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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下农村电商扶贫现状分析 

——以颍上县为例 

孙瑀鸽
1
 

(安徽大学 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互联网+”时代下电子商务越来越成为农村经济的创新发展新模式,旨在分析“互联网+”时代安

徽省农村电商发展现状,以安徽省颍上县为例,探索农村电商扶贫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寻找全国普适的稳定的

农村电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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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颍上县电商扶贫背景 

1.1国家大力支持电商扶贫 

时下,信息技术一日千里,随着“互联网+”战略的不断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助力农村群众就业创业、提高农民的创收、增加

各农副产品产品分销渠道,为达成脱贫攻坚中的“两个确保”的效果和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作出贡献。 

国务院扶贫办将电商扶贫工程列入精准扶贫十大工程,并下发了《关于促进电商精准扶贫的指导意见》。重点扶持建档立卡

贫困户、贫困村县,政府牵头鼓励和引导电商企业建立电商服务平台,农产品上行与网货下乡结合起来,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更

多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以“农村电商+精准扶贫”,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1.2颍上县电商扶贫作用 

颍上县是 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现有贫困村 78个,占全县总村数的 22.4%,贫困人口 10.84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6.2%。 

颍上县有着非常丰富的农特产资源。服务中心联合本地涉农企业、相关产业协会等,组建农产品运营中心,统筹资源,通过充

分挖掘农特产、本地品牌塑造、涉农电商培训、资源推介、农产品物流建设等方式解决农产品难售卖、农产品难保存、农产品

难派送等问题,推动本地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 

颍上县在 2016 年申报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并取得成功,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成为阜阳市唯一入选的电商示范

县。2017年上半年颍上县顺利成为安徽经济十强县,经济总量稳居阜阳各县市第一位,带动了当地贫困户通过电商实现增收,为颍

上县实现脱贫注入了强劲的动力。目前 30 个 2017 年拟出列贫困村已实现电商站点全覆盖,建设村级电商服务网点 716 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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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达 3.1亿元,为贫困户节约及增加收入 185万元,直接带动贫困户就业人数达 319人,帮助贫困户 1170户。 

2 颍上县农村电商扶贫现状 

2.1电商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颍上县政府主导,加大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当地建设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推动电商发展。基础设施上,提升农村地区尤其

是贫困村的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农村公共服务均衡化水平,打牢脱贫攻坚的基础支撑。农村电力改造实施 31项单项工程,总投

资 2056.84万元,已全面完工,实现村级全覆盖。道路畅通工程计划实施 310.897公里,新增贫困村 43公里断头路项目,已全面完

成。建设村级电商服务网点 716 家,经营额达 3.1 亿元,为贫困户节约及增加收入 185 万元,直接带动贫困户就业人数达 319 人,

帮助贫困户 1170户,大大促进扶贫发展。 

2.2创新思维指导电商扶贫工作 

颍上县采用了互联网指导电商扶贫的新的思维方式,互联网思维融入扶贫方方面面,形成“培训+孵化+培育”模式,在京东、

天猫、淘宝、苏宁等一些有着较强消费者群体的电子商务平台开店创业,带动网商发展,加快了传统产业转型。 

“网货下乡”促进当地特色农产品销售。颍上县充分发挥苦荞、红芋、咸鸭蛋等特色农副产品资源优势,支持涉农网商网上

交易农产品、农业物资产品,推出有特色的农业产业品牌;颍上县建立旅游服务信息门户网站,及时发布当地旅游的相关信息,大

数据分析旅游情况;对于传统产品,通过开设网店,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鼓励商贸服务企业建立完善电子购物体系,推动传统商业

企业发展 B2B、B2C网购业务,达成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互通互融。 

2.3培育孵化品牌,带动电子商务发展全面发展 

为了让更多的农产品通过网络进城,实现产品变商品、增加贫困户的收入,颍上县加快电商扶贫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帮助有助

于扶贫的电商企业建设贫困地区的电商服务平台。就像返乡创业青年陈远,直接带动本土农产品线上售卖,创办了颍上县神农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返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的跨界创业之路。经过 2年发展,团队从最初的 5人,到现在 20余人,从最开始的零散采

购,到现在完善供应链,创建自有加工工厂,纵深产业链,由生态养殖到基地加工再到消费者手中,让农产品搭载电商顺风车闯了

一条特色的品牌之路。同时,神农牵头起草制定了“颍上咸鸭蛋”电子商务流通交易标准。2016年度神农线上销售额突破 570万

元,主营八里河咸鸭蛋产品销量突破 400 万枚,2017 年双十一当日销售额一举突破 140 万元,截至目前 2017年末线上营业额统计

已达 1200万元,同比 2016年度销售额增长 221%,先后带动生活困难户 60余户,人均增收 3000元。 

2.4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建立奖励机制 

颍上县政府为促进电商扶贫,下发《颍上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中央财政专项促进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县财政

每年预算投入 1000万元,鼓励全民电商创业,开展电子商务示范体系建设,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首次网络销售零达到 50万

元以上的本县农产品、文化旅游产品企业或网商给予奖励。对企业(网商)年网络零售额首次达到 200万元以上的,按其网络销售

额进行奖励。推动了“互联网+”时代下电商扶贫的进程。 

3 颍上县农村电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 

3.1农民自身文化程度较低,对电子商务的接纳程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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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颍上县农村群众来说,素质相对不高,思想观念相对陈旧,对网络信息资源的采用几乎为零。即使光纤通达率非常高,但实

际使用很少。广大群众难以利用网络数据与信息及时准确分析市场行情、抓住农副产品最佳的销售时机,销售利润不甚理想。 

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民众知道“电商扶贫”的概念,没有从事过与电商相关的工作,电商扶贫仅停留在宣传层面。新兴事物

接受能力较强和熟悉网络的年轻人更愿意出去到大城市里打工,留在农村里的农民普遍年龄较大且文化程度很多停留在初中,认

为从事电子商务的风险较大,对电商扶贫产生抵触心理,对电子商务的接纳程度不高。 

 

图 1学历 

(来源于面向贫困人口的调查问卷统计) 

 

图 2电商了解程度 

(来源于面向贫困人口的调查问卷统计) 

3.2颍上县电商发展水平不高,核心竞争力较弱 

虽然县委县政府重视电子商务发展,不过与附近的县镇相比较,颍上县的电商优势并不突出。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一般在生活

中使用互联网支付、缴费等生活服务功能较多,借助农村电商平台的形式过于简单,也没有合理的利用其各个平台进行自身的经

济发展。像是农村的种植养殖业、手工业等实质性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产业往往无人问津。颍上县许多远近闻名的乡村品牌,如

三十铺粉丝、南照大米、半岗柳编、杨湖糖果、古城泥人大很少通过网上销售运往外地获得收益,销售范围小,外运数量低。 

而且大多数企业没有自己的特色产业与品牌产品,农业生产呈现出小而散的特点,农产品没有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完整产业

链,缺乏特色产业和品牌产品,竞争力不高,品牌宣传力度不够,农产品市场销售量持续走低,市场效益不大,无法形成独具特色的

产业与品牌产品,不利于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贫困地区的农民创收增收水平,影响电商扶贫的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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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电商扶贫服务体系仍不完善 

电商扶贫,设施先行。贫困地区的道路、互联网、电力、物流等基础设施是发展电子商务的前提。目前我国铁路与公路交通

通达,快递业得到快速发展,但不得不正视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的道路交通建设仍十分落后这一问题。颍上县基础设施虽然有了

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但是只是满足正常的生活交通需要,依旧限制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一方面贫困地区互联网覆盖程度不高,网络设施建设尚不完善,即使有网络覆盖,网络的信号与质量也难以满足电子商务发

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农村的物流基础设施如邮政等相互衔接不够紧密,运输效率低、速度慢,成本高居不下,导致贫困地区产品

难以形成价格优势从而竞争力不高。电子商务难以发展,扶贫脱贫也无从推进。 

3.4颍上县农村电商专业技术人才严重匮乏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需要人才的核心驱动,电商因其专业性、复合型等特点,对人才的要求较高,颍上县缺少具备全产业链管

理、营销、包装、设计等电商专才和复合型人才。广大群众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对电子商务防范很大,且认识不清,基本上无法

有效的开展农村电商。乡镇条件有限,也缺少留住人才的外部环境,高校毕业的电商人才一般选择离开农村留在学校所在的城市,

专业型复合型人才的缺乏使得颍上县农村淘宝发展缓慢。 

4 对农村电商扶贫的建议 

4.1加强政府作用,营造宣传氛围 

在颍上县扶贫办专门设置电子商务扶贫专项小组,指导全县电子商务扶贫工作。财政部门要把全县电商扶贫工作列为当年预

算项目。同时开设电商扶贫专栏,宣传电商扶贫相关政策、典型例子,利用微博、微信、贴吧等网络媒体和电视、杂志、广播等

传统媒体,增强企业投资和应用电子商务的信心,增强大众对电子商务的信任和防诈骗常识。 

4.2积极扩大电商影响范围,提高村民积极性 

设立电子商务村级便民服务中心,为农村的超市店主作思想工作,大力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这一项目,积极推广“一村

一店”模式。通过专业培训和现场解答帮助贫困户开办网店,销售自产农产品,帮助贫困户撰写文案、美工设计、外观包装等提

高产品的附加价值获得可观利润。 

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电子商务企业在颍上县建设电子商务大项目。帮助企业发掘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技术和传统品牌转战

线上营销,鼓励企业和个体户进驻多个电子商务平台经营。尽量发挥电子商务服务组织机构和行业协会的作用,收集与推广有价

值的信息,扩大网络店铺的经营规模,积极招商引资,促进重大项目落户颍上。 

4.3培育电商品牌,提高产品服务质量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对颍上县优势农产品进行精美包装与加工,提升农产品质量、价值和知名度,申报农产品“绿色无公害”

标识,依据产品属性,研发设计具有特色的相关系列产品,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价值,培养客户的忠诚度。积极倡导“一村一品”,

促使一个村子至少建立起一个特色农产品优势品牌。加快农产品的包装二维码防伪溯源步伐,消费者受到农产品一品一码,更加

放心,同时对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等环节进行实时监控,提高农产品的品质保证。 

4.4保持人才保障机制,加强电商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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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颍上县电子商务智库,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专业保障。以优厚的薪资待遇吸引电子商务经营管理人才、技术人才、

市场营销调研人才赴颍上工作、创业;引导颍上借复合人才回流,鼓励颍上在外电子商务相关从业人员回乡。对于颍上县的建档

立卡的精准扶贫对象主动宣传电子商务常识,培养创业意识,下派干部与电子商务服务中心的培训人员为电商创业提供指导,为

从事电商的农民答疑解惑。 

4.5发挥示范点的带动引领 

选择镇、村开展电商脱贫试点,指导试点乡、村制定路线图,确定时间表,争取村级网点全覆盖。与阿里巴巴、京东、苏宁、

天猫等第三方电商平台达成合作关系,有重点的发展,以先发展带动后发展,发动未参与试点的贫困县群众积极性,分阶段逐步实

现全县脱贫致富计划。 

4.6政府资金帮扶,发展农村金融 

为于销售网货的贫困户或带动脱贫致富的特色线上销售产品的网点,给予免抵押的小额信用贷款,由政府支付贴息,按规定

年限免除利息,根据情况提供适当的资金补助。在各个村设立关于金融服务的网点,指导村民借贷,使得支付等各个金融条件得以

发展。 

5 结束语 

电子商务发展迅速,近年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上十分明显,对于在资源丰富、实业不发达的贫困乡村地区实现脱贫致富

有着重要作用。颍上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脱贫任务艰巨,颍上县重视电子商务发展,顺利成为安徽经济十强县,经济总量稳居阜

阳各县市第一位,探索出了适合与自身发展的扶贫模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虽然发展迅速,但是野蛮生长之下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对于电商扶贫能否实现“真脱贫”和“脱真贫”,进而达到永久脱贫,

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讨论。鉴于研究者知识水平和时间有限,在项目实施中仍需要大量的工作,对于是否可以达到预期效果,有待

于进一步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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