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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消费扶贫长效机制研究 

——以云南省普洱市为例 

马莉 王广斌
1
 

（山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摘 要】：消费扶贫是社会各界参与扶贫的重要途径，但绝不是短期行动，关键是要以此为契机，提高贫困地

区的贫困人口和产业适应市场发展的能力，建立稳定的消费扶贫长效机制。通过分析建立农产品消费扶贫长效机制

的必要性，以普洱市为例，探析了普洱市从“供给侧”“需求侧”协同发力建设农产品消费扶贫长效机制，开创了

“红配绿”的特色消费扶贫模式，依托“互联网+”，开展数字经济工作等，最后阐述了农产品消费扶贫长效机制

的实施策略，以期能为其他贫困地区开展消费扶贫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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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将消费扶贫纳入国家扶贫引

擎和政策体系，突破区域探索和实践的局限性，推动消费扶贫在更广泛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倡导全国动员。消费扶贫是向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购买商品和服务实现扶贫的一种方式，也是社会各界参与扶贫的重要途径。2019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

了由其牵头的《消费扶贫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2020 年行动方案》，规定各部门要统筹产销，切实解决贫困地区的农产品滞销

问题。此外，今年的 COVID-19疫情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扩大国内市场的消费是正确的做法。然而，消费扶贫并非

一刀切，关键是要以其为契机，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和产业适应大市场的能力，建立稳定的消费扶贫长效机制。 

1 农产品消费扶贫长效机制的必要性 

1.1贫困地区缺乏农产品品牌意识 

许多贫困地区长期以来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农产品品牌意识淡薄；二是优质无公害农产品不好卖，甚至卖不出去，导致贫

困地区无法脱贫。如国家级贫困县汪清县是著名的木耳之乡。然而，木耳的生产成本在 40元/kg以上，收购价却不到 60元，市

面上同样品质的木耳售价达到 160～180 元/kg。当地优质木耳价格偏低，主要是因为市场培育和推广不到位，龙头企业带动不

了，导致知名度低。 

1.2贫困地区农产品物流成本高 

由于地处偏远，贫困地区在产品分类、仓储保鲜、包装、网络建设与物流效率等方面落后。农产品运出贫困地区的物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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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且储存效果差，加上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差，从而导致农产品进入大市场困难。 

1.3农产品中间商存在“以次充好”现象。 

目前，市场上有很多“李鬼”扰乱市场。优质的农产品被中间商收购后，却与其他同类劣质农产品混在一起销售。想要购

买特色农产品的消费者，面临人为高价、欺诈等陷阱。这种现象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利益，也影响了贫困地区农户的收入。 

1.4农产品销售声誉受损 

消费扶贫不能仅看成是一种公益行为，更是一种经济行为。在以往的消费扶贫行为中，贫困地区出售的特色农产品存在质

量不高、产量不大等问题，使当地的农产品销售声誉受损，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对消费扶贫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了

较大的负面影响。 

2 普洱市农产品消费扶贫长效机制探析 

2.1普洱市概况 

普洱市是一个集边疆、民族、贫困、山区于一体的城市。2019年，普洱市共有贫困村 351个，脱贫 4.02万户、14.22万人，

贫困发生率由 2018年底的 8.12%降至 0.9%。全市 4个“直过民族”中 97.5%的贫困人口脱贫，8个人口较少民族中 95.5%的贫困

人口脱贫。普洱市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具有“一市通三国，一河连五邻”的独特区位和优质农业特色

资源优势。普洱市把消费扶贫战略作为帮助普洱市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实现增收的重要途径。消费扶贫也是社会各界参与到扶

贫工程的重要途径，促使贫困地区的特色农产品能卖出去，也是消费者的消费在质量上得到保障。 

2.2聚焦“需求侧”、“供给侧”，创新消费扶贫方式 

普洱市围绕消费扶贫的“需求侧”和“供给侧”，创新多种的消费扶贫方式，积极拓展消费扶贫产品销售渠道，提高特色

农副产品供给水平。围绕消费扶贫的“需求侧”，实施商场超市直销、食堂帮扶销售、电商销售安排、宣传推广展、市场主体

主导销售、农业旅游等带动销售，全面促进销售渠道的拓展和稳定；围绕消费扶贫“供给侧”，完善目录管理，加强品牌管理，

完善流通体系，提升农产品供应水平（见图 1）。 

 

图 1普洱市“需求侧”与“供给侧”协同消费扶贫示意图 

2.3推进“红配绿”，焕发消费扶贫活力 

2.3.1政策红利+销售“绿色通道”。 



 

 3 

云南省发布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方案，推进对贫困人口持续扶贫和贫困地区长远发展，鼓励全社会通过

消费参与扶贫，拓宽农产品和服务消费渠道，为提高贫困地区农产品供给和质量提供了政策红利保障。通过合作和平台建设，

又有销售“绿色通道”。例如，上海市金山区推出展销活动、公共餐饮、扶贫礼盒、文化旅游推广、社会救助等措施，帮助普

洱市贫困人口脱贫。浙大通过将农产品引入景东县学校食堂和超市，以电子商务平台等一般方式鼓励校友企业“以买代帮”、

“以购代捐”，参与扶贫消费和电商平台农产品推广，让更多来自景东县的优质农产品进入浙大，进入江浙市场。普洱市设立

国有农特产品商贸公司，引进阿里云生态、技术、资源，借助微信商务和传统电商平台，进行直播销售，加上社区直销，促进

农产品网上销售一体化，构建新型农产品零售业态。将消费扶贫纳入“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活动，鼓励企业通过“以买代帮”、

“以购代捐”等方式向贫困地区购买产品和服务帮助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使贫困地区的农户摆脱贫困。 

2.3.2网红带货+绿色生态产品。 

互联网名人凭借商品聚集流行，绿色生态的基础是坚实的。网红经济之所以能聚拢超人的人气，不仅是凭借“网红”的出

色表现，更因为普洱市绿色生态农产品品质优良。普洱市物产丰富，拥有大量优质、无公害的特色农业资源。普洱市按照“全

链条、网络化、严格标准、可追溯性、新模式、高效率”的要求，逐步建立和完善从原产地到消费者的冷链物流标准化体系。

以优质、安全、绿色为指导，共同打造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提高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例如，西盟佤族自治

县副县长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向数百万网民推荐其天然蜂蜜产品。据统计，西盟县共销售产品 3.9 万件，总销售额 237.4 万元。

这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网红带货”的一个缩影。如今，在普洱市，带着商品的“网红”已经成为一支由领导干部、民间

专家和真正的农民组成的队伍，形成了一支多领域、多层次的网络名人队伍。绿色生态品牌赢得了全国消费者的青睐。在如此

短的时间内，一批批绿色生态产品被抢购一空，足见普洱农产品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见图 2）。 

 

图 2普洱市“红配绿”模式作用机理示意图 

2.3.3依托“互联网+”，开展数字经济工作。 

依托“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积极引入技术团队，共同建设连接南亚和南亚的国际数字信息平台，进一步推动一、

二、三产业融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普洱市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工作，目前围绕云南高原部分县域特色产品和福建战略，结合

阿里、技术、资源优势，借助网红商业模式导入和实践，在一个区域内优质产品走出去，拓展市场，打造更多贫困山区的优质

产品，让更多国内消费者关注扶贫，关注普洱，助力普洱脱贫致富。 

2.3.4推广“消费扶贫+助力防疫”模式，克服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受 COVID-19疫情影响，全国各地农产品销售困难。普洱市纪委所属的高保县景谷县孟坂镇宝罗村柠檬、西番莲等水果运输

销售渠道受阻。普洱市纪委实地了解情况，迅速采取行动，及时研究解决产品滞销问题，积极推进“消费扶贫+助力防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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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普洱市纪委工会倡导群众购买农产品；另一方面，全市由纪委党委和有关部门推进农产品销售与超市的对接，畅通生

产、销售和供应的道路。 

3 农产品消费扶贫长效机制实施策略 

3.1确保政府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在消费扶贫中发挥主导作用 

各级政府机关和社会服务机构等要率先参与到消费扶贫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在贫困地区购买产品，优先聘请贫困地区人

员，自发到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购买产品，引导员工到贫困地区旅游。并积极寻求与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建立长期稳

定的农产品供销关系，建立劳动力精准对接机制。 

3.2鼓励企业在消费扶贫中发挥主导作用 

企业是消费扶贫的先锋。鼓励企业通过“以买代捐”、“以购代帮”等方式，向贫困地区购买产品和服务，扩大贫困地区

农产品的销售和人员的就业。在进一步打破贫困地区产品流通销售瓶颈，进一步提高贫困地区产品和旅游服务供给质量方面，

企业有很大的参与空间。比如，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电子商务平台可以与互联网企业协同发挥作用，利用流量优势，解决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农畜产品销售问题。在提高服务供给质量方面，龙头企业发挥“龙头”的作用，农村合作社也是重要参

与者。“农户+合作社+企业”的模式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支持，分享扶贫红利消费。我们引导和支持一批以打通供应链为主要

目标的消费扶贫示范企业，形成农产品从田间到田间全链条的联动。大力发展网上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产品线下

产销，拓宽农产品流通渠道，减少农产品销售中间环节，实现生产、流通、消费的双赢。 

3.3共同打造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联动“六链” 

贫困地区农户生产的特色农产品要有自己的“身份证”。要建立长效消费扶贫机制，资金链、政策链、人才链、企业链、

产业链、创新链、“六链”衔接，主导技术、人才、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发挥叠加效应，推动特色农产品市场化，助力脱

贫攻坚，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地方经济稳步发展。 

3.4推进物流体系建设，线上线下联动 

解决贫困地区在交通、基础设施、营销推广等方面的劣势，不断完善三级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建立三级农村电商营销体系

和管理机制，提升电商服务站点功能，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形成完整的线上线下产销体系，为经济不景气的产品提供“销售

渠道”。动员全社会帮助缓解消费扶贫压力，由“输血”向“造血”转变，加强经济薄弱村集体经济发展，帮助低收入农民走

出困境贫穷致富。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和差别化定价，以农产品质量为基础，为消费者提供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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