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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电商助推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探讨 

——以四川青神县为例 

邓娜
1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国际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2099） 

【摘 要】：为促进县域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发展，以四川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青神县为例，实地调

研互联网+背景下电商助推县域经济发展状况。调查显示，近年来，青神县通过不断自主创新，切实完善电商服务体

系，培养数批精英电商人才，打造青神的特色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有效打通“工产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渠道

模式，走出了一条电商促进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成功道路。但目前仍存在一些不足，县域需继续加大推进力度，

从政府引导、品牌维护、物流完善、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着力，助推县域农村特色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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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电子商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电子商务进农村，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十三五”期间，青神县已形成以机械制造业为主，竹浆造纸、日用化工、医药等产业并重的产业布局。积极融入成渝双城经济

圈建设和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大力推进产业融合、企业对接，加快发展竹业、纺织、机械三大特色产业，着力打造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青神县工业开发区成功建成省级经济开发区，有序推进西南表面处理循环经济产业园、斑布竹产业园、彩

虹医药园、牯牛山变电站等项目。 

青神位于四川省成都平原西南边缘，属眉山市管辖。全县总面积 386.8km2，常住人口 197029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2.7万人，

耕地 9360hm2。青神县属四川盆地亚热带暖温带气候，县里林业、渔业、畜牧业资源丰富，也是一个生态旅游开发县。同时，农

作物特色化、规模化、集中化生产是青神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实地调查，发现青神县种植环境优越，水源洁

净，土地面积多且类型丰富，为当地特色品种的大规模种植提供了良好的种植基础。这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是

一个很好的帮助点。因此，做好县域农村电子商务工作，必须追本溯源，因地制宜，打造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三条轴线。从基础

设施、产业、人才三个方面构建互联网时代农村电子商务新面貌，打造绿色优势产业，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农村电子

商务可持续发展。 

调查发现，眉山青神县凭借不断的自主创新，打造了一批高科技品牌企业。青城机械、丹佛制冷、云华竹旅等一批企业已成

为行业内极具竞争力的特色品牌。截至目前，青神地理标志产品达 10 余项，通过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 2 家，通

过 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的企业 16家。目前农村电子商务已对青神经济、政治、文化、人民生活等诸多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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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其发展也对其他县域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参考路径。 

1 青神县电子商务发展路径及机制 

1.1青神县电子商务发展成效 

目前，全县共发展网店 2500余个，电商企业有 140多家，创造就业岗位 10000多个，从业人员达 3500多人，青神已成为我

国最大的火烧木家具和川味腊制品生产网销基地。其中以竹制品、腊制品、柑橘、火烧木家具为重点的四大特色电商产业不断增

强，新培育的农产品电商品牌有 5个，培育壮大的电商龙头企业 10家。此外，截至 2020年，组织电商培训 2500人次以上、培

训就业率达到 40%以上，新孵化网店商 200多个，培育“电商达人”10余人。目前青神县电子商务网络零售额、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89.82亿元，且增速高于全国水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1134元，增长

8.9%，增速居全市第一。 

竹产业优势明显。斑布竹产业园发展迅速，国际竹产业展览中心、国际竹文化中心升级，竹产业布局初步形成，实施了“年

万亩栽竹”计划，其中尖山、天池、白果竹产业基地被认定为省级现代竹产业基地。青神县获评四川省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县和四

川省自然教育(竹文化)国际实训基地，青神竹编成功入选全省“文化遗产+扶贫”的典型案例之一。竹产业年产值 48.5亿元，增

长 18.3%。 

椪柑产业提质增效。西南地区最大的柑橘单轨运输基地已投入运营，冷链物流园已在全省首个柑橘博览园投入使用。新建

(改建)标准化果园 200hm2，建成最美果园有 120 个。已成功签约京东、抖音、快手等平台公司，拓展柑橘网络营销渠道。2020

年，椪柑产业实现产值 18亿元，增长 12%。 

机械工业蓄势突破。四川青神经济开发区成功申请全省工业企业基础调查试点园区，成功签约绿色铸造产业园，西南表面处

理循环经济产业园和彩虹健康产业园以及德恩云智能制造平台和两个数字化车间均建设完成。隆源机械成功创办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德恩精工成功创办国家绿色工厂，成为全国首批信息消费体验中心。2020 年，新增工业企业 5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产值 75.3亿元，增长 5.7%。 

目前，青神是全省唯一同时拥有“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四川省电子商务集聚区”“四川省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四川省农村商务信息服务试点县”四项荣誉称号的区县。电商发展指数居全省第二，电商应用指数位居全省第一，是四川

省首个电商顺差县。2019年，青神县青城镇入选“阿里巴巴淘宝镇”。 

1.2青神县电子商务发展模式 

多年以来，靑神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坚持“1344”的高质量发展举措，积极推进农村电子商务综合示

范，依托 2015年实施的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程，有效打通“工产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渠道模式，青神走出了一

条电商促进农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的成功道路。 

1.2.1科学制定政策规划，鼓励拓展电商业务。 

重视“1”个目标。早在 2012 年，县委、县政府就根据县情决定建设“智慧青神”，下发了《建设“智慧青神”的决定》，

印发了《电子商务扶持政策》，编制出《青神县十三五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规划》，立志将青神县做成“全国电子商务名县”的目

标，将其列为经济五大发展战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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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完善电商服务体系，全面全域推进乡村振兴。 

建立“3”个体系。一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建成电商孵化园 1个、乡镇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7个、农业企业电商公共服

务站 28个、村(社区)电商服务站 89个，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已实现县、乡、村三级全覆盖。 

二是完善物流配送体系。目前青神县建成 1 个县级电商快递物流中转配送中心、7 个乡镇快递物流中转配送中心和 89 个村

社快递物流配送站点；有“四通一达”、顺丰、京东物流等 30多家快递物流企业，实现快递物流配送从农村到农村、从城市到

城市“同日到达”。 

三是完善人才培训体系。截止目前，青神县已开展电商培训 300 多批次，举办电商主题沙龙活动 60 余场次，孵化网店 600

余家，培训了 1.5万余人。鼓励县域电商加强与省外各大高校基地、科研院所合作。 

1.2.3营造电商氛围，大力培育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将电子商务与产业、“双创”、扶贫、党建有机结合，依托区域品牌影响与生态环境等优势，促进农村专业合作社、种养殖

大户等加盟，将青神竹制品、腊制品、椪柑和火烧木制品等销往全国。全县现有 50余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均建立官网，截至日

前，已有 1500 多名贫困人口参加培训，贫困人口新开网店 100 多家，已实现 26 个市级贫困村电商服务站全覆盖。县委发布了

《中共青神县委关于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2544”战略的决定》，将电商创新创业体系建设作为重点任务。竹乡人的“电商+

合作社+农户”模式、小吴土鸡的“电商+农户代养”模式、刘成均的“电商服务站+电商代运营”模式，大力促进了农村电商振

兴。此外，政府还印发《青神县推进“支部+电商”党建富民工作方案》，成立青神县电子商务产业党支部，通过举办电商讲座、

沙龙等培训活动，切实提高农村电商发展能力。党员更是在电商产业发展上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培育了椪柑电商党员领头人刘

如祥等一大批典型。 

1.2.4县域做电商，品牌须先行。 

青神最具有影响力的地理标志“青神竹编”于 2021年 3月入选中欧地理标志，这意味着竹编拥有了开发欧盟市场的绝佳机

遇，是欧盟市场的鼓励和认可，积极地促进特产的品牌知名度和权益保护，有利于开发更多的特产助力乡村振兴。现全县全县已

发展竹制品网店 300多家，年网上销售额超过 2亿元。青神县火烧木产业商会构建了电商资源整合、互动交流的良性平台，火烧

木制品的网上销售额占整个网络的 80%以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火烧木实木家具生产中心及网上销售基地。各大产业，如机械制

品电商、生态农产品电商规模日益壮大，积极创新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小吴土鸡实行“电商+农户”“订单式代养”模式，带动

100多户农民增收致富。 

2 电子商务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2.1强化品牌保护，维护好区域公众品牌 

严厉打击非法销售伪冒劣质产品的行为，依法加强对青神地理标志性产品的品牌保护，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目前青神县有

原产地证明商标 2 件，省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2 家，省级专利转化示范企业 2 家，区域应当切实维护好农产品及农民和行业公

众的利益，努力做好品牌质量监管，提升品牌形象，打造青神独特的区域特色品牌。 

2.2积极拓展绿色物流渠道，完善绿色物流体系 

据本次调研发现，青神县村与村之间散落分布，与城市相比人口密度低，运输距离长，物流运输成本高，难以形成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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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物流公司内部整合资源，采取合作物流、联合配送、共享物流网络等方式，解决农户分散和物流分散的问题。 

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冷链仓储、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整合物流快递资源，开展同城配送，发展“智慧物流”，降低物流运输

成本。如果选择大批量的产品，就不要选择小批量的产品；太软的产品不容易运输。为保障产品的安全性和完整性，有必要增加

运输的成本，硬度较高的产品是农村电子商务的较好选择。 

2.3政府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引进农村电商人才 

县域电商建设需要“因地制宜”，政府要根据县自身的产业结构、人才属性和发展方向等实际特点做出战略安排。政府团队

通过发挥政策法规的作用为农村电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提供保障。对于大部分养殖农特产品的农民而言，电子商务在他们眼里

仍是新生事物，县农村政府和企业团队需要密切协调配合，将县农村电商运营交由专业化的高技能人才，企业团队要时刻关注并

给予相应政策或宣传帮助。 

一是搭建创客空间硬件平台。二是为行业搭建信息共享窗口。构建高度相关的行业信息平台，可以使本地人才更快地获取最

新行业信息，及时调整政策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提高对市场的敏感性。三是建立专门的人才交流和资源共享会。通过成立农

村电商协会，开展天然农作物养殖，带动分散农户，构建从农民到消费者，从土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运营服务模式。 

2.4加强宣传力度，打造特色产业品牌 

加强农产品品牌的设计创意，充分利用媒体、互联网资源，全方位加强青神品牌宣传力度。第一步：改进包装。可根据不同

产品特色与顾客需求分类定位，笔者在走访眉县猕猴桃产业时发现，齐峰果业非常重视产品包装设计，根据不同顾客的年龄、节

日氛围等设计适合需求的包装，对农产品的宣传十分有效。第二步：进行 QS认证。农产品作为食用产品，必须通过国家质量安

全检验，才能推向全国市场。此外，开展饮食文化宣传，引导特色消费。饮食文化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县域也可通过

宣传地方特色产品的历史文化内涵来引导消费方式。通过树立特色消费观，使县域特色农产品成为不可替代的标志性农产品，提

高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和认知度。 

2.5建立农产品回收中心，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农产品难以保存，少数农产品滞销，对此可以建立农产品回收中心来统一收购一些不能及时销售的农产品，再加工或作为有

机肥，以实现产品和电商资源的有效配置。比如加工成水果罐头、蔬菜面条、腌制品等农副产品延长保质期，从而最大限度地提

高农产品的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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