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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特色农业“互联网+”是特色农业现代化、精细化、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滇西民族贫困地区具

备发展特色农业的禀赋优势,但面临产业发展瓶颈。特色农业“互联网+”升级是滇西民族贫困地区实现 2020 年全

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有效的手段之一,对地区特色农业“互联网+”升级能力进行评价为特色农业转型升级和现代

化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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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互联网+”写入了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如今“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发展方式,已经与

社会经济、管理、医疗、教育、服务等方方面面深度融合,“互联网+”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日益明显。特色农业“互

联网+”是将互联网创新成果与传统农业产业深度融合,是特色农业现代化、精细化、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滇西民族贫困地区是我国西南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90%以上的面积地处山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相对滞后,但山区垂

直多样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形成了发展特色农业的自然禀赋优势。然而这些地区特色农业发展基础薄弱,面临产

业化程度低、产品竞争力不强等发展瓶颈。在滇西民族贫困地区实施特色农业“互联网+”升级是滇西民族贫困地区实现 2020

年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的切实有效的手段之一。进行特色农业“互联网+”升级能力的评价可以为各地区特色农业现代化、精细

化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2 普洱市民族贫困县特色农业“互联网+”升级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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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普洱市民族贫困县概况 

普洱市位于滇西南,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具有“一市连三国、一江通五邻”的独特区位优势,是云南建设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前沿。辖区内 98.3%的国土面积为山区,贫困面大,下辖的 9县 1区中有 8个县属于滇西边境片区国家

级贫困县,脱贫任务艰巨。境内世代聚居着哈尼、傣、彝、拉祜、佤等少数民族,其中包括拉祜族、佤族、傈僳族、布朗族、瑶

族 5 个直过民族。文章以 8 个民族贫困县为研究范围,截止 2017 年底 8 个贫困县人口共 201.14 万人,各贫困县的人均 GDP 及地

理分布情况如图 1所示。 

2.2特色农业“互联网+”升级能力测度指标 

要测度各民族贫困县特色农业“互联网+”升级的能力需要考量各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状况及发展“互联网+”的软硬条件。

首先产业相关理论特色农业发展状况可以通过禀赋条件、设施、产业化程度等方面来衡量,文章将自然禀赋、农业设施条件、产

业化水平、特色农产品大众认可程度、需求程度等视为特色农业“互联网+”的产业基础测度指标,并对其进行综合评分。 

 

图 1普洱市民族贫困县人口、人均 GDP及分布示意图 

数据来源:《2018云南统计年鉴》。 

其次发展“互联网+”的软硬条件包括宽带网络、4G 信号等硬件基础,也包括金融环境、物流条件、专业人才等发展特色农

业“互联网+”的软环境。(1)近年来各贫困县重视信息网络建设,将信息网络建设作为脱贫基础项目,截止 2017年底所有贫困县

已实现宽带网络建制村全覆盖。因此各县实施“互联网+”的硬件基础差异性不大。(2)地区金融环境包括地区金融政策、金融

可及性等多方面因素,其中金融可及性能够体现出一个区域的百姓与企业获得金融支持的情况,银行网点分布密度是金融可及性

的一个重要体现。文章通过银行网点分布密度测度各贫困县的金融可及性。(3)物流的发展是特色农业“互联网+”升级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发展特色农业“互联网+”,使特色农产品面向全国消费市场,便利的物流是必要条件。文章通过物流公司数量、服

务网点密度以及交通便利度测度地区物流便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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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因素,文章选取特色农业产业基础、银行网点密度、物流便利度三个指标对普洱各民族贫困县实施特色农业“互联

网+”升级的能力进行评价。 

2.3普洱 8个民族贫困县特色农业“互联网+”升级能力分析 

(1)对各贫困县特色农业自然禀赋、产业化水平、农特产品价格与销量等指标进行分析,加权计算得出各贫困县特色农业产

业基础评分;(2)收集各县辖区内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富滇银行、云

南农村信用社等银行服务网点数据,对各贫困县特色农业“互联网+”的金融可及性进行评价;(3)通过统计资料及官方网站收集

各贫困县路网等级、路网密度、物流网点数量等数据,对各县道路条件及物流网点分布状况进行打分,评价各县物流便利度。最

后对普洱市 8个民族贫困县的特色农业产业基础、金融可及性、物流便利度三个指标进行综合评分,评分区间为 1～5分,评分越

高表示地区特色农业“互联网+”升级能力越高。 

可以看出普洱市各民族贫困县均具备实施特色农业“互联网+”升级的基础,但各县发展能力存在差异。8个民族贫困县中宁

洱县普洱茶产业发展历史悠久,产品的市场认可度高,产业基础相对较好,且境内交通、物流便利,金融环境相对较好,所以综合评

分最高;其余各县均有具备市场竞争优势的特色农产品,如墨江的紫米、镇沅的瓢鸡、景东、江城、孟连、澜沧、西盟的甘蔗、

咖啡、茶叶等,但产业化程度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且各县交通、物流及金融环境差异较大,因此各县综合评分存在差异。可以

看出各县实施特色农业“互联网+”升级的基础不同,工作的方向和策略也应不同。 

3 小结 

解读政策不难发现,“互联网+”现代农业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战略。“互联网+”是促进实现特色农业现代化、精细化、品牌

化的有效途径。文章通过分析普洱各民族贫困县的特色农业产业基础、金融可及性、物流便利度指标,评价了各民族贫困县特色

农业“互联网+”升级能力,发现各民族贫困县实施特色农业“互联网+”升级有基础,但能力有差异。这一现象是滇西民族贫困

地区特色农业“互联网+”升级问题的缩影。各县需要进一步加强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金融便利度、引导物流业发展、提高

特色农业产业化水平。此外专业人才、科技服务、政策环境等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色农业“互联网+”升级的发展,但由于相关

指标缺乏数据且难以量化分析,文章未对这些要素进行测度,这将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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