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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郎岱因原有地位的丧失，经济发展面临挑战，为打破这一困境，郎岱需要寻找新的发

展动力。电商经济的崛起为郎岱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新时代，利用电商经济转型发展是郎岱摆脱困境、

实现新突破的关键。近年来，电商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乡村振兴和非遗传承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郎岱便捷的交通网络，为其电商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流基础。此外，郎岱的农产品和非

遗文化资源丰富，为电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通过电商模式，郎岱可以更好地展示和传

承其丰富的非遗文化，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结合电商模式，郎岱可以打造特色

农产品品牌，推广非遗文化产品，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为了充分发挥电商经济的作用，郎岱

需要选择合适的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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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because of the loss of the original status, the economic devel-
opment of Langdai faces challenges, in order to break this dilemma, Langdai needs to find new 
development momentum. The rise of e-commerce economy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Lang-
dai, in the new era, the use of e-commerc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o 
Langdai to get rid of difficulties and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In recent years, the e-commerce 
economy has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on-genetic inheritance. Langdai’s convenient trans-
portation network provides a good logistics foundation for its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 addi-
tion, Langdai’s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resources are rich, providing a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economy. Through the e-commerce mod-
el, Langdai can better display and inherit its ric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mote the sal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ustries. Combined with the 
e-commerce model, Langdai can build a characteristic bra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mote in-
tangible cultural products, and improve its visibility and influence.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e-commerce economy, Langdai needs to choose the right oper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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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郎岱是贵州著名的历史文化小镇之一，自设立之初便因地处黔滇要道，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

但伴随时代的发展，郎岱的行政等级逐渐降低至镇一级，其经济发展便逐步滞后。党的十八大后，乡村

振兴建设取得的成就与日俱增，为不落后于时代，有效刺激郎岱的经济发展，郎岱先后采取诸多措施以

求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然而，因现实条件影响，郎岱经济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未能实现更大的突破。 
郎岱是贵州省内规模较大的乡镇之一，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格局中地位突出，促进郎岱电子商务

高质量发展为新发展方向，在加快推动乡村振兴，向更高目标迈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 现有经济发展的困境 

郎岱镇位于贵州西部地区，隶属黔西高原中山区，该区处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偏干性常绿阔叶落叶

林黄棕壤高原山地区，年平均气温 13~15℃、年雨量 1000~1100 毫米，是贵州热量较低、雨量较少、海

拔较高的岩溶化高原山地区。在地理区位劣势，及其他诸如气候、交通等不利因素影响下，较长时间里，

郎岱的经济发展成效有限。 

2.1. 自然环境方面 

郎岱所属区域是新构造隆升幅度最大、地势最高的高山区，也是贵州第一大梯级面的分布区，海拔

多在 1800~2600 米，由于隆升强、地势高、河流切割深，相对高度常达 500~700 米以上，主要河流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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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成深邃的峡谷，牛栏江岭、谷高差 1000 米以上，河谷幽深，峰峦叠嶂，高原面除部分地区保存较好外，

地形破碎，水土流失严重，已渐变为强烈切割的山原、山地。因地势高，起伏大，自然景观垂直分异明

显。谷底(最低处仅 600 余米)是亚热带，可产柑桔、水稻；谷坡气候温和，盛产稻、麦、苞谷；山顶和高

原面上，气候温凉，盛产喜温凉作物，如洋芋、荞麦、甜菜等，水稻难以结实；因此，该区也常被人们

称为贵州的“高寒”山区。[1] 
“高寒”山区本就不利于农业作物生长，伴随大量水土流失，郎岱依靠农作物发展致富并不现实，

因此郎岱的自然环境导致这一区域的经济作物产出较低，除满足自用外，对外难有较高的输出量。近几

年大棚作物基地的生产发展虽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气候环境的影响，但郎岱的地形并不允许大规模的大棚

基地建设发展，且前期投入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2.2. 交通建设方面 

郎岱坐落在郎岱坝子中部，南有打铁关、福堂坡、狮子坡、马鞍山诸峰，北屏老里坡，地势险要，

自古为滇黔通道要站之一，城南打铁关石壁峭立，下临北盘江，清人马怀信于关口题有“岩疆锁钥”四

字。[2]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郎岱在清至民国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所设立的行政级别基

本在县一级，这也使得郎岱的发展一片繁华。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交通网的不断完善，国内环境安定有

序，郎岱的军事价值逐渐丧失，伴随六枝特区的建立，政治、经济中心转移，郎岱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

位，行政级别降至镇一级。 
随着原有地位的丧失，自然环境带来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在其遏制郎岱农业发展的同时，交通建设

也深受其害。郎岱四周群山环绕，地势起伏大，山林密布，河谷纵横，导致交通建设方面的发展成果有

限。因政治、军事地位的丧失，加之地理环境的影响，郎岱现有的交通以公路为主，即便是三线建设时

期这一主要交通格局也未有较大变革。时至今日郎岱仍未有铁路或航空建设，且主要的公路交通也是依

靠其他国道或省道建设起来，例如其境内的晴新线(六枝新窑——晴隆)便是接国道 320 和国道主干线

GZ65。可见即便是有六枝特区南部“交通枢纽”之称，郎岱的交通建设情况其实并不发达，依靠物流运

输业发展经济，也并非良策。 

2.3. 经济环境方面 

Table 1. Summary table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Guizhou 
表 1. 贵州各市(州)生产总值汇总表 

年份 贵阳 六盘水 遵义 安顺 毕节 铜仁 黔西南 黔东南 黔南 

2013 1996.67 965.02 1557.73 410.38 993.34 520.72 535.46 561.16 632.58 

2014 2287.02 797.41 1814.15 475.79 1104.49 632.57 637.96 643.25 780.46 

2015 2564.30 854.58 2162.75 570.01 1205.24 770.19 757.71 734.22 921.99 

2016 2827.62 956.25 2445.21 644.30 1352.06 855.97 869.86 792.92 1048.15 

2017 3279.39 1075.00 2812.70 753.62 1549.38 992.82 1014.97 904.15 1223.41 

2018 3724.97 1177.37 3169.40 850.29 1753.30 1145.13 1146.62 1023.89 1397.24 

2019 4039.60 1265.97 3483.32 923.94 1901.36 1249.16 1272.80 1123.04 1518.04 

2020 4315.66 1342.48 3729.02 969.05 2024.42 1330.37 1355.75 1195.69 1597.97 

2021 4674.76 1463.42 4138.30 1073.59 2170.96 1455.47 1496.01 1248.92 1737.17 

2022 4921.17 1503.58 4401.26 1080.92 2206.52 1477.19 1508.69 1293.08 1772.18 

注：资料来源：贵州省统计年鉴 2023，单位：亿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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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岱隶属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其经济助力主要来源于这市县两级，然而，如表 1 所示，2013 年至 2022
年的十年间，六盘水的地区生产总值(GDP)虽逐年上涨，但在贵州省内横向比较，六盘水的经济呈下滑趋

势，由前转后，居于贵州的后几位。 
进一步比较，10 年间，贵州其他市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情况基本在 2.0~3.0 之间，虽体量不同，

但增长情况类似。然而，六盘水市确实特例，10 年间的地区生产总值(GDP)仅增长仅 1.5 倍，在贵州属于

末位，这直接反映出的问题是六盘水经济发展环境并不理想。同时，不景气的发展环境侧面说明其内部

各地区的发展同样有限。 
郎岱仅是镇一级行政单位，所依赖的主要经济体更多的是其上一级行政单位，即六枝特区，六枝特

区是六盘水市三大县级行政区划之一，但在经济体量上却完全不符合其所处地位，据图 1 所示，对比表

1 数据，六枝特区在六盘水市的经济比重较低，其地区生产总值占比不足六盘水市的 1/5，严重时甚至不

足 1/10，说明六枝特区的经济发展在六盘水市内呈现相对落后的状态。 
 

 
注：资料来源：贵州省统计年鉴 2014~2023。 

Figure 1. Trend char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Liuzhi special economic zone 
图 1. 六枝特区生产总值趋势图 

 
地区生产总值(GDP)不占优势已是一大问题，再看图 1 所示，10 年间六枝特区的经济发展显然存在

一定的波折，且近几年增长速度逐渐平缓。总体来讲无论是六盘水市或是六枝特区提供的经济发展环境

都不理想，郎岱的经济发展需另辟蹊径。 

2.4. 古镇文化保护方面 

郎岱的历史比较悠久，因其古文化存留较多，也被称为郎岱古镇，2016 年郎岱更是被列为第一批中

国特色小镇，其文化遗产除《安顺府志》记录的郎岱八景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经过调研考察发现，

郎岱古镇共有物质文化遗址 30 余处，16 处仍有遗迹犹存，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共有 13 处，有国家级 1 处，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4 处，县级保护单位 8 处，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郎岱的古文化虽然丰富，但是在保护开放方面却并不令人满意，目前郎岱八景仅有五处犹存，其余

或是破败，或是早已被拆除。政府虽然对遗产设立保护牌并制定保护条例，但没有更深入的行动，传统

建筑历史久远损坏严重，没有真正进行修缮工作。且大多修缮的经济目的过重，同质化明显，古镇在保

护开发初期，目的之一就是拉动经济发展以及推动扶贫工作完成。这就导致在古镇旅游开发过程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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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新的地方修建具有强消费性质的“游览区”。政府特意聚集性地重修、维修一些建筑、街道，类似

新的“岱山书院”和其后的“土司府”，“示范街”等等。但忽视了，野草丛生被盗严重的孙家坟，摇

摇欲坠的财神庙，脏乱陈旧的东山寺，无路可通的文峰塔，诸如此类。当然，经济发展是必要考虑的，

但由此伴生出急于提升经济指标而“修新不保旧”的本末倒置行为，忽视对真正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遗

址遗迹、传统建筑的深层次，全面的保护性开发。按照功能区重修，为了迎合现代审美构造的空间结构，

没有充分表现出对于人们生产生活的有用性，场所的精神性，透露出重经济轻文化的问题。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of Langdai 
表 2. 郎岱物质文化遗产统计表 

基本分类 序号 名称 基本分类 序号 名称 

郎岱八景 

1 东山望气 

寺庙神坛 

19 龙宫祠 

2 南岳飞仙 20 观音阁 

3 西林古渡 21 城隍庙 

4 北驿文峰 22 岳阳宫 

5 云盘古树 23 轩辕宫 

6 月朗平桥 24 万寿宫 

7 雄关铁锁 25 老万寿宫 

8 陇箐连云 26 文昌阁 

墓陵 

9 胡姓骡子坟 
 

27 厉坛 

10 义坟 28 社稷、先农坛 

11 明坟古墓 

名人故居 

29 李伯平故居 

12 孙家坟 30 雷家大院 

13 “三.三”暴动烈士陵园 31 邹家大院 

牌坊碑文 
14 二道牌坊 

其他 
32 郎岱火药局 

15 《清军府徐》碑 33 岱山书院 

古桥古墙 

16 魏家桥  34 永安协署 

17 古城墙(郎岱城址)  35 场坝 

18 郎岱木城碑    
 
近年来，为了古镇扩大知名度，政府做了相关宣传，比如出书之类的，但是并没有后续的强力跟进，

也没有利用好各种网络平台，前期的宣传工作反响平平。且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得出，关于郎岱古镇遗产

数目的认知数据当中，超过 60%的调查者知道五处左右的文化遗址，但仅仅上文的数据就有 30 多处，五

处只是六七分之一左右，20%的被调查者甚至处于不了解也不知道何为文化遗产的状态。 
古文化的保护开发方面成效有限，使得本就不多的投入资本被无意义地消耗，以复兴古文化为核心

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宣告失败。 

3. 发展电商经济的可行性 

综合来看，郎岱的经济发展环境并不理想，受自然环境影响，交通建设受阻，实体经济发展有限，

作为国家特色小镇，依靠古文化发展的特色小镇建设的成果并不理想。截至目前，已有学者另寻他路探

求发展路径，例如以特色小镇建设与体育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为新的发展方向。[4]然而，就目前郎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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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情况而言，该路径虽对郎岱经济有一定的刺激作用，终是受限于现实原因而成效不高。诸多问

题的集体表现迫使郎岱需要继续寻找自身出路，结合大数据时代发展的便捷性，发展电商经济是郎岱又

一次发展机遇。 

3.1. 非物质文化丰富 

郎岱古文化遗产虽保护开发有限，但其本身遗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种类繁多，且其中许多内容便

于利用互联网传播，具体情况如表 3 所示。 
 
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 of Langdai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art) 
表 3. 郎岱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表(部分) 

基本分类 名称 基本情况 

医药遗产 彝族骨刺疗法 起源不详，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饮食 

郎岱枸酱 郎岱人自制酱料，是崇尚简单自然生活理念的体现，也是一种标志，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古风味撤席 明末清初 

血豆腐 血豆腐为原料为白豆腐和猪血旺，是过年必备菜 

郎岱凉粉 大致起源于民国时期，特点是搭配使用井水自制的凉粉醋和干辣椒面，冬季另有

砂锅煮凉粉块。 

豆沙粑 流行于市县内，可油炸和火烤，一般人家通常在过年“打粑粑”，制作豆沙粑。 

麻辣豆腐 流行县内，用卤水将豆腐卤透，烙至起硬壳加上自制调料，再灌入卤水。 

传统工艺 

郎岱银铺 银铺历史悠久，加工种类可分为粗件和细件两类。粗件有以苗族、布依族、仡佬

族等少数民族佩戴的项圈为主。在清乾隆、嘉庆时期、光绪早中期均发展辉煌。 

郎岱布业 解放后，多销于周边地区，制作土布，用以当地人缝纫平常穿的妇女以蓝白色为

主，男子以深蓝灰黑色为主的连襟衣服，以及鞋子。 

传统布鞋 也称“压边鞋”，这种鞋分男女两类，男子穿的一般为黑色，口径较宽，女子的

有多种颜色，有绣花图案，口径宽且短，也称“方口鞋”。 

 
昔日郎岱，作为滇黔通道的要冲之一，政治与军事地位独特，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之基础。在诸多

非物质文化遗存中，食俗、服饰、医药等领域颇具特色，其中部分具备低成本远距离运输的特性，为电

商经济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存避免了产品单一之局限性。 

3.2. 地方特产丰富 

郎岱所处地理环境特殊，这里的山水分布独特，地势起伏较大，这为各种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

条件。在不同海拔区域，农作物的生长特点和适应性有所不同。因此，郎岱地区的农产品种类丰富多样，

形成了阶梯状的分布特点。不断扩大的大棚基地不仅满足了本地需求，还为农产品的外销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外，在郎岱的发展历程中，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了许多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一方面，郎岱

积极挖掘自身优势，将关岭、晴隆等地的黄果、红糖等土特产引入市场，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另一方面，郎岱镇上的枸酱、批饵粑、豆玻等三种名产备受喜爱，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 
郎岱虽仅为一方小镇，但其地方特产丰饶，从而使得郎岱电商产品之丰富性得以进一步提升。 

3.3. 已有研究的便利 

郎岱的地方特产虽然丰富，但其可替代性较强，电商经济发展的主要核心仍是郎岱的非物质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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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目前学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电商经济结合发展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为郎岱的电商经济发展提供

了充足的便利性指导。例如，李新雨通过对民间传统手工艺品的特点进行分析，并对民间传统手工艺品

开展电子商务意义进行了探讨，提出了 B2C、H2C、H2G2C 等 5 种适合我国民间传统手工艺品的电子商

务模式。[5]再者，李浩以鲁班锁为研究核心，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品开发结合起来，构建了一种

新颖的电子商务模式。[6]另有苏晓萍，刘天姿等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或角度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发展建言献

策。[7] [8] 

4. 电商经济发展模式 

电子商务模式的因划分主体不同有着一定的差异，较早地根据交易主体进行分类的大致有 5 种，即

企业与企业间电子商务(B2B)、企业与消费者间电子商务(B2C)、消费者间电子商务(C2C)、企业与政府间

电子商务(B2G)、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电子商务(C2G)。[9]伴随时间流逝，电子商务模式随着其应用领域的

不断扩大和信息服务方式的不断创新，电子商务的类型也层出不穷，目前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六种类型： 
①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Business to Business，即 B2B)； 
② 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Business to Consumer，即 B2C)； 
③ 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Consumer to Consumer，即 C2C)； 
④ 线下商务与互联网之间的电子商务(Online To Offline，即 O2O)； 
⑤  供应方与采购方之间通过运营者达成产品或服务交易的一种新型电子商务模式

(Business-Operator-Business，即 BOB)； 
⑥ B2Q 模式，通过在采购环节中引入第三方工程师技术服务人员，提供售前验厂验货、售后安装调

试维修等服务。 
郎岱是虽地域规模较大，但本质上仍是一个镇，其所能提供的产品即便多样，但不可能稳定大规模

供给市场，因此 BOB 及 B2Q 两种相对需要足够稳定规模供给且要进一步发展的模式并不适合郎岱。进

一步看，郎岱并没有足够规模的企业进行商品的供给，大多是由住户的分别供给市场，商品的供给链并

不稳定，发展电商经济势必是要形成一定规模产业集群，为进一步的扩大规模做基础准备，以此实现 B2B
和 B2C 两种模式的发展。 

就郎岱目前的经济形势而言，发展电商经济是可行的道路之一，但其短板十分明显，即短期内不可

能有质的提升，经济转型的规模势必由小到大，初期的资本积累甚至是漫长的，且需要多方携手共进。

因此，就目前而言，郎岱的经济转型需要尽可能的便捷，小规模的电商贸易是较为科学的选择，依托现

有相对便捷的公路运输体系，以及独特的商品供给，C2C 和 O2O 模式是较为合理的选项。相对于前者，

O2O 模式更便利于郎岱特色商品的宣传工作，该模式让消费者在享受线上优惠价格的同时，又可享受线

下贴心的服务，很大程度是规避了运输、买卖双方交流等方面的潜在潜在问题。 
综上，C2C 和 O2O 模式更适应郎岱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能在短期内满足电商经济的发展需求，为

后续的发展做探索性实验。 

5. 结语 

尽管郎岱在政治军事地位上的丧失导致了经济发展的滞后，但该地区的文化底蕴和地理环境所赋予

的丰富产品多样性，为郎岱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郎岱位于六枝南部，拥有较为完善的公路

网络，是六枝南部的交通枢纽。这种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得郎岱能够满足电商经济带来的物流转运工作，

从而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在这个过程中，郎岱还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物流效率，降低运输成本。同时，要加大对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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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扶持力度，提供政策优惠，吸引更多企业入驻。此外，还要注重人才培养，提高当地居民的教育

水平和职业技能，为郎岱的经济发展提供人力支持。 
总之，尽管郎岱在政治军事地位上的丧失导致了经济发展的滞后，但该地区的文化底蕴和地理环境

所赋予的丰富产品多样性，为郎岱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只要当地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抓

住机遇，郎岱有望逐步恢复昔日的辉煌，成为六枝南部的经济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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