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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价值网的江西省互联网农业发展研究 

袁青燕1 周育华 2 

(1．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商学院，江西南昌 330038; 

2．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江西景德镇 333000) 

【摘 要】从江西农业的现状出发，充分挖掘互联网农业的优势，基于价值网的内生驱动力，重新认识互联网农

业的经营主体，调动农业发展的主动能动性，探索基于价值网的互联网农业发展模式，为江西省农业跨越式发展提

供理论指引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价值网；互联网农业；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724.6;F323【文献标识码】A 

1 江西省农业发展现状与发展互联网农业的基础条件 

1.1江西省农业发展现状 

江西是农业大省，全省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农业资源丰富，生态优势明

显，非常适应农作物生产。农产品资源丰富，绿茶、脐橙、蜜桔、白莲、乌鸡和鄱阳湖大闸蟹等地理保护标志产品久负盛名，“三

品一标”的拥有量居全国前列，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粮、油、菜、柑橘、茶、猕猴桃、生猪、水禽、大宗淡水鱼、特种水产等十

大主导、特色产业。 

江西省着力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5年全省规模以上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4320亿元，同比增长 9.7%,全省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6%，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65％。江西休闲农业规模企业 3550 家，规模经营的农家乐 18300

家。 

1.2发展互联网农业的基础条件 

江西省大力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率先在全国提出建设“123+N”智慧农业新模式，目前，“123”平台已基本完

成，N个系统正在搭建。“123+N”即建设“1个云”-江西农业数据云；“2个中心”——农业指挥调度中心和 2316资讯服务中心；

“3 个平台”——农业物联网平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平台和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N 个系统”——涉及种植业、养殖

业及 OA无纸化办公、农业综合执法、农业技术服务等子系统。江西已建成物联网应用示范基地（企业）40家以上、全省建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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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农产品运营中心 7家、村级益农信息社 300家，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 184.4亿元，同比增长 163.4％。 

从以上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软硬件条件、主打农产品品种结构等因素来看，江西省发展互联网农业具备了很好的基础

环境。 

2 互联网农业区别传统农业的优势 

2.1互联网农业的含义 

互联网农业是管理学、经济学一个前沿的研究领域，尚没有统一的概念定义。从本体论出发，互联网农业可以定义为将互

联网技术与农业的生产、加工、销售等产业链环节结合，进而实现农业发展的科技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农业发展方式。农业

和互联网融合，绝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通过产业的融合和创新，农业要在充分了解自身的基础上，挖掘与互联网的最佳切入

点，实现农业的升级。 

2.2互联网农业的系统优势 

(l）互联网农业能够通过信息化实现信息的便利化、实时化物质的感知化、物联化和智能化等功能，从而为农地确权、农

技推广、农村金融、农村管理等提供精确、动态、科学的全方位信息服务。 

(2）互联网农业能够降低农业的交易成本、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产业的专业化分工、优化农业的资源配置、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等。 

(3）互联网农业能够助力“六次产业”发展行动，助力农业延伸产业链，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增加农民收入，促进

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2.3互联网农业的运营优势 

2.3.1降低农资成本，让利给农户。农资成本是农业生产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农业中，农资从生产厂家到种植户手里

需经过多层流通环节，不仅效率低，价格还高。传统的农资销售模式，大部分以门店为主，比较分散，难以监管，容易出现伪

劣产品。互联网农业促生的农资电商平台，不仅缩短了农资流通环节，还降低了销售价格，且互联网公开透明的大数据环境，

方便种植户快速比较，选择合适的产品。互联网农业下，农资厂家更重视产品质量和用户体验，也方便国家对农资产品流通进

行监管。 

2.3.2促进种植、养殖科学化，降低农业风险。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种植、养殖户如何获取农技服务是一个难题，农户

对农技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互联网农业的产生和应用，可以通过共享作物解决方案、专家视频指导谈话等方式，方便农户

获取科技信息，学习种、养殖技术。 

2.3.3提供新鲜农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以往，消费者主要通过商超购买农产品，花了很多钱，但买到的农产品却不是很

新鲜。互联网农业下的生鲜电商及物流，减少了流通环节，缩短了种植户和消费者间的距离，让农产品跨越时间和空间限制，

将新鲜的农产品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3 价值网在互联网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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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农业产业链，从内部来看是一个价值链，由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构成的价值网。 

3.1价值网在农产品标准化上的作用 

电商时代背景下，要在网上把农产品卖出去，必须使手中的“农产品”先成为“网货”。一个农产品要成为合格的网货，需

要向消费者表明产品的标准。通过标准化地描述商品，可以让消费者更加清楚地了解农产品，信赖农产品质量，从而提升下单

的几率。经过标准化的农产品更受欢迎，更有竞争力，农产品的价值更高。标准化包括环境标准、选品标准、包装标准、生产

者标准以及农产品电商平台标准等，标准化的历程也是价值网的形成过程。 

3.2价值网在农产品品牌化上的作用 

随着淘宝的出现，农产品电商进入快速发展期，传统农产品几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完成的口碑积累和宣传推广效果现在短时

间就能实现。由于农产品的生鲜特性导致物流成本的高企，目前电商农产品只能集中在附加值高的中高端农产品上，而这类农

产品有着天然的品牌依赖性和消费豁性，这为农产品品牌化提供了机会。 

品牌化不一定非要从大传播开始，随着全民审美和文化素养水平的提升，人们更愿意相信身边的真实用户，用产品体验打

动人，崇尚自然分享。这种品牌传播理念的出现，为农产品品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机会。 

3.3价值网在营销渠道上的作用 

3.3.1网络营销模式。初级产品的销售，主要和时节有比较大的关联，需要短时间内快速销售，可以将网店作为主要战场，

制造单品爆款进行集中促销。目前，在南昌省会城市及稍大点的城市，网络营销的效果已经显现。另外，各种美食论坛、专栏

也成了主战场，与微信、微店、淘宝、订阅号、农产品销售平台等联动营销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销售渠道。 

3.3.2配送制模式。配送制模式适合大单和多品类农业，双方长期有供需关系。根据时令、季节关系的不同，提供不同的产

品，满足下游单位的实际需求。 

在江西，很多连锁酒店、餐厅都是由专门的配送机构每天给各单位运送单一或多类产品。 

3.3.3专卖制模式。江西市场上看到的各种品牌的专卖，如“煌上煌、万年米”等大家都非常熟悉。大宗产品均可以按照专

卖模式操作，包括大米、水果、肉类等可以形成大宗规模的产品。 

江西省启动了“四绿一红”（狗枯脑、婺源绿茶、庐山云雾、浮梁茶、宁红茶）茶叶品牌建设工作；已在省内建成 52家“番

肠阳湖大闸蟹”品牌专卖店。 

3.3.4出口制模式。在互联网环境下，地球是一个村，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很小，农产品也可以行销全世界。江西通过赣港联

动，以香港为桥头堡，现在也有很多的产品出口国外。出口模式下的农产品对产品溯源及产品的药物残留等质量要求较高，但

质量上乘的标准化运作的品牌产品，比国内价格高几倍也是可能的。 

4 基于价值网的江西省互联网农业经营主体研究 

江西省正在逐步形成以原有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种植和养殖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为骨干，其他组织形式为补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培育农业经纪人、专业种养殖大户、专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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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等新型互联网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和社会化服务。 

随着近年“互联网＋”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应用，江西多地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纷纷建起各

类特色农产品网站、农产品 APP 客户端、云农场服务站点以及众多有关农产品营销的微店、公众号，各经营主体在这些互联网

平台上进行信息查询和维护、技术交流和解答、实时监控和管理、农资团购和询价、农产品下单等运用，促进农产品销售，增

加收益。 

5 基于价值网竞争优势构建互联网农业发展模式 

在国家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农业已经成为江西省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从今年频发的农业政策来看，未来将迎来

跨越式发展和变革。互联网和具有庞大体系的农业结合，必将出现很多新思路和新模式。 

5.1扁平化物流交易集散模式 

在互联网条件下，信息是扁平的、透明的。传统农业的产业链长，造成层级批发模式带来的成本高企，物流损失大，信息

不对称和不通畅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快速解决。 

基于互联网技术和物流配送系统构建的大型农产品交易集散中心，将储运、批发、交易、拍卖等多种功能集中在一个区域，

依托互联网数据，实现实时行情交易。同时，还涵盖加工、配送、仓储、物流、进出口贸易、通关、商检、标准化拍卖、金融

等增值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实现农产品的最大价值化。 

5.2垂直电商发展模式 

目前，市场上农产品电商主要有：阿里巴巴、京东、一号店和中粮我买网以及其他的全国性销售平台，这些平台的普适性

限制了农产品的销售空间。但由于农产品具有无法避开的销售半径特性，原有平台必须走垂直电商和区域电商之路。基于价值

网，未来农产品电商平台将出现以下变化： 

①依托原有互联网优势扩张到农产品领域的电商平台，如京东； 

②传统批发市场转型农产品电商平台； 

③有实力的农产品企业自主打造垂直农产品电商平台； 

④个性化高端产品形成的小而美模式。 

5.3以互联网大数据为基础的市场预测分析及产品开发 

农产品生产周期普遍偏长，导致市场预测偏差大。基于大数据支持的市场分析将大大提高市场预判的准确性，直接降低生

产型企业原料成本，间接地降低了农业风险。 

江西省是个养猪大省，“猪周期”给农户深深地上了很多刻骨铭心的课。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养殖企业和屠宰企业都能

够有效了解市场行情，让市场有序化；可以有效了解出栏时间、对接商超、预期收益等，降低猪周期对企业和农民的影响。同

样，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的产品研发，能够更加有效的分析当前消费者真正的需求点，提高农产品新品开发的市场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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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提高农产品新型生产企业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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