补贴，增强产业人才储备。 

4.4.2. 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 
第一，政策细化落实：制定配套实施细则，明确冷链物流补贴、品牌使用规范、数据共享要求等具

体措施，定期公开政策执行进展；第二，政企沟通渠道：建立常态化政企对接平台，及时解决企业在物

流审批、场地协调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提升政策响应效率；第三，区域合作联盟：联合周边产区组建电

商发展联盟，共享物流网络与市场资源，降低跨区流通成本，扩大区域品牌影响力。 

4.4.3. 优化市场监管与服务 
第一，简化审批流程：推行电商经营“一证通”，合并食品许可、溯源备案等审批事项，压缩办理时

限，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第二，加强品牌保护：建立区域公用品牌动态监管机制，运用技术手段监测商

标使用情况，严厉打击侵权行为，维护品牌信誉；第三，引导绿色发展：对使用环保包装、参与逆向物流

的企业给予补贴，逐步提高电商包装绿色化比例，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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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建立考核与风险防控体系 
将电商发展关键指标纳入政府考核，重点关注冷链覆盖率、人才留存率、销售额增长等目标，强化

责任落实。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帮助企业应对市场波动、自然灾害等风险，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通过

政策组合发力，为马铃薯电商发展营造稳定有序的制度环境，助力产业高质量转型。 

5. 结语 

本研究以国家“数商兴农”战略为宏观背景，深入剖析了定西市这一“中国薯都”马铃薯产业在拥

抱电子商务浪潮过程中的实践探索、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通过对定西马铃薯产业电商化发展的系统考

察，本研究揭示出：在数字经济深度赋能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中，特色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亟需突破

传统思维与模式束缚，构建起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生态。 
定西马铃薯产业的案例深刻表明，乡村特色产业的电商化并非简单的“触网”销售，而是一场涉及

产业链全环节、多要素协同联动的深刻变革。其核心在于以数字技术为引擎，驱动生产、流通、消费各

环节的重构与融合，从而实现产业价值的跃升。本研究清晰地勾勒出，从夯实智慧供应链基础、构建现

代标准化体系，到创新数字营销模式、优化政策制度环境，是一条推动西北干旱地区特色农产品突破地

域限制、实现价值倍增的有效路径。 
定西的探索，不仅为自身马铃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其经验与模式更具有重要的区

域示范价值。它为资源禀赋相似、面临数字化转型共性问题(如物流瓶颈、人才短缺、品牌弱势)的西北乃

至全国广大乡村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特色产业 + 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践样本。在“数商兴农”

政策的持续引领下，通过持续深化数字技术应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定西马铃薯

产业的电商实践有望成为驱动区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并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道路贡献“薯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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