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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三五”以来，贵州省农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互联网不断与各大产业相结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

的新引擎。其中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为贵州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模式得到不断

完善和改进，但还存在诸如基础设施不完善、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专业技术人才缺少等问题。为此针对所存在的

突出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农产品加工转化率、电商发展与高校结对等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便在乡村

振兴的背景下使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继续发挥其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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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此项行动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将互联网与传统产

业相融合，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寻找经济增长新的着力点。信息技术(诸如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进步发展使得互

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业作为第一产业与互联网相结合是大势所趋。互联网与农业的结合就是将先进的

互联网技术运用于传统的农业中，从而探索出新型的生产、管理、销售的新途径、新方法。将农产品互联化、网络化可以拓宽

销售的市场，打破销售的地域局限性。互联网与农业结合最广泛的模式就是农村电子商务，其主要目的是推动国家农村信息化

示范村建设，以农村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为核心，以三网融合通道建设和资源整合为重点，打造智慧农业云平台，构建现代农

业信息、村务民生服务和农产品电子商务三大类专业信息服务系统。 

随着“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各省市都积极推动互联网与自身产业的融合，贵州省结合自身发展情况积极发展农村电

子商务。贵州省拥有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互联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地形以山地

丘陵为主，农业的发展主要以山地特色农业为主。贵州省将“互联网+”的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融合，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取得了

积极成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1 贵州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自 2014年以来，电子商务的发展不断向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模式成了扶贫的重要手段。在基础设施方面，互联网宽带接

入用户从 2015年 386.8万户增长到 2018年 568.6万户增长了 181.8万户。其中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从 72.8万户增长到 164.1万

户，增长了 91.3万户。农村宽带接入用户增长量占总体增长量的一半左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的

改善。具体数据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贵州省互联网主要指标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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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6 2017 2018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 875.8 1113.9 1325.6 1535.4 

移动互联网用户(万户) 2212.3 2528.7 2938.5 3323.1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万户) 386.8 459.5 568.6 732.0 

城市宽带接入用户 313.9 361.5 436.7 568.0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 72.8 97.9 131.9 164.1 

单位宽带接入用户 41.3 46.0 51.2 99.5 

 

截至 2019年贵州省已创建国家级和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 79个，建成县级电商运营服务中心 70余个，村级电商服务

站点 10250 个，快递物流覆盖全省 100%的以上乡镇，带动近 10 万贫困户增收。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为“互联网+农业”的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电商引进方面，贵州坚持“引外内育”的模式，对外不断引进各种大型电商企业，诸如阿里巴巴、京东、

苏宁、中国邮政等，并与其签订战略协议，在贵州开设了地方馆、特色馆、扶贫馆和特色网店及专区。对内不断与省内大型企

业合作，诸如贵阳中天城投、南京红太阳、万达集团和广州江南等企业，孕育了一批像贵农网、黔邮乡情等本土电商平台。随

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加之政府政策及资金的支持，贵州省的电子商务平台取得良好效果，截至2018年全省实现网络零售额180.4

亿元，同比增长 37.06%。贵州省互联网和农业也不断融合发展，根据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 2020年大数据与农

业经济深度融合指数中高级占比 6.3%，中级占比 55%，初级占比 38.7%。贵州省“互联网+农业”的发展进程不断推进，效果明

显，但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2 贵州省农村电商发展存在的问题 

随着“一码贵州”平台的成立，平台入驻企业 3.3万家，线上产品 7.2万个，“辣椒云”“茶云”等累计交易额超过 70亿

元。贵州省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成果有目共睹，但是仍存在改进的空间。 

2.1基础设施不完善 

电子商务要高速有效地运行，完备的基础设施必不可少。虽然 4G 和 5G 技术不断地发展，但目前贵州省电子商务发展所需

基础设施水平与现有供给之间仍存在缺口。受到其特有地形的局限，许多相对偏僻的地方网络信号稳定情况不够理想。网络信

号的不稳定以及覆盖率不够广泛，造成了贵州省的电子商务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影响了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效果和质量。交

通运输条件有待改善。贵州省以高原山地为主的地貌特征使得很多地区的交通闭塞，交通的方式单一。响应党中央乡村振兴战

略的号召，现在贵州省实现了村村通路的目标，但是由于地形的特殊性，局限了交通的发展，使得贵州省还存在部分无一寸铁

路的地区。例如：正安、务川、思南、仁怀、赤水等多地。然而公路运输的运货量小，成本高等缺陷会使得农产品电子商务发

展效果大打折扣。贵州省铁路营业里程远小于公路营业里程。2019年贵州省铁路营业里程为 3753km，公路营业里程为 204723km，

公路营业里程超过铁路营业里程的 54倍。贵州省铁路营业里程数量增长趋势一直相对缓慢，增长幅度也较小。从 2000年 1893km

增长到 2019年的 3575km，接近 20年的时间增长了 1682km。而公路营业里程从 2000年的 44220km增长到 2019年的 204723km，

增长了 160503km。2000年到 2019年铁路、公路营业里程情况如图 1所示。 

2.2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 

贵州省大部分地区的农产品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前列，例如茶叶、辣椒、蓝莓种植面积均位居于全国第一。但农产品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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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短，深加工程度低。绝大多数农产品都是等待它们成熟以后直接销售，或者只是进行简单的粗加工，深加工程度低。贵州

赤水的竹笋由于产品结构、口味单一，深层次加工程度小，导致其市场推广面不足。再如省内多个市州都大面积种植刺梨，2020

年全省刺梨种植面积达约 13 万 hm
2
。刺梨种植面积广，但种植基地、加工都比较分散没有形成合力，对外影响力有限。2020 年

贵州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仅为 5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6%～17%。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提高有助于农产品提升品牌影响力、拓宽

市场、带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图 1 2000年—2019年贵州省铁路、公路营业里程情况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3缺少专业技术人才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模式所面向的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使得其发展受到了人才的局限。贵州省作为才全面脱贫的省份，经济

发展水平较之于发达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教育资源有限。而电子商务发展所面对的主体之一是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普遍较低

的农民，他们不能更好地理解电子商务运行的模式，难以准确灵活地运用电子商务技术；另一方面，专业技术的人才引进难，

大学生返乡创业意识薄弱。大部分人对于农村的认识片面，认为其发展空间小、难以形成较大的经济效应，不能满足自身发展

的需要。因此大部分专业人才以及大学生扎根农村的意识淡薄，使得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缺少知识水平高的专业人才。 

3 改善贵州省农村电商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 

贵州省农村电商发展仍存在基础设施发展不完善、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缺少专业技术人才等问题，解决相应问题有助于

农产品电子商务进一步发展。 

3.1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农村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的应有之义，稳定且覆盖面广的网络环境的建立必不可少。在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过程中，要协调不同区域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更应该加大资金与政策的支持力度，构建

完善的信息化体系，让冷链物流、大数据、云计算等基础设施的覆盖面更广。此外还应合理地规划省内之间以及省内外的铁路

网、高铁网，加强省内外的联系流通。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势之一是方便快捷，保证农产品新鲜程度，这就对物流运输技术与速

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完善的交通运输网使得物流速度得以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外销农产品的质量。铁路、高铁网的完

善还具有带动辐射效应，可以缓解部分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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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提升农产品加工转化率 

农产品精深加工规模小、层次低，使得其市场影响力不足。“黔货出山”提升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是关键的一步。将农产

品的种植基地、加工厂进行整合提升其合力。学习借鉴其他地区成功的经验，因地制宜加以应用。培养自身农产品深加工“明

星”企业，以点带面推动省内深加工程度不断提升。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精深加工、品牌打造、强链补链上，努力实现标准化、

规模化、品牌化的新突破，不断提升贵州省绿色优质农产品的“硬核”竞争力。这需要加大财政资金的支持、确保融资途径畅

通、协调社会各方力量参与、不断鼓励创新。 

3.3电商发展与高校结对 

贵州省对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专业人才需求量很大，但是相对于需求而言，相应的人才供给却比较短缺。想要用最快的

速度来最大化地运用人才，一个有效的措施就是与贵州省内各高校结对，让高校去了解地区的相关信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根据具体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对策。贵州省的各大高校中，不乏对专业知识掌握相当透彻的人才，运用这些人才去分析问题，比

“门外汉”更能解决问题，能够使得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效果得到提升。例如贵州财经大学为台江打造“印象台江”电商平台，

从台江农产品的开发、包装设计、品牌申报、营销推广、网络销售等多方面提供产品服务，效果明显。2018 年实现了 107 万元

的销售额，带动了 80余贫困户脱贫。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与高校结对可以有效地解决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 

4 研究结论 

贵州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模式仍存在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农产品转化率低、缺少专业技术人才等问题。针对所存在的突出

问题，上述研究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农产品电商发展与高校结对以解决缺少专业技术人才

的问题。贵州省农村电商发展虽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其发展水平在不断地提高，带动经济发展的能力越发突出。全省 5G基

站累计达到 20984个，电子商务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在逐步完善。政府重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情况，出台了《全省农产品(食品)

深加工高成长企业工作培育方案》旨在提升农产品深加工程度，提升品牌影响力；出台《促进 2020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条措

施》鼓励大学毕业生积极参与到农村产业革命，发展电子商务，并给以创业补贴、税收优惠等有力的措施。汇聚各方力量的支

持，贵州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将迈向一个新的台阶，促使其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发挥积极经济带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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