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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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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农村电子商务是互联网同传统行业相结合的产物，是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和引领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

“电商”扶贫也是国家脱贫的十项工程之一。六盘水市是西部地区重要交通枢纽，将“三变”精神融入到农村电商

中，发展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也还存在着农业产业基础薄弱、电商人才流失严重、基

础设施有待完善和农村电商氛围不够浓烈等问题。因此，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应采取对应措施，如

打造农产品品牌，培育复合型电商人才、大力宣传电商政策和完善基础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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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互联网+”与产业的结合，深刻的影响了传统行业的发展，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近年来，开展电子商务成

了发展农村经济的一项重大工程，电商企业将农村市场看的越来越重，开展电子商务有助于缓解农产品供需矛盾，促进农民收

入显著增加。从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还有 2018 年指导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意见中都提出，要利用电子商务的理念来进

行扶贫，鼓励电商平台进农村、开展农村服务，创新扶贫模式，利用“互联网+”的新模式，通过网络进行扶贫工作。2019年《数

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也指出，利用数字化信息化和农业农村相结合，是未来乡村振兴发展的战略方向。通过“互联网+”结

合传统行业的形式，发展区域经济，助力脱贫攻坚工作顺利开展。 

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逐渐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电商模式和电商案例，这些模式的推广也给发展电子商务带来了新思路。农

副产品通过互联网的形式进行销售，也通过互联网学习改善生产方式，现代化农业产业已成新业态。全国一批批示范基地的建

成，也推动了当地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大的市场。 

关于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定义，学者主要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且大部分学者侧重于从狭义角度来理解农产品电

子商务。农产品电商全称农产品电子商务，是围绕着农产品生产这一中心发生的一系列的交易活动，这种交易活动是通过信息

化的技术来进行的，通过信息的发布，收集农产品的需求、价格，进行销售等。互联网背景下，买卖双方在自有电商平台或大

型电商网站进行农产品网上销售，改变传统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模式。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农产品是基础要素，电子商务

活动的进行都围绕此展开，因此根据不同农产品的特征，因地制宜精准化进行销售。农产品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销售，有助于

保障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有效降低销售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同时由于农业生产具有不确定性，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一定程

度上也能降低生产风险，提高了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2015 年国务院将“电商扶贫”工程纳入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的十项工程之一。在电子商务扶贫思路的指导下，电子商务作为

实现农村地区产业扶贫的新手段和新动力，对贫困地区发展的显著作用不仅是收入的增加，更是就业、人才聚集、产业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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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结合。汪向东，张才明指出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电子商务在扶贫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应该轻视甚至无视，

他们提出将电子商务应用到扶贫工作中去，侧重于“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注重开发式扶贫。 

2 六盘水市农产品电商发展现状 

2.1六盘水市概况 

六盘水市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显示，六盘水常住人口为 285 万人。由于六盘水市地处于

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适宜农作物生产和畜牧业发展。六盘水市是传统的农业大市，在惠农政策的影响下，大力发展了适

合自己生态环境的刺梨、猕猴桃等特色产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油料等经济作物、特色产业的种植，在保护生态环境的

同时，为有效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突出本地优势产业，保障农户增收增产。由于六盘水市地貌起伏较大，多以山地丘陵为主，

受制于地貌、交通因素、人才等多方面的制约，再加上农作物的不易储藏性及运输的困难性，六盘水市优秀的特色农产品销路

受困，如何使“黔货出山”成为了保障农民收益的重要问题。2007 年，六盘水市第一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强化了西部重要的

交通枢纽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交通等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也促进了农村电商发展，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2.2六盘水市农产品电商发展现状 

据贵州省统计局统一核算，2019年，六盘水市第一产业增加值 164.11亿元，全年粮食总产量为 60.46万 t，主要农产品为

稻谷、玉米、小麦、马铃薯，产量分别为 9.24、24.16、4.26、18.63万 t，油料作物花生和油菜籽，产量分别为 0.67、2.31万

t，蔬菜产量 157.96 万 t，烤烟产量 1.37 万 t，茶叶产量 0.28 万 t，园林水果 25.47 万 t。从产量可以看出，六盘水市不断调

整农业生产结构，降低玉米等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油料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 

201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推进“互联网+”行动的实施意见》，通过“互联网+”促进农业生产又好又快发展，

农产品销售渠道多元化、保障农产品质量。随后贵州省也召开了电子商务发展大会，六盘水紧跟步伐，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

施，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助力脱贫攻坚。截至 2017年，六盘水市共建成了电子商务服务站 697个，其中覆盖贫困乡镇地区的电

子商务服务站点有 228个。不仅是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市场上也积极探索，2014年六盘水市注册登记的电商企业仅 44家，2017

年增长到 172家，其中 70家企业从事农村电商，同时有 934个销售农产品的网店。2016年，淘宝特色中国·水城馆正式开馆，

围绕水城县产业特色，培育电商行业发展，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3 六盘水市农产品电商减贫成效 

3.1六盘水农村电商发展模式 

六盘水市在发展农业革命史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坚持把“三变”改革融入农业农村生活中，盘活了农村经济，推

动资金、技术、人才的流动，在脱贫攻坚中具有重要作用。由于贵州省电子商务人才的缺失，加上农民生产的分散性、对农产

品电子商务开展了解不透彻等情况，六盘水在发展农产品电商时将三变精神融入其中，在当地基层组织的引导或有技术有能力

的种养大户带领下，利用“电子商务+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将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及时给农户

发布相关信息，为农户在种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帮助。在京东、淘宝和自建平台等销售具有特色的农产品，如盘县火腿、

刺梨、茶叶、猕猴桃、羊肉粉、辣椒等，为农村电商注入新活力。同时，大力发展物流，健全物流配送网络，为农产品电商发

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2六盘水农产品电商减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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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的支持和电子商务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六盘水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蒸蒸日上，2017年 6月试运行以来，销售额 279.23

万元，覆盖了贫困户 9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农副产品，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据统计局数据显示，六盘水市 2017年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9069元，到 2019年，收入上升至 11043元，增长了 21.77%，还剩未脱贫人次 1.26万人。水城

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更是荣获国家首批认定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互联网背景下，六盘水市 32家实体经济企业实现了大数据的融合，

为助力脱贫攻坚提供了力量，建立了 26家农业物联网基地，涵盖了六盘水特色猕猴桃、茶叶、食用菌等农产品，通过龙头电子

商务企业，开展电商助农，与贫困户签订保底收购订单，避免贫困户生产出的农产品出现滞销等情况。农村经济与电子商务结

合的模式是贫困地区走出地域局限，发挥自己区位优势的一条有效途径。 

4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4.1存在的问题 

一是六盘水市农业基础薄弱，六盘水市素来有“西南煤都”之称，矿产和电力占 GDP 的大部分，农业产业相对较落后，即

使部分农业产业和电商进行融合，但融合度较低，缺乏品牌化建设，龙头电商企业的缺失也影响了产业链的后续发展。同时由

于没有后续加工处理，销售的多为初级农产品，附加值较低，且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竞争优势较低。二是农产品电

商人才缺失，虽政府多次组织开展农村电商培训，但大部分参训者实践能力偏弱，文化水平低等问题影响到了农产品电商的发

展，再加上农村日益空心化，青壮年劳动力的出走，极大的制约了农村电商发展。三是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农村电商要发展，

物流设施占据很大的比重，由于农产品的易损坏性，与其他商品物流相比，难度较大，限制了物流的时间上限和半径，对运输

过程中有着较高要求。且虽然六盘水基本上已经实现移动网络全覆盖，但是偏远地区网络信息技术的落后，数字鸿沟的存在也

制约了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四是农产品电商氛围不浓烈，存在着上热下冷的现象，例如猕猴桃产业，政府联合龙头公司鼓励农

户种植猕猴桃，但由于猕猴桃管护周期长，刚种植的猕猴桃苗在第三年才开始挂果，部分农户不愿选择周期长的农产品，而选

择结构单一的玉米等作物，积极性不高，对电子商务认知不到位，仍局限于传统的销售模式。 

4.2对策建议 

一是加强农产品品牌化管理，引进优秀的龙头电商企业，将产品转化为商品，增加产品附加值，鼓励创造具有当地文化的

农产品电商品牌，例如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乡镇聚居区可结合自身优秀的民族文化，发展特色产品，突出生态优势，挖掘农

耕文化特色，提高产品知名度。二是培养电商人才，农村空心化逐渐严重，鼓励优秀人才回乡创业，拓展农村电商人才队伍，

打破传统的经营模式，让“黔货出山”，现代化的人才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脱贫攻坚的主力军，保障农产品电商有序发展，

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三是完善基础设施，农产品具有强季节性，尤其是生鲜产品，地理区位更为明显，开展冷链保鲜项目，

完善偏远地区的宽带设施建设，对发展农产品电商具有重要意义。四是政府继续大力宣传农村电商政策，先让基层工作人员对

政策有了充分了解，再去进行宣传，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继续开展电商培训工作，也要保障农产品电商后续答疑工作，提高

农民培训的实践性，使其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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