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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电商，是指基于互联网来完成对于农村商品进行的各种商务活动的总称，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具有重要意义。贵州省农村地区农产品营销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农产品规模化和产业化不足、农

产品品牌建设不足和缺乏专业的电商人才等问题，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电商的引进。基于此，

本文从完善农村电商基础设施、构建规模化农产品产业体系、打造农产品品牌并增加宣传力度、引进契

合农村电商发展的专业人才几个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以期发挥农村电商对农产品营销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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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e-commerce refers to the general term of various business activities for rural commodities 
based on the Interne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
tion. There are several dilemmas in the 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rural areas of Guiz-
hou Province, such as imperfect infrastructure, insufficient scale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
tural products, insufficient brand construction, and lack of e-commerce professionals, which re-
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ural e-commerce.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some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in-
cluding improving rural e-commerce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dustrial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brand publicity, and introduc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so as to play the role of rural e-commerce in promoting 
the 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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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产品营销作为

农村农业发展的重要渠道，是推进我国“三农”工作的关键环节，也是国家政策的重点。随着我国农业

农村的发展，农产品普遍存在价格波动严重、市场多样化、规模性和地域性等特点，农户无法获得稳定

的收入来源和经济保障，迫切需要采取适当措施加以调整[1]。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推进，

贵州省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有关农产品的销售和推广还存在一定的欠缺，是一

个具有较强的农业发展潜力的省份。农产品作为农民主要的经营性产出，是农民支撑家庭的重要经济来

源，也是农村持续发展的现实保障。积极推进贵州地区农产品可持续发展，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

高农户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都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2]。 
农村电商，是指基于互联网来完成对于农村商品进行的各种商务活动的总称[3]。农村电子商务的应

用让农产品传统单一的线下销售变成了多元的网络交流、线上服务和电子支付，交易程序方便快捷，交

易过程安全有保障，对于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学术界对农产品的市场营

销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针对农产品营销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利用农村电商

以增加农产品销量的问题研究较为全面。然而，现有研究多从宏观视角出发，分析讨论全国层面农产品

销售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缺乏区域特征。贵州省作为西部地区典型的高原地带，其地形地貌与经济条件

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可盲目照搬全国性的意见与建议，迫切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与研究。因此，深

入分析贵州省农村地区农产品营销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有指向性的对策建议，对于后期推进贵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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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产业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农村电商平台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对于

促进贵州省的农业经济发展，推动贵州“三农”工作的有效实施具有较大的正向作用，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推动贵州农业农村发展的有效途径。 

2. 电商助力农产品营销对乡村振兴的作用 

为了大力挖掘农村地区的发展潜能，有关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到创新农产品销售方式、丰富农产品交

易手段上，有效的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4]。电子商务可以充分发掘乡村发展的潜力，为乡村发展提供

全新的方向和有效的路径，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又可以逐步演化出新的经济架构，从而步入一个良性发

展的循环[5]。农村电商的使用，对于农产品的生产、销售、运输等各环节都产生了相应的积极作用，对

于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在贵州省农村地区的高效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阐述农村电子商务对农产品营销的促进作用： 

2.1. 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市场化水平 

电子商务的使用对农产品销售方式进行了相应的改进与创新。传统的农产品销售方式主要是线下实

体店一对一的现货交易，这种营销方式面向的消费者群体主要以当地居民为主，使得农产品相关信息难

以走进外地消费者的视野，严重限制了农产品的交易数量。随着现代化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商

平台应运而生，高效的信息传送机制和便利的产品流通系统接踵而来，农户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发布

农产品的各种详细信息，让全国各地的人民都能了解并购买自己的产品，消除了传统的地域限制，大大

增加了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电商平台的使用，拓宽了贵州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提升了贵州农产品的市

场化能力，对于贵州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2.2. 发展线上销售，降低交易成本 

对于贵州省的农村地区而言，地理环境封闭、交通条件落后是导致农产品销售效益较差的重要原因

之一。交通不便使农户销售农产品耗费运输成本普遍偏高，长时间的运输过程也容易引起农产品的损坏，

大幅度削减了农户农产品销售的利润空间。农村电子商务的使用，在加强贵州与外界信息对流的同时，

也可以实现产品对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消费者在网络平台下单或者预定自己需要的产品，农户根据

订单对农产品进行快递配送，避免了繁杂的中间环节，从根本上降低交易成本和费用，实现精准供给。

因此，农村电子商务的运用，可以大大降低农民的交易成本，促进贵州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2.3. 增加就业岗位，提升农户收入 

尽管农村发展逐步成为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但是相比城市而言，乡村地区经济和产业发展仍然处

于落后状态。尤其是在贵州省的农村地区，缺乏完整的产业链、稳定的工作岗位以及经济来源，劳动力

剩余的问题普遍存在，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研究表明，农村电商能够显

著促进农民增收[6]。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在大量带动农产品产业化的同时，也增加了产品加工、包装、

储存以及运输等工作岗位，为农村人口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以及经济收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劳

动力过剩和人口外流的现象，为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4. 完善农村基础建设，挖掘农村发展潜力 

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在助力农产品的营销、增加农产品销量的同时，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作为产业

的运转基础。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必不可少，其中仓储和物流的重要性位居前列。

电子商务向贵州省农村的引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贵州省公共资源向农村的流动，提高了农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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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致富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为推动完善贵州农村基础设施，挖掘农村发展潜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3. 贵州省农产品销售现状及农村电子商务存在的问题 

创建具有特色的农产品产业体系对于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表明，在农村电商

产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农村电商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潜力被发掘，农村电商已然成为

农村居民增收的重要途径[7]。近年来，贵州省已经建立了大量如水城猕猴桃、石阡苔茶等类似的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对于贵州省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部分地区农产品的销售状况仍然

不太理想。从纵向来看，贵州省农村地区农产品销量在逐年增加，销售的手段的也是越来越丰富，但是

整体呈现出规模小、种类繁杂、质量参差不齐的状态，容易造成严重的农产品滞销问题。因此，针对贵

州省的农村地区的农产品销售状况，农村电子商务的使用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的运用越来越普遍，诸多内外部因素均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电

子商务在贵州省农村地区的发展。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是指农村电商发展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包括政

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因素，具体体现在惠民政策、法律法规、经济环境等，都可能对农村电商的发

展产生一定影响。而本文主要基于内部视角，从当前贵州省自身出发，去研究贵州省农村地区电子商务

发展存在的问题。目前贵州省农村地区使用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农产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3.1. 农村电商基础设施不完善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城乡二元化结构不断加剧，农村与城市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的

差异迫使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呈现两张皮的现象，催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电子商务向农村的引入，是

提升农产品销量的有效手段，但是目前贵州省部分农村地区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农

村电商的发展。电子商务如直播带货等销售手段需要完善的设施设备，其中互联网和交通尤为重要，互

联网是将农产品信息发送至外界的桥梁，交通是将农产品顺利运输到消费者手中的重要保障。农村电商

无论是上行线将农产品运输到城市消费市场，还是下行线将农民日常生活用品、农业生产用具运输到农

村，都需要依赖乡村物流运输能力[8]。贵州省作为西部地区高原和山地的主要代表，地理条件和经济发

展都处于劣势，甚至在部分地区，互联网的使用还没有实现全覆盖，交通运输也不够便利，对农村电子

商务的发展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亟需进行调整与改善。 

3.2. 规模化和产业化不足 

《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指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

村一切问题的前提。近年来，我国乡村产业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存在产业门类不全、产业链条较

短、要素活力不足和质量效益不高等问题，亟需加强引导和扶持。”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发展大规模农产

品售卖系统的重要基础，是推进农村电子商务使用以促进农产品营销的基本前提。 
贵州省部分农村地区的电商发展比较落后，销售的农产品主要以未加工、小规模、数量少的单一初

级农产品为主，面对的消费者也大部分是零星的散客，并未形成规模化的产业模式。与此同时，由于长

期受到“农产品不值钱”观念的影响，大部分农户没有正确认识到农产品大规模售卖的优势所在，表现

出“可卖可不卖”的态度，缺乏主动探索农村电子商务的领头人，造成了严重的产业化和规模化不足，

制约了乡村电子商务的长效发展。 

3.3. 农产品品牌建设不足 

农产品的品牌建设是增加市场竞争力、提高产品认知度的有效途径，也是吸引更多潜在消费者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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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渠道。贵州省的大部分农户及农产品企业缺乏现代化经营意识，在农产品的品牌打造和推广宣传方面

缺少有效合理的手段，再加上农产品的季节性强、存储成本高等特征，导致农产品被迫低价出售，经营

效益底下。在信息技术高速发达的今天，互联网信息纷繁复杂，有个性、有特色的产品才能最终打入消

费者视野，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贵州省农村农产品以绿色、生态著称，凭借其环保健康、营养价值

高等特点赢得了贵州当地及周边人们的喜爱，是一般作物无法取代的优质产品，以此为主题对农产品进

行大力宣传和推广，是推进贵州省农村电商平台运用、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

效渠道。 

3.4. 缺乏专业的电商人才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才资源发挥着无法忽视的作用。实

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才，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也是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建设的核心。随

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加剧，城市与农村的发展脱节已经成为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大量农村劳动力人口与

知识分子涌入城市发展以谋取更高的经济收入，乡村空心化状况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由于生活环境

和薪资报酬的局限性，基层政府难以吸引专业人才来为乡村发展做出系统的规划，也就造成了乡村人才

紧缺的窘迫局面，极度限制了农村电商的大力发展。 

4. 农村电商助力农产品营销的实施对策建议 

4.1. 完善农村电商基础设施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农村建设，要积极推进农村电商基础设施才能保证电子商务的正常引进和农产品

产业链的持续发展。一方面，在农村地区通过宽带优惠、上网补贴等方式普及智能手机、互联网、各种

电商平台的使用，让村民充分了解电子商务的基础操作流程及优势所在。另一方面，加大农村交通设施

建设的投入力度。交通是农村地区与外界建立联系的纽带，也是农产能够顺利走到消费者手中的基础保

障，政府应当极力避免交通条件对农产品销售造成影响，主动挖掘和推进农产品的营销渠道，为当地的

经济发展起助推作用。农村地区的发展迫切需要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建设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政府的债务风险，因此政府还可以通过出台相应的政策引进社会资本来参与基础设

施的建设，有效缓解政府资金紧张的问题。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可以让农产品的详细信息在

电商平台有一定的曝光度，增加潜在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认识和了解，也能方便农产品的储存运输，减少

损耗和浪费，对于有效促进贵州省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推进产业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4.2. 构建规模化农产品电商产业体系 

零散商品在营销过程中不具有竞争优势，很难占领消费主市场，尤其是农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参

差不齐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打造规模化的农产品产业体系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有

效途径。首先，构建规模化的农村电商产业体系，需要将传统的单一初级农产品进行适当的加工并进行

分类，增加产品的多样性和选择性，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与此同时，还能提升产品的曝光度，让产

品体系中的商品走进更多消费者的视野。其次，对现有农产品做好标准化控制，保证产品安全性和质量

一致性，打造绿色健康的农产品品牌形象，通过提升产品的质量去赢取消费者的满意与信任。最后，将

农业、畜牧业、养殖业等各个产品领域的农产品全部纳入产品体系清单，打造一个“种类繁多，应有尽

有”的庞大的农产品产业体系，增加农产品消费者的购买率和回头率。只有建立规模化的农产品产业体

系，才能使电子商务平台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让更多的农户了解到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势所在，从而促进

农村电商的发展，进一步推进农产品的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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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打造农产品品牌并增加宣传力度 

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印象比较单一，认为农产品都只是千篇一律的蔬菜水果，没有任何新意，因此想

要农产品能够在种类繁多的互联网上脱颖而出，品牌打造必不可少，必须通过相应的品牌打造与宣传让

消费者知道自身的特色。一方面，贵州省的农产品主要以天然有机著称，以有机为主题，打造专属于贵

州省的绿色健康品牌形象，让贵州农产品成为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首选。另一方面，将重点放在贵州的地

形地貌上，贵州省属于典型的山地，将贵州的绿水、青山、新鲜空气作为宣传贵州农产品的重点，增加

消费者对贵州农产业特色的了解。另外，产品质量是各类产品品牌的灵魂，打造品牌必须严格控制产品

质量，与此同时，还要完善产品的生产、加工、存储、运输、销售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尽可能减少农

产品从农地到达顾客手中的过程中出现质量和服务问题。农产品品牌成立早期，必须加强品牌的宣传力

度，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到我们的产品特色、产品文化以及品牌形象，在广告推广、产品包装、产品质

量上下功夫。电商平台的发展，让更多的“外地人”了解到贵州的农产品，让贵州的绿色产品、健康产

品走的更快更远，同时也能通过产品品牌的打造倒逼电子商务在贵州省农村地区的发展，对贵州的产业

振兴起到助推作用。 

4.4. 引进契合农村电商发展的专业人才 

尽管西部大开发已经对贵州省的总体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但是东西部地区之间各方面的差

距仍然较明显。由于地理条件和经济状况的限制，劳动人口大量涌入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导致贵州省

的持续发展缺乏有力的人才支撑，因此适当引进相应的人才为贵州省的发展出谋划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针对农村电商对贵州省农产品销售发挥的积极作用，电商人才的需求迫在眉睫。借助专业的电商人

才，对电子商务的知识进行普及，对互联网的操作程序进行讲解，能够让农户顺利完成电商销售的整个

过程，从而促进农村电商的发展。第一，从高校的人才培养入手。贵州省各高校可以增加“农村电商”

专业的开设，政府部门出台相应的惠民政策留住人才并使其到农村基层去实施帮扶工作，让专业的电商

人才真正走进农村、助力农村发展。第二，除了通过增加高校的理论授课培养专业的高层次人才，还可

以召集一批农村村民进行培训学习，让各地区农村居民掌握电子商务的基本技能，并把技术和技能带回

家乡，再通过免费集中培训的方式把知识传递给其他有需要的村民，从而层层普及农村电商的运用知识。

第三，人才培养和培训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引进现有的专业人才是使发展成效立竿见影的重要手段。因

此，除了上述方法之外，还可以通过加大资金投入，从全国各地引进对口的专业电商人才，以促进农村

电子商务的有效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农村电商在农产品营销过程中的运用，对于提升农产品的市场化水平、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就业岗

位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推进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目前贵州省在利

用电商销售农产品的过程中存在着电商基础设施不完善、农产品产业化不足、品牌建设不足和专业人才

缺乏等问题，亟需进行改进和完善。因此，针对现有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完善基础设施、构建规模化农

产品产业体系、打造农产品品牌并加大宣传力度、引进专业人才几点对策建议，以期推动贵州省农产品

的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综上所述，大力推进贵州省农村地区电子商务的发展，是活化贵州农业经

济的有效途径，也是强化贵州省农业发展水平的有力措施，更是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保障。目前，

贵州省农产品市场状况不容乐观，迫切需要引进农村电商来助力农产品的营销，以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

提高农户的生活水平，这对于贵州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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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全文注重理论知识的探讨和分析。由于时间的限制，没有进行相应的

实地走访调研，对贵州省各地方区域的具体情况缺少相应的探索，后期应深入到地方区域如县域和乡镇

层面进行探讨，综合给出更加具体的对策建议。与此同时，由于数据可获取性的不足，本文全文重点关

注理论知识的陈述，缺乏相应的数据资料作支撑依据，后期应结合相应的数据材料进行深入分析，加强

文章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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