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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产品电子商务是依托网络销售平台进行农产品交易的商务活动。近日，云南

省政府与团省委对本省电商发展的政策引导和大力支持，给云南省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注入

了新鲜的血液，形成社内的电商良性循环。但在云南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产品电商初见成效

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云南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电商的发展状况，

对影响合作社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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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南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云南省作为农业大省，拥有丰富的自身特色产品，如高原农作物，特有三七、玛卡等药材，食用

玫瑰，野生菌等，作为少数民族的聚集大省，拥有大量的民族工艺品和区域旅游资源，作为人口地域

大省，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与购买能力。云南要想把这些物质资源、文化资源、自然资源推出本省，

推向全国，只依靠传统零售行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打好农产品电子商务基础，利用好云南的优势与

特色，开展网络销售，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

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给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契机。云南省也极其重视省内电子商务

的发展，搭建了众多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如七彩高原网、七彩云南网、云南花卉网、云南特色农业

网等都取得了卓越的销售业绩。2016 年省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进行战略合作，2015 年 4 月双方签约开

创“互联网+”新局面，大力推进云南淘宝电商，同年 12 月还签订产业带平台电子商务合作项目。2015

年双十一购物节的电子商务营销对云南影响也颇为深刻，通过阿里巴巴淘宝物流订单统计，云南省在

双十一购物节中总成交额为 15 亿元，收件商品统计总数为 881 万件，在全国省份中排 19 名。由此数

据可以看出，云南省电子商务活跃系数较高，假设将收件商品数平分，几乎每个云南人都会收到 1.25

件快递。而且 2015 年农村电商在双十一中占的比例有所加重，寄件量较上年增长 68%，其中农产品商

品已过半。受全国双十一购物节的影响，云南省农产品电商大步向前，开始寻找新型农产品电商创业

机会，提高农产品电商销售量，加快云南省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云南野生菌是云南最具代表性的特产之一，拥有 978 个品种，占中国食用菌的三分之二。作为云

南农产品的支柱产业，云南野生菌产业在销售方面也大力投资电商销售，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云南多

家经营野生菌的大型企业与阿里巴巴企业合作，在聚划算 1：开展了“2015 年绿色云菌电商节”活动

，交易量持续增长。云南茂昽公司主要从事野生菌的生产、销售等工作，公司 2014 年与阿里巴巴集团



签约，通过电商渠道销售公司内野生菌产品，自合作以来电商销售卓有成效。茂昽公司与阿里巴巴公

司曾进行 3 天的销售合作活动，3 天内共售出新鲜松茸、新鲜鸡枞菌等野生菌共 14.7t，发货量达 3 万

多单，销售额达 500 万余元。

目前云南省农民接触网络越来越多，涉及农业的网络信息平台也大量增加，并且云南将被打造成

面向南亚东南亚电子商务辐射中心，这都为云南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云南省各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新兴生产经营组织，也应充分利用农产品电子商务井喷式发展前景来改革合作社

经营机制，借鉴云南省内农产品电商优秀发展的案例，着重加强社内农产品电子商务实力，在保证供

求关系平衡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社内电子商务销售渠道，实现线上与线下的良好融合。农民专业合作社

利用此销俜模式，提高了农产品销售量，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农民收人，这对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产生了重要影响。

2 云南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分析

农产品电子商务来势汹汹，正在利用它低成本、高效益的优势慢慢吞噬传统农产品零售行业。比

如，邻省四川阿坝州十分注重农产品的电商销售，全州现存 40 多个生产企业与农畜农民专业合作社，

均大力投资农产品电商销售渠道，通过微信、淘宝等进行农产品分销，2015 年销售当地特色农畜产品

近 l000t,销售额达 1 亿元以上。其中，阿坝州一些生产优质櫻桃的合作社通过电商渠道，以合理的价

格向“北上广”中高层消费者销售櫻桃，短期内销售量达 200 多 t，是总销售量的 5%。贵州罗甸县同

心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网路销售本地脐橙，在当地销量遥遥领先。该合作社在创办初期，就意识到电

子商务的重要，积极搭建电商平台，确保网络销售渠道畅通，充分做到农产品长得出来，就卖得出去

。

能良好利用电子商务渠道而创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量存在，可以借鉴的优秀实例也很多，因此

，云南省内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想在当下保持市场活力，对待农产品电商新渠道不能回避，要结合合作

社实际情况，了解电商市场趋势，逐渐向新的电商销售渠道靠拢。

2.1 云南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优势与机会并存

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的农产品大多属于高原特色农产品。云南省凭借地域特殊、高海拔、

高原气候、物种稀有、阳光强紫外线等优势，孕育出丰富多样的高原农产品，形成了云南省独特的资

源优势：而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生产地方特色经济作物的载体，成为了拥有独特资源优势的实际载体

：2015 年，云南某花卉合作社于 6 月注册了电子商务公司，该合作社于七夕前夕利用冷链运输、空运

等方式，向全国批发销售各类鲜花 500 万支，首次接触电商便取得了骄人的业绩，销售额高达 1000 多

万元，合作社试用电商平台也有 3000 多份成交单。

此外，淘宝村正在经历大爆发阶段，阿里巴巴集团正在凭借其规模化、集群化的新兴力量，带动

传统产业发展，意图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产业规模集群，实现农村经济的互联网化，云南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电子商务发展存在着机遇 3 同时，京东也完成了农村电商基本布局，为开展农村电商计划，京东

提供京农贷、农资电商、乡村推广员等优质服务。目前，近 30 万个行政村都被京东的农村电商服务所

覆盖。

云南是农业大省，省内合作社产品具有高原特色，市场稀缺，经营场大多所处农村地区，且电商

活跃，对阿里巴巴集团，对京东拥有足够的吸引力。

2.2 云南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优势与挑战并存

农民专业合作社脱离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是通过设立多个部门，所有社员共同经营实现农产品

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的互助性的组织。云南农民专业合作社群众基础广泛，组织化程度高，具

备初步的农产品产供销、种加运、农工商产业链条，市场综合性能较高，为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商奠定

良好基础。但由于农产品自身具有特殊性，保鲜存储要求髙，易变质，农产品的运输储存标准就要高

于工业品。合作社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商，做好冷链物流基础建设是关键 3 目前省内合作社多处于农村

地区，冷链物流建设不完善，路径选择单一，对电商销售的农产品新鲜价值产生巨大威胁，若农产品

运输出村慢，电商环节运行慢，消费者收到农产品速度慢，质 M 就难保障，会影响云南合作社电商发

展。合作社想通过电商提高销售业绩带动合作社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良好的冷链物流体系

。

2.3 云南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劣势与机会并存

总体来说，云南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多属于农村边远地区，一旦合作社农民抛弃传统观念，想了解

电商，有跟上信息时代的脚步的思想，却缺少可以接近电商的技术支持，依然制约合作社农产品电商

发展。电商技术主要是商家通过利用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来实现买卖交易的网络化、电子化、数

据化。而电商技术主要需求网络、weh、安全、数据库、电子支付等多方面技术支持。目前云南农民专

业合作社网络设施已经基本健全，但是技术手段与技术人才方面还存在较大空缺。如合作社的电商平

台代码架构与前台设计方面，数据库链接方面等功能，0 前还需要动用大量资金请专门的设计公司来实

现。

实际上，在 2016 年，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的意见》。《意见》

明确，云南要大力发展合作社经济，政府将从多方面给予省内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加大对合作社的

资金整合力度；全力支持合作社网络创新探索，电商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支持；给予合作社的各项税

收优惠政策，进行银行业金融机构评定等。

因此，抓住时机强化农产品电商技术支持也是云南农民专业合作社当下要做的事情之一。

2.4 云南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劣势与挑战并存



省内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电商发展属于萌芽时期，基础较为薄弱，还未形成较为完整的电子商

务产业整体模型，且合作社内相关的电子商务专业人才较少，新手较多，距离电商带动合作社整体经

济发展还存在一定差距，要探究出一条适应合作社自身发展的农产品电子商务体系还需进一步研究。

此外，传统销售模式在互联网电商面前已经溃不成军。相对电子商务大量订单、定向销售，传统销售

虽然有所改进，但基本还是商家等着消费者带走农产品，销售渠道较单一，销售量少 R 价格不稳定。

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也要提前看清市场行情，规避传统销售的弊端。

3 云南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建议

3.1 加强与电商巨头对接

阿里巴巴集团、京东等电商巨头均已决定进军农村，大范围建立全国县级服务中心，开发农村电

商市场，设立电商服务站点，将农村市场大力开发为带动集团发展的新引擎。京东为拓展农村电商，

开展无人机送货试运营，并已在江苏宿迁成功派送出了物流第一单。

云南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云南省内县、乡、村特色农产品生产的载体，可以通过招募农村淘宝合

伙人或京东乡村推广员来加强自身的人才建设 3 合作社招募的电商青年创业者，可以帮助合作社进行

电商平台设计、代购、代销、互联网信贷等，于淘宝网、京东上为合作社建设网店，申请驻人电商巨

头网站的农业板块，开通多种电商分销渠道。同时合作社还可以建立电商部门，对合作社的电商的具

体细节进行合理分工规划。合作社通过农村电商青年创业者与阿里巴巴、京东等网络营销平台有效对

接，打通合作社的电商销售渠道。

3.2 配合性的冷链物流建设

云南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农产品电商，生鲜产品的冷链物流问题必须解决。冷链物流建设资金

投人较高，属于长期工程，合作社不能由于冷链物流成本高就放弃电商发展，目前在依赖政府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与社会冷链物流人才培养外，合作社还要想出属于自己的解决办法。首先，在运行机制上

，合作社要探索出一条稳定的，适合自身条件的电子商务冷藏农产品物流供应链=这条成熟的物流供应

链要能做到减少中间经手商，缩短农产品物流途中的时间浪费，合作社能以最快的速度将电商订单农

产品送到第三方物流中心，实现物流对接。其次，合作社在产品安排上，将接收的订单进行按地区的

大致分类，对于生鲜产品尽量进行集中采摘，并将批量采摘的产品放人冷库保存，及时送至农产品派

送中心进行配送。农产品派送中心要根据农产品种类与派送地区进行统一管理，加大冷藏信息技术的

投入，完善冷链信息平台的建设，实现整个冷链物流链的后台监督管理。此外，合作社还可将农产品

进行适当的粗加工之后进行冷藏处理，延长农产品保鲜时间。

3.3 加强人才招募，启动合作社电商外包

2015 年，云南团省委表示农民专业合作社要主动与返乡创业青年联系沟通，依靠团省委实施的农



村青年电商培训工程，招募返乡创业大学生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业务。返乡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接

受新事物能力强，综合能力较高，能带动合作社农产品电商进一步发展。此外，在接触农产品电商初

期，合作社内部信息管理水平较低，传统的营销模式导致电商人才稀缺，运营经验缺乏，为了规避这

些弊端，合作社还可以进行电商项目外包。电商项目外包可以为合作社设置专门的平台，根据合作社

实际情况与市场行情进行设置阶段性目标与营销计划。合作社电商外包可以通过专门的数据分析进行

商品管理与存储物流，这样保证了合作社农产品电商销售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3.4 创建追溯系统，对合作社农产品电商进行隐形保护

云南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电商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还需严格把关。合作

社需建立健全良好的追溯系统，做好追溯系统平台的细致架构，通过使用追溯码技术，可以让消费者

通过追溯平台而切实了解到合作社农产品的生产、存储、运输情况，做到放心购买，扩大销量。合作

社农产品电商优秀的追溯系统，是信息时代自身产品的一层网络保护膜，是让消费者放心的有力凭证

。

4 小结

云南省电子商务存在着不可估量的增长空间，它将会给云南高原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走向更大

市场打开一扇门。同时，云南农民专业合作社也要借助云南电子商务发展的浪潮，大力推销自产的特

色农产品，打造品牌效应，通过巩固农产品电商销售并将其发展为合作社主流销售渠道，为农民增收

，并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自身发展。

参考文献:

[1]孙康，殷惠.云南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其前景[J].现代商业，2016{02)：65.

[2]邓斌，王健敏，刘登英，等.云南高原特色大宗农产品电子交易发展分析[J].农业展望，

2015(12):87.

[3]高泉，彭吉萍，张佳进.云南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研究与探索[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

），2015(2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