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互联网+”背景下农产品电商扶贫模式研究

——以贵州省为例

张 磊

（贵州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近年来农产品出现“滞销、卖难、买贵”现象，农民陷入“多丰收，少收益”的尴尬窘境。电子商

务凭借信息传播快、市场导向准的优势，有助于贫困地区精准扶贫。以贵州省农产品为例，提出互联网+ 特色农业、

互联网+ 旅游两种农产品电商扶贫模式，并从教育培训、资金支持、产品推广、物流配送等方面提出保障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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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扶贫作为新时期的一种新型扶贫工作方式，但发展尚未成熟，如何实现电子商务与“精准扶贫”的协同发展，以及如

何建立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实施稳定有效的脱贫举措，构建可持续扶贫模式是探索与实践的重要课题。农产品流通速率是农

民收入的“晴雨表”，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点。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省具有种植绿色优质特色农产品的气候生

态优势，生产的农产品具有无公害、无污染、营养价值高等特点，但长期苦于基础设施薄弱、市场信息不对称、流通体系不健

全等问题，绿色优质农产品未能使贫困地区农户脱贫致富。因此，探究贵州省农产品电商扶贫模式对贫困农户脱贫致富有十分

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基于贵州特色农产品、生态优势，提出互联网+ 特色农业、互联网+ 旅游两种农产品电商扶贫模式。

1 农产品电商扶贫模式

1.1 互联网+ 特色农业

贵州省发展电商扶贫，可以凭借优质的气候条件、生物资源发展以“畜、蔬、茶、薯、果、药”的特色农业，积极调动贫

困居民参与扶贫项目。目前虽然贵州省内农产品资源丰富，经济或营养价值含量高，然而，苦于营销水平方式滞后，众多优质

农产品深埋大山，没有更好地发挥市场价值。在电商扶贫过程中，贵州优质农产品可以借助于电商大平台走出大山，更好地实

现贫困地区的增收致富。在互联网+ 特色农业精准扶贫模式中，可以从 O2O、B2C、B2B、C2B 电商模式方面进行探究。1.1.1 O2O

模式。O2O 模式主要围绕在线支付为中心，商家进行线上宣传并销售产品或服务，线下消费者到实体店参与产品或服务消费过

程。贵州农产品可以利用该模式，并凭借优质的气候条件、丰富的农业资源、种类多样的农产品，使其在生产、销售、物流、

售后获得相关优势。为了激发农产品电商发展后劲，解决农产品 O2O 发展模式中同地区农产品卖家缺乏交流、同品卖家价格恶

性竞争、卖家货源短缺等问题，可以对该模式进行线上线下有效对接。线上为了避免农产品价格信息的不对称，商家之间的恶

性竞争。相关部门要加强个体在注册农产品电商时的服务监督，提高注册农产品电商的“门槛”，加大对不良竞争的严惩处罚

力度。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大数据平台来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控，提高农产品信息的透明化。线下商家应该加强农产品电商运营

的交流，不定期地开展相关论坛、经验交流会，分享行业内相关经验，达到共享信息目的。针对“货源短缺”问题，商家可以

根据农产品生产周期特点，在不同的时季实现动态补货，为了保障有效的供应（如时令蔬菜、水果等），既可以与周边农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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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可以通过外运的方式进行采购，及时掌握消费需求信息，便于产品库存做到即时供应。融合传统的销售模式和农产品 O2O，

通过有保障的物流和货流，依托密集居民区为据点，建立农产品新鲜连锁超市或重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将农产品的“菜篮子”

进入周边社区、小区。通过缩进两者之间的距离，为 O2O 模式提供发展的空间，让消费者不出远门，就可省时省力又省钱地购

买到农产品。

1.1.2 B2C 模式。B2C 是一种通过农户或生产者联盟或农产品收购公司通过电商平台直接与消费者进行交易的一种模式。

消费者在该平台上能够实现较大的自主选择和享受较高的产品服务。通过利用网络平台浏览各种各样的农产品信息，他们通常

会选择那些市场信誉度高、规模大的公司来购买其产品[3]。然而，在该模式下来自供方的农产品货流量极大，个体消费者需求

方所消化的农产品量较小，必然会出现农产品存货的积压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该模式效应，就应该有效地疏通产品销售渠道，

进一步激发市场需求。因此，B2C 模式下可以充分的利用互联网优势，利用大平台数据，结合传统的实体店模式，在线上线下

开展销售渠道。线上政府可以加大扶持力度，通过招商引资来自建或者引入第三方服务型电商行业（如阿里、京东、腾讯等）

来搭建平台，让黔货出山纷纷上线推广营销，进一步扩大市场“外化”农产品。 同时，线下实体店的销售模式可以依托现代物

流在城镇商业圈实现农超对接，让城镇居民可以便利地吃到新鲜的果蔬，进而“内化”农产品。

1.1.3 B2B 模式。B2B 模式下，生产主体组成农产品生产联盟，采用合作型的组织形式，或者由农产品收购公司来统一收

购，来满足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批量化的生产需求。无论是加工企业需求方，还是供货主体的采购方，对农产品要求都具备产量

大、品质高、保鲜时间长等特点。这些特点要求农产品在短期内聚集大量的货源，可以依托相关的物流供应链，先进的运输和

仓储设备，将农产品保质保量即时送到加工企业。贵州农产品像辣椒、茶叶、马铃薯等满足这一模式。这些农产品生产面积大、

产量高，可以满足加工企业批量化要求。为了更好发挥该模式作用，今后农村合作社可以和加工企业进行深度合作，他们可以

建立相关农产品示范基地，科学地指导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精耕细作来提高产品的优质高量，从而保证对货源的充足供应，

既解决了农户生产盲目性、市场滞后性，又满足加工企业对产品充足而高质要求。未来 B2B 模式下，农产品的电商发展模式可

以通过物联网+ 大数据的优势，来引导精细农业的发展。实现从消费者到流通者，流通者到生产者的逆向赋能。把握互联网、

物联网和大数据对农民的生产的指导意义。在育种、栽培、施肥、灌溉等农业生产的基本环节，促进精细农业的形成，这种高

质量的生产模式达到的标准化和批量化正是 B2B 模式所需要的。

1.1.4 C2B 模式。当前的农产品电商销过程涉及范围广，覆盖率高，销售范围从简单易运的鲜花、果蔬过渡到粮油、肉类、

水产等保质要求高的农产品。曾经由渠道商为主导的 B2C 模式，也日渐演变成消费者占主导的 C2B 模式。在新的模式下，消费

者对农产品的需求渐渐开始引导农产品的生产，使得电子商务农产品的发展逐渐向上赋能，并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消费者的

个性化需求得以满足，随之而来的订单农业也成为了发展现实。这种订单式农业的发展模式可以解决传统上零售商农产品库存

和积压的问题，也可以使得农户做到“准时化地生产”。农产品生产周期因产品种类而异，订单农业即可以有效的把握市场消

费者需求，同时也可以降低产品库存。

在这种模式下，消费者对产品质量、供应服务要求极高，这就需要农产品的供应要做到优质高效。要解决产品能够及时满

足订单供应，产品配送必须依托发达的物流。因此，相关物流存储设备及系统要进一步地加强硬件和软件的配套设施建设。在

货源的供应源头，可以充分的利用“二维码+ 云计算”等科技手段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溯源要求。规范农产品在供应的过程中

的信息记录，完善信息的存档读取。建立生产地的可追踪和质量高标准的标识制度，在配送的终端，通过城市发达物流配送水

平使得产品能及时供应到消费者手中。

1.2 互联网+ 生态旅游

贵州省生态旅游资源丰富，贫困地区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进一步扩展贫困地区产业，对扶贫项目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贵

州地区一年四季气候怡人，山村的绿色生态有助于省内或省外游客来此享受大自然馈赠，亲近自然而返璞归真。在贫困地区旅

游项目开发筹建阶段，不仅需要地方政府资金和政策支持，而且当地居民可以通过自家实物作为投资，例如，可以充分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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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果园、养殖等进行入股，以此获得后期投资收益。在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结合时下电商平台，有利于推动本地特色农

产品的种植与销售。贫困地区居民在感知旅游业发展能够给他们带来经济、社会等效应时，增强他们对旅游增权，从而积极参

与当地旅游扶贫产业建设。一旦项目落实与完成，互联网下电商生态旅游发展势头强劲，发展空间与潜力巨大。一方面，生态

旅游业开发使得贫困地区秀美的生态环境，特色优质农产品，乃至无形居民文化传播外地，凭借游客线下体验的“口碑式”营

销，将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旅游观光，购买本地特色农产品，获得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能够转移贫困地区过剩或残余劳动力

人口解决就业难问题，获的社会效益。

2 农产品电商扶贫模式保障措施

2.1 加大教育培训，促进农户触网

俗语说得好，“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在贵州广大农村地区，人文素质教育的落后，一直制约着当地

经济发展。在电商扶贫大背景下，贫困地区农民思想观念落后，阻碍了电商扶贫项目地推进，为了使得农产品借网上市，贵州

需要提高贫困居民的文化水平，改变落后生产生活观念，使其更好地参与电商扶贫项目，这不仅要加大对他们资金投入使得他

们“富口袋”，更为重要的是，加大教育支出使其“富脑袋”。

在加快推进科技兴农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激发农村电商扶贫活力，培育新一代农民极为重要。在互联网推动下，要使得

农民积极参与教育培训中来。贵州贫困地区人口分散而复杂，要根据贫困居民的特点与需求，开展针对性培训。在“互联网+ 教

育培训”模式下，贵州省贫困地区教育培训方式，可以着手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转移教育培训重心。在电商扶贫过程

中，要积极倡导贫困地区居民“触网”、“触电”。要改变单一的课堂和学历教育培训，更应重视电商平台技能教育。在原来

的培训基础之上，可以优先考虑先培训一批年轻，接受能力强的青年农民，使得他们更好地吸收与消化电商经营知识，进而更

好地运用于实践，将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对他人进行分享与交流，共同进步。第二，结合多中培训方式。在整个电商扶贫活动

中，从线下到线上，根据不同的生产销售环节，应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线下对扶贫对象应该在农产品的科学种植等方面进行

田间培训、流动培训；线上关于店铺、产品包装、设计等方面可以进行针对性的网对网、面对面、点对点培训。在原来针对农

民培训的传统方式上，还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在线农事咨询、实用技术传授等。第三，革新培训教育手段。有效利用乡村

广播等设施，以实用技术为主，结合时下流行网络学习平台，如中国大学“慕课”等进行线上学习。有力借用学习平台的开放、

移动、共享的优势进行电商、农业培训。综合采用移动网络客户端，最大限度开发与利用农村劳动资源，使其在农业生产，加

工、销售等各环节全方位的进行创新，培育新型农民，为发展电商减贫提供优秀的人才。

2.2 利用农业众筹，加强资金支持

在发展农村电商扶贫过程中，可以有效地运用农业众筹，来满足农业生产项目融资难问题。“集小钱，办大事”，众筹作

为一种新兴的预售模式，它主要面向互联网群体募集资金，以此进行相关的生产活动。“农业众筹”作为其中的一种，通过互

联网和社交网络，由生产者作为项目的发起人，以互联网筹集生产资金，革新原有的农业生产流程，按需进行生产，生产完成

后直接配送到消费者手中。在整个环节中，参与方仅为农户与消费者，农产品生产过程可以理解为产品的预售过程。

为了使得贫困帮扶对象更好地得到相应的支持与帮助，贵州省贫困地区企业可以在生产、种植、养殖方面，特别是处于末

端的消费者展示他们绿色有机生态的农产品培育、加工等一系列过程。借助于电商等平台，吸引网上消费群体积极参与，得到

他们关注与支持，在产品认购、消费体验中获得农耕文化、乡土绿色农产品种植体验。一方面，使得贫困地区居民能够得到相

应地资金资助、产品支持、历史文化等消费方式上认可，促进产品销售达到减贫效果。另一方面，又满足了参与者对农村消费

体验。农业生产项目中“种愁”一直是农民亟待解决的难题。俗话说得好，“一寸菜金，一寸菜土”，农业生产活动中，除了

来自大自然灾害等不确定因素外，在抵御市场风险也略显薄弱。因此，对于扶贫地区而言，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选择种植

什么作物更为合适，农业众筹可以解决他们发愁的难题。因为，在消费者需求驱动下，通过客户提前打款，提前下单的预收生



4

产方式，在既定的自然生产环境下，减少了农户对于资金回款以及销售方面的不安全感，改变了农户原有的生产及销售流程，

帮助农户增加现金流，明确市场种植需求。农业众筹也解决三农发展“众愁”问题。通过工业资本流向农村，有利于改善农村

的凋敝现象，利用现代技术反哺农业，倡导贫困地区青年回乡建设，鼓励更多的贫困地人民在家门口创新创业，脱贫致富。从

长远看，电商扶贫的不断落实，可以使得农产品的整合、包装、推广为三农发展及地区的乡村建设增添新的时代活力。将众筹

模式运用到贵州电商扶贫领域，能够有效地对接资金供需方，带来经济与社会的双重效应。其一，变革收益方式。对投资人而

言，通过众筹不仅获得货币财富，而且获得实物享受；其二，缩短城乡差距，将城市资金反哺农村，借助于众筹，使得城市反

哺农村电商更好地进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

2.3 利用社交网络，加大产品推广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消费持续升温，长远看来线上线下融合必将成为电商主流。从消费视角来看，消费主体、消费内

容、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正在发生革新。高品质、便捷化的消费生活与方式必将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新消

费的介入，消费者对产品品质与用户体验表现出强烈的诉求，用户消费的差异化、多样化诉求日益凸显。尤其是消费内容开始

逐渐由物质型向服务型、繁琐型向简单便捷型转移，消费方式的碎片化，移动化，构成了各自特色的消费方式与消费场景与消

费方式。例如，在当今社交网络的成熟与发展，朋友圈的分享，网红直播等，都为消费方式注入了更多的社交文化基因。因而，

贫困地区发展电商扶贫，也要相应地迎合市场需求变化，在农产品或服务等方面要与时俱进，注意营销方式、手段或工具方面

的革新。

在平时农产品的生产与种植过程中，农户可以通过时下流行的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或移动客户端晒出产品与相应地服务，

随时地分享劳动成果，有效地与网上用户进行良性互动。此外，对于产品或服务推广而言，可以借用社交平台易扩散性优势进

行推广，这也是现代农业影响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微信中开通相关订阅号，向圈内朋友进行推广，更好地塑造当地品牌。总而

言之，要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将其与产品与服务进行有效地结合，从而获得相应的品牌知名度，进一步带动贫困地区产品或

服务的市场需求，进而带动地方经济效益。

2.4 发展即时物流，完善物流配送

依托农产品电商扶贫，就必须要有发达而便利的物流体系作为支撑。贫困地区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优质高效的农产品

长期受限于高昂的物流运输成本限制而难以出山。要使农产品够达到“一村一品”，就必须依托互联网+ 物流配送模式，解决

“最后一公里”物流配送问题。当今，在物流配送领域，即时物流成为一种同城配送快速发展物流形式。与传统物流配送相比，

即时物流的核心在于即时性，满足用户订单的及时性，准时配送要求。即时物流配送主要以同城、小件领域作为配送，逐渐扩

展到生鲜、商超配送领域，再逐渐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快递末端领域。即时物流与其他物流关系如下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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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看出，即时物流与电商自建物流、快递交叉融合，而即时物流配送主要以外卖配送作为发展起点，涵盖生鲜配送、

商超配送。就其服务电商平台而言，电商自建平台中有一定程度上包括了即时物流配送，同样，快递物流行业中主要以服务电

商平台为主。尽管即时物流现在主要存在于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中，但随着后期发展，其与电商自建物流、快的会逐渐的交叉

融合。这种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空间的扩大，为扶贫地区生鲜农产品电商扶贫提供发展条件。因为，无论是即时配送，还是电

商物流或快递，贫困地区产品与服务都要借助物流网络，运输到消费者手中。尽管即时物流在同城速递，但是相关鲜新高质生

态绿色蔬菜水果，餐饮配料却源自于山区农业。因而，为了更好地促进农产品电商扶贫，在扶贫模式中，可以扩展与延伸物流

服务配送体系，通过城- 镇- 乡物流配送三级体系，以及末端配送网络，使其更好地为贫困山区服务。互联网+ 物流配送模式

不仅能够完善物流配送网络，使得贫困地区加强同外界联系，保障电商发展的后续物资配送支持，也解决贫困地区部分农民就

业问题。

3 总结

贵州省电商扶贫急需解决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问题，这关乎到当地农户的生存大计。本文就贵州省农产品电商扶贫新模式

进行初步探讨，分析了互联网+ 特色农业、互联网+ 旅游两种农产品电商扶贫的可行性，并针对模式实施在教育培训、资金支

持、产品推广、物流配送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性措施。农产品电商扶贫将先进的营销理念与“精准扶贫”有效结合，使得黔货得

以出山，既惠及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扶贫减贫效应，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绿色生态有机农产品。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可谓是贵州

省精准扶贫下农业经济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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