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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产品网络销售研究 

成莹洁
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湖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盛产水稻、茶、蔬果等各类农产品，让农产品走出去是湖南省实施振兴乡

村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目前，该省农产品网络销售途径为通过网络零售商进行销售、自建销售网站和开设网店销

售；销售模式主要有无人售菜模式、直播带货销售模式、“公司+农户+电商平台”等八种，通过分析这些销售模式

的各自特点，从产品、物流和消费者三方面总结出了湖南农产品网络销售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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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统计数据截至 2019年末，我国有十四亿多人口，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产品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有巨大的市场需

求。而湖南的农业在全国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但是近年来湖南地区出现了一方面

农产品的销售收入不高，有些地区农产品存在滞销或者无法销售出去的情况，另一方面城市里的居民购买农产品价高质不一定

高的局面。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网络销售开始进军农产品市场，为农产品的销售拓展了市场，为农民的创收创造了条件，

为农业的发展打开了局面。 

1 湖南农产品现状分析 

湖南省地处长江中游，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省内地貌类型多样，有平原、丘陵、半高山等，内有湘江、洞庭湖等水系，

适合水稻、茶、蔬果等农产品的生长，具有发展农产品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根据湖南省统计局统计，2019 年湖南省实现农业增

加值 2123.97 亿元，增长 3.6%，在全省的优势农产品中，茶叶、油菜、油茶等农产品生产发展较快，增长速度均超过 10%，湖

南菜即“湘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比如毛氏红烧肉、永州血鸭等产品享誉全国，另外湖南的小吃，如臭豆腐、鸭脖子等

深受大家喜欢。 

从 2014年大围山梨申请作为第一批地理标志之一以来，湖南省不断发展农产品地理标志。来自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官网数据，

截至 2020年 5月，湖南省累计登记农产品地理标志 97个，其中果品 24个、粮油 11个、蔬菜 23个、茶叶 10个、养殖业 22个、

中药材 7个，如安化黑茶、南县小龙虾、永丰辣酱等。 

湖南农产品特别重视打造“三品一标”品牌，即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具有农产品地理标志。到 2020 年 5

月截止，湖南省“三品一标”总数达到 4160个，居全国前列。 

2 农产品网络销售途径分析 

2.1通过网络零售商进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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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供应商或者农民将农产品直接供应给网络零售商，通过网络零售商在网上进行销售。农产品供应商或者农民不直接

参与网络零售活动，或者只承担货物物流任务，由网络零售商掌握主动权。这种销售模式下，农产品供应商或者农民无法知晓

销售活动情况，网络零售商无法把控物流情况，可能会导致农产品质价不符、农产品损坏等问题。 

2.2自建销售网站 

农产品的销售可以通过自建专门的销售网站进行销售，这样可以很好的管理客户，为客户提供及时、优质的服务，但是这

种自建销售网站的销售模式需要专业的网络技术支持、资金支持和人力支持，而且还要考虑农产品配送、资金支付安全、交易

方式等比较复杂问题，需要一定经济实力的公司可以完成。 

2.3开设网店销售 

在淘宝、京东等各大电商平台上开设网店进行农产品的网络销售，这种方式销售模式比较简单，风险较小。但是开设网店

需要店主有较强的经营销售能力，需要时间和精力积累客户资源。 

3 农产品网络销售模式分析 

3.1无人售菜模式 

通过无人智能生鲜柜销售，打通“最后五十米”，居民可以在自家小区楼栋下进行购买，生鲜柜可以进行温度、湿度控制，

里面储存各种蔬菜水果，由蔬菜水果基地直接配送。比如长沙市荣盛花语书苑等部分小区设置了智能生鲜柜。另外因为疫情特

殊时期，部分小区推出无人售菜点，放置了一袋袋包装好的蔬菜，由居民自行选择，并扫二维码支付。 

3.2直播带货销售模式 

随着各种网络平台的兴起和发展，直播带货销售模式在农产品销售中越来越广泛受到关注，直播借助消费者因名人效应对

产品产生信任，促使消费者购买。另外在生产地直播，可以实现卖家和买家进行实时的沟通，让卖家更好的了解生产源头，更

好的了解农产品的真实情况，打消农产品安全顾虑。比如 2020年 8月 4日，湖南德宇农林发展有限公司黄桃种植基地举行了一

场黄桃网络直播带货活动，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主持人与麻阳县网红进行主播，通过附送感谢明信片、技术专家讲

解等形式，累计观看人数达到二十多万次，销售黄桃两万多斤，销售额达到十五万元，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直播需要人流

量，而且要诚信经营，售后服务也要跟上。 

3.3公司+农户+电商平台进行销售 

公司或者合作社与农户合作，建立生产基地，并和电商平台合作，销售农产品。比如澧县惠民特种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和

农民进行合作，建立藕带生产基地，天猫电商平台从该合作社采购藕带，然后自行销售。 

3.4农产品专业公司网站或者微信平台销售 

有些农产品专业销售公司通过自己的官方网站或者借助微信等平台直销。比如常德柳叶湖生态渔业有限公司通过公司微信

公众号平台销售柳叶湖鳙鱼、鲫鱼等。 

3.5平台网店直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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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或者生产企业在淘宝、京东等平台上开设网店，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进行销售。 

3.6专门农产品销售平台模式 

由专业的公司提供农产品移动平台、PC 或者微信平台，比如全球农产品网，该移动平台汇集了多种农产品，为卖家和买家

提供交易的服务平台。 

3.7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进行销售，消费者从线上下单，第二天从线下取货，线下参与者有生鲜实体店或者自提店。例如

“钱大妈”生鲜实体店，可以保证商品的新鲜程度，可以调换商品，让人放心，但是距离相对较远。例如长沙的“兴盛优选”

自提运营店，40%的货物是生鲜，采取“预售+自提”的模式，自提店门店店主可以直接提供售后服务，提高消费者体验感。自

提店以快递驿站居多，生鲜商品和快递合作经营，快递点一般在小区内，距离相对较近，而且比较方便，可以取完快递直接取

农产品。 

3.8与大型电商企业建立合作项目 

大型电商企业与当地政府建立合作项目，促进农产品的销售。阿里巴巴淘宝项目于 2014 年启动了“千县万村电商发展计

划”，京东选择地区运行商，建立县级运营中心和村级服务站，实现农产品销售功能。 

4 湖南农产品网络销售存在的问题 

4.1产品质量问题 

农产品质量事关居民生命健康，而农产品是比较特殊的商品，特别是生鲜产品，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不能标准化，而

且易腐烂，不易保存，产品价格不稳定，同类农产品品种较多，而且地区分散，不能集中，不能形成品牌效应，假冒优质品的

较多，容易欺骗消费者，同时也损害真正优质品的名誉，使优质产品的优质优价销售无法得到保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农产品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选择有机农产品。但是我国大部分农产品还是分散的农

户个人种植生产为主，还没有实现农场式的生产经营，许多农产品并没有得到专业机构的专业检测，有些农产品存在农药残留

超标准的现象等。网络销售模式下，公众无法感知农产品的真实情况，仅凭电商平台出具专门的检验报告购买，消费者无法相

信，无法做出真假优劣的正确判断，存在农产品以次充好的现象。 

表 1湖南农产品网络销售模式对比表 

序

号 
模式 代表 

到货时

间 
消费者提货方式 价格 品种 新鲜程度 备注 

1 无人售菜模式 自助生鲜柜 
方便、

快捷 

直接购买，可实

现无接触 
价格会偏高 

目前涉及蔬

菜水果，品种

较少 

新鲜 
晚上固定时间打折

销售完蔬菜 

2 
直播带货销售模

式 
淘宝直播 

1～3

天 
快递运送 

团购价格优

惠 
商品丰富 

不能完全

保证 

名人效应，售后服

务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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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农户+电商

平台 

专业合作社+

农户+天猫电

商平台 

1～3

天 
快递运送 

电商平台优

惠活动时价

格优惠 

商品丰富 
不能完全

保证 

通过电商平台的影

响力和优惠活动促

进销售 

4 

农产品专业公司

网站或者微信平

台等销售 

“柳叶湖水

产”微信公众

号 

1～5

天 

市区内免费配

送，其余通过快

递运送 

正常 单一 
不能完全

保证 
打折促销 

5 平台直销模式 
农民淘宝开

店、社区拼团 

1～3

天 
快递运送 价格优惠 商品丰富 

不能完全

保证 
配合平台打折促销 

6 
专门农产品销售

平台模式 

全球农产品

网，B2B 

1～3

天 
专业物流运输 团购价格 商品丰富 可以保证 

提供买卖双方信息

交流平台 

7 
线上线下相结合

模式 
钱大妈 第二天 

直接线下实体店

提货 
有特价商品 品种较少 

到货当天

取货可以

保证 

定时打折，不卖隔

夜肉，售后服务时

间响应短 

8 
与大型电商企业

建立合作项目 

永州市各县区

阿里农村淘宝

项目 

1～3

天 
快递运送 价格优惠 商品丰富 

不能完全

保证 

配合电商平台进行

活动 

 

4.2物流问题 

农产品特别是生鲜农产品具有鲜活性、易耗性的特点，在运输、储存、搬运等过程中存在温度、气调等特殊的要求，配送

生鲜农产品需要一些冷链设备，投入较大，配送成本较高。大部分农产品都是通过专业第三方物流公司或者快递公司实现配送

的。目前，除长沙这样大城市的物流配送体系比较完善外，湖南其他很多地区物流配送体系不太完善，配送效率较低，无法有

效保证冷链运输。 

4.3消费者忠诚度不高 

虽然网络购物已经发展很多年了，消费者也习惯从网上购买各种商品，但是对于农产品的消费，很多人还是普遍习惯从传

统的渠道购买，虽然疫情导致很多人开始在网上购买农产品，但还是以年轻人网上购买较多，年纪较大的消费者还是习惯线下

购买，消费者在采购生鲜产品时不仅重视产品的质量，更重视产品的价格，他们会进行货比三家，忠诚度不高。 

5 湖南农产品网络销售对策研究 

5.1建立农产品品牌 

农产品销售要有统一专门的网络销售渠道，加大“三品一标”的相关认证工作的力度，由相关质检部门制定农产品标准规

范，当地政府设置监督管理部门，由专业农产品销售企业操作，对农户生产的农产品的标准的统一和规范性进行监督和管理，

打造农产品品牌，比如注册相关农产品商标，避免假冒。 

5.2建立农产品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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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上下游企业，建立农产品供应链，形成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区块链为主的网链结构，保证冷链环节的衔接，降

低物流成本，降低优质农产品价格，提升网络销售服务水平。加强冷链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整条供应链中任何环节都能

冷链运输，即整个供应链中都具备冷藏车、冷库、保温盒等其中之一设备，保证农产品的生鲜质量，推进数字化建设，打造农

产品数字化供应链。 

5.3培养和吸引农村网络销售人才 

当地政府提供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外出打工人员回乡和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创业、投资，加强农民进行技能培训，

使他们掌握相关网络销售的知识，提升他们网络销售的技能，使其成为新型农民。要求和鼓励当地农业科技人员下乡进行农业

技术推广和指导，提高指导频率，改进指导方式，根据实际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不断改进农产品的质量水平，提高农产

品的竞争力。 

5.4加大农产品地理标志宣传力度 

湖南虽然有大家都知晓的农产品，也有 97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但是还有很多农产品不为广大消费者熟知，另外拥有地理标

志的农产品，知名度也不很高。宣传推广农产品，除了政府宣传外，企业也应该作为主体，承担宣传推广工作，实施跨区域、

跨品牌联盟，发挥优势区域和品牌的带动作用。 

5.5采取多样化的网络销售模式 

网络销售模式较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多个销售模式相结合的形式，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可以采用传统的电商平

台直销或者合作销售，也可以同时采取网络直播的形式，加大农产品的销售和推广力度。创新电商平台销售模式，可以同时在

多家电商平台进行销售或者与多家电商企业进行合作经营。 

5.6拓展跨境网络销售渠道 

对于部分特色农产品，比如安化黑茶，可以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或者其他国家地区的新媒体平台，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开拓

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销售渠道，拓展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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