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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贵州地区发展“互联网＋”特色农业存在

的问题及建议 

范云峰，肖蕙佳，吴秋霞，黄慧敏，杨 红1 

（长江师范学院 财经学院，重庆 408000 ） 

【摘 要】武陵山片区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良的土壤、气候、以及特有的少数民族地区种植养殖技艺，这

为武陵山片区发展茶叶、水果、烤烟、家禽、蔬菜、油菜及中草药等特色农业创造了绝佳条件，但是该地区由于是

山区，经济社会文化等相对落后，发展交通困难，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全。在国家大力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互联网＋”战略背景下，通过对武陵山贵州地区发展特色农业的调查研究，探讨了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发展“互

联网＋”特色农业的必要性，分析发展的战略机遇与挑战，并提出实施路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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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贵州地区极其适合发展茶叶、烤烟、中草药、油菜等农产品，在国家大力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互联网＋”

战略背景下，发展武陵山贵州地区“互联网＋”特色农业不仅有利于实现扶贫攻坚的战略计划，而且是区域发展的必然选择。  

1 武陵山贵州地区发展“互联网＋”特色农业的必要性  

1.1 绝佳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发展无公害的绿色农产品 

与其他地区相比，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的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人口密度小，因此对水及土地资源几乎没有太大污染，生

态环境受破坏程度普遍轻微，发展具有当地生态优势的无公害绿色农产品极为合适。  

1.2 良好的气候有利于发展具有地区特色的农产品 

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的气候属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气候类型，一般温度大约为 13-16 ℃ ，降水量在 1100-1600mm ，

无霜期在 280 天左右。该地区水热资源良好，光热资源丰富，雨量充沛，且光、热及水基本同步变化。对特色农产品生长有利，

为特色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形成了一些有比较优势突出的特色农产品，如湄潭县的茶产业、松桃县的紫红薯、江口

县的萝卜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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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民族文化资源及传统技艺有利于发展特色农业 

在特色农业中，民族文化资源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有民族文化背景的特色农作物的生产并加工，其二是渗

透着民族文化的农作物销售。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特色农作物自身就是有明显差异的产品，其他农作物无法取代，同时，也只

有拥有民族文化内涵的特色农产品才能尽快地进人市场，被消费者接受。因此，民族文化资源是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发展“互

联网＋”特色农业的优点之一。 

另外，这些年来，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特色农业的传统技艺有了创新和提升，发展特色农业的质量和效益有了较为明显的

飞跃，更加有利于该地区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农产品。  

2 武陵山贵州地区发展“互联网＋”特色农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武陵山贵州地区发展“互联网＋”特色农业的基本现状 

最近，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由于改善了交通基础设施，加快调整了农业结构，加快发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武陵山片

区贵州地区 2012 年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了 3 12 亿元，其中，该地区的农业总产值、牧业总产值分别占总产值的 58 . 01%

和 33 . 65%。该部分地区 2012年特色农产品产量及该地区占全省产量的比例如表 1 所示，如 2012 年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烤

烟的年产量占贵州省烤烟年产量的 27 . 28 % ，茶叶占 65 . 59%等。 

 

统计资料显示，武陵山贵州地区中特色农作物的种植规模较大的水稻、油菜、蔬菜、玉米、烤烟的产量与播种面积如表 2 、

表 3 所示。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贵州省和全国的特色农作物平均产量我们原则上是采用加权平均法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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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表 3 所示， 2012 年武陵山贵州地区油菜籽播种面积分别占全省和全国的 99.80 % ， 83.45 % ；烤烟的单位面

积产量分别占全省和全国的 93.63 %，74.53 % ；蔬菜的单位面积产量分别占全省和全国的 85.79 %，51.01%等，由此可见油

菜籽、烤烟和蔬菜等武陵山贵州地区特色农产品近年来发展迅速。  

2.2 武陵山贵州地区发展“互联网＋”特色农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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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互联网＋”特色农业缺少顶层设计。“互联网＋”特色农业保障了粮食的安全，推动了特色农业的发展，拥有着极

其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难以想象的商业机遇。但是，由于“互联网＋”特色农业普遍存在着缺少顶层设计的问题，如今，“互联网

＋”特色农业形发展成了各自为营的局面，这种发展趋势阻碍了“互联网＋”特色农业产业的进步，减少了“互联网＋”特色

农业对社会的贡献。  

2.2.2 资金配套服务不到位，制约“互联网＋”特色农业发展。很多农户到银行贷不到款，没钱投人，制约了“互联网＋”

特色农业的发展。这是因为各部门的支持政策和工作职能有所不同，缺乏配套政策体系影响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因此“互联

网＋”特色农业发展需要投人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2.2.3 农村信息基础设施薄弱，目前很难承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众所周知，“互联网＋”富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

是到目前为止，农村地区的网络设施依旧薄弱，大约还有 5 万多个农村家庭都不能联网，配有电脑的家庭更是少于 30 % ，网

络普及率仅仅只有 28 % ，很难促进“互联网＋”特色农业的发展。  

2.2.4 农民思想观念相对封闭，难以接受“互联网＋”概念。在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农村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下，广大农民

的思想观念相对封闭，制约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陈旧保守的农民思想观念则不利于发展“互联

网＋”特色农业，也不利于政府扶持特色农业。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在农村封闭的环境中得以滋生并产生恶性循环，以至于该

地区大部分农村建设迟缓，村民生活水平低下。  

2.2.5 面对外面的科技信息变化，懂技术的新型农民极度缺乏。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的大部分农村仍然处于信息非常短缺

的半封闭状态之下，对于当前这个瞬息万变、科技与文明都高度发达的世界来说，农民已经远远落后，懂技术、会种田的新型

农民极度缺乏。  

3 武陵山贵州地区发展“互联网＋”特色农业的机遇与挑战  

3.1 把握机遇  

3.1.1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了新的消费需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根据整个市场的需求来调整生产要素，改

善提高农业的生产结构；再根据不同地区的优势，创造、改进出新的产品，从而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农业

供给质量。以市场为导向，紧跟消费需求的变化，不仅要让消费者吃饱，还要让他们吃得健康；不仅要满足消费者对特色农产

品的需求，还要不断提高特色农业产业的综合效益。因此，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想满足当今

人们消费结构的变化，就必须要发展特色农业来满足当今社会人们的需要。  

3.1.2 “互联网＋”特色农业大潮涌动，为发展特色农业提供平台。最近，许多龙头企业在特色农业领域着手布局，特色

农产品的物流、储蓄、IT 和冷链配送等建设都在“互联网＋”的背景下高速发展。阿里巴巴在 2014 年投资了近百亿元，建成

了约 1000 个运营中心及 10 万个服务站。“互联网＋”的内在特色帮助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的特色农产品提供了一个可以展示

的开放的平台。  

3.1.3 响应扶贫攻坚规划的号召，完善特色农业市场体系建设。根据 《 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 的总体

要求，中央在武陵山片区进行试点工作，为其他贫困落后地区提供参考示范。武陵山贵州地区积极响应号召，以特色农业基地

作为支撑，充分利用了该地区内物种丰富的优势，推动了特色农产品的创新，完善了特色农产品市场，提高了特色农产品的配

送率。  

3.1.4 政府重视发展“互联网＋”促进了特色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由于“互联网＋”的兴起，造成各个省市出台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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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针对性政策：例如，首先，国务院在 2015年 5 月 8 日提出了有利于紧密联系“互联网＋”与特色农业的“电商国八条”政

策，财政部门也拿出了大约 20 亿元投人到了有关的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中；其次，国务院在 5 月 21 日又提出了

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强调指出我国将在 2015 年新增 1400 多个宽带通往农村，在 10000 多个农村实行光纤到村

的可行性方案；最后，在 2015 年 8 月 20 日，我们国家第一个全面部署农村电商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 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

子商务的意见 》 也正式发布，以促进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特色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3.2 面临的挑战  

3.2.1 农产品同质化竞争较大，市场竞争激烈。由于目前的特色农产品普遍存在信息透明度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特色

农产品品牌意识薄弱等原因造成特色农产品同质化竞争较大，特色农产品品质下降，影响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3.2.2 面临外地“互联网＋”特色农业信息化崛起的挑战。目前，由于面临其他地区“互联网＋”特色农业信息化崛起的

挑战，农产品市场竞争压力明显增加。如江苏省利用了京东网络销售平台建立起了农业信息科技园，全市“触网”的特色农产

品种类有 140 个，农村的互联网交易总额突破了 21 亿元。由于各个地区都在迅速发展“互联网＋”特色农业，使得国内的特

色农产品市场的不断分割，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互联网＋”特色农产品也面临了其他地区特色农业信息化崛起的挑战，竞争

压力必将增强。  

3.2.3 鱼龙混杂考验管理监查。由于利用互联网赚钱的操作简便，普通人都可以轻松掌握，就使得一般的从业者都可以开

办自己的网店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的网商群体从整体上呈现出了“多、小、散、弱”现象。这些经营者是外界知晓武陵山片区

贵州地区特色农产品的一个来源。互联网电商带来的新挑战就是引导和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经营好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特

色农产品品牌，维护好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特色农产品的价值。  

4 加快武陵山贵州地区发展“互联网＋”特色农业的建议  

4.1 顶层设计，制定发展战略，落实补贴政策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应当清楚“互联网＋”特色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制定发

展战略。还应该适当参考其他地方关于“互联网＋”特色农业和农业大数据补贴政策，如农业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

等，落实补贴政策，为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发展“互联网＋”特色农业创造条件。  

4.2 积极探索“互联网＋”特色农业新型经营模式我们应积极探索“互联网＋”特色农业的组织形式与生产模式，如“公

司＋农户”模式、“合作社＋农户”模式、“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等，寻找适合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互联网＋”特色农

业发展的新型经营模式。加强引导合作社、企业、农户对发展“互联网＋”特色农业的重视，发挥其规模优势，发展订单农业，

进行线上营销，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特色农业转变。  

4.3 创新特色农产品，实行差异化战略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产品电商的创新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创新特色农产品有

利于电商企业脱颖而出，吸引消费者视线。许多商家通过与农户合作的方式，将农产品市场信息传递出去，进行产品创新；另

一些商家通过订单农业的方式，直接参与到创新过程中去，以此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现在，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特征变得越

来越明显，特色农产品电商经营者应当采取差异化战略，尽量避免同质化竞争。特色农产品电商经营者可以通过改善特色农产

品的性能，或者加强品牌效应来避免激烈的同质化市场竞争。  

4.4 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要想发展现代化特色农业，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就必须要建立一个以教育为依托，

以培训为重点，以农村职业教育为主体的农村教育体系，培育一批有知识、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整体上提升该地

区农民的文化技能素质，为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发展“互联网＋”特色农业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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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尽快推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促进特色农业发展 《 “三权分置”意见 》 是农村土地的重大改革。随着工业化和城

镇化的不断推进，许多农户将土地承包给他人，顺应这种发展特色农业的趋势，武陵山片区贵州地区需要尽快实施“三权分置”

政策，开辟发展特色农业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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