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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冕宁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谢思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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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烟草公司凉山州公司冕宁分公司，四川 冕宁 615600）

【摘 要】: 农村电子商务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是促消费扩内需、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分析

总结了冕宁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做法以及所取得的成效，提出了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建议，以期对四川

省乃至全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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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子商务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是促消费扩内需、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近年来，冕宁县主动对接

改革任务，充分依托互联网发展，积极探索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支撑体系、服务模式以及相关配套保障机制，着力破解工业品

下乡“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问题，取得初步阶段性成效。

1 冕宁县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主要做法

1.1 探索“互联网+”农村电商应用服务体系

发挥各类电商主体作用，根据农村市场需求，充分依托“互联网+”推动创新创意，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电商应用服务模式。

1.1.1 微店直销。线上订购、线下交易，促进农产品进城，是农村电商发展的初衷和主要应用模式。一是以“供销 e 家”

电商平台为基础，建设农产品网货展示中心，通过产品包装、拍照、贴图，进行网络商品宣传。二是借助互联网第三方平台，

建设农产品 O2O 平台，主要推售尚品香猪、兴宁枇杷等大凉山优质农产品。三是建立微店分销系统，依托专营店，通过“一键

开店、分享获利、自购优惠”方式，鼓励企事业人员、大学生、青年创业者、农民以及县城、景点、客栈的商家开设分销微店，

形成微店群，随手推售、随处购物。

1.1.2 网购配送。与京东、苏宁等电商合作，筛选适合农村消费者的商品，帮助消费者进行网络购物。引导驻冕宁县的申

通、韵达等 5 家快递企业组建快递联盟，抱团发展，统筹物流配送。同时依托乡镇电商服务站，统筹村（社区）骨干流通企业、

万村千乡店、批发市场、邮政网点、农家超市等资源，构建综合物流配送体系，形成相互补充、竞相发展的农村物流配送格局。

1.1.3 联媒推广和在线互动。在四川电视台峨眉电影频道、成都电视台，以冕宁农产品纪录片和互动节目形式，共同打造

生鲜农产品消费服务平台，开创电视电商 T2O 互动推广的新媒体融合模式。通过“农场来了”电视电商节目，推出尚品香猪、

1 收稿日期: 2017-02-19

作者简介: 谢思昂（1987—），男，四川西昌人，助理农艺师，从事烟叶生产工作。



2

兴宁枇杷等农产品。依托家庭农场，通过建设网站、微信平台和体验馆，建立农场对家庭直供关系。农场为客户提供生态农场

体验、生态农产品宅配和健康顾问服务，消费者利用网络预付生产费用，监督农场实施生态农业技术。

1.2 筑牢“四位一体”电商产业发展保障体系

坚持政府引导为主，积极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培植土壤，营造有利环境，保障农村电子商务成体系化、链条化、产业化发

展。

1.2.1 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举办冕宁“互联网+”新农村大会、冕宁青年电商创业大赛主题沙龙活动，吸引更多人群关注、

参与农村电商发展。结合冕宁县苦荞、马铃薯等农产品传统展会，开展多种形式的电商营销推广活动。建设“冕宁电商”微信

微博平台、“冕宁农业公共信息”微信平台，促进政府与社会互动，拓宽本地农产品市场对外窗口。

1.2.2 夯实电商人才基础。针对企业、专合社、大学生村官、青年创业者等重点人群，以“互联网+ 农村”、“互联网+ 农

产品”、“互联网+ 旅游”为主要培训内容，分析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趋势，农业传统企业转型的难点，农村电子商务开展的突

破口；围绕电商运营基础、店铺怎样设计装修、如何做好电商客服等进行培训。目前，已开展电子商务应用和实操培训 24 期

5000 余人，提高电商从业人员素质，为电子商务长远发展储备人才。

1.2.3 完善生产监管体系。抓好作为农村电商产业化前端的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管，在全县农产品质量溯源体系及质量监

管体系基础上，进一步搭建起可追溯、公共查询和政府监管三个平台，对农产品分号管理，借助移动视频监控、二维码、物联

网等技术，采集上传基础数据到公共平台，公众进入公共平台进行质量追溯，对农产品入口全程监管。

1.2.4 强化扶持政策保障。制定《冕宁县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实施意见》，设立促进电商发展专项资金，专项用于支持电子商

务产业发展、主体培育、基础建设、人员培训、品牌创建、信贷融资及农产品网络营销等。通过财政资金奖补扶持、以小撬大，

对入驻县电子商务应用示范园区的电商、物流及配套企业、创业个体给予房租减免、创业奖励、建设运营补贴等方面的专项扶

持，基本可以实现电商企业“拎包入驻”，创业个体免费入园，电商发展初期成本大幅降低。

2 冕宁县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取得的主要成效

2.1 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农村电商迅速发展，使农产品由产地周边驻场销售为主，发展成直面大都市市场的“线上线下交易相结合、销储配送一条

龙”营销，为“农产品进城”找到了一条新路，拓宽了产品市场，促进了产销对接，提高了销量，增加了农民收入。近年来，

冕宁通过农村电商渠道销售的特色农产品影响不断扩大、数量逐年递增。

2.2 带动了农村业态创新

农村电商打破传统网络零售商概念，逐步形成包括农产品生产、销售、储藏、冷链、运输、配送等各环节在内的完整产业

链，并随着其应用服务模式创新，不断创新形式和内容，形成了新形态。通过冕宁县农村电子商务服务公司的“供销 e 家”电

商平台，开展在线咨询、订购等服务，整合农村资源，吸引游客观光，产业链不断拓宽。

2.3 促进了城乡就业创业

电子商务作为新事物，更注重思维观念创新、从业技术门槛并不高，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农村大学生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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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农民工投身于电商创业大潮，有力带动了“双创”发展。初步统计，全县农村网民超过 6 万人，各类网店 200 余家，从事与

互联网相关工作的人员约 3000 人。

2.4 提高了农村信息化水平

在电商企业引领下，大量农村实用信息技术得到运用推广，提高了生产者信息化管理水平，提高了从业者和农民的科技意

识、信息意识和信息技能，改变了生活观念和方式。同时电商通过直接或间接介入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带动了农业生产

的组织化、专业化、现代化管理。

3 对发展农村电商的几点思考

3.1 完善基础设施是前提

对地域大县、人口大县来讲，面积较广，农村人口居住分散，产品配送路径较长、量小分散，涉及到村级商业网点的配送

难度较大，物流成本较高。因此，发展农村电商首先应根据当地农村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采取相应措施，加大对农村网络和

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实现村村通宽带、公路，努力降低涉农企业以及农户上网成本，实现自上而下各级网络互联互通，

提升网络质量和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

3.2 增强人们电商意识是关键

现阶段，大多数农民对农村电商的认识还处于概念阶段，对网购商品的质量及网络支付安全缺乏足够信任，对电商认识不

足、了解不深、思路不清晰等现象较为普遍。发展农村电商应结合当地实际出台相关优惠政策，营造良好发展氛围，助推电商

快速发展。重点加强对农村电子商务成功典型传播，鼓励农民开展电子商务，鼓励有互联网经验的农村大学生、回乡农民工带

头开展电子商务，给更多农民网上创业和就业提供示范。

3.3 打造优质特色品牌是重点

由于电子交易中买卖双方无需见面，农产品质量就决定了交易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开展农村电商必须重点把控农

产品质量，强化特色产业基础打造，通过适度规模经营，形成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基地。积极培育特色产品品牌，鼓励农

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创建农产品品牌，发挥品牌带动效应，加快农产品营销。强化农产品生产管理，不断完善

农产品质量追溯、检测等保障体系建设，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4 培育电商人才是保障

电子商务平台的交易、物流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各项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需要相关人才的参与。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应

建立一个长期稳定培养电子商务人才体制，一方面“走出去”，根据当地电子商务发展的程度以及特点，进行有针对性定向培养；

另一方面“引进来”，积极与当地大中专学校、职业技术学校进行密切合作，培养适合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人才，通过双管齐下

提高农村电商从业人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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