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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电子商务背景下农产品品牌建设策略研究
刘志强

（兰州工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民对农产品

品牌的认可程度不断提高。在电子商务发展的大趋势下进行农产

品的品牌建设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梳理国内

外农产品品牌建设策略的相关文献，发现了目前农产品品牌建设

中存在的若干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结合现实发展路径，提出了

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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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文献

（一）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对于饮食消费的需求日益增加。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新时代，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在农

产品领域，电子商务 + 农业的新的发展模式成为当今发展的主流。

2020 年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一年，自此我国实现了全部脱贫摘

帽的伟大壮举。全面脱贫之后，下一步要走的就是尽快实现乡村

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党和国家在政策方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2019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提出打造一批特色农产品品牌，号

召各地区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情况稳步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策略。

2020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打造地方知名农产品品牌。2021 年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行乡村振兴建设离不开农

业发展的现代化，而农业发展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开拓更多的农产

品销售渠道，避免农民只丰不收，而农产品与电子商务的结合便

是未来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的可行之策。

（二）研究文献

在电子商务发展的大趋势下进行农产品的品牌建设是当前学

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这关系到农民收入的增长问题。张传统和

陆娟（2014）通过对于农产品品牌建设的研究也得到了和周安宁

和应瑞瑶相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越高，影响

力也就越大，也就越有利于提升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张文超（2017）

研究了农产品品牌的建设问题，他认为农产品品牌的名称对打造

特色农产品品牌有比较重要的作用，农产品品牌的名称不仅要体

现农产品的区域性特色，而且要体现农产品自身的优势。段玲玲

等（2017）探讨了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对于农产品发展的影响作用。

她强调，要为农产品的进一步发展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不断增

强和扩大农产品品牌建设的社会影响力，为农产品在区域甚至全

国的消费市场上扩张打下坚实的基础。钱秋兰和彭丹（2021）从

乡村振兴大背景的角度探讨了农产品品牌建设的问题，他们从我

国农产品品牌建设的现状着手，通过研究农产品品牌策略为发展

农村经济提供决策参考。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主要关注于农产品的传统的品牌建

设问题，以及农产品的市场开拓问题，对于我国农产品品牌建设

和电子商务建设的结合的相关研究比较少。本文通过顺应信息技

术革命的发展浪潮，在电子商务的大背景下来探讨农产品品牌的

建设问题，通过将电子商务的发展与农产品品牌的建设结合起来，

将电子商务的巨大优势作用在农产品品牌的建设上，以期推动农

产品的销量有一个值的提升。

二、电子商务背景下农产品品牌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现状

1. 消费者更喜欢购买具有品牌的农产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人

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舌尖上的中国》等节目

的播出，使得更多的人关注身边的美食。然而，消费者在追求饮

食多样化消费的同时，对于产品质量的追求也日益提高。人民在

购买农产品的同时，不仅是追求能够吃饱，更加追求能否吃好。

伴随着大众媒体对于不安全食品的曝光，农产品的质量问题对于

消费者的健康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因此，追求农产品的质量

问题成为消费者购买农产品时更加重视的一个方面，而具有品牌

力的农产品在质量安全方面是有一定的保障的，所以消费者在购

买农产品时更加看重农产品的品牌力。目前，我国农产品市场的

发展上，农产品种类丰富，可选择的农产品的种类比较多。然而

具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农产品比较少，而且品牌竞争之间同质化

比较严重，对外的影响力也比较弱。

2. 我国农业资源丰富，优质农产品市场需求持续高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日益联通在了一起，外国大量的

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进入了我国。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

我国农产品的生产数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农产品的种类日益

丰富，农业生产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我国农业的发展取得如此

的成就，首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交流逐渐密切，在

农产生产方面与外国的合作也逐渐增多，在外国进口的农业种子

和化学肥料使得我国的农产品种类与数量大幅提高；另外，改革

开放以来，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集体化的发展模式退出历史的舞

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彻底打破了农民身上畏手畏尾的

枷锁，大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能力，这两种原因的出现使得我国

的农业资源十分丰富。我国农业发展的相关情形从相关的数据中

也能体现出来。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中国粮食总产量从

1978 年的 30475 万吨提高到了 2019 年的 66384 万吨。到了 2020 年，

虽然最近两年农业的生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粮食的产量也

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达到 66949 万吨。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人

口的大量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消费者对于农产品的

质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对进口优质农产品的需要也日益提

高。摩尔多瓦的红酒，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泰国的榴梿等诸多

产品在华销售量不断增加。尽管进口价格比国内同种商品高出不

少，但依然供不应求，阿富汗手剥松子线上销售仅一分钟就被消

费者抢购一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国消费者对农产品要

素的关注逐步由价格转向品质。这种趋势必须引起本土农产品生

产者的重视，即不再以低廉的价格作为农产品的卖点，而是以更

好的品质或其他特色要素作为品牌建设的重点以吸引消费者。

3. 国家大力推进农产品的品牌建设

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农产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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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所以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在目前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农产品的品牌建设

一方面依赖于农产品经营者的经济实力，因为大量资金的投入可

以为建设优质的品牌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政府部门

的政策支持和政策优惠。比如，中国优农协会等单位办的“强农

兴邦中国梦，品牌农业中国行”系列活动从 2013 年开始相继走进

了云南、四川、山西、湖北、海南、桂林、内蒙古等二十多个省

区市。这一系列建设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农产品的品牌文化在全国

各地的传播，而且也有利于培养广大农民和农企的品牌意识。党

中央的一号文件也多次提出，不断地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塑造

农产品独特的形象，使得农产品的品牌效益得到更好地打造与建

设，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存在的问题

1. 运营成本偏高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电子商务的发展与之前的线下销售已

经不可同日而语。在进行乡村振兴的进程中，电子商务与农产品

销售的结合使得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电子商务中，比

较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电商直播，这种方式是主播以产品营销为目

的的一种线上带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知名度比较高的电商主

播门会通过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来介绍所要销售的产品的特点、

规格等，让观看直播的人们细致地了解特色农产品，以此来达到

将农产品推往全国甚至全球的目的。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电子商

务与农产品销售的结合和农产品的品牌建设是密切相关的，在直

播带货的同时可以塑造比较有鲜明特点的品牌形象，并且通过信

誉的加持，尽可能多地将用户转化为消费者。然而，农村地区在

将农产品线上化的进程中，基础设施比较差，这便使得农产品的

附加值压低。由于附加值低，那么在品牌建设方面运营成本便会

升高，从而导致线上直播的利润空间压缩。在电子商务的背景下

发展农产品需要考虑从生产到消费全产业链条中的各种因素，比

如交通运输条件、冷藏保鲜技术、信息状况、品牌的认证情况等。

在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电子商务 + 农产品的发展无论是技术

服务、平台推广，还是品牌建设的形象塑造，每一个环节都会增

加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成本。因此在电子商务的背景下，将农产品

进行线上推销，即使有相关的机构和电商主播同意进行合作，但

是由于用户流量和对于产品介绍的专业性方面的差异，农产品的

品牌效应还是体现不出来，无法将农产品向外推广，从而也会拉

高线上运营的成本。

2. 农产品深度加工的技术有待提高

长期以来，农民进行农业耕种的方式都是比较传统的。比如，

在农产品种植时，为了提高产量和幼苗的存活率，植株间的距

离不断减小，进而导致农产品因阳光短缺造成质量下降；另外，

我国大部分地方在农产品收割之后，便将初始农产品作为中间

生产原料给销售掉了，而不是将农产品进一步地加工，由此便

导致了我国的名优农产品的总量严重偏低。回想过去，农村地

区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精细加工的科技水平几乎没有，农产

品的风味和质地等一直提不上去，而且专业的技术人才大部分

都流失到了收入和生活水平更高的城市，因此专业人员和技术

设备也是非常地短缺。这一切和传统的小农经济思维有很大的

关系，所以最终在电子商务的大背景下导致农产品的品牌基本

上没有核心竞争力。

3. 相关的人才建设存在不足

在电子商务的大背景下进行农产品的品牌建设是新时代进行

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利途径，而进行乡村振兴，人才建设是关键之举。

在发展农业，进行品牌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农民的品牌意识，

对农民进行宣传和引导，这样做可以更好地打开农民的眼界和认

知，以致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然而根据相关的文献研究发现，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专业化人才短缺的现象非常严重。相关的人

才建设存在严重的不足，难以满足在电子商务的大背景下进行农

产品品牌化建设的需要。

三、电子商务背景下农产品品牌的建设策略

（一）融合电子商务和农产品的品牌化建设，降低运营成本

将电子商务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品牌化建设有效的融合起来，

可以有效地降低运营成本。采用电子商务线上销售的模式，即点

对点的销售模式尽可能减少中间经销环节。同时加大物流运输效

率，积极拓展与物流公司的合作，特别是冷链运输业务，通过较

大的发货量尽可能降低服务费用。

（二）提高农产品的深加工技术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农民在农业种植和后续的经营方面，思维还是比较保守。农

产品丰收之后，要么是作为原材料，要么是进行初步地初加工之

后就卖掉了，结果由于农产品中的技术含量不足，导致农民的最

终收入不是很高，从而拖慢了乡村振兴的进程。因此，在进行品

牌化建设的进程中，应该提深农产品的加工水平，不断提升产品

质量，从而提高农产品的线上销售量，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使得农民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获得更多红利。

（三）加强农业发展的人才建设

在“三农”问题中，人才是关键。农产品的品牌建设，离不

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一方面，农村地区在进行品牌化建设的进

程中，加大引进外部的优秀人才，让他们为农产品品牌建设贡献

智慧和力量；另一方面便是在农村地区培养新型农民，通过在农

村地区开办培训班等方式改变农民过去的思维方式，并且给他们

传授先进的种植经验和后续的电子商务经营技术和理念，让他们

成为新时代的现代化农民。另外，党和国家也非常重视农村地区

的人才建设，希望可以扩大农村地区的人才队伍。党的十九大报

告也明确提出要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专业人才队伍。

通过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支持和帮助，农村地区的相关人才队伍

会更加的强大，农村地区在电子商务的大背景下可以使得农村品

的发展有一个质的提高，相信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在不久的未来

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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