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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降低城乡贫富差距，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本文将基于价值链理论基础，对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以及发展存在困境进行分析，并严格以发现的盈利模式单一、同质化严重、平台功能不健全、价值链体

系各环节缺乏联系等问题为抓手，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包括以宏观政策引领、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应

用率；完善平台功能、强化参与主体间协调力；推动农产品生产、加工、物流等环节整合；构建完备的

农产品供应链等，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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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pro-
mote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value chain,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of agricultural prod-
ucts e-commerce, and strictly focus on the problems such as single profit model, serious homoge-
nization, imperfect platform function, and lack of links in the value chain system, and propose tar-
geted solutions,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application rate of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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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guidance of macro policy, improving the function of the platform and strengthen the coor-
dination among participants,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logistics, and building a complete supply chai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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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乡村致富的有效途径，而农产品生产销售作为产业振兴的重要环节，在生产

销售环节落实期间，自觉使用价值链分析手段，能够帮助农产品生产企业明晰发展优势及不足，以更广

阔视角，定位后续发展格局，并凭借针对性措施介入，确保信息收集、信息处理高效畅通。下面，笔者

将基于价值链健全视角，对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模式深度审视，望能为全方位提高农产品经济效益贡献

一份力量。 

2. 提出背景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平台成为人们满足消费需求的重要平台，因其成本低，种类全，

速度快等服务优势，目前逐渐被消费者接受，成为购物消费首选阵地。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的今天，

电子商务发展空间也在持续拓展。以农产品为例，随着我国物流水平的持续提升，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

也呈高速增长态势，交易模式也愈发多元化。基于我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不难得知，2021 年

全国范围内，农村网络零售额可高达 2.05 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十个百分点。在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就可达 4221 亿元，同比增长近 2.8%，增长势头十分迅猛。在农业之中，应用电子商务不仅能够有机

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还能快速解决供求不均问题，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全新发展思路[1]。 

3. 基于价值链理论基础的农产品电子商务经营内容及盈利模式分析 

3.1. 经营内容 

基于统筹视角，价值链利益群体除企业外，还包括企业目标，客户利益分配者以及内部人员等。在

完备价值链领域下，各个环节都有着不同功效，且所有环节都能在价值链的运行之中获得可观收益，并

逐步在产品价值转移传递过程中实现价值[2]。 
以农产品电子商务为例，此主体的产业价值链主要是指农业生产环节至消费者环节中生成经济价值

的整体过程，重点包括农产品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流通等环节。在价值链体系之中，所有利益方

会基于需求以不同顺序分配，在整体产业链条之中，并在各个环节保持紧密联系，凭借多主体相互作用，

推进农产品整体产值最大化发挥。在推进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期间，价值链不仅包含网络平台，还包含

各类企业、经营商，多主体在运行阶段，可根据需求，选择介入电子商务经营体系中的时间节点，并逐

步在此模式之中创造可观经济产值。在农业电子商务之中，网络平台属于价值链运作核心，会对经营各

环节造成直接影响。为此，网络平台需要自觉为整体价值链提供配套设施，这样才能保证收益顺利达到

预期。监督机构作为价值链间接主体，也要提高思想站位布局，以间接作用介入，保障价值链能够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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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运行环境。农产品电子商务产业价值链结构见图 1。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value chain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e-commerce industry 
图 1. 农产品电子商务产业价值链结构示意图 

3.2. 盈利模式 

立足于可持续发展视角来看，农产品电子商务价值链想要实现良好发展，就要拥有相对复杂的产业

链。在具体运行之中，只有充分满足消费人群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才可保障整体模式处于持续发展

态势。再因基于产业链模式视角，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期间，对物流要求十分严格，为迎合发展需求，

农产品电子商务逐渐形成了“线下 + 线上”良好合作模式，给受众带来极好的消费体验同时，还可快速

将分布零散的农业人员集中起来，以现代化、智慧化物流配送手段，突破地域之间束缚，优化农产品运

输时效性，经济价值显著。基于价值链视角的农产品电子商务盈利模式详情见图 2。 
 

 
Figure 2. Profit model of agricultural e-commerce under value chain 
图 2. 价值链下农产品电子商务盈利模式 

4.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现状以及发展存在困境 

4.1. 现状 

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全域范围内网民规模达 10.67 亿，较 2021 年相比增长 3549 万，互联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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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率高达 75.6%。在其中，也离不开农村网民大基数的支撑，据有效统计，基于农村地区视角，互联网

普及率早于 2020 年就已经顺利超过人口基数半成，但虽然绝大多数农民已掌握了该怎样上网，但没有将

上网重点放在网络销售上；我国农民文化水平整体较低，对市场敏锐度以及灵敏度相对较差，我国农民

受教育程度 2022 年统计见表 1。基于此情况，农民群体，尽管有意识在网络平台之上实现农产品销售，

但也因目的性不足，针对性不强等因素，使得整体的销售环节特异性十分匮乏。生产农作物和市场上的

现实需求存在一定信息差，供需矛盾十分明显；基于统筹发展视角，现今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较为

简单，一种是以 B2B 为主体的供求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一种是规模、集约型企业创设的商务服务网站。

无论是上述哪种模式，其针对的客户群体都较为单一，多为大型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农产品电

子商务可持续发展造成阻碍。 
 
Table 1. Statistics of farmers’ Education level in China in 2022 (%) 
表 1. 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 2022 年度统计(%) 

 全部农民 从事农业的农民 30 岁以下农民 

不识字 1.6 8.6 0.8 

小学 19.0 35.2 5.3 

初中 50.4 40.7 67.5 

高中 23.7 16.8 15.7 

大专及以上 5.3 7.7 10.7 

4.2. 应用困境 

4.2.1. 盈利模式单一 
和其他电商销售产品相比，以农产品为主体的电子商务盈利模式相对较为单一，通常情况下，农产

品电子商务平台主要有两种盈利模式，一是电子商务平台自供销售渠道，主要借助搭建销售专业化平台，

以此为农产品生产企业提供稳固订单。二是电商平台作为服务商，凭借定制广告服务介入，扩大知名度，

进而达到为消费者提供稳定线上交易环境目的。但无论是上述哪两种模式，想要获得较为可观的运作成

效，都会使得电商平台运营成本出现显著增加[3]。 

4.2.2. 同质化严重 
立足于外部价值链层面看，我国农产品电商企业与其他类别的电商企业相比，核心竞争优势不足，

且因盈利体系较为单一，为此同质化竞争严重等不良问题出现频率较高。地域性典型代表，农产品电商

企业在拥有核心竞争力之后，极易出现独家垄断状况，并持续增加此农产品的价格，以望收获更为可观

的经济收益，但实际效果却往往背道而驰。此外，为强化市场竞争优势，绝大部分农产品电商企业在发

展期间也会选择打价格战，以低价销售的策略，来实现商品促销。虽然在短期内，此种销售手段可能获

得一定经济效益，但立足于长期来看显然是存在一定发展缺陷的。 

4.2.3. 平台功能待完善 
目前，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服务功能依旧存在一定缺陷，平台建设亟待更新。一方面，在直

播带货模式的飞速发展下，京东、淘宝、抖音等大型电商平台纷纷开始以直播带货的手段来实现产品销

售，但与淘宝，京东等大型的平台有所不同，绝大多数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可提供的服务功能相对较少，

提供信息绝大多数都是价格方面的内容，信息针对性也使得受众在选择期间会存在一定顾虑。另一方面，

部分平台因管理不到位等因素制约，并不存在独立模块，以供农产品促销活动展开，农产品在网上交易

期间并没有竞争优势，盈利行为更是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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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价值链体系不完善、各环节缺乏联系 
价值链是企业设计，生产，销售等一系列活动的重要集合，现今，虽然我国农产品生产销售互联网

体系已初具模型，但价值链体系依旧不太完善，农产品加工企业基数大，创新力弱；农产品加工企业生

产销售环节缺乏合理布局，标准化程度低；电商类农产品企业品牌意识匮乏，规模分散，并未形成特色

化集约产品服务，上述因素，会使得各环节联系明显不足，资源浪费现象频出，长此以往，势必会对农

产品在价值链各环节有序流动起明显阻碍作用[4]。 

4.3. 应用优化策略 

4.3.1. 宏观政策引导、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率 
农产品流通期间，受市场价格、供给需求等多因素波动影响，使得在供应链各环节利益分配上很难

趋于稳定。考虑到稳定供应链是有效保障农产品价格平稳的重要根基，为此，相关人员必须提高思想站

位，强化推进农产品供应链间合作，以电子商务平台介入，为企业交流提供共享平台，有效提升各环节

协作效率。同时政府还要积极引导，凭借宏观政策加持，高效率解决信息不对称等不良问题。 
首先，在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应用期间，各地政府要积极发挥引导功效，健全完善宏观政策部署，

为当地农产品建设更具针对性发展规划。具体可凭借政策上以及经济上的有效援助，帮助当地农产品企

业能够更加明确未来发展格局，为后续制定针对性更强、适配度更高的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助力。其次，

政府还要明确站位，大力支持以电子商务模式为主体的农产品营销落实，并优化改善当地网络的具体普

及度，以促使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能够拥有更为广阔的践行空间。以某市级地方所落实的特优农产品网

上展销洽谈会为例，据有效统计，自网上展销洽谈会展开 2021 年六月至 2022 年七月，全区农产品网上

交易累积签约近 250.41 万吨，签约金额可达 53.20 亿，交易金额近 39.43 亿元，全区共计存在 25 个项目

通过了网上特约，成功招商引进外资金额可达 4.45 亿元，经济价值显著。 

4.3.2. 完善平台功能、强化参与主体间协调力 
在助推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期间，要选择好“战斗”场地，依据需求，选择适配度最高的平台。具

体实施前，要对农产品拥有明确定位，并严格依据消费者需求，健全完善平台服务功能。具体可从下述

两方面入手，1) 践行安全管理模式。想要推进网络交易更好普及，就要帮助人们认识到网络交付的便捷

性及安全性。对此，相关企业要自主开发安全性能更高的网络交易平台，优化提升大众对于网络交易这

一行为的信任度。2) 优化网络交易平台管理水准，提升个性化服务的生成效率。相关主体要充分利用大

数据深度挖掘技术，在人们通过网络商务平台来实现农产品购买期间，深层次分析用户现实消费需求，

并严格依据数据生成结果，对用户喜好实现标记，为后续更具针对性地推送相关产品信息助力。 
强化各参与主体间合作协调力也十分关键，在具体构建农产品电子商务价值链期间，要自觉将地域

内发展规模较大的企业连接起来，充分发挥其品牌效应，以达到全方位整合价值链内各环节目标。 

4.3.3. 推动农产品生产、加工、物流等环节整合 
农产品生产环节是指在种植期间，农户基于市场需求而生产出来的以供销售产品；农产品销售环节

则指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此等过程都需要借助外力来实现。以线上销售为例，主要是指借助网络信息

技术来实现商品交付。在农村宽带日益普及的今天，农民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来实现农产品交付，

想要切实落实好此项工作，首先就要合力推进农村互联网建设步伐，积极推动农产品生产、加工、物流

等环节有机整合，以各环节无阻碍交流，全方位降低具体投入成本，提升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效率[5]。
以中粮网为例，在此主体积极推进农产品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物流等环节的优化整合之下，其农

产品电子商务信息中介模式形成了全新化发展关系，具体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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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ur streams of the intermediary mode, the value chain and the supply chain 
表 2. 中介模式四流与价值链、供应链的相互关系 

 供应商 生产商 批发商 零售商 消费者 

物流(数字化形态)      

商流(双向互通流通)  √ √ √ √ 

信息流(高流信息) √ √ √ √ √ 

资金流(货币形态) √ √ √ √ √ 
 

立足于整体来看，在组成农产品电子商务价值链、电子商务供应链流程之中，此模式的合理落实，

有效地推动了信息流、商业流、资金流实现有序流动，同时还能促使中间环节得以减少，信息传递更加

便捷，实效性更强。 

4.3.4. 构建完备农产品供应链 
农产品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流通各环节之中，存在众多中间商以及介入主体，都属于农产品

价值链上关键组成部分。在具体健全完善农产品供应链期间，要有意识对整体农产品价值链实现重构，

自觉以消费者为主体，以生产者为主导，完善电子商务平台建立格局，同时，还要充分借助计算机网络

技术，助推供应链各主体实现多元化信息互享，保障各主体能够在市场需求信息的及时反馈下，快速对

于整体的规格制定做出调整。 
在此须特别注意。考虑到在电子商务环境背景下，农产品供应链完善健全会面对诸多风险性问题，

为此，要自觉对农产品供应链风险实现评估，建立以层次分析法为基准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明确整体

的指标所占权重，凭借最大综合隶属度的细致求取，得到精准风险值。在具体操作期间，要自主构建比

较判断矩阵“A”，并充分分析矩阵系统之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此计算出更为精准被比较元素的相

对权重，达到细致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目标。同时，为核验判断矩阵一致性，还要积极引入一致性指标，

并对指标的具体值实现计算，如若发现一致性指标值趋于“0”的话，则表示具备完全一致性，反之则代

表一致性相对较差。 
矩阵“A”如下： 

( ) ( ), , 1, 2,3,...,ij n n
A a i j n

×
= =   ( ) ( ), 1, 2,3,...,ij n n

A a i j n
×

= =  

式中， 1 1 ,ij ij ij ija a a a= = 表示要素 i 和 j 相比的重要性标度。 
一致性指标值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 1max
max

1 1

1 1,
1

n

ij jn n
jI

i ii i

a W
AWn

CI i
n n W n W

λ
λ =

= =

−
= = == =

−

∑
∑ ∑  

式中，CI 表示一致性指标数值，A 表示判断矩阵，W 表示相对重要度向量。 

5. 结论 

综上所述，在农产品市场需求愈发个性化的背景下，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农产品电子商务时代到来成为大势所趋。电子商务不仅能够为农产品提供广阔的销售空间，还能帮助农

民快速掌握市场风向，解决供应矛盾，达到有效提升农产品价值增值效率的目标。笔者相信在电子商务

系统及农产品生产营销的动态协作下，以农产品为主体的相关生产销售企业建立与互联网经济适配度更

高的农产品生产销售格局将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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