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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以赤壁市绿购网为例
1
 

曾 晶 刘 慧 邱佩玲 马 歆 

(武汉东湖学院，湖北武汉 430212) 

【摘 要】: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农业电子商务应运而生。在城市电子商务的带动下，村镇电子商

务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但由于农村电子商务品牌建设程度低，物流通达率和配送效率低下等问题,农村电商的发展

仍然滞后。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归纳，以赤壁市绿购网为例，结合该电子平台的品牌建设、电商人才培养和农产

品物流配送体系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从而加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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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互联网+”背景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农村电商发展迅速，各种涉农电商平台不断涌现，各互联网巨头开始向有着巨

大人口和市场潜力的农村发展。截至 2016年 6 月，我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 26.9%,规模为 1.91 亿，较 2015年底增加 2571 万

人，增幅为 5.2%。农村网民规模快速增加,这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同时国家也明确表明发展农业电子商务是

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朱品文、万宝瑞和贺国杰学者在 2015年对农产品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电商教育培训、农产品品牌化和标准化等方面进行研

究;张滢、侯文华和董坤华等学者在 2016 年对农村电商的不同模式和升级策略、发展的阻碍因素以及未来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探

讨;丁慧平和王萍萍对促进农村电商发展进行了生产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金融模式创新等方面的研究;侯文华针对农村电商集

群的发展模型这一方面提出了系统动力学分析法,对当前农村电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虽然很多学者对农村电商的现状、存

在问题和未来发展道路进行了研究，但鲜有学者以一个特定的营销渠道或企业对农村电商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本文以赤壁市绿购网为例,首先分析了新形势下农村电商现状，在此基础上对绿购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品牌建设、电商人才

和农村物流配送体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结合绿购网的发展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2 新形势下农村电商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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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绿购网成立于 2014年 7月，是由赤壁市政府和赤壁热线共同投资的绿色生态产业展览交易的官方电子商务平台。作

为省级电商示范企业，绿购网在全国拥有 18个绿色产品直供基地及千余种线上农产品。除了线上销售农产品外，绿购网还提供

线下电子商务培训，以此打造电商产业园，通过孵化和培育电商企业,形成电商产业集聚效应,最终构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目前,农村电子商务现阶段的发展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农产品销售趋于品牌化、服务趋于个性化和市场秩序趋

于规范化。以绿购网为例，从品牌的角度来说，绿购网对特色农产品进行网络宣传、拍视频和限时抢购等措施,使消费者在购买

线上产品时形成强烈的品牌意识，推动农产品网络品牌化进程。从服务的角度来说,绿购网在生产、流通和销售环节通过预售、

团购、线下体验购买、便捷的“同城配送”以及七天无理由退货等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服务质量。从市场秩序来说，绿购网针

对农产品有专业的溯源系统,使产品在整个供应链中趋于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进而规范农村市场秩序。然而，由于农村电

商品牌建设程度低,生产标准化程度低以及物流通达率低和配送效率低下等问题，农村电商的发展仍然滞后，具体分析如下。 

2.1品牌建设程度低和竞争力弱 

大部分农村电商由于投入不足和分散经营没有自己的品牌，在网上认知度低。此外，商业的本质是产生价值获取效益,但是

现有规模的局限性造成了产能的不匹配，极其不利于品牌建设的发展。绿购网作为一个县域电商，区域的局限以及电商的普及

就业程度有很大的制约，这些不利因素均制约着农村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 

2.2生产标准化程度低和市场规模小 

目前，虽然农产品电商的创业非常活跃，但电商供应链各环节的互动联合与分工协作机制尚未形成，线上与线下的融合还

存在很多障碍。以绿购网为例，从线上角度说,由于县域电商、区域的局限性以及电商的普及从业程度导致适合网货的品种少,

整体市场规模不集中。从线下角度来说,生产者缺少机器设备，无法做到机械化、标准化生产。 

2.3物流通达率低和配送成本高 

庞大的物流需求与滞后的农村物流配送不适应，即使在有物流配送的村庄，物流配送成本也居高不下。以绿购网为例，绿

购网在赤壁市内有自己的专属物流，但城外需与其他快递企业形成物流体系，才能完成配送，势必会增添大额成本。据调查，

从 30 公里的范围内增加到 60 公里时，包裹在农村的物流成本由是城区的 3 倍变到了 5 倍。物流成本过高不利于电商实现农产

品的产地直销和解决边远地区农产品“卖难"问题，也削弱了生产者通过缩短流通环节获取增值收益的空间。 

2.4电子商务人才稀缺 

随着网商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才缺乏的矛盾日益突出。农村电商的经济管理者大多是当地村民，文化程度低下。农村对于目

前集中于大城市的电子商务缺乏吸引。对于作为县域电商的绿购网来说，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是农村电商面临的挑战。 

3 农村电商发展对策 

根据绿购网现阶段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本文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将有针对性的从四个方面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3.1加快实施个性化,差异化和品牌化策略 

要使农村电商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稳步发展，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就要在“个性化、差异化、品牌•化”上做文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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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需提高品牌意识，推动创立电商品牌和区域性品牌，加强原创设计能力。进而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绿购网在配合程

度和经营理念上应与商家的合作保持高度一致，大力推动品牌建设。在发展过程中也应加强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政府可以在工

商注册、引入第三方专业设计培训机构等方面提供支持,引导企业品牌化发展,扶持标杆企业发挥引领带头作用共同打造属于自

己,属于本区域的品牌。 

3.2加快产品质量安全和标准化建设步伐 

企业要着力提高产品质量，实行标准化生产，特别是拟出口产品，一定要按照国际标准严格执行,政府等相关部门也应加大

力度进行监督。绿购网应对产品品牌需要不断进行销售渠道拓展,加强与农民、农产品加工商与市场的互动交流,多做市场调研，

尽量提供多样品种的绿色产品，确保农产品绿色化与有机化,满足网上客源的需求。 

3.3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农村物流体系 

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覆盖率，积极利用国家政策，降低或减免农村居民网络费用及相关硬件设施费用。

同时，加快完善农村物流体系，以网络平台为纽带与当地物流公司加强协作，科学划分交易过程中风险的评估与责任，充分发

掘农村地区物流企业潜力与活力，解决农村电商发展“最后一公里”问题。绿购网在运输这一方面，还需加强与各快递的协作。

如在乡镇建立商贸中心和配送中心，发挥好邮政普遍服务的优势,发展第三方配送和共同配送,提高流通效率。 

3.4大力培养电子商务人才 

企业和政府要相互协作，建立专业的电商人才培训基地和师资队伍，引导具有实践经验的电商从业者从城镇返乡创业,鼓励

本地大学生回乡创业就业，加大电商活动的宣传力度，不断推动地区性电子商务高效发展。绿购网还需加强相关课程的培训，

积极引导当地农民正确认识电子商务,为培育电商人才做出贡献。 

4 总结 

随着农村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物流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农村商品流通在电子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下已经成为了

一种新型的电子商务途径，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本文以绿购网为例,对现阶段农村电子商务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从产业

结构来说，绿购网以原有的传统产业为基础，建设、运营电子商务自主交易平台，打通多个网络销售渠道，构建“云产品库”，

开创运营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流通渠道来说，这不仅减少了流通的中间环节，降低了流通成本，还提高了利润

空间，使农民能够随时了解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及时掌握市场情况。从就业角度来说,绿购网通过电商孵化、电商培训、理论研

究和咨询管理等方式培养人才，将产品与电商相结合,实现了仍以农业为基础、带动多元化服务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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