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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商扶贫激发内生动力的启示 

——以重庆市奉节县三坨村为例 

李佑静
1
 

（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 400020） 

【摘 要】：以重庆市奉节县三坨村为例对电商扶贫如何激发内生动力的成因、机理进行了分析，发现发展农村

电商需要一定的产业和基础设施条件作为支撑、当前电商平台的低门槛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更多人参与电商成为可

能、当地的政策和懂电商的人才大大促进了农村电商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电商 扶贫 内生动力 

【中图分类号】F323.8；F724.6【文献标识码】A 

1 案例概况 

重庆市奉节县三沱村是一个 2600人的三峡库区移民贫困村，距奉节县 20km，地处奉节脐橙主要产地安坪镇之中，该镇 30km

长江库岸线出产了奉节县十分之一的脐橙。2000 年初，三沱村因三峡水库建设所致长江上游岸线提升，被淹土地 53.33hm2，产

生 70多户库区移民，移民不愿意异地搬迁便就地后靠重建家园。因后靠建设用地山高坡陡、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当地农民一

度对种植脐橙失去了信心。 

2013 年，奉节县开始发展脐橙电子商务，三沱村个别头脑灵活、经商在行的年轻人抓住这个机遇，开始利用外出打工、外

出经销、亲戚在外等各种机会，试水网上销售并初见成效，村里一些脐橙大户也萌生触网想法。2015 年派源脐橙合作社社长樊

德华就把在船舶上打工的儿子叫回来，开设淘宝店铺销售脐橙，当年即售出 50 多 t，还带动其他果农网上销售 400 多 t。2016

年，同樊德华一样，村中黄俊书、张功贵、操中信等果农，纷纷在第三方平台上开设网店、微店销售脐橙。2016 年底，奉节县

委出台奉节脐橙品牌营销扶贫办法以后，三沱村果农更加积极主动发展脐橙网络销售事业。在脐橙中心和协会的组织下，派源、

赢顺等脐橙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广大社员，充分运用亲戚朋友社会关系，采取朋友圈推介、网上推广、门店代售等方式纷纷参

与网上销售。2017年，三沱村被评为重庆市电子商务示范村。 

2 主要作法 

2.1通过能人带头，创建了全村沉浸式电商学习文化 

三沱村脐橙电商发展之初依靠的是外出打工村民、外出上大学的年轻人开始试水线上销售脐橙，村中樊德华、黄俊书、张

功贵、操中信等果农，纷纷在第三方平台上开设网店、微店销售脐橙，实现脐橙线上销售价格比传统线下销售增加了 30%以上，

为左邻右舍的农户提供了可观摩可学习的榜样。村民们通过饭后闲余的时间，与村里电商能人时时互动交流，逐渐厘清自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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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线上销售的优势，设计符合自身的线上销售脐橙的方案，并取得线上销售的成功。随着越来越多的成功典范建立，经过 6 年

的积累，三沱实现了脐橙线上销售每家每户全参与，人人电商促致富的沉浸式学习文化，创新了电商实践的新模式。 

2.2以合作社组织果农，实现脐橙产业规模化 

当地能人依托电商从事线上脐橙销售后，对接了更多的需求信息，促进了村里脐橙种植产业的规模化和标准化，推进了村

合作社等围绕脐橙种养为核心的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2015 年全村进行了集体资产量化确权改革试点，量化集体经营性资产

523.67 万元，2872 名农民享受 34098 份股份（农龄股），成立了派源、赢顺等股份经济合作社。现全村共有专业合作社 6 个，

公司、加工厂 3 个，除了脐橙种植专业合作社外，还有劳务公司、农技服务队，药肥微工厂、广告经纪代理、文旅融合公司、

水肥一体基站等多种经营业态，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 100 万元。合作社组织当地果农，贫困户和其他农户以现金或者土地入股

合作社，当地扶贫部门以扶贫资金的形式保证贫困户 100%入企入社，带动了一批农户增收，如派源脐橙合作社带动了 200 多户

农户增收。 

2.3以政策引导果农上线销售 

奉节县当地对电商发展高度重视，县里专门成立脐橙中心，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扶持当地果农上线销售：一是对市场主体达

到一定销售量的给予销售奖励，200t以上就设奖奖励，最高 100万，500t30万，1000t50万，2000t100万。二是对市场主体参

与京东、苏宁活动的政府有补贴，单价不低于 4 元，重量不低于 2kg，给予 4 元/单补贴，物流补贴每件 2元。三是统一包装，

每一件包装补助 1.5元，商标如是授权经销商，每家 2万元保证金，就免费领用，包装补贴 50元/t。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三

沱村果农纷纷触网，充分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 

2.4打造“数字脐橙”全产业链 

村里对脐橙的种植产业链进行了全面的升级：首先实施测土配方施肥，依托微化工厂技术支撑，对全村分户采集土壤，按

照指标配肥料、配药品；其次进行统防统治统管，完善只能滴灌设施，建设单轨运输道，建设 5G数据果园，推动“技术统标、

农资统供、水肥统灌、病虫统防、果实统摘”；然后对脐橙进行加工分级分选，提档升级 3 家洗选加工厂，引进新型脐橙分选

机，推动分选分级，加工精品果，优质果；最后还延伸了电商服务，发展壮大电商合作社，依托绿色果园，布局摄像头、传感

器，建设脐橙直播基地。 

2.5成立直播电商服务中心，紧跟电商发展新模式 

为了紧跟当前电商发展模式，借力淘宝、抖音、快手等网络直播平台的大量活跃用户流量，三沱村在 2019年夏天专门成立

了安坪镇三沱村直播电商服务中心。该中心依托阿里巴巴淘宝直播村播计划及快手、抖音等平台扶持政策打造，用于开展网络

扶贫、科技兴农、服务本地农产品种植户和商户，通过直播和短视频等创新内容直播电商模式销售产品，建有一个专业直播间

和两个户外直播点，两个网红打卡点，运行半年以来，大大提高了奉节脐橙在网上的知名度，销量也有所攀升。 

3 扶贫成效 

3.1电商主体数量增多 

三沱村全村种植脐橙的农户有 901 户，其中从事脐橙网络销售的果农 411 户，目前平均每户销售 3.5t、网络销售收入 3.6

万元。可以说家家有脐橙，户户有电商，特别是临公路的农户家家户户都通过电商售卖脐橙，房前屋后都种满了脐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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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形成了以脐橙种养为核心的产业链 

随着村里脐橙种养能人从事线上销售，通过脐橙销售量价齐升，率先引领致富之路，这一切极大地激发了全村村民户户种

植脐橙，家家从事电商的积极性。在 1996-1997 年间，三沱村虽然也种植脐橙，但同时也种植其他种类的农作物，如稻谷、柚

子等。随着 2014-2015 年村里脐橙电商的起步，2016-2017 年能人传帮带推进电商发展，到 2018 年后几乎所有的耕地都种植了

脐橙，家家都触网销售鲜果，形成了以脐橙为核心的产业链。如全村物流业大发展，吸引了邮政、申通、韵达、顺丰等 12家快

递物流公司进村，物流业的相互竞争合作也大大降低了三沱村电商的物流成本，2019年脐橙售卖的物流成本不超过 1.6元/kg，

费用比以前大大降低；如全村有自己的包装厂、化肥厂、农技服务队，相关产业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3.3通过脐橙产业链发展促进了就业，增加了收入 

随着三沱村脐橙种养的规模化标准化和电商化，形成了以脐橙种养为核心的产业链。截止 2019年底，村里有 1家农村淘宝

服务店，1家京东服务店，1家天猫服务店，入驻快递商家 30余家，电商从业人员 3000余人。在实现村民的本地就业的同时，

增加了农户的致富能力，2018年，三沱网销脐橙超过 7000t，网销收入达到 4000余万元。 

3.4提高了当地妇女的社会地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女性较多，在家的女性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也较低。但随着

电商的大量发展，女性在包装、客服、营销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她们成为当地参与电商的主力军，农村电商的发展使

她们增加了收入，也提高了其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如村里的一位视力残障的妇女黄小君，年龄已过 50岁，不能外出务工挣钱，

自从家里从事线上销售后，她就在家里进行脐橙打包发货，在电商之路上扬长避短，提升了家里脐橙的线上销量，实现了自身

价值，提高了家庭地位。 

4 案例透视 

4.1经验分析 

本案例的成功之处在于以下三点：一是电商发展存在内生动力。贫困地区信息相对闭塞，人才相对匮乏，发展电商产业存

在天生缺陷，但是三沱村村民运用在外就读和打工人员的智力和信息优势，搭上当地政府大力发展电商基础设施的快车，先行

试水并探索出符合自身的电商发展模式，形成了脐橙电商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沉浸式学习使农户变网店经营者。在脐橙大户

引领电商销售先行致富的示范下，左邻右舍的农户找到了可观摩可学习的榜样，村民们通过饭后闲余的时间，与村里电商能人

时时互动交流，形成了边学边用的沉浸式电商学习氛围。在此生态下，各家各户都逐渐厘清了自己从事脐橙电商的优势，设计

出符合自身的线上销售脐橙的方案，并取得线上销售的成功。当农村电商发展面临新挑战时，县里又组织了电商网红直播培训

班，村里专门开设了三沱电商服务中心，为三沱村电商发展适应新技术、新模式助力赋能，打造了三沱电商学习和应用的良好

生态。三是社交电商的低门槛使人人参与电商成为可能。当前微信朋友圈、微店、社交群、直播带货等社交电商的发展，进入

门槛低，与传统大型平台相比，没有平台管理费，网店装修、客户服务等的技术要求也较低，一般农民或者依靠外出求学务工

的年轻人也能参与社交电商，所以当地出现了户户有电商的局面。 

4.2扶贫机理分析 

本案例的扶贫机理是：在信息时代背景下，依托各类电商平台、社交平台，以本村电商能人为火种，以合作社为引线，借

助政府电商政策的东风，培育线下线上融合的电商实践文化，激发全村村民参与其中的热情。贫困户在此背景下，进行沉浸式

学习，主动运用电商手段，依靠贫困山区农产品生产规模扩大和产品品质的提升，通过电商平台实现“小特优鲜”农产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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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价，帮助山地贫困人口增加收入，达到贫困山区脱贫的持续性目标（见图 1）。 

4.3案例推广的适用条件 

一是地区拥有较强的资源禀赋优势并有一定的产业基础，是在市场需求拉动下自发实现农村电商发展的前提条件。如：三

沱村脐橙种植产业是家家户户发展电商的基础。因此在没有该适用条件的区域，此模式难以推行。二是需要有基础的信息技术

和物流条件支撑。农产品触网销售需要当地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基本覆盖，而且农产品的物流运输条件要达到一定水平，能实

现农产品触网销售的商业逻辑。三是有能人带动，发挥示范效应，是激发农村电商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缺少带头人自身

良好的发展和强大的号召力，就难以形成示范效应和运营技术扩散效应，也不可能有农户自发学习模仿、快速构建起农村电商

体系。 

 

图 1三沱村电商扶贫模式机理示意图 

5 主要结论和建议 

5.1主要结论 

一是发展农村电商需要一定的产业作为支撑。无论什么地区，要发展农村电商必须要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特色农产品作为

支撑，否则即使农村电商发展了也处于“无货可卖”、“一卖就断”的尴尬境地。二是电商平台的低门槛使更多人参与电商成

为可能。电商平台发展之初往往以零门槛或者低门槛吸引更多经营者到平台经营，这使得缺乏资金、没有技术的贫困农民更多

参与农村电商成为可能。三是当地要有一定的道路、物流等基础条件作为支撑。农产品季节性和易腐性的特点决定了发展物流

快递的时效性，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农产品送到客户手中，这就决定了发展农村电商地区必须临公路、铁路、江河等有道路

通达的区域，还有基本的物流运输等作为支撑。四是必须有懂一定技术的电商人才。贫困地区由于人力资本较低，本案例可以

看出，当地的外出返乡农民工、大学生、村干部等构成了电商扶贫的带头人，通过他们的示范效应和号召能力，可以吸引越来

越多的人参与电商，使电商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发展农村电商必须要有一定的电商人才。五是智能手机的应用大大

促进了农村电商的发展。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网络设施落后，相当一部分农民家中没有电脑，但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推广，

几乎人手一台智能手机的背景下，简单的应用就可以实现农产品网上销售，在此条件下农村电商可以得到快速发展。 

5.2主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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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农村电商发展需要政府大力的引导与相关政策扶持。从案例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对脐橙销售的政策扶持在电商发展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通过销售奖励、平台活动补贴、物流补贴刺激了当地农户全员参与电商的热情，也降低了农户参与电商

的运营成本，所以在农村电商起步阶段，政府的扶持和引导对电商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农产品上网销售必须要实现

农产品精品溢价销售。农产品上网销售由于其季节性和易腐性，对运输条件和运输时效都有较高要求，其运输价格也较高，如

果仅依靠普通生鲜农产品售卖难以实现农产品溢价，价格优势也并不明显，所以必须实现网上农产品的精品溢价销售，农民才

能获得更高的收益。三是农村电商发展需要充分发挥第三方中介平台的作用。农民要上网销售农产品必须要通过第三方中介平

台，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可以通过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内容和引导提示，降低服务门槛，积极创新质优价廉的服务产品，开发面

向农村电子商务需求的定制服务，帮助农民网商降低业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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