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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互联网+”成时尚 

专业互联网平台呼之欲出 

夏璟璟 

为了摸清崇明农产品互联网营销情况,崇明调查队日前在本区展开了农产品“互联网+”情况调查｡本次调查主要以走访座

谈形式展开,共座谈了 10 家规模以上农产品互联网经营销售企业,走访了崇明区农委､现代农业园区等部门｡调研结果显示,规模

农企利用互联网进行农产品品牌宣传､经营销售的意识正在逐渐增强,部分农企农产品互联网营销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实现了

一定盈利｡但也要看到,目前本区农产品互联网经营销售仍然存在“小､散､杂”的状况,全区乃至全市统一的､专业的农产品互联

网营销平台呼之欲出｡ 

一､崇明农产品互联网经营销售情况 

(一)卖什么?以高端有机大米､有机果蔬为主 

崇明是上海的农业大区,拥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但是,受农产品时令､运输和市场认可限制,目前本区农企利用互联网进行

销售的农产品主要集中于高端有机大米､有机果蔬等方面｡如位于向化镇的人人一亩田有机农业公司主要以生产销售有机蔬菜为

主,公司的有机蔬菜种植面积约在 400 亩左右;位于新村乡的君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有机蔬菜销售品种达到 80 多种,当季

销售品种也有 40 多种,种植面积则达到 1463 亩｡除了有机蔬菜外,位于三星镇的上海九阳堂专业合作社进行优质有机大米生产,

水稻种植面积达到 370亩;而位于中兴镇的万禾果蔬专业合作社也有有机大米种植,其中有崇明“两无化”大米种植项目,种植面

积约在 100亩左右｡ 

(二)怎么卖?第三方平台､自有网站､手机 APP及微信三大载体 

详细了解农产品如何通过互联网实现营销至关重要｡调研发现,崇明农产品互联网营销的渠道主要有三:一是通过第三方平

台进行销售｡如君地生态公司主要通过天猫平台进行农产品销售,天猫平台的销量约占全部销量的 10%｡万禾果蔬专业合作社的部

分产品也在京东､淘宝平台搭台销售,平台销售量约占全部农产品销售量的三分之一强｡二是通过自有网站和手机 APP 进行销售｡

九阳堂专业合作社拥有自己的销售网站和手机 APP｡企业会员可以通过网站和手机 APP 定制自己家庭一周乃至数月的果蔬食谱｡

位于竖新镇的正禾农业科技公司通过＂正禾优享”手机 APP 平台进行农产品定制销售,网络销售额约占全部农产品销售额的

10%—20%｡三是通过手机微信平台进行销售｡相对于借用第三方平台､自有网站和手机 APP 销售外,手机微信平台进行营销是成本

较为低廉的一种方式,也更适合中小规模农企｡位于向化镇的富源果树种植合作社､瑞菊河蟹养殖合作社以及正禾农业科技公司

均开设了自己的微信销售平台｡ 

(三)卖给谁?以沪上高收入人群为主,采取订单销售模式 

互联网销售方式不同,营销所针对的人群也有所差别｡在利用淘宝､京东等第三方平台进行营销的农企中,其客户分布范围一

般较广,近可达上海市区和崇明三岛,远可及东北､西北等地区｡而在利用自有网站和自有手机 APP进行营销的农企中,其客户主要

集中在上海市区和崇明三岛｡但是,不论客户远近,由于互联网销售农产品往往价格较高,属于特殊定制产品,所以针对的客户主

要为高收入人群,并主要采取订单销售模式展开｡如人人一亩田有机农业公司采取定制订单销售模式,每日上海市区的订单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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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00单｡而据君地生态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企业线上销售主要实行会员制,企业按照会员要求实行订单式生产,“我们的有机

果蔬每斤平均价格在 20 元左右,由于价格较高,所以我们的会员群体主要集中在沪上高收入的白领阶层,目前这样的会员我们有

3000多位”｡销售规模相对较小的九阳堂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也表示,目前企业会员大约在60个,多集中在上海市区,“我们周一至

周四利用邮政 EMS等物流采取定点配送模式,保证这 60个会员家庭能吃上新鲜有机果蔬､大米和鸡鸭肉”｡ 

(四)收益如何?大多企业能实现收支相抵 

收益好坏直接决定着农产品“互联网+”营销模式的前途｡调查显示,农产品互联网销售模式方兴未艾,已经让不少农企尝到

了甜头,但由于成本较高､受众较窄,所以不少农企在获得政府相关补贴后,目前的年终营销收益状况是收支相抵,仍处于不赢不

亏｡但是,将来一旦政府补贴取消或减少,主要利用互联网销售的农企极有可能面临亏损｡人人一亩田有机农业公司在给调研组的

书面说明中就指出:“公司近年来积极利用互联网等渠道进行有机蔬菜和其他农产品的销售,年有机蔬菜销售品种大约在 70个左

右,水果品种在 5 个左右,肉禽蛋产品在 4 个左右,年销售额约为 2200 万,亏损 104 万(不含政府政策补贴)｡”君地生态农业科技

也表示,目前通过天猫､商超和门店的有机农产品年销售额在 2000多万元,线上大约占了10%,“虽然有机果蔬价格高,但相应的我

们成本也高,所以算上政府每年政策补贴,我们能勉强做到不赢不亏”｡九阳堂专业合作社也认为,实现盈利必须拥有一定的客户

规模,“但是我们目前的会员招纳主要依靠市区的 4人营销小团队和已有客户口碑推广实现,所以要实现客户形成规模相对困难｡

当然,如果将来有一天客户实现了规模化,生产量和产品质量能不能跟上,我们心里也是没底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限制

了互联网农企的发展壮大”｡ 

二､面临的困难 

(一)互联网平台维护费用较高,政府缺乏专业互联网平台 

要想进行农产品互联网营销,首先必须进入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或开发自有互联网平台､手机 APP,而对于利润本就单薄的农企

来说,利用第三方平台或开发自己的互联网平台本身就是一项不小的投资｡据人人一亩田有机农业公司介绍,公司拥有自己的网

络营销平台,客户呼叫服务中心设在上海市区,“为了保证线上营销客户体验质量,我们设有 200 个坐席的客户营销中心,光人力

资源成本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万禾果蔬专业合作社也反映农业本就是利润低的行业,要前期投入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开发一套

互联网营销平台是农企不能承受的,就现在借用第三方平台销售情况下,企业首先就要支付一笔不菲的平台费,而且后期产品卖

出后,平台还会有 45天至 60天的收入到账期,这些都是成本”｡中兴镇多利农庄负责人更是直言我们需要低成本的农产品互联网

专业销售平台,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有所动作”｡ 

(二)人才缺口较大,亟需培养稳定的农产品互联网销售队伍 

目前崇明农产品“互联网+”专业人才严重缺乏,且流失也较为严重,已对崇明农产品互联网销售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除龙

头规模农企外,从事农业从业人员普遍存在年龄偏高､文化偏低的情况,对新技术､新知识､新模式接受程度不高,缺乏既懂传统农

业又懂互联网技术且愿意到农村服务的专业人才,制约着互联网与农业的深度融合｡九阳堂专业合作社表示,2017 年在上海市区

有一支稳定的农产品互联网营销队伍,主要用于培养我们的目标客户群,顶峰时我们的客户达到了 80 多个｡但是,由于工资低､劳

动强度高,今年好几个专业互联网营销经理都选择了离职,“这给企业带来了重大打击,会员数也出现下浮,最低时仅剩下 50多个,

所以企业急需既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专业人才”｡ 

(三)物流配送成本高,仓储设施和配套设施不完善 

物流是发展农产品互联网营销的关键,但是目前的农产品物流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物流配送成本过高｡根据被访农企反

映,目前农产品订单发货主要是借用第三方物流公司,如邮政 EMS､宅急便等,“虽然政府正在积极和物流公司沟通降低成本,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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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物流成本依然很高,以夏天需要冷链储存运输为例,一箱 5公斤菜大约需要 30元钱;冬天虽然较便宜,但也在 20元左右,这极

大增加了农企互联网营销成本”｡二是仓储设施和配套设施不完善｡崇明气候环境潮湿､湿度大,农产品容易发霉变质,这就需要

有大容量冷库进行保鲜储藏｡在崇明没有能提供仓储配套服务的企业,企业只有通过自有冷或渠道进行产品冷鲜储藏,自有冷库

售后维护在 k明也很不方便,一旦冷库有了故障或停电很可能导致储藏的农产品大批量地损坏,制约了农产品互联网营销发展｡ 

三､相关建议 

(一)搭建市级､区级农产品专业互联网营销平台 

由于企业自主搭建农产品互联网销售平台成本较高且不专业,所以被访企业均对市级､区级政府的农产品专业互联网营销平

台表现了极大兴趣｡万禾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就表示市里区里如果能有专业的农产品互联网专业销售平台,我非常愿意加入”

｡而九阳堂专业合作社､多利农庄负责人也对这样的政府背景农产品互联网营销平台抱有极大的希望｡因此,建议政府从惠农利农

角度考虑,每年辟出专门资金,委托专业公司和团队来搭建专业的农产品互联网营销平台,免费或低费用吸引农企入驻使用｡ 

(二)加快实施“互联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动,加快培养引进现代农业建设人才 

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要尽快确定一批骨干力量,采取集中轮训或以会代训等方式,让他们明确什么是互联网农业､互联网农业

好处等问题,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一是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大力培育生产经营型､职

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的新型职业农民,研发基于智能终端的在线课堂､互动课堂､认证考试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教育平台,实现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移动化､智能化｡二是大力加强“互联网+农业”的人才专业培训,以崇明现有的教育培训机构为阵地,开展各

类培训｡积极引导支持本区各类职业教育学校开设农村电子商务课程,加强学生电子商务技能培训｡指导各类培训机构增加农村

电子商务技能培训,支持学校､企业及社会组织合作办学,探索实训式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与培训机制,与高校建立长期人才培养合

作关系,多渠道提升农业从业人员水平｡三是重视招才引智,招引有经验的互联网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团队)参与到崇明

“互联网+农业”的深度融合中来｡ 

(三)加快实施“互联网+,’配套联动工程,建立互联网农业发展的保障支撑体系 

为了农业互联网化的快速发展,-是要抓好物流建设,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支持物流､仓储设施的现代化,搭建面向中小物流企

业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为农产品互联网化提供坚实的基础支撑｡加快物流园区的建设,积极推动大型物流企业与农畜产品加工､

种植企业合作,降低输出物流成本｡重点加强冷链物流的研发,研究冷藏､冷冻､解冻和冷链技术,充分保障农产品品质｡二是构建

基于“互联网+”的产品认证､产地准出等信息化管理平台,推动农业生产标准化建设｡要积极推动农产品风险评估预警,加强农

产品质量安全应急处理能力建设｡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崇明调查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