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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时代下我国农业发展出现新业态、新形式，通过研究我们知道互联网+背景下农业经济的发展面

临着农产品相关标准不够统一、农产品销售途径不够完善、农业发展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健全、相关

人才匮乏的问题。围绕以上提出的农业经济发展困境，提出制定互联网+背景下农业经济发展的科学战

略，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人才培养与人才引进计划的优化策略，推动互联网背景下农业经济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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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rnet+,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appeared new formats and new 
forms. Through research, we kn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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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is faced with insufficient unified standard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complete sales 
channel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ncomplet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related to agricul-
tural development, the problem of lack of relevant talents. Focusing on the above-mentioned di-
lemma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proposed to formulate scientific strategies for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Internet+ background, establish a sound infra-
structure construction, formulat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alent training and talent introduc-
tion plan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under the Internet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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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时代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在逐渐提高，经济产量也逐渐得到提升，互联网的广泛应

用对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相对于城市经济而言发展相对落后一些，尽管互联

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无法有效且高效利用互联网的话，在当代高速发展的形势下反

而会造成一系列的困境。农业和互联网从表面上看二者相互独立，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实际上二者息息

相关，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商业契机。互联网作为一种现代信息的载体，引导着农业与技术的结

合，使互联网农业发展成为一种潮流，农业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关系到国民生计的一

大重要问题，在如今迅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更应该将农业经济和互联网联系在一起发展。互联网对农业

发展的重要性很大，现代传统农业发展阶段生产率较低，生产销售农产品技术与销售模式也相对落后，

为了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能够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科学家们表示应该提高对农业技术发展的重视，着重

加强互联网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农村条件不比城市完善，网络基础设施都不够健全，这也导致农业

产品无法通过各种网络平台进行销售，不但会影响产品的销售，还会阻碍消费者进行产品的咨询和提货，

这都会直接影响到农商户的收入，这也使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形成了很大的差距。我国农业发展始终停

滞不前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农业生产人员普遍学历较低，农商们无法正确认识到互联网对当代农业发展

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并且一味地排斥互联网与农业结合物，选择原始的、传统的销售方式，诸如此类

的种种原因导致了农业生产无法高速发展。在农村，产品的标准化得不到统一，使销售产品中间存在一

定的盲区，与此同时尽管农产品完成销售之后，如何运输也是一大问题，使用传统的运输方式定会降低

产品的质量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从这些问题都可以看出，互联网看似与农业关联不大，实则当互联网

与农业相结合就易有 1 + 1 > 2 的实际效果，不仅使农商们收入增加还会让消费者有更优质的产品享受。 

2. 文献综述 

随着互联网的逐渐兴起，互联网在农业领域的发展也逐渐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关注，在学术界也有大

量关于互联网对农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分析。 
刘娟[1]以湛江为典型研究分析了农业发展的困境以及提出相关转型策略，虽然农村的农业发展如今

存在多种限制因素，但“互联网+”是一种新型有效的经济发展引擎，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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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可以实现农业发展的成功转型。张炳红[2]阐述了科学技术“互联网+”模式为我国的各项产业带来

了生机也带动了各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也指出了“互联网+”模式对农业技术的重要性，提出相关办法

使“互联网+”与农业产业相结合发展，加速农业经济的发展。孙雪莹[3]浅析了互联网信息时代对农业

经济的影响，不仅是中国甚至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业发展也从传统模式转向了现代农

业模式，在现代信息化时代下，依靠互联网，可以使农业信息广泛传播，加速农业经济发展。支磊[4]认
为互联网农业是顺应时代的革命性产业模式，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农业经济占了绝大多数，因此农业发展

对于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将农业与互联网结合起来开启新的发展模式，扩大电

子商务，推动绿色农业发展，提高农村经济竞争实力。潘旭[5]认为在互联网+背景下，根据现实情况，

可以将互联网+农业分为智慧型，运用电商进行销售，将农业和互联网相结这几个大类，这也都是将互联

网作为了农业产业的主要链条，加固了农业经济在互联网时代的高效发展，推动农业成功转型，为农村

收益做贡献。游华[6]阐述了如今形势下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地快速发展，对于传统农业和现代化农业经济

来说，想要获得良好的经济发展，就要和互联网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根据互联网络技术的引导可以有效

地实现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认识到不足并采取合理的措施进行改善和加固。唐小平、冯丹[7]以研究寿

光市几个蔬菜村进行了分析，农村在发展扩散过程中，依然存在产品单一，人员素质低，销售渠道不完

善等问题，农村要实现“互联网+”协同发展，就要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政府要发挥自身职能，有效

组织农民使用互联网，提高创新水平，提升农业经济。孙广武[8]针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农业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与其发展策略进行的深度讨论，指出要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要加强对互联网

人才的培养，加大对互联网工具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使用，从而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陈冠

群[9]通过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农产品营销模式的分析，大多为网络营销模式，分析得出此类营销方

式不仅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市场购买需求，让消费者获得更全面的市场选择，还可以让农村经济持续稳步

发展，因此合理地利用互联网资源可以有效地推广农村地区的产品，为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稳定

的基础。崔志红[10]研究了当前乡镇农业经济的发展形势总结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例如当前的发展模式

过于粗狂，农产品的加工不够精深，以及专业人员过少且素质普遍较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同样提

出了相关解决办法，要努力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必须要完善农业发展体制。刘芝铭[11]认为随着信

息化时代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生活已然与互联网息息相关了，所以紧跟时代的步伐，农业经

济发展一样应该依靠互联网发展，对于一些存在的问题，她提出了定时对农村人员进行学习培训，以提

高人员素质，从而加速农业经济的发展。赵琳[12]同样分析了“互联网+”模式下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路径，

对于当下的发展问题，只要时时保持信心，采取积极响应的态度，完善互联网发展体系，培养发展人才，

定能实现农业发展的成功转型。姚夫芳[13]研究了互联网条件下和农业发展经济的现状，总结出了当代农

业发展受阻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要提高农业经济，就要从小到大，从点到面地逐一改进，加大“互联

网+”的积极影响在农村广泛传播，鼓励高素质人才返乡协助农户们正确使用网络，打造农业生产链，促

进我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在各位作者的文献中都有提到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在当代社会发展道路下存在的弊端，

并一致认为农业经济建设是我国应当重视的经济发展项目，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下，帮助农业经济利用互

联网工具解决在传统农业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使农商和消费者的利益得到更大程度上的保障，促进

农业与互联网的紧密结合，并加强农业信息化的发展，推动农业的竭力发展，提高现代农业的经济发展

水平。同时在部分作者的文献中，他们以一些典型的农村乡镇为例子，阐述了在传统农业发展下经济发

展遇到的各种瓶颈，并提出相关优化策略，可见传统农业经济发展已经远不及互联网时代的农业发展了。

由此可见有效地将农业经济与互联网相融合，能够高效地解决传统农业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困境，在互

联网的辅助下，农业经济能够快速高效地得到提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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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困境 

3.1. 农产品相关标准不够统一 

普遍情况下，对于农产品而言，其产品的种类和样式是非常多且繁琐的，这时候，如果不能够对农

产品进行仔细的量化和细化，不对产品的标准进行严格把控的话，那么一定会对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一

定程度的影响。提高农产品的标准化，扩大数据对产品的销售，在现在的农业市场，农产品标准化欠缺

十分影响产品的销售率和认可率。农产品的标准化和分级预处理是实现交易的前提条件，农产品标准化

不统一会影响产品销售，例如普通肉类中，不能依照各种部位进行具体量化，针对性地销售，使消费者

和商家认知存在一定盲区。在一些新鲜蔬果尤其是季节性水果中，农商们就应该针对这样的水果进行深

层次的加工，以延长水果的季节性使其保存时间更长，实现产品价值的增长，也使消费者享受更优质的

产品。  

3.2. 销售途径尚未完善 

农商对于获取农业消息的渠道十分单一，导致农产品的销售途径不够完善。农商们获取农业消息的

渠道主要是通过农资门户店，虽然现在互联网已经进入农业市场，而且当地农业政府也有相关网站帮助

农商进行农产品的销售，但目前由于农商对互联网的认知不完善，多数农产品在销售途径方面受阻，日

常普通的销售方式也就是最原始的市面销售，而这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是严重受挫的。大部分农商对互

联网的不信任导致他们不愿意以互联网的形式进行农产品的销售，而他们不知道的是，现代社会的消费

者都选择通过互联网途径进行产品的购买，像淘宝，京东此类大型综合性强的电商软件就十分收消费者

欢迎。网络销售不仅可以为农村提供更方便的销售渠道，还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从另一个

方面来讲，网络销售可以减少大量的中间环节，使消费者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尽管有十分健全的互联

网途径可以去进行产品的销售，但如若农商没有这种意识且不愿意将产品通过互联网销售，对经济的促

进作用亦不明显。 

3.3. 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善 

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可称之为互联网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平台建设。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农村互联网技术发展存在相对落后的情况，导致我国互联网网络基

础建设设施存在困难。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善也与国家尚未建立专项资金，拨款到农村

地区进行相关网络设施建设相关。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互联网相关平台的开发异常重要，而互联网

网络平台开发成功与否除了相关技术之外，最重要的便是资金问题。农村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完

善直接导致了农业产品的销售渠道，查询渠道等网络基础链接的问题，从而影响到了农业产品销售问题，

影响到农村村民收入，让农业经济的发展陷入困境之中。 

3.4. 农业经济发展相关人才缺乏 

互联网背景下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与互联网技术相关的专业技能化人才，而农业经济的

发展大多在农村地区，而农村地区的医疗环境，教育环境与居住环境同城市相比都存在一定的差距，相

关的人才没有很强的工作意愿前往农村地区展开专业化工作，导致了农村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缺少专业

人才支撑。互联网快速发展背景下，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懂电脑的基础工人也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力，

但农村青年大多都外出打工，只有极少部分留在家中，留在家中的也大多是中年人，对互联网技术一窍

不通，而与电脑操作相关的工作，农村的中年人使用也极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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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互联网背景下农业经济发展的优化策略 

4.1. 制定科学的发展策略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经济要想获得长期稳定的发

展必须要制定农业经济科学的发展策略。首先，应当改变传统发展模式，构建以农产品品质为上的发展

理念。农产品的品质实现高质量无疑是互联网背景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互联网背景下农产品的销售是

通过网络平台为主消费者不能直接感受农产品的质量，而以农产品高质量发，让购买过的人对农产品品

质信任，是农产品销售的种中之处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优化策略。 
其次，政府应当寻求机会同企业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建立互联网+农业经济的农商合作专业机构，企

业主要从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互联网平台上农产品资料的查阅等相关技术方面为农商合作机构提供技术

支持，让农产品的发展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生产的效率与机械化程度，为互联网+
背景下农业经济的高速化发展奠定一定基础，更好的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最后，政府和企业在合力打造的农商合作基础上共同铸造农业品牌，形成品牌效应，利用抖音，快

手微博等网络平台进行相关农产品的宣传，或者通过电商形式网络带货直播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到农业产

品，增强农业品牌的品牌效应，推动互联网背景下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4.2. 建立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我国出台多个相关政策，推动农村、农业、农民多渠道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农业

经济发展。互联网背景下，地方政府应当充分把握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对国家对农村发展的相关政策

进行细化解读，让政策多向农业经济发展相关方面倾斜。对于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设立专项资

金，并进行专款专用，推动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完善[8]。重视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成立专

门的工作建设小组，地方政府发挥好领导的关键作用，积极完善农村地区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 
互联网企业与农业企业也应抓住发展机遇，在互联网快速发展背景下与乡村振兴战略对农业农村农

民的三农问题重视的背景下，积极寻找机遇，将互联网企业与农业企业进行长期战略化合作。农民利用

互联网平台拓展销售渠道，实现多渠道农产品收入，并运用相关互联网平台对农产品与农产品上下游产

业进行宣传，推动农业经济发展。 
建立完善农产品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企业与互联网企业持续性达到深度合作关系，运用互联网

技术发展“智慧农业”，对农业产品的生产，运输，管理，销售，售后等采用互联网技术的追溯模式，

在农业产品生产过程中进行源头追溯，对农业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把控，农业产品销售，售后过程中也

进行朔尾把控，更好的了解消费者喜好与需求，推动农业经济多角度发展。  

4.3. 定制相关人才引进培训培养计划 

互联网+背景下新农业人才的培养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定制相关的人才培养与人才引进计划。首

先对原有的农业工人，展开定期职能培训，增强工人使用互联网发展农业的相关技能，对员工进行技能

考察，对于技能不合格的员工，进行专业知识再学习，直到过关后再上岗。其次，与高校达成长远的战

略合作与人才培养计划，高校实施定向培养人才，人才培训完成后进行定向输送，促进互联网背景下农

业经济的发展。最后，有关部门课实施鼓励政策，吸引更多人才从城市流向农业地区，开展实地研究，

对农业技术人才留在农业地区发展的，实施一定的税收优惠，购房优惠，子女教育优惠等政策，实现互

联网背景下农业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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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现在的农业发展形势上看，传统农业占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地位，长时间的使用传统农业，

不但没有得到更全面的技术与提升，还会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互联网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新型技术，可

以通过互联网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技术，帮助农业经济的高速发展。互联网的发展为各产业的发展带来生

机与活力，从而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互联网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等各种方式，拉进生产商和消费者的

距离，生产商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到消费者的需求并满足他们，最终实现农业发展的目的，使生产商和

消费者同时获利，加大互联网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投入，大量的经济需求可以通过网络满足。“互联网+”
背景下的新型农业模式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肯定，后续生产商亦可以通过建立网络平台、网络销售的销售

模式，促进网络农产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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