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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绝大部分人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同时新的农产品及其产销模

式也不断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而目前襄阳地区“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最大瓶颈是人才。推动襄

阳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必须解决人才问题，一方面加大电商人才培养力度，另一方面面依托当地高校

打造专业的电商队伍，同时借力地方资源，吸引人才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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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经济的繁荣给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农产品电子商务逐渐成为电商发展中的新动力

和新业态，但由于产品杯准、生鲜贮藏、冷链物流等的特殊属性，使得农产品电商的渗透率远远低于图书、家电、

服装等产品，同时也说明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

襄阳属于农业大市，粮食生产、畜牧生产、农产品加工均位居全省第一，农产品电子商务对襄阳市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产品供应链、实施精准扶贫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但目前襄

阳地区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存在专业人才不足等诸多问题。

1 襄阳地区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

1,1特色农产品初具规模

襄阳市下辖的各县市区因地理条件和历史渊源、现代农业发展机遇，现各个县市区的特色农产品已经基本形成，

南漳、保康、谷城的香菇、茶叶、中药材、土鸡蛋、钳橘；枣阳的桃和玫瑰花；襄城的襄麦冬与山药；襄州的柳编、

马铃薯;宜城的雷河大虾、郑集皮蛋、板鸭；老河口的犁等等。这些特色农产品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市场效应；

其中很多现在的主要方向是通过品控、包装、销售推广的深入拓展去提髙效率、保持品质、打造品牌和提升产品的

附加值。

1.2农村电商发展迅猛

受周边环境影响和农村发展的迫切需要，襄阳地区农村电商发展势头迅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现有的电商及交友平台上农产品销售火热，如：淘宝、京东、微店、QQ群、微信朋友圈到陌陌、快手、抖

音小视频、火山小视频等都成为农村年轻人快速推销自家特色农产品或代卖的主要渠道 i 并且有些已经做成了一定

的气候，销量和盈利蜘见成效。

二是襄阳当地农村电商特色已基本形成，如：“永保大叔”、淘实事、供销蜂鸟、阿里巴巴农村淘宝等，在襄

阳各自的运营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亮点，成为襄阳农副产品外销与内化的重要渠道。

三是随着阿里、京东、苏宁等大型电商在我市农产品电子

商务运营网络的建设及多家快递业务到达农村，几乎每个乡镇都能快递直达，一些当地农村淘宝群体甚至将站

点直接设到了村里，极太的方便了农民生活和特色农产品的输出。

2 农产品电商发展瓶颈关键在于人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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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农产品电商发展调查结果分析

为了解襄阳地区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需求的真实情况，我们的课题调查团队于 2017年 9月~2018年 6月针对职

业农民，农学类学生，农牧企业、农村电商企业和农村经济经营主体负责人等，通过调查对象，采用问卷、现场采

访、个别交谈、网络数据采集、处理及分析、邮件采访，文献査阅等多种调査方法，主要调查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

现状、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需求，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缺乏的原因等情况。

调査结果显示：虽然互联网发展迅猛，电商发展一路高歌猛进，势不可挡。但是到了农产品电商，都远没有普

通电商发展那样顺利。主要原因包括：（1）运输中容易损耗，一般生鲜产品的损耗率可以达到 10%~30%；（2）配

送时间要求高，和普通快递不同，如果家里面没人还可以过一天再配送，而生鲜商品如果配送时间不精确，则会造

成食品无法食用；

（3）物流成本高昂，平均物流成本占 15%到 20%，有的则髙达 30%到 40%；（4）产品标准化低，没有形成统一

的产品标准。（5）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问题在农产品电子商务的这些环节都缺乏相应的人才支持，这才是造成农产

品电商发展困难的原因。

2.2农村电商人才缺乏的主要原因

在接受调查的 760 名职业衣民中，以中青年居多，大多数文化水平集中在髙中、中专水平，多数人对计算机技

术以及网络技术了解不多，应用互联网的技术能力较差；对电商了解不够。

2.2.1 农村电商认识不到位。随着科技进步，农业生产相对之前有了一定的改观，但大宗农产品销售仍以传统

销售方式为主，人们对电商不了解，对电商在服务农民、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方面的作用不清楚，没有充分认识到

电商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农村电脑、手机普及率较髙但互联网有效利用率低，对于知识水平层次相对较低的职业农民来说，网络终

端的电子商务利用率非常低，网络的运用也变得狭隘，大部分人还没有认识到手机和电脑终端对促进农业生产经营

的重要作用。

2.2.2 农村电商人才缺乏专业技能。调查发现农村信息网络资费较贵，农民利用互联网技术的成本较高。大家

对发展电商的期望和热情都较髙，渴望了解“农产品电子商务”相关知识，希望能够通过自身从事农产品电子商务。

但他们苦于受自身局限；一方面大部分人在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上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已经超出了他们的个人能力

范围，常常遭遇困境；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对手机电脑使用并不熟练、沟通及应变能力不强，经常会对解决网上售卖

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和售后服务等问题束手无策。

2.2.3 农村电商人才学习能力不够。很多农民从事农村电商的地点就在农村，留在农村多是依赖从事农业，解

决一家生计问题，方便照顾一家老小；而农村现有的人口呈现空心化、老年化发展，即使是掏钱找人帮忙解决问题，

先不考虑交通等外部因素，往往就因为找不到人，事情只能搁置。因此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解决其中存在的人的

问题变得相当关键。

2.3农村电商人才缺乏制约农业发展

面对农村电商发展的大好形势，通过对农学类相关专业学生、农村电商的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产品电商企业负责

人的调查咨询，农村电商人才缺乏成为现阶段襄阳地区农业发展的最大瓶颈，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目前的从业结构是农民，年龄普遍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电子商务知识和操作技能。

（2）大农类专业人才缺乏在目前相当严重，农业的全面发展不仅仅依靠种植类和养殖类专业人才的支撑，还需

要农产品深加工、农业机械、食品机械、检验、种养殖厂设计、物联网搭建、物流等各个专业的技术型人才，这些

专业人才在农村相当稀少。

（3）受农业生产自身的制约，能够驾驭农产品全产业链的髙素质复合型人才的紧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软肋，随

着集约型、精品型等新型农业产业的出现，对品牌设计、品牌管理、品牌维护、团队建设、农产品运输、贮藏、营

销有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相当匮乏导致很多农业项目的搁置和无法开展。

（4）由于农村的工作环境差，收人待遇偏低等原因很难留住人才。

3 解决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缺口的对策与建议



3.1依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提升实操水平

在现有的大环境下，依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等培训项目，加强农村电商人才培养，深人提髙农产品电子商

务在农民培训中的实效性，努力培养一批襄阳本土从事农业、既懂理论又懂业务、会经营网店、能带头致富的复合

型农村电商人才显得尤为重要。

要解决人才问题，必须加大农村电商人才培养力度，培养的主要对象还是农民。农村不缺人，缺的是既懂应用

互联网技术，又懂农业，还能紧跟时代步伐的新型职业农民。

农村通过调动返乡创业者、大学生村官、农村青年、退伍军人等参与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积极性，带动他们积极

开办网店，引导、鼓励具有实践经验的电子商务从业者、电子商务职业经理人到农村发展，不断培育和壮大农产品

电子商务主体，发挥其带动和引领作用。

同时通过新型职业农民等培训项目和举办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搭建农村电商从业者之间相互学习和人力资源

整合的平台 0

3.2依托当地高校，打造专业队伍

当地髙校一直做为未来人才缺口的主要来源，相应专业群及“一村多名大学生”等项目的学生培养模式必须紧

贴产业需求。

同时树立“促进现代大农业发展”的教育理念，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综合能力；髙等教育不仅要面向农业第一线，

还要面向农业二、三线，立足农业建设的出发点，及时调整专业方向，积极创办一批新的，急需的专业；同时加大

科研经费投人，加快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等科研基地建设；利用高等院校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健全的学科优势，

积极发展成人教育。

在近年来开展的“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等项目实施和成人教育的人才培养中，高效课堂宜渗人“互联网+”思

维，扎实将课程内容与产业发展相辫合。后期条件成熟可尝试与企业联合办学，开设产业学院等。

3.3借力地方资源，吸引人才回流

在襄阳当前的大环境下，专业人才主要聚集在政府、髙校、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等单位，要想将现有的人力资

源利用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必须学会借力，持续推进及尝试“政府、髙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

等新模式，让农民和农村发展在智囊团指引下，发展农业不迷茫。

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开展，农村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都有一定改善，但与发达地区及城镇还是有差距；

同时受经济下行的影响，很多原本在外面打工的中青年返乡，要让这些人能在农村留的住，补齐农产品电子商务的

人才缺口，解决突破口还是在美丽乡村建设；只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美丽乡村吸引城市消费，产

生经济效益，才能更好的吸引人才回流，达到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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