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7), 1018-1024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267  

文章引用: 王迩璇. 丹东草莓的数字营销策略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7): 1018-1024.  
DOI: 10.12677/ecl.2025.1472267 

 
 

丹东草莓的数字营销策略研究 

王迩璇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5年6月5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23日；发布日期：2025年7月14日 

 
 

 
摘  要 

丹东草莓作为丹东市的标志性农产品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然而，传统的

营销模式已难以满足丹东草莓产业现代化发展需求，所以系统探索丹东草莓数字营销的创新策略和实践

路径十分重要。本文提出一系列数字营销策略，包括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拓展数字营销渠道、提升用户

数字化购物体验、打造丹东草莓专属IP，旨在提升丹东草莓品牌营销力与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拓宽销售

渠道，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并为其他农产品的数字营销提供可借鉴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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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ndong strawberries, as the landmark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tected 
products of Dandong City, are the pillar industry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tradi-
tional marketing model has been difficult to meet the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needs of Dan-
dong strawberry industry, so it is important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innovative strategie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Dandong strawberry digital marketing.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ries of digital mar-
ket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combating counterfeit and shoddy products, expanding digital marketing 
channels, enhancing the user’s digital shopping experience, and creating an exclusive IP for Fe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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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el oranges, with the aim of enhancing the marketing power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the 
Dandong strawberry brand, further expanding sales channels,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y, and providing examples for the digital marketing of other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lear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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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瞄准农业现代化主攻方向，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

经营网络化水平，帮助广大农民增加收入。强调要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

治水平[1]。由此可见农产品的数字营销已经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手段。数字

营销指的是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软件等数字技术渠道进行营销的方式[2]。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公

众对网络信息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尤其在网络购物过程中，产品的评价与推荐成为人们选择的重要参

考依据。同时，由于网络购物具有便捷性和高效性，其逐渐成为公众购物的首要选择。良好的数字营销

在丹东草莓的市场推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通过构建互联网信息传播路径，数字营销能够有效

拉近消费群体与丹东草莓的感知距离，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挖掘潜在消费群体，扩大市场份额。另一方面，

数字营销有助于消费者辨别假冒伪劣产品，保护消费者权益，并帮助当地果农形成品牌优势，进而更好

地引导消费行为，促进丹东草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丹东市气候湿润，昼夜温差大，种植草莓的气候优势明显。同时，草莓种植历经百余年，近年来在

全国十大草莓主产区中一直“霸榜”。丹东草莓的产量一年达 27 万余吨，按中等品质每颗 35 克计，全

国人民每年人均可吃上 6 颗丹东草莓[3]。丹东草莓凭借其优良的品质于 2017 年成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

志。 
丹东草莓作为辽宁省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产业，在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和提升农民收入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为实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丹东草莓必须积极探索数字营销模式，以提

升丹东草莓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因此，深入研究丹东草莓的数字营销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2. 丹东草莓的产业基础 

丹东市地处北纬 40˚，位于国际公认的草莓黄金生长带，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背靠长白山余脉，南临黄

海，形成了山地与海洋过渡带的特殊生态。这一地貌特征使得冬季冷空气与海洋暖湿气流在此交汇，造

就了年均气温 8℃~9℃的温和气候，无霜期长达 180~200 天。此外，当地土壤疏松透气，且富含草莓生长

所需的微量元素，为果实糖分积累和果型发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同时，昼夜温差达 10℃~15℃，结

合湿润的气候条件，有利于花青素合成与糖分沉淀，进一步提升了草莓的品质。据统计，仅在丹东草莓

的核心产区东港市，就有约 3.4 万个草莓大棚，种植占地面积达 20.1 万亩，年产鲜果 30 多万吨[4]。辽宁

省 2025 年企业品牌价值评价结果显示，丹东东港草莓品牌价值达 390 多亿元。草莓对于丹东不仅是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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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产，2024 年国庆黄金周，赴丹东游客超 516 万人次，回程几乎人手一个“小白箱”，在网上频频“火

出圈”。丹东市结合外出考察学习的经验，借鉴草莓行业的标杆案例，着手研究草莓产业的迭代升级工

作方案。同时，丹东市通过实际调研发现了种植方式、产业形态和种植周期方面存在的问题，为解决这

些问题通过研究草莓产业迭代升级工作方案，借力、聚力、发力，开创更“莓好”前景[3]。 

3. 丹东草莓的数字营销现状 

3.1. 电商平台的全面入驻 

随着数字营销的兴起，传统的农产品销售模式被赋予了新的活力。数字营销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使得丹东草莓能够突破地域壁垒，与全国范围内的消费者实现无缝对接，这极大地拓宽了其销售范

围并提高了销售效率。主流的电商平台如淘宝、拼多多、抖音和小红书等，为农产品销售提供了全新的

渠道。农户可以在这些平台注册账号并开设店铺，并利用短视频和直播等形式对产品进行广泛宣传，从

而构建起“电商 + 直播 + 短视频”相结合的数字化运营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延长了丹东草莓的销售半

径，还提升了其品牌知名度。此外，丹东草莓还通过与邮政的助农项目，明星主播和网红主播合作等方

式，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市场影响力。占据丹东草莓半壁江山的东港市建立“线下实体店 + 旗舰网店 + 
物流配送”的一体化经营体系。截至 2024 年 11 月底，东港市注册电商企业、个体户数达 6600 余户，各

类网店 1.5 万多家，草莓鲜果销售中，电商销售占比超三成[5]。 

3.2. 品牌价值的稳步提升 

202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支持打造乡土特色品牌[6]。
由此可见，农业品牌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标志。品牌的生命力取

决于产品质量，农产品的品质直接决定了品牌的含金量和市场竞争力。丹东市凭借其优越的自然条件，

包括充足的光照、显著的昼夜温差以及肥沃的土壤，所生产的草莓具有个大形正、酸甜多汁的特点，

这些高品质的草莓在市场上广受欢迎。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丹东草莓在国际草莓大会、中国草

莓文化旅游节等多个国内外的重要赛事中屡获殊荣，这些荣誉进一步提升了消费者对丹东草莓品牌的

认知度和信任度。此外，丹东市在 2025 年 1 月 18 日举办中国草莓文化节，随后丹东市计划于 2025 年

举办首届草莓产业博览会，通过此类活动全方位展示丹东草莓产业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进一步提升“丹东草莓”在市场、品牌和社会层面的价值。同时，博览会将深度融合历史文化传承与

品牌传播，展现丹东草莓的独特品质、价值属性和品牌文化，致力于将丹东草莓打造成行业的标杆品

牌。 

3.3. 政府企业的协同合作 

丹东市草莓产业发展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借助新闻媒体推广宣传。丹东市政府为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涵盖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在人才培养方

面，丹东市政府实施本土人才乡村振兴“归巢”行动，通过与在外人才保持密切联系，吸引青年人才回

乡创业，确保草莓产业的人才储备。在技术支撑方面，丹东市政府先后成立了 2 家草莓专家工作站和 1
家草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邀请国内外院士专家定期开展科研与技术指导，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

科技支撑。同时，丹东市政府加强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着力解决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的瓶

颈问题，推动电商与草莓产业的深度融合。此外，丹东市政府通过加大标准宣传、制定标准要求，引导

企业进行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质量。丹东市政府还利用电商直播、农产品交易会、草莓文化节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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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全方位加强丹东草莓的宣传和推广，不断提升其知名度和美誉度。 

4. 丹东草莓的数字营销困境 

4.1. 假冒伪劣产品影响品牌形象 

品质是品牌兴盛的关键，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会使得品牌形象受损，顾客对品牌信任不足。丹东草

莓就曾遭遇被江苏草莓假冒售卖，电商平台卖家福瑞达和果味颂销售的“丹东 99 草莓”实则从江苏徐州

发货，依照发货信息，记者来到徐州贾汪区耿集镇，该镇是草莓经销集散地，坐落于此的蓝天草莓购销

中心在此为电商平台提供代发服务。尽管当地不种植红颜草莓，但该中心仍可将“丹东草莓”面单贴在

江苏草莓包裹上，并提供授权函作为“证明”。不过，经记者核实发现，授权模式应由丹东产地商户直接

代发，而非转运到江苏二次配送。这种监管缺失导致授权函沦为商家售假的工具[7]。虽然距离假冒丹东

草莓事件已过去较长时间，但公众至今仍对能否购买到真正的丹东草莓存在疑虑，现在还有流传网上购

买的丹东草莓其实是安徽草莓。可见假冒事件对丹东草莓的品牌形象造成了长期且严重的负面影响，因

此，重建丹东草莓的品牌形象仍面临艰巨挑战，需要持续的努力和系统的策略。 

4.2. 数字营销缺乏协同性影响推广 

在互联网时代，农产品的市场可见性显著提升，但能否实现持续畅销，关键在于数字营销的整体布

局是否完善。数字营销背景下，多元化的全方位营销渠道与科学高效的数字推广方式是扩大品牌影响力、

提升销售效率的关键因素[8]。丹东草莓由于长途运输易破损，所以长期处于线下营销模式，虽近几年线

上销售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由于缺乏数字营销的协同性，其推广效果受到限制。在数字营销布局

上，丹东草莓虽然已经覆盖了淘宝、京东、拼多多等传统电商平台，以及小红书、抖音等新兴社交电商

渠道，但各渠道之间尚未建立起基于数字营销理念的协同机制。数字化应用与宣传的整合不足，导致未

能形成统一的品牌形象与营销管理体系。短视频的兴起为丹东草莓的宣传提供了新的机遇，商家借此宣

传让抖音成为丹东草莓销售的又一主阵地。然而，各平台的丹东草莓商家入住率参差不齐，产品质量也

存在差异，且大多数商家在运营深度和内容输出方面存在不足，因此错失了许多潜在的销售机会，限制

了丹东草莓数字推广的深度与广度。 

4.3. 市场竞争激烈缺乏竞争优势 

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重构了农产品市场竞争格局，草莓产品呈现出多维竞争的态势，通过文化符号

构建消费认同的地域品牌，依托可追溯体系强化品质承诺的技术品牌，借场景化叙事激活情感消费的创

新品牌。在此背景下，丹东草莓正在逐渐失去传统优势，这是因为丹东草莓在数字营销中缺乏情感联结，

且其互动机制落后。具体而言，丹东草莓的数字营销未能有效将鸭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寒地黑土生态

等独特的地域特质转化为可视化叙事元素，其品牌故事的叙事框架仍局限于产品功能层面，缺乏诸如“草

莓种植户的代际传承”“寒地种植技术的突破”等具身化的情感叙事，也未能将“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转化为可感知的品质信任符号。数字营销的核心在于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深度融

合与互动，从而让消费者选择这一品牌[9]。丹东草莓的宣传推广内容多为产品介绍、优惠活动等基础信

息，缺乏从消费者兴趣点和需求出发的深度内容，这种单一的内容难以激发消费者的兴趣和关注。此外，

丹东草莓与消费者的互动机制存在不足，不仅缺乏多元化、专业化的信息交流平台，互动内容也缺乏对

社交媒体传播规律的深入洞察和精准运用，只能解答草莓的基本信息和物流配送等常规问题。这种浅层

次的互动无法通过优质体验增强用户对品牌的好感度，从而限制了品牌在数字营销中的传播效果和市场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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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丹东草莓的数字营销策略 

5.1. 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保护品牌形象 

假冒丹东草莓的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丹东草莓的高知名度和市场吸引力，这导致不良商家通

过贴标手段将普通草莓冒充为知名品牌产品，借此获取高额利润，这种行为在暴利驱动下屡禁不止。此

外，政府监督不严以及果农保护品牌意识薄弱，也为假冒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假冒产品的泛滥不仅会

扰乱市场秩序，还会导致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下降，品牌效益和口碑双重下滑，甚至引发劣币驱逐良

币的市场乱象。 
所以重塑丹东草莓的品牌形象尤为关键，这既需要消除公众对假冒产品的疑虑，也需要通过有效的

数字营销手段重新建立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因此需要从政府强化监督执法、加强果农的品牌保护意识，

加强品牌溯源与透明度几个方面重建丹东草莓的品牌形象。为此丹东市成立丹东草莓产业协会，让其充

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并制定规范有效的“丹东草莓”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管理制度。丹东市还组织开

展地理标志专项整治活动，积极探索线下跨区域联合执法，强化监督执法严厉打击假冒和滥用地标违法

行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地理标志保护，严格地理标志管理。丹东市还将利用多种形式，开展农产品知识

产权保护普法宣传和培训，不断提升全社会特别是草莓生产经营主体的品牌保护意识，并依托行业协会

等社会中介组织增强和壮大农产品品牌、商标的保护力量[9]。此外，丹东草莓还应该利用数字化技术，

让消费者能够清晰地追踪草莓的产地和供应链信息，以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 

5.2. 拓展数字营销渠道，丰富数字推广方式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消费者在购物前通常会在网络上搜索相关信息，并依据明星同款、网络达

人推荐以及网友评价等形式做出购买决策。同时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网购农产品变得极为便捷，因

此农产品的数字营销就非常的重要了。农产品的数字营销不仅要扩大信息传播的范围，让更多人知道并

了解品牌，还需要注重信息传播的质量，以便挖掘潜在消费者。 
丹东草莓的数字营销，首先需要通过多渠道营销开拓市场，这要求丹东草莓在社交媒体、搜索引擎

等不同的数字平台上创建官方账号，通过发布高质量内容，从而广泛覆盖潜在消费者。并根据不同平台

的用户特点和传播规律，实行差异化营销措施。其次，组建专业的数字营销团队，负责与不同平台间的

沟通合作，并保证营销活动既符合平台特色与要求又保持品牌的一致性。在拓展营销渠道的同时，营销

的团队还需要以丹东草莓的地域特色、产品品质和荣誉等为特点展开产品营销，通过拍摄以丹东草莓为

主题的高质量短视频、与明星网红合作推广、直播等方式，讲述品牌故事，展示地域文化，增强品牌吸

引力，丰富数字推广方式。最后，丹东草莓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的行为和偏好，建立精准的

消费者画像，并依此制定精细化、个性化销售方式，建立消费者与品牌的深层次关系。 

5.3. 提升数字化购物体验，巩固用户群体 

消费的升级对数字营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丹东草莓的数字营销需要遵循以用户为中心，通过

数据驱动决策，实现营销活动的高效性和精准性的“捕鱼”数字营销理论。针对丹东草莓在数字营销中

存在产品品质不一，消费者信任度低的问题，提升消费者数字化购物体验是提高其信任度和与其建立持

续关系的关键。这要求全方位改善购物环节，提供优质的购物体验。 
在销售前期，丹东草莓需强化标准化生产，确保产品品质一致，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宣传内容，

让消费者深入了解丹东草莓。为突破地域限制，应围绕丹东草莓的历史、地域特色、技术创新和产品品

质，制作短视频和宣传片，讲述种植者、研发者和销售者的故事，拉近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距离，让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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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感受丹东草莓的独特品质，理解品牌价值。此外，还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包装设计以防止草

莓在运输中受损，并与物流公司合作保障冷链运输，确保草莓能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新鲜的状态送达消费

者手中。在销售过程中，应建立多元化的信息交流平台，定期发布品牌信息和生产过程，以提升品牌透

明度和公信力。同时，及时回应消费者的不同问题，满足他们的多样化需求，并利用社交平台根据消费

者的兴趣创建丹东草莓专属用户社群，为用户提供在线答疑、群内互动等服务，通过发放专属福利、限

时优惠等活动加深品牌与用户之间的联系。在销售后，要注重消费者的反馈，并及时给予消费者回应，

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并依据他们的反馈优化产品和服务。同时通过奖励机制如会员积分、赠送专属福

利等鼓励消费者提供反馈，以此提升顾客的满意度，巩固消费者群体。 

5.4. 打造丹东草莓专属 IP，加强用户的情感认同 

随着国内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的持续升级，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不再仅仅注重物质消费需求，而是更

加注重文化、精神消费需求，文化、精神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使农产品品牌开发处于多元化发展阶段[10]。
在此背景下 IP 应运而生，IP 即知识产权，不过相比于以往对版权较为单一的利用，IP 开发带有更多互联

网特点，一“出生”便带有全产业链基因。赵小强说“IP 开发的目的就是创造一种文化符号，然后销售

这种文化符号和生活方式。只有把人物形象、故事植入消费者的心里、生活里，才是成功的全产业链 IP
开发。”[11]。打造丹东草莓 IP，将其背后的人物与故事植入消费者心中，这不仅可以满足消费者在物质

消费、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多重需求，还可以提升丹东草莓的品牌影响力并促进全产业链发展。 
因此，应运用叙事传播理论，以丹东草莓的地理标志与文化内涵为核心，构建一系列品牌故事。将

“一方水土养一方莓”作为叙事主线，详细阐述丹东独特的气候条件与肥沃的寒地黑土如何孕育出高品

质的草莓，凸显地理标志对产品品质的关键性影响。再进一步讲述当地草莓种植户的故事，展现他们世

代传承的种植技艺、对品质的执着追求以及与草莓产业共同成长的历程，为品牌注入深厚的人文情怀。

在此基础上，明确品牌的核心理念，并运用拟人化手法设计 IP 形象，以增强消费者对丹东草莓品牌的认

知度和情感认同。在 IP 传播过程中，丹东草莓要充分利用数字营销渠道实现全方位的品牌传播与互动。

具体措施包括在社交媒体平台建立专属 IP 账号，定期发布与 IP 形象相关的内容，如丹东草莓的生长过

程、与当地文化经济的关联、种植者的故事等；拍摄制作丹东草莓 IP 的成长之旅、丹东草莓与当地民众

的生活等系列视频，吸引粉丝关注和互动；开展话题营销活动，如发起“#寻找最大丹东草莓#”“#丹东

草莓的不同吃法#”等话题，鼓励用户分享购买体验和创意吃法，形成传播效应；围绕丹东草莓的 IP 形

象开发周边产品，如布偶玩具、手机挂件、冰箱贴等文创产品，提升品牌附加值；与丹东本土餐饮企业

进行跨界联动，推出草莓系列甜品，扩大品牌影响力。 

6. 结语 

丹东草莓产业借助数字营销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产业的关键转型，数字营销已全面融入产业的

各个层面。未来，丹东草莓需持续深化数字营销，以技术创新为驱动，推动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升级，拓

宽营销范围，提升服务品质，增强品牌的影响力，为丹东市农业现代化注入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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