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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背景下农产品的营销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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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智慧农业的推动下，农业生产正经历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精细化转变的过程。这一变革深刻

影响了农产品的供应链和营销策略。本研究深入探讨了智慧农业对农产品供应链和消费者需求的影响，并提出了适应智慧

农业背景的农产品营销策略。研究结果显示，数据驱动的精准营销、产品溯源、社交媒体推广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营销

模式，对提升农产品的品牌形象与市场竞争力具有显著效果。通过详细分析智慧农业技术的具体应用案例，本研究为企业

提供了在智慧农业背景下优化农产品营销策略的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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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智慧农业作为新一代农

业生产模式正逐渐崭露头角。智慧农业通过应用现代信息

技术、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手段，实现了农产品生产、加工

和流通过程的智能化管理，为农产品营销开辟了全新的路

径。然而，智慧农业背景下的农产品营销与传统模式存在

显著差异，企业需紧跟市场步伐，重新定义并优化其营销

策略，以应对智能化和个性化的市场需求。

1　文献综述

1.1智慧农业概述

智慧农业是指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

息技术深度融入农业生产过程，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的自动

化、精细化和可控性[1]。通过采集并分析海量农业数据，

智慧农业为农产品生产、质量控制和市场供需预测提供了

坚实的科学依据。智慧农业的应用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

率，还优化了资源配置，降低了生产成本，为农产品市场

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1.2农产品营销现状

传统农产品营销主要依赖于批发市场和零售商渠道，市

场信息传递相对滞后，难以迅速响应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这种模式下，农产品销售往往面临价格波动大、销售渠道

单一、品牌认知度低等问题。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平台

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农产品营销逐渐转向品牌化、差异化

和精准化方向[2]。企业通过构建线上销售平台，拓宽销售渠

道，同时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品牌推广和消费者互动，有效

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1.3智慧农业对农产品营销的影响

智慧农业对农产品营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3.1数据驱动的精准营销

智慧农业利用传感器、无人机等设备实时采集土壤、天

气、作物生长等关键信息，结合消费者需求数据，实现了

供需的精准匹配。通过市场需求预测，农户能够灵活调整

种植计划，确保产品更加贴合市场需求。这种数据驱动的

精准营销方式不仅提高了产销匹配的效率，还有效降低了

产品的滞销风险[3]。

1.3.2农产品品牌溯源系统

智慧农业技术使得农产品生产过程实现全程可追溯。消

费者通过扫描二维码或使用APP即可轻松查看产品的种植、

加工、运输等详细信息。这一溯源系统不仅增强了消费者

对产品质量的信任度，还为品牌塑造提供了有力支撑，有

助于构建和提升品牌形象[4]。

1.3.3线上线下融合的营销模式

在智慧农业背景下，线上线下的融合营销模式成为农

产品营销的重要趋势。通过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等线上渠

道，企业能够快速推广产品并与消费者建立紧密联系。同

时，线下体验和活动则让消费者能够亲身体验农产品的质

量与特色，进一步增强品牌认同感（魏德元，2024）。

2　智慧农业背景下的农产品营销策略

2.1数据驱动的精准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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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产生的海量数据为消费者细分和个性化营销提

供了有力支持。企业可根据消费者的购买历史和兴趣偏好

制定定制化的营销策略，具体策略包括：

2.1.1个性化推荐

基于消费者的购物记录和偏好，企业可以利用数据分

析工具进行精准推荐，提供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农产品。例

如，通过分析消费者的购买历史，发现其对某类农产品的

偏好，进而在后续营销中优先推荐该类农产品，提高销售

转化率。

2.1.2市场细分

根据消费者需求将市场细分为不同群体，并设计针对性

的营销方案。例如，针对注重健康饮食的消费者群体，可以

推广有机农产品和绿色食品；针对追求新鲜和便捷的消费者

群体，可以提供快速配送和线上购买服务。通过市场细分，

企业能够更精准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提升市场竞争力。

2.1.3预测性分析

利用市场和气候预测数据，合理调整产品生产和销售策

略，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例如，通过分析历史

销售数据和市场趋势，预测未来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和价格

波动情况，从而指导农户合理调整种植计划和销售策略，

避免产品滞销和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

2.2品牌溯源系统的应用

品牌溯源系统在农产品营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通过区块链技术记录产品的种植、采收和加工信息，

确保数据的透明性和不可篡改性，从而增强消费者信任。

具体建议如下：

2.2.1引入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等特点，

非常适合用于农产品溯源。企业可以建立基于区块链的农产

品溯源系统，记录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等全过程信

息，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消费者通过扫描二维码或

使用APP即可轻松查询产品信息，增强对产品的信任度。

2.2.2品牌故事与情感共鸣

通过溯源系统展示农产品的种植环境、生产工艺等故事

性内容，与消费者形成情感共鸣，提升品牌忠诚度。例如，

企业可以拍摄农产品的种植过程和生产工艺短视频，通过社

交媒体和电商平台进行传播，让消费者了解产品的背后故事

和品质保障，从而增强对品牌的认同感和忠诚度。

2.3社交媒体和内容营销

在智慧农业背景下，社交媒体成为农产品营销的重要平

台。通过发布优质内容，企业能够快速吸引消费者的关注

并提升品牌曝光率。具体策略包括：

2.3.1视频内容营销

利用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等展示农产品的种植、采

摘等过程，增强产品的真实感和吸引力。短视频具有传播

速度快、受众广泛的特点，非常适合用于农产品营销。企

业可以拍摄农产品的种植、采摘、加工等全过程短视频，

通过社交媒体和电商平台进行传播，让消费者了解产品的

品质和特色，从而激发购买欲望。

2.3.2用户互动和口碑传播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用户进行互动，解答疑问、收集

反馈，并鼓励用户自主传播品牌信息，形成良好的口碑效

应。企业可以建立社交媒体账号，定期发布农产品相关信

息和优惠活动，与消费者进行互动和交流。同时，鼓励用

户分享购买体验和使用心得，形成良好的口碑传播效应，

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2.4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渠道营销

全渠道营销模式将线上和线下渠道有机结合，为消费者

提供多样化的购买选择。具体策略包括：

2.4.1 O2O模式

在线上推广引导消费者前往线下体验馆或农场进行实地

体验，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和认同感。企业可以在线

上平台发布农产品信息和优惠活动，引导消费者前往线下

体验馆或农场进行实地体验。通过实地体验，消费者可以

更直观地了解产品的品质和特色，增强对品牌的认同感和

忠诚度。

2.4.2社区团购

通过社区团购模式将农产品销售到社区终端，实现高效

的社区物流配送和快速销售。社区团购具有成本低、效率

高、覆盖广的特点，非常适合用于农产品销售。企业可以

与社区团购平台合作，将农产品销售到社区终端，通过社

区物流配送实现快速销售。同时，社区团购平台还可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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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提供便捷的购物体验和售后服务，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和忠诚度。

3　案例分析

以“某品牌智慧农场”为例，该品牌充分利用智慧农业

技术构建了从种植、收获到销售的完整数据链。通过区块链

溯源系统和电商平台的结合，实现了农产品的高效销售。具

体案例如下：

3.1智慧农场构建

该品牌智慧农场采用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实时采集土

壤、天气、作物生长等关键信息，并通过数据分析工具进行

预测和决策。通过智能灌溉、智能施肥等技术的应用，提高

了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同时，该品牌还建立了基于区

块链的农产品溯源系统，记录农产品的种植、采收和加工信

息，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3.2线上线下融合营销

该品牌通过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进行线上推广和销售，

同时在线下设立体验馆和农场，让消费者亲身体验农产品的

质量和特色。在线上平台，该品牌定期发布农产品信息和优

惠活动，与消费者进行互动和交流。同时，该品牌还利用短

视频平台展示农产品的种植、采摘等过程，增强产品的真实

感和吸引力。在线下体验馆和农场，消费者可以亲自参观和

体验农产品的种植和生产过程，了解产品的品质和特色，从

而增强对品牌的认同感和忠诚度。

3.3品牌溯源系统应用

该品牌通过区块链溯源系统记录农产品的种植、采收和

加工信息，确保数据的透明性和不可篡改性。消费者通过扫

描二维码或使用APP即可轻松查询产品信息，增强对产品的

信任度。同时，该品牌还通过溯源系统展示农产品的种植环

境、生产工艺等故事性内容，与消费者形成情感共鸣，提升

品牌忠诚度。

3.4营销效果分析

通过智慧农业技术和线上线下融合营销的应用，该品牌

智慧农场实现了农产品的高效销售和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具

体表现为：一是销售额显著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

提高；二是消费者满意度和忠诚度增强，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传播效应；三是农产品供应链得到优化，降低了生产成本和

库存风险。

4　结语

智慧农业的兴起为农产品营销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

战。通过数据驱动的精准营销、品牌溯源系统、社交媒体推

广以及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渠道营销等策略，企业能够显著提

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消费者信任度。未来，随着智慧农

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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