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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跨境电商的皖北农产品出口提升对策 

李玉会1 程希希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蚌埠 233030) 

【摘 要】随着多边、区域及双边贸易的逐渐加强，国际贸易的壁垒逐渐被打破，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

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贸易活动越来越频繁，贸易呈现出一副新的面貌。农业在中国

一直被看作是安天下、稳民心的产业，安徽省作为中国的农业大省，以其地理特点和气候条件，在农产品种植方面

享有一定优势。本文以皖北农产品为例，对其基于跨境电商平台的出口现状进行分析，找出现存问题并提出相关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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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皖北农产品出口现状 

安徽省是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省会合肥是全国著名的科教城市。安徽的皖北地区，是安徽省唯一的一带一路经过地

区，属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在 2014 年更是被纳入国家级经济区的中原经济区。由此可见，皖北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科研力

量较强，产业化运作基础较好。而且，安徽省与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这三大电商业发达地区联系紧密，在电商发展方面也

是紧随其后，在全国位于前列。地理优势吸引了诸多外商投资，多方经济涉足到农业，安徽省农业经济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皖北是指淮河以北、黄泛区以南地区，是由黄河泛滥和淮河冲击所形成的广袤平原，气候温和，水资源丰富，适宜多种农

作物生长。皖北以南北气候过渡带的地理优势，形成了怀远石榴、毫州中药材、太和贡椿等特色产业集群。皖北农产品大批量

出口主要以收集众多单个农户的种植产品为主，所以农产品大都被施以有机肥或单纯依靠土地营养生长，自然日照，农药使用

量较少，产品农药残余度低，营养丰富，安全可靠，因此广受青睐。皖北以淮河为主要水运通道、蚌埠为主要陆路交通枢纽，

主要运输方式虽不够完善但也相对完整，基本满足了农产品出口的需求，相对与其他省市而言，农产品在运输方面也享有优势。 

在皖北地区，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因地理优势而相对发达。2016 年宿州市杨山县荣获“2016 中国十大农村电商合作探索奖”。

目前，该县共有 21 个电商平台、344 家电商企业，超过 10000 家的网店、微店，900 多个注册农产品品牌，共带动了当地 5 万

多人从事电子商务相关工作。2016 年 1 至 11 月，杨山县电商交易额达 31.8 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农产品网上销售额占总交易额

的 85.53%，达 27.2亿元。 

海关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我省累计出口 786亿元，同比增长 7.91%,2015年全省累计出口 78.8亿元，同比增长 0.27%,然

而 2016年的出口总额却是 76亿元，同比下降 3.4%，其中 12月份当月出口总值为 7.5亿元，同比下降 4石％。在此期间，从出

口主体来看，骨干龙头企业保持稳定增长。全省农产品出口前 20 家企业共出口 308 亿元，同比增长 4.6％。其中，增长较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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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企业仅有毫州豪门中药饮片，该企业 2016年全年出口额为 1.2亿元，增长 571.3％。从出口商品看，坚果、小龙虾、面筋、

羽绒、调味品、茶叶等保持较快增长，属于皖北地区产品的蜂蜜、中药材、水果罐头等降幅较大。其中蜂蜜出口 3.8 亿元、下

降 183%，中药材出口 96 亿元、下降 11.3%，水果罐头出口 38 亿元、下降 64％。从所属市看，皖北地区仅淮南出口增长明显，

为 65 石％以上，毫州虽然出口额可观，但实际同比下降了 147％。从我省农产品出口地区来看，近几年对加纳、越南、印尼等

地出口增长较快，对香港、印度、摩洛哥、韩国等地出口有所减少。 

2 农产品出口遇到的问题 

2.1品牌建设不足 

目前，全国共有 1000 多个名牌农产品品牌，而安徽省仅有 30 多个，约占全国总数的 3%，并且这些农产品品牌主要集中于

皖南及大别山区。2015 年中国农产品品牌价值排行前 100 名榜单中，安徽省只有祁门红茶、符离集烧鸡、太平猴魁等三个品牌

上榜。在皖北地区，有很多质量上乘且富有特色但知名度不高的农产品，如太和贡椿，沱湖螃蟹，涡阳苔干等。其中，太和贡

椿除了阜阳本地市场上有零售以外，淘宝网也开始出现一些销售贡椿的卖家，但是由于名气不大，销量较小。其中销量最高的

一家，品牌名《真得味》，单件产品销售为 47 元 1 千克，月销售量 147 单，好评率高达 99%，其余卖家的月销量则均不超过 10

单。由此可以看出，买过这些产品的人都会给予好评或者回购，这反映了皖北地区的特色产品具有很高的价值，只是因为品牌

建设的不足，制约了其发展的空间。然而，受小农经济传统观念影响，许多农户至今仍致力于自家农产品的种植，并未意识到

品牌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农产品只要销售出去即可，对产品本身的没有太多关注，这样就导致优质农产品以低价出售掉，农产

品本身的潜力无法发挥出来。 

2.2专业化人才缺乏 

农产品出口涉及农业、物流、国际贸易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术，需要大量的专业化人才。然而，在皖北地区从事农业工作

的基本还是当地农民。他们大多是留守在家乡从事农产品种植的中老年人，或者是一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眼界有限的青年人，

他们对新知识新技术接受能力有限，对农产品出口相关专业知识技术也所知甚少，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皖北地区农业经济的现代

化发展。然而，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都倾向于能在城市拥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不愿意回乡从事农业工作。特别是

皖北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新农村建设进程缓慢，生活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福利机制也十分有限，并且能提供的适合大

学生的工作岗位不多，以上均导致皖北地区农产品出口相关的专业人才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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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徽农业大学为例，该校 2014 届毕业生在安徽省内就业人数最多，达 2540 人，占 64.40%；其次是江浙沪地区，共 837

人，占 21.22％。在安徽省内就业的毕业生中，合肥市的人数最多，达 1839 人，占省内就业人数的 7240%，其次是芜湖，安庆

等皖南城市。安徽农业大学 2014 届毕业生中共有 1318 名来自皖北六市，占省内生源人数的 31.77%，但仅有 207 名学生选择在

皖北地区就业，占在省内就业人数的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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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标准化制约 

另外，皖北农产品自身的优势也给它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由于皖北农产品的种植比较分散，大批出口产品主要来源于收

集多个独立农户的种植产品，同类农产品在种植期间缺乏组织管理，导致企业与农户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信息不对称，企业

定期收集定量农产品困难较大；同时，疏于组织管理衍生出农户之间互相压价、恶性竞争的问题，不同农户的农产品之间的质

量差距较大，但为了追求数量的满足，质量问题往往被忽略，因此部分商品虽然出口量增加，但出口额却在减少，导致市场整

体经济利益受损。 

2.4物流的局限性 

电商平台的发展毫无疑问也带动了物流的迅速发展，从一开始少数物流企业支撑商品有限种类的长途运输，到现在各大物

流商百花齐放，物流速度越来越快，价格越来越低廉，安全性越来越高，涉及运送的物品种类也越来越丰富。各个物流企业之

间，也会建立合作关系，他们相互协调，共享转运仓库，共建商品保存保护设施，形成了全国范围内成熟健全的物流市场。但

是，针对农产品运输的专门性物流企业数量较少，规模也很有限。农产品运输不像一般商品，它的保质期、保存方式等都有特

别的需求，目前国内针对农产品运输的产业尚处在幼稚期，大多物流企业不能满足农产品的这些需求，或者基本满足但物流费

用昂贵，由此导致产品在市场上售卖的价格偏高，这无疑制约了农产品的流动性。 

就拿砀山梨来说，其主要运输方式仍为公路运输，铁路运输虽然成本较低但由于货物储存条件有限所以几乎未被采用。另

外公路系统发展也不均衡，主要表现为通车里程虽然较高，但路况较好的国道、省道所占比例不足 20%，且全境暂时没有高速公

路。 

2.5检验检疫问题 

当今世界农产品贸易频频引发环境问题，为了防止域外病毒病菌进入境内，或是境内病毒传播到境外，给各国生态环境及

人体动植物带来严重影响，建立完善的农产品检验检疫制度就显得十分紧要
[4]
。 

在现行的检验检疫中主要问题有：首先，我国没有一个法律规范性文件来规范指导检验检疫这一流程，仅在其他文件中强

调一些原则，导致原则性过于强烈，操作性较差；其次，在现行的检验检疫制度下，各检验部门虽然各有各的职责，但职责之

间有交叉，导致检验流程繁琐，效率低下；另外，我国执行的仍是传统的检验检疫模式，对一些新型预警信息和应急措施不能

做到科学的管理。这些问题导致农产品出口不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标准，产品在运出去和退回来的过程中，损毁程度比较大，直

接导致经济利益的损失。 

3 发展跨境电商、扩大皖北农产品出口的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电子商务的普及，短短几年间跨境电商在中国实现了蓬勃发展。作为

新的销售渠道，跨境电商对于皖北较为分散的农产品中小企业是一个新的机遇。与传统贸易相比，跨境电商通过“无纸化广告”

使得产品信息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不仅降低了促销成本并且有助于提升产品知名度，对品牌效应不强、知名度较低的皖北农

产品具有重要意义。跨境电商为农产品出口企业提供了直销平台，为企业减少了代理成本，同时通过采用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

交易效率得到显著提高，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因此针对皖北农产品出口所面临的问题，结合皖北地区跨境电商发展状况和

农业发展状况，我们提出以下对策。 

3.1提高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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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农产品跨境电商出口，加强品牌建设迫在眉睫。要使皖北农产品占据一定市场，农户必须加强品牌意识，竞争意识，

深入挖掘农产品自身潜力，优化生产结构，改善生产技术，进而提高农产品品质。农产品大多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

不能顺应人们对其在更高层面的期待，所以农业生产经营相对于其他产业具有弱势性，农产品在品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也比较多。因此其品牌建设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应采用必要的经济手段推动地区间农业集群建设，授予农户更加先进的

生产技术，生产设备，帮助他们走向规模化生产，加快皖北农产品品牌建设进程。 

3.2加大人才建设 

总体来说，安徽的皖北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不仅在于物质的匮乏、基础设施的不完善，还在于大量的人才外流。虽然一

线城市对新型人才更具有吸引力，能为他们提供更大施展才华的空间、支付更高的劳动报酬，但是政府应当做出努力，加强皖

北当地人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们意识到，家乡的发展建设需要他们的力量。政府还应该致力于加强皖北地区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加大福利投入，使他们的生活有更好的保障。在收入方面，也应该保证其收入与付出对等。除

了要留住本地的人才，政府还应该尽力吸引外地的人才，高校的毕业生就是较好的资源，很多外地的学生来皖北高校上学，政

府可以在他们学习期间，对其实行一些奖学或助学激励，以保证他们在毕业以后，能留在安徽或者皖北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另

外，政府应积极对外宣讲，吸引更多外地的高水平人才。 

3.3完善物流设施 

物流对跨境电子商务来说至关重要，目前问题主要表现在物流的运输成本和运输速度两方面。虽然安徽省与全国知名电商

业发达城市距离都比较近，物流业发展较好，但这些发展主要归功于它的区位优势，依靠的是安徽省边境的一些物流产业，安

徽省内并没有一套完整健全的物流体系，更不用说针对生鲜农产品运输的专门性物流产业。因此，安徽省如果要通过电子商务

发展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经济，支撑电子商务发展的先进物流体系必不可少。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另一方面我们要合理大量建设产业园，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组织管理技术，形成一个集生产、加工、包装、仓储、分发、出售在

内的完整产业链，降低农产品运输的成本，缩小运输途中所需花费的时间，使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享有产品新鲜、价格合理的

优势。 

3.4在进出口方面把好关 

安徽省可以效仿国家进出口检验检疫机制，设立一个针对进出本省产品的检验检疫机构，主要检查产品在运出去和引进来

时存在的一些问题。虽然这种省级的检验检疫机构不能完全替代现在国家农产品进出口方面的检验检疫，可能很多方面也达不

到相关的标准，但是我们可以对进出本省的产品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和管制，限制运送出去的不合格产品的数量，减小其对我

们地方特色产品在外地品牌建设的阻碍，同时，也限制伪造品、劣质品流入省内，防止外地爆发的一些病虫灾害或有毒物质传

入省内。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有助于省内产品在外地的口碑建设，也为现阶段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检验检

疫机制完善贡献一份力量，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对省外产品自身携带的问题进行一系列检查和预防，使省内群众能够接触到

更高质量的产品，提高本省人民的生活质量。 

4 结论 

贸易交往是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产物，皖北地区作为主要以农业发展经济的地区，要想发展农产品出口贸易，就必须要紧

跟时代的步伐，在掌握先进技术的同时，深入了解人们的需求，做到高效率、高收益，努力打造一幅农业经济发展欣欣向荣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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