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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农村电子商务模式构建与发展对策 

李勋 刘莉琼
1
 

（武汉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技术也更加成熟，人们愈发关注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目

前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比较成功的地区基本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而湖北省处于中部地区，农村电子商务尚处于初级

阶段，通过分析清河模式、沙集模式、遂昌模式、成县模式和通榆模式，在湖北省现有基础条件下构建其农村电子

商务发展模式，指出湖北省应该借鉴通榆模式走品牌化和专业化道路并提出相应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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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概况 

在 2010年之前，湖北省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较慢，以借助全国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农产品交易为主。2012年以后，由于

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淘宝、京东等大企业对于农业电商的重视，全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加快，湖北省农村电子商务也迎

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东南部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起步较晚，发展较为缓慢，相对处于

不利的地位。根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湖北省电子商务交易额 9800 亿元，同比增长 22%，在中部六省

中居于领跑地位。但和东南部沿海地区相比，无论是农产品销售数额还是消费数额湖北省都处于落后地位，如何加速湖北省农

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应该走怎样的发展模式这一问题迫在眉睫。 

据《2017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人才缺口及招聘压力大，存在着行业快速发展与

人才供应不足的矛盾。截至 2017年 12月，84%的电商企业仍然存在人才缺口，相比去年没有明显改善。在困扰电商企业人力资

源部门的问题中，被调查企业中排名第一的是人员招聘压力，营运、技术、推广类及综合性高级管理这类人才是企业最迫切需

要引入的。而农村电子商务因其所处位置等特殊性，人才短缺情况更为严峻，人才引入的压力更大。而湖北省位于中部地区，

自然资源没有西部地区雄厚，资金待遇比不上东南部沿海地区，如何在湖北省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中引入人才也是一个较大的

问题。 

2 多种典型农村电子商务模式的对比分析 

2.1清河模式 

清河县位于河北省，被誉为“中国羊绒之都”，当地羊绒制品加工业十分成熟，但销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当地利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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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的契机，在网上销售其毛绒产品，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其核心是“专业市场+电子商务”。 

2.2沙集模式 

沙集镇位于江苏省，当地成立了全国最早的“淘宝村”之一，以生产家具为核心，并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沙

集电子商务创业园的成立更是使当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其核心是“农户+网络+公司”。 

 

图 1沙集模式 

2.3遂昌模式 

 

图 2遂昌模式 

遂昌县位于浙江省，当地的农特产品优势很大，但是却位于产区县，如何吧农产品运出去是一个难题。随着当地农村“最

后一公里”的桎梏被打破，政府对于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十分重视，遂昌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马云也曾在当地“取过经”。

其模式核心是“电子商务服务商+网商+传统产业”。 

2.4成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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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县位于甘肃省，当地特色农产品众多。有着“千年古县”、“中国核桃之乡”的美誉。成县模式是县委书记李祥带头，

带领当地领导班子集体用微博、微信推动当地的优质核桃销售，然后推动其他农产品走向热销，核心是“品牌+物流+网店+宣

传”。 

2.5通榆模式 

通榆县位于吉林省，它被称为“杂粮杂豆之乡”。2013 年，“云飞鹤舞”电商公司左手整合生产方的产品，右手经淘宝平

台卖出，通过“三千禾”这一品牌统一销售。在短期内便取得了巨大的收益。通榆模式的核心是“电子商务+科技支撑+基地化

种植+深加工”。 

3 湖北省农村电子商务模式构建 

3.1湖北省农村电子商务模式构建的基础 

3.1.1政策支持。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湖北省颁布和实施了大量政策文件，促进了湖北农村电商发展。2014 年发布《关于大力推进电子商务

发展的意见》，2015年发布《湖北省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实施方案》，并且在 2016年发布了《湖北省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19 年发布《湖北省农村电商工程（2018-2020 年）行动方案》，在基础设施、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和农村电商

物流服务体系等多个方面加大资金投入，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3.1.2特色农产品资源丰富。 

湖北省拥有一批农产品地理标志，郧阳大鸡、宜昌蜜桔、洪湖莲子、武当道茶等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在国内的知名度很高。 

3.1.3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 

网络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必不可缺的，在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中，网络基础是支撑其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截至 2016

年 12月，湖北省网民规模 3009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51.4%，处于全国平均水平。 

3.2湖北省农村电子商务借鉴及发展优势 

通过对比上述的五种农村电子商务模式，再结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得出结论：湖北省农村电子商务模式应该学习通榆模式

走专业化和品牌化道路。 

一是湖北省的“供销社”全系统居全国之首，并且有一批发展良好的企业和品牌。例如“福娃”、“福瑞丰农贸”、“誉

福天下”等。 

二是湖北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有着独特的自身优势，在农业生产领域，湖北省拥有广阔的耕地面积、大量的淡水湖泊，并

且是我国重要的棉花生产基地，具有明显的农产品生产优势；其次，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被称为“九省通衢”。交通网络四通

八达，交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具有完整的水陆空交通网络。 

3.3湖北省农村的电子商务模式构建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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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需要一套现行科学的模式来进行规划（如图 3所示）：农村电子商务协会是这个模式的核心，处在

中心区域；政府起到协调各单位的作用，而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则为农村电子商务协会提供技术支持。这样就很大程度上破解了

现阶段的难题。 

在资金链方面，由于农户的资金并不充裕，而银行又不愿意提供贷款，此时生产方可以求助于农村电子商务协会，由协会

向银行贷款，贷款给到生产方后便可以扩大再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等生产方将产品给予农村电子商务协会进行统一包装，统

一品牌，最终送入市场。 

在技术链方面，农资生产商为生产方提供生产资料，并提供培训使用服务。而农村电子商务协会则为生产方提供专业的知

识培训。而电子商务产业园通过引进和招募专业人才，不断提高自身水平。 

这种模式实现了包括政府、电子商务产业园区等多个角色的聚合作用。以电子商务协会为核心，农户、农资生产商的生产

担保有所依托；银行与消费者也能经由商务协会了解到生产者，从而市场与资金来源都得到了保障；此外，政府会在这个模式

之中起到协调生产与消费方的作用；协会与企业合作，有助于指定农产品标准，创立农产品品牌，使地区农业体系化。而多重

角色的参与有助于市场信息的揭示，这样便于生产方根据市场状况调节生产，这一模式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现存的问题，加快

湖北省农村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图 3湖北省农村电子商务模式运作示意图 

4 湖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策 

4.1政府角度 

一是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支持，建设交通运输网络，鼓动

民间资本投入机制，建成健全的“村村通”交通网络格局。“提速降价”是目前农村互联网格局建设的难题，相关部门应当抓

紧落实这一策略，完善农村互联网格局。 

二是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加紧研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行业行为和市场秩序，保证各方的合法利益。 

三是重视人才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进程的重要作用。通过专业技能培训和讲座等形式提高农民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政

府应实时发布市场消息，引导大学生和当地农民进行创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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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企业角度 

一是重视品牌的作用，加大对品牌的经营力度；提高自身的产品加工能力，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 

二是加强企业间的合作与分工。企业应当提高产品加工技术，延长产业链，加大品牌经营力度，加强品牌建设和推广。 

4.3协会角度 

一是协会在连接企业与农户之间起到了重要作用。协会应当实时关注新的政策与市场信息，为农户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

帮助农户提高知识水平。 

二是制定农产品标准，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农产品的检测与评估，突出特色农产品的质量。 

三是关注农村，帮助农民提升相关网络安全知识，帮助农民开网店，做到农产品多样化。 

4.4农民角度 

一是转变自身观念，并提升自身学习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积极投身到发展农村电商的浪潮中去。 

二是接受协会与企业组织的专业知识培训，不断提高自身的认识，并化被动与主动，邀请专家对农业的发展做指导，走生

态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三是支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再就业，这批人长期在大城市工作，接受新事物快，由他们带头，带领村民共同学习，可以加

速当地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丽，李勇坚.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与趋势[J].经济研究参考，2017(10):52-60. 

[2]方安诺，杨雪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人才引入问题及对策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9(09):125-126. 

[3]穆燕鸿，王杜春.农村电子商务模式构建及发展对策——以中国黑龙江省为例[J].世界农业，2016(6):40-46. 

[4]何亚玲.甘肃省农产品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的内因分析——以“成县模式”为例[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36(3):122-126. 

[5]何昆烨，陈姗霖.浅析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模式——以“通榆模式”为例[J].吉林金融研究，2015(12):42-45. 

[6]郑彤彤.湖北省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 SWOT分析与对策[J].湖北社会科学，2017(10):72-77. 

[7]叶锐.湖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策略研究[D].武汉：湖北省社会科学院，2016. 

[8]雷欢欢，胡进.湖北省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研究[J].科技创业月刊，2016,29(7):28-29. 



 

 6 

[9]李成钢.“互联网+”下的农村电子商务模式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5(32):7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