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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集镇“互联网+”促增收的调查与启示 

张娟/南通大学 

王顺祥/江苏省南通市委办公室 

沙集镇位于江苏省睢宁县,传统家庭作坊式的家具生产、网络在线销售和物流配送是这个镇的产业特色。近年

来该镇每个村都有农户从事家具的互联网销售,家庭收入持续增加。 

沙集镇家具生产及互联网销售发展态势 

互联网对于实体经济的意义在于通过打造智慧型组织,实现对传统产业的再造。沙集的家具产业发展和互联网销售相互促进,

带来了上下游企业的集聚,形成了产业集群。沙集的家具生产和互联网销售呈现以下特点。 

三代企业并存发展。 

沙集镇家具生产企业众多,大致可以分为三代,代表了沙集镇家具生产的不同阶段。第一代是前店后厂的个体。家庭生产,数

量众多,低成本经营,产品价格低,是整个产业体系的基石。第二代创客工坊。沿用原有厂房或标准化厂房,招募专业人士,自主设

计,标准化工艺,规模化、精品化和品牌化生产,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提高。第三代是行业的领导企业。这些企业在市场以高端、

定制甚至手工生产为方向,集生产、展示、体验为一体。部分企业成为家具巨头,甚至是国际家具企业。 

三代人共闯市场。 

沙集农户一家三代,共同服务于家具生产和互联网销售。孙辈的年轻人每天操作电脑、手机,获取市场信息,联系全球的客户,

接受订单。第二天早晨父辈按照订单配货。大型商品联系物流公司上门收取,小型产品在下午四点之前,由祖辈骑上小三轮车直

接运送至物流公司。 

互联网销售发展提升。 

2015年阿里研究院在全国评选淘宝村,睢宁沙集镇的东风村位列全国十大淘宝村。2016年沙集镇 17个行政村全部是淘宝村,

全国 5个淘宝镇,沙集是其中之一。2017年沙集镇斩获“江苏电子商务特色小镇”的称号。 

沙集镇互联网家具销售发展成因 

沙集家具的互联网销售经历了从自然发展到主动探索创建的过程,传统的家具生产遇上了互联网销售,从此蓬勃发展起来。 

产业基础好。 

历史上沙集镇的木匠很多,在当地小有名气。大工及家庭帮工吃住都在自己家里,不雇工,工作没有时间限制。利用自家庭院

场地几十到几百平方米,前店后厂式加工生产家具。需要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可以暂时占用家庭生活用地,或利用自家承包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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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成本低。这是产业发展的基础。 

互联网门槛低。 

一是农户家庭开网店资金成本低,只需要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和一千元网络费。沙集超过一半的电商为小规模经营,投资不

超过 3万元。二是技术成本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很快就能入门。三是信息成本低。周围铺天盖地的互联网信息极大地

弥补了农民的信息短板,带头人的信息探路也带来了很大的优势。沙集镇第一个从事网络销售的人是孙寒。从移动公司下海后他

在网络上销售充值卡,继而又与夏凯、陈雷销售本地的简单家居小饰品,比如相框,收入较高。在三个年轻人的带动下周围很多人

相继在淘宝上开起网店。 

政府引导强。 

沙集镇政府围绕打造家具产业,把各个部门、各条线上的规划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规划。过去沙集镇域内见缝插针建设

的物流分拨中心网点很分散,镇区道路车流混乱,交通拥堵。镇政府通过土地整理、多方沟通协调,建设专门的园区服务中心,把

分散的物流中心、网点集中到物流园中。吸引物流公司在本地注册分公司,进一步扩大物流公司的服务水平。镇政府大力加强园

区融资,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园区建设,努力争取国家和省专项资金支持,为产业发展规范提供资金保证。近几年重点推进项目建设,

新网商一条街申请农发行 1 亿元;标准厂房东区项目,占地面积 113.9 亩,项目总投资 3.38 亿元;物流园项目占地 107 亩,项目总

投资 2.32亿元。与东海证券对接,发行项目收益券,贷款 5亿元;与江苏银行对接贷款 4500万元;与江苏国信对接申请贷款 10个

亿。镇政府联合睢宁县质监局建成沙集家具质检中心,专门针对沙集生产、网络销售的家具建立质量指标体系,严格检测。对家

具生产企业实施质量提升计划,要求企业加强自身经营管理。与高校、国内外设计师合作设立国内外设计潮流资讯数据库和设计

师数据库;注册自主品牌和产品专利,加强自主品牌设计和建设。 

沙集实践对南通农民增收的启示 

针对南通的实际,结合沙集互联网发展以及家具销售的经验,南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启示。 

做好发展规划。 

规划是先导。在确定重点发展产业的前提下,把各种规划尽量统一,围绕重点,仔细研究,从中筛选出对“互联网+”发展最有

利的规划,并把自相矛盾或者不统一之处协调统一起来,把各方的力量集中起来,推进“互联网+”的发展。目前最困难的是土地

利用,集中力量解决好土地规划。南通需在准确定位特色产品或者规模种养的基础上,实施“淘宝村”培育工程规划。 

建设基础设施。 

网络基础设施、互联网平台和物流是“互联网+”发展的要素,也是制约因素。基础网络设施必不可少,这在南通农村基本解

决。互联网平台正逐渐成为经济社会的基础设施和企业商业模式的基石,自建平台或加入第三方平台成为企业选择互联网平台时

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生鲜农产品需要快捷的物流做配套,南通物流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也广泛存在。 

准确定位网络销售产品。 

依据互联网、电子商务特点,结合消费者的偏好,准确定位南通各地适合于电子商务的农产品,形成一地网络销售一个(类)产

品的“淘宝村”,由此衍生出网络产业集群,在商品生产、加工和流通方面形成协同效应,大大增强了农村“互联网+”的群体竞

争力,最终形成规模效应。利用地理优势,以上海、苏州为目标市场,将南通的生鲜农产品通过网络销售。海产品销售,有良好的



 

 3 

冷冻和快捷的物流相配合,市场半径还能进一步放大。耐储藏的生鲜产品以及非生鲜的产品和其他工业品一样,在网络上销售。 

做好培训示范。 

一是农民培训和示范宣传,针对目前的需求态势,需进一步加大计算机互联网知识培训力度。二是选准带头人,做示范宣传,

由点及面。从现有的淘宝村发展历程来看,优秀的带头人在“淘宝村”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引领带动作用。乡村是

“熟人社会”,农村“互联网+”发展在带头人的示范下很容易向周边亲友、邻居扩散。三是准确定位销售产品,引导形成产业集

群。 

引导多形式的农产品电子商务。 

鼓励各种平台为农村提供信息,提高信息资源的对称性以及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以供农民选择、决策。鼓励多形式电子商

务的销售模式。自建平台与线下实体店结合,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增值服务,提升满意度和信任度,线上和线下可以相互溢出。

加入第三方平台需遵守平台的治理规则,较强的线上线下整合能力有利于提高绩效,有利于提升用户数量,在线上社区的电子口

碑效应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