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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当下，电子商务已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高质量发展

理念也同样指导着电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砀山县依托特色农产品砀山梨，积极发展电商产业，取得了

一定成效。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砀山梨电商仍面临基础设施滞后、生产标准化缺失、品牌建设薄弱与

人才支撑不足等突出问题。本文在梳理砀山梨产业与电商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当前产业所面

临的硬约束与软短板，指出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而，提出以物流体系升级、标准化体系构

建为重点的基础设施突破路径，以及以品牌价值重塑、电商人才培养为核心的软能力提升策略。研究认

为，唯有坚持创新驱动、标准引领、品牌带动与人才支撑并重，砀山梨电商产业方能实现从高速增长向

高质量发展转型，助力区域农业产业体系优化与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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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e-commerce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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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to dri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concep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lso guide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industry in the 
same way. Dangshan County, rely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Dangshan pear, has 
actively developed the e-commerce industry, and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Bu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development, Dangshan pear e-commerce is still facing infrastructure lag, the lack of produc-
tion standardization, weak brand building, a lack of talent support and other prominent issues. In 
this paper, combing Dangshan pear industry and e-commerce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sta-
tus quo,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hard constraints faced by the current industry and soft short 
boards, pointing out that the key factors restricting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n, the pro-
posed logistics system upgrades, standardization system focuses on the infrastructure break-
through path, as well as brand value reshaping, e-commerce talent training as the core of the soft 
ability to enhance the strategy.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only by adhering to the innovation-driven, 
standards-led, brand-driven and talent support, Dangshan pear e-commerce industry can realize 
the transition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elp optimize the regional 
agri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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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加快构建农产品和农资现代流通网络，支持各类

主体协同共建供应链。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1]。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电子商务已然成为推

动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步入 2025 年，中国电商发展形势呈现出诸多新特征与新趋势，为各

产业带来了全新机遇与挑战。但从全局来看，“高质量发展”将是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词。 
砀山梨电商产业作为农村电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对皖北经济具有非凡意义。近年来，随着电

子商务的兴起，砀山梨电商产业发展迅速，砀山县借助入选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县的契机，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产业。然而，在快速发展的背后，砀山梨电商

产业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市场竞争加剧、产品同质化严重、物流配送体系有待完善等，这些问题制

约着其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在当前中国电商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探究砀山梨电商产业的创新与突破路

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方面，有助于砀山梨电商产业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砀山梨

及相关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创新发展，能够提升砀山梨电商产业的竞争力，促进产业可持续发

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推动砀山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砀山梨与农村电商发展均有较高研究热度，查阅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多从品牌竞争力、电商赋能

等维度展开探讨。当前研究聚焦三大核心议题：一是品牌建设存在管理意识薄弱、文化价值挖掘不足等

瓶颈，需通过标准化生产与文化 IP 打造提升辨识度；二是电商产业链面临物流成本高、冷链设施滞后等

结构性矛盾；三是产业集群存在产品创新不足、人才结构性短缺等问题，需强化“电商 + 深加工 + 文
旅”融合模式。然而现有研究多侧重单一维度分析，未来需加强品牌价值转化、物流体系优化与数字技

术应用的协同机制研究，为构建“梨产业数字生态”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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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砀山梨电商产业发展现状 

2.1. 砀山梨产业基础 

砀山县位于安徽省最北部，是水果之乡，拥有近百万亩连片生态果园，是吉尼斯纪录认定的世界最

大连片果园产业区，是“砀山酥梨”原产地。黄河故道独特的气候与土壤条件，造就了砀山梨质优味美

的特性。2024 年全县梨产量达 109.54 万吨，产值 35.49 亿元，梨产业链产值达 127.43 亿元，其中砀山酥

梨产量稳中有升，产量 74 万吨，较去年增加 7.25%，品质总体好于常年[2]。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砀山

梨产业获得诸多荣誉，如“科技赋能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砀山梨产业示范样板县”“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创建示范区”“农业农村部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等。 

2.2. 砀山梨电商发展现状 

目前，砀山县电商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根据省商务厅电子商务监测平台数据，2024 年砀山县网络零

售额达 20.27 亿元，电商企业数量增至 3500 家，相关从业人员超 10 万人[3]。特别是在直播经济、电商

营销、供应链服务和数字农业等领域，已逐渐形成新模式新业态。直播带货成为砀山梨销售的重要渠道。

砀山县积极组织各类直播活动，众多主播走进果园，向全国乃至全球的消费者展示砀山梨的生长环境、

采摘过程以及优良品质。 
然而，砀山梨电商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和进步空间。在直播带货方面，虽然直播活动

数量较多，但部分直播的质量和效果还有待提高。一些主播缺乏专业的销售技巧和产品知识，无法充分

展示砀山梨的优势，导致转化率不高。同时，直播内容的创新性不足，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难以持续

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在电商营销方面，虽然砀山县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了一定的推广，但与一些知名品牌

相比，营销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在品牌建设方面，虽然砀山梨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品牌的影响力还

不够大，品牌形象不够鲜明，缺乏统一的品牌定位和品牌传播策略；在供应链服务方面，虽然仓储和物

流有了一定的改善，但物流模式旧化制约着砀山梨产业高质量。 

3. 砀山梨电商产业面临的挑战 

3.1. 硬约束：基础设施与生产标准化瓶颈 

3.1.1. 精深加工薄弱与物流模式旧化 
砀山梨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精进梨加工技术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国外先进梨生产大国非常重视

采后商品化处理与加工技术研发，商品化处理程度高达 85% [4]。与之相比，我国梨生产者则把更多注意

力投放在前期生产过程中，对后期应该精深加工的环节较为轻视。目前，砀山县有从事酥梨深加工的国

家级龙头企业 2 家，省级龙头企业 19 家，当地酥梨的加工转化率超 50%，但是商品化处理水平仍存在上

升空间[5]。此外，砀山当地的企业也大多从事生产和初加工，致力于精深加工的企业数量寥寥，由此导

致砀山梨的产品附加值较低，不利于其高质量发展。 
除了精深加工环节的相对薄弱之外，物流模式的旧化同样是制约砀山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之一。当前，砀山县农村电商的物流体系尚不健全，尤其在“最后一公里”配送环节问题突出，末端物

流依赖人工搬运，效率较低、成本较高。此外，由于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不高，物流调度和资源配置缺

乏科学规划，无法实现快速响应和精准配送，导致订单履约率和客户满意度受到影响[6]。特别是在电商

销售高峰期，物流系统容易出现延迟甚至积压，严重制约了砀山梨产品市场的时效性与竞争力。智能分

拣、冷链运输等现代物流技术的缺位，不仅削弱了果品在运输过程中的保鲜能力，也阻碍了电商模式向

规模化、高效化、智慧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制约其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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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生产标准化缺失与品质管控乏力 
当前，砀山梨电商产业在生产标准化和品质管控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由于缺乏统一的生产技术规范

和销售标准，果农、合作社与电商平台之间操作各异，产业链各环节缺乏有效协同，导致产品在品相、

口感、成熟度等方面差异较大，难以保证整体质量的一致性。消费者在电商平台购买砀山梨时，往往面

临产品体验不稳定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降低了复购意愿。 
此外，品质不统一也影响了市场宣传的可信度，使品牌形象模糊、竞争力下降。尤其在当前以用户

口碑为导向的网络消费环境中，标准化体系的缺失成为制约砀山梨品牌向上突围的重要障碍。因此，建

立科学、系统、可执行的生产与营销标准体系，实现全链条品质监管与统一形象输出，是推动砀山梨电

商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3.2. 软短板：品牌建设与人力资源短板 

3.2.1. 文化价值挖掘浅层化与品牌势能不足 
尽管砀山梨拥有丰富的文化背景和优质的产品，但在品牌建设与管理上存在明显的不足[7]。目前，

砀山酥梨的品牌宣传多停留在产品表象层面，对其深厚文化价值的挖掘与传播缺乏系统性，致使品牌在

文化维度的吸引力与消费者认同感不足。具体而言，砀山酥梨与黄河故道地域文化的历史渊源、作为传

统名果的产业地位，尚未在品牌叙事中得到深度呈现——百年老梨树的种植传统到酥梨在皖北民俗中的

文化符号意义，从黄河故道独特风土孕育的品质基因到“世界最大连片果园”的吉尼斯文化 IP，这些极

具传播价值的文化要素未能形成完整的品牌故事链条。这种文化叙事的缺失，使得消费者难以建立对产

品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削弱了品牌在文化消费市场中的差异化竞争力。 
其次，砀山梨品牌的保护措施不够完善，容易受到模仿和侵权的威胁。尽管砀山梨的知名度逐渐提

高，但其品牌的知识产权保护仍然存在较大隐患。一方面，地方品牌的保护力度相对薄弱，缺乏完善的

专利和商标管理体系，导致市场上出现大量的山寨和仿冒产品，损害了原品牌的信誉。另一方面，由于

缺乏有效的品牌监管与法律保护，消费者对于砀山梨品牌的信任度下降，影响了产品的市场认同与价格

溢价能力。 

3.2.2. 专业人才缺口与职业能力适配性不足 
当前从事砀山梨电商产业的多为本地居民，他们对电商的认识多为平时上网习得，对于电商产业的

理解较为表层，处理相关问题时也不够专业。与此同时，农村对电商创业人员的培训不足，现有从业人

员技能迭代滞后于行业需求，电商运营、数字营销及供应链管理人才储备匮乏。 
并且，由于电商入门的门槛较低，不少人把农村电商作为最后的退路。然而，一旦发现农村电商经

营收益不好，他们就会择业转行。这样一来，难免导致电商人才引进难、留住更难，使农村电商陷入困

境。 

4. 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砀山梨电商产业的创新路径 

4.1. 硬约束突破：夯实基础设施与标准化建设 

针对砀山梨电商产业在基础设施与生产标准化方面的瓶颈，需从以下两方面突破。一方面，加强物

流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升级，引入智能化物流设备，优化末端配送网络，降低人工成本，提升配送效率；

推动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提高商品化处理水平，支持企业开展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 
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生产与销售标准化体系至关重要。需统一种植环节的施肥频次、病虫害防治等

技术标准，制定科学的采摘周期与成熟度检测流程，确保果实品质达标。在分级环节，依据大小、糖度、

外观瑕疵等指标建立量化标准，通过专业设备与人工复检双重把控；包装环节则需规范材料选用、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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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及标识信息，强化运输过程中的防震防潮管理。同时，引入数字化溯源系统，对各环节数据实时记

录，形成品质管控闭环。通过标准化建设，既能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控，又能以统一的品质形象提升品

牌辨识度，为电商销售提供从田间到云端的全链条质量保障，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度与复购率。 

4.2. 软能力提升：品牌价值与人才体系创新 

为弥补品牌建设与人力资源的短板，需着力提升软能力。砀山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这

为建立情感纽带、提升品牌认同提供了资源。在品牌建设上，应挖掘砀山梨的历史文化价值，制定统一

的品牌传播策略，打造鲜明的品牌形象。落实到具体实施上，需要引进专业的设计人才，并且在官方账

号发布“logo 征集令”，面向广大受众，集思广益。此外，利用社交网络平台，如在小红书和抖音进行

直播、发布短视频，可以有效提升品牌的曝光度和知名度。同时，结合周边旅游景区与梨园种植区特色，

形成旅游产业带，提升核心竞争力，吸引更多的游客，以带动当地的旅游产业，同时提升砀山酥梨的知

名度[8]。最后，保护品牌知识产权，维护品牌独立性和纯正性，对长期发展有重要意义。 
在人才体系建设方面，要加强电商专业人才培养。首先，构建电商教育体系，完善培训机制，提升

从业人员的电商运营、数字营销、供应链管理等技能。其次，吸引返乡青年和专业人才参与砀山梨电商

产业，对于在农村电商有重大贡献的有心青年，要给予一定的住房、安置等福利，为产业发展提供智力

支持。最后，与大型电商企业进行合作，可以定期到周边的大型电商企业取经，学习成功经验。如此，才

能让当地的电商人才队伍强大起来。 

5. 结语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砀山梨电商产业作为皖北区域农村电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农产品

“出村进城”、推动农业现代化的使命，也体现了区域特色农业与数字经济融合的巨大潜力。本文通过

对砀山梨电商发展现状的系统梳理，指出其在基础设施、生产标准化、品牌建设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所面

临的现实挑战，揭示出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面对硬约束和软短板双重制约，本文提出从基础设

施建设与标准体系建立入手，在物流智能化、冷链完善、深加工提升等方面实现突破；同时在软能力层面，

通过挖掘文化价值、打造品牌势能、完善人才教育与引进机制，为砀山梨电商注入内生动力。这些路径不

仅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与市场竞争力，更将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助力砀山梨形成稳定、高效、

可持续的电商发展模式。未来，砀山梨电商产业要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坚持创新驱动、标准

引领、品牌带动与人才支撑相结合，持续拓展市场空间，深化“电商 + 农业”融合路径，真正实现从“产

得出、卖得掉”到“卖得好、卖得久”的转变，为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持续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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