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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电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况盈盈 关延宇 

(西南大学 商贸学院,重庆 402460) 

【摘 要】：作为一种新型扶贫方式,电商扶贫于 2015年开始试点,2016年着力推进,2017年广泛普及,是精准扶

贫的重要内容。电商扶贫在贵州省已经初见成果,但想要得到更大范围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为此各地政府要

积极探索适合当地发展的方案,克服贵州地形复杂、贫困人口分布不均等问题,促进贵州电商扶贫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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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受互联网科技的影响,我国电子商务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展。2015 年,我国网络零售交易总金额 3.88 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 10.8%,国务院扶贫办发现电商的优势后,迅速把电子商务扶贫列入我国精准扶贫的十大工程。2015年底,发布了《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农村的扶贫工作开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电商扶贫自提出以来,在

贵州省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并成为贵州扶贫工作的重要手段。2015 年至今,商务部在贵州省开展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创建工作,2019年 3月,贵州省印发了相关的政策文件对电商扶贫进行了指导,并指出,本年将针对贫困县、乡、建档立卡户,在全

省进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全面推动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本文就贵州电商扶贫现状展开研究,并针对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提

出解决思路。 

1 贵州省电商扶贫现状 

1.1政策方面 

2015年国务院提出电商扶贫,2月份印发的指导意见为贵州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扶贫思路,贵州省政府展开了多次会议,并出

台了相关指导意见。商务部对贵州省的举措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协助贵州展开脱贫行动,得到了很好的反馈。 

1.2建设成果 

在基础设施方面,2016年贵州省启动建设邮政综合服务平台,到 2016年底,贵州快递网点乡镇覆盖率已达 72.4%,建设邮政综

合服务平台 500个、邮政便民服务站 4849个,建成“三农”服务站 1802个、村邮站 1139个,为贵州省依托“黔货出山”实施“大

扶贫”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据贵州省商务厅统计,贵州至今共建成农村电商综合示范县 70个,建设了快递物流服务点 8875个,

覆盖全省 80%的乡镇。农产品销售订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单笔订单金额也稳步上升。 

在电商培训上,自 2015 年国务院提出电商扶贫以来,贵州成立了大批专业的电商培训机构,目前各地政府跟培训机构间建立

了深度合作关系,大力推进了电商走进农村的步伐。2017 年数据显示,贵州省累计参与电商培训的有 13 万人,其中建档立卡、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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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贫困的有 4万人,同时,农村电商为农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2017年带动就业 3万余人。 

同时,贵州还与各大电商平台签署了合作协议,各大平台纷纷出台了对贵州独特的惠农方式。如与阿里巴巴的《农村电子商

务建设战略合作协议》,与京东的《贵州省人民政府与京东集团“互联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及与苏宁易购共同完成的线

上线下的 O2O 营销模式;各大平台为推进贵州电商的发展也积极采取了行动,如农村淘宝在贵州省建设县级服务中心和村级服务

站点——菜鸟驿站,京东平台在京东 APP建设地方特产馆——“中国特产贵州扶贫馆”,苏宁易购在贵州有大量的线下实体店,与

物联网平台以及物流网络结合,形成完整的电商体系。 

2 存在的问题 

2.1电商扶贫作为精准扶贫新模式,还缺乏一套完善的政策体系 

就精准扶贫而言,2013 年首次提出,2014 年初步发展,到 2015 年才得到了基本完善。电商扶贫于 2015 年被列为我国精准扶

贫的十大工程之一,此后才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发展至今,电商扶贫在部分地区已经初见成效,但中央和各地政府仍处于不断的

探索和完善当中,相关政策及理论仍然十分匮乏。 

2.2农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深度缺乏知识型人才 

从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来看,我国有 56147.9万农村人口,其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 3258.7万人,仅占 5.8%;学历为初中

水平的有 21356.3万人,占 38.04%;小学学历的达 23665.5万人,占 42.15%,平均受教育年限 6.54年,纯农业为 6.23年。可见,农

村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接受新东西的能力低,导致新型营收模式很难在人群中开展。 

2.3贵州地形复杂,基础设施建设难度较大 

在贵州省 17.6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里面,其中山地、丘陵分别占了 87%、10%,而平地仅仅占 3%。目前,被列为我国国家级贫

困县的县城共有 585 个,其中贵州省就占了 48 个,贵州省 80%以上的贫民都住在偏远山区,且各地的贫困人口数量相差较大。从

2018 年数据来看,贵州省农村人口数为 1889.28 万人,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且由多民族混居,建设基础设施、完善物流体系耗资

较多,难度很大。 

2.4扶贫方式存在盲目跟风现象 

一个地区的农业水平往往由该地的土壤、气候、人文等共同决定,贵州复杂多变的地形在各地形成了不同的产业模式。迄今

为止,贵州建成了国家级电商示范县 70余个,电商模式也多种多样,许多地区在未了解清楚实际情况的前提下,效仿周边县城的扶

贫方式,把人力、资金投入到“模仿”来的扶贫产业中,但往往吃力不讨好。 

2.5电商培训存在资源浪费现象,目标人群不精准且效果不佳 

各地政府和电商培训机构合作,由政府出资,村民免费报名参与的方式进行培训。但大部分人本身并无电商意识,参与培训后

得不到任何收获,电商培训的效率十分低下,这造成了很严重的资源浪费。 

3 解决办法 

3.1理论联系实际,探讨出当地适宜的电商扶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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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贵定县属于典型的传统农村,“等,靠,要”风气严重,2015 年电商扶贫推出后,村干部立即采取行动,建立了电子商务

服务站,春推茶、夏卖李、秋售米、冬销油,带领全县人民实现了脱贫致富,解决了传统的农村生产困境,至今发展成了贵州电商

扶贫模范城市。所以,在积极响应上级号召、跟紧时代脚步的同时,更需要将理论联系当地实际,在其他地区扶贫经验的基础上,

对实地进行考察,探讨出具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和模式。 

3.2推进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形成一个完整物流网 

一个完善的物流体系是实现农村电商扶贫的基础,让快递接收点精确到镇到村,确保每家每户都能方便地买和卖。一方面,让

村民们在成为电商人之前先学会网购,鼓励他们使用电子设备,让电商思维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网购商品较之于商店购买更加便

宜,完善快递接收点的建设、鼓励农民网购,这也是降低村民恩格尔系数、提高村民生活水平的又一关键所在。 

3.3打造区域品牌,制定产品标准 

政府应明确本地区什么产品具有商业价值、什么农产品适合本地种植,以及什么产品能在本地进行规模生产。针对此,政府

应首先对该生产思维和技术流程进行宣传和培训,制定好质量标准后鼓励更多的人、力、财投入其中,保证质量的同时提高产量。

其次,跟各大电商平台及广告公司进行合作对该产品进行品牌包装和宣传,扩大知名度。 

3.4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为乡村发展出谋划策 

互联网大环境下的信息及技术更新速度非常之快,而目前贵州省农村人的平均年龄大,平均受教育水平低,电商扶贫急需大

量的知识型人才以保证农村电商工作的顺利开展。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如裁减老龄官员、增设电商扶贫办,以提供更多的岗

位,鼓励大学生回乡发展。 

3.5设置工厂,形成分流程合作生产模式 

将农产品生产-出售的过程划分为生产、挑选、加工、包装以及售卖几个步骤,由专业的人进行负责,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具

体为:首先部分村民负责将农产品生产出来;然后由专门的人员对产品进行挑选及加工;最后进行一定的包装和营销。这样既能提

高产品的生产效率,又能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农民的效率得以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无差别的农产品“上行”。 

4 结语 

电商扶贫作为贵州省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重要手段,虽然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但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电商扶贫的

相关问题仍处于不断的探索中。各地政府应及时传达中央的指令,积极反应基层的诉求,提高运作效率。同时,各地带头人应融入

人民生活,分析当地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并着力解决地区差异和文化水平所带来的矛盾,促进电商扶贫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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