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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下贵州农村电商发展的新机遇、新模式、新挑战
孙顺钰

（贵州财经大学商务学院，贵州 黔南州 550600）

摘要：自 2017 年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

后，在坚持扩大内需、提升消费的格局下，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各

方面的发展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重视，这对农村电商来说是一

个重大的历史机遇。特别是在“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

5G 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农村电商发展的新模式

以及目前贵州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对推动贵州农村

电子商务迅猛发展、培育贵州新农人、发展贵州农村经济具有一

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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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振兴下贵州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一）贵州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全面覆盖

2021 年，贵州省光纤宽带网络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全省光缆

总长度达到 134.6 万公里，同比增长 9.4%。实现了 30 户以上自然

村通 4G 网络。截至 2021 年 12 月，贵州省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

户达到 1187.4 万户，比 2020 年增长了 18.5%。其次，物流体系服

务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贵州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

项目的建设，各地积极完善了县级、乡镇以及村级服务站的功能，

同时搭建了网络服务中心，推动了物流到县、快递到乡、配送到

乡的物流体系建设。其中，贫困地区快递网络覆盖 60% 以上。

（二）贵州省农村网民规模日益增大

截 至 2021 年 12 月， 贵 州 省 网 民 规 模 达 2741.8 万 人， 其

中，城镇网民为 1765.7 万人，农村网民为 976.1 万人，农村网民

占比比全国高 6.2%，全年增加网民 344.2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

71.1%，较 2020 年增加 4.5 个百分点，贵州省互联网网民增长态

势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六盘水市、铜仁市、黔西南州、安顺市、

遵义市互联网普及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为 73.1%、71.9%、

71.1%、69.8%、67.4%。

（三）贵州省电商网络零售交易规模稳步增长

从贵州省商务厅提供的数据可知，自十三五规划以来，贵州

省电子商务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电商与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农业

等行业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了推动贵州省快速发展的新模式。据统

计，2021 年上半年，贵州省网络零售额达到 69.84 亿元，其中，

实物类商品的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1%；非实物类商品的网络

零售额同比增长 7.36%。过去的两年中，贵州省各州市的网络零

售规模都有明显的提升。

（四）贵州省农村电子商务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到目前为止，我省共建成 70 个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

23 个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其中，县级电商运营服务中心

60 余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达到 1.22 万个，全省 80% 以上的乡

镇已完成基本的物流体系建设。2021 年底，推动了 3000 多家工业

企业进行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形成大数据 + 实体经济

融合标杆项目 401 个、示范项目 4234 个，带动 8485 户企业开展

融合，推动 23128 家企业上云。目前，贵州省电商产业园数量已

经达到 30 多个（不完全统计）。凭借着交通便利等多重优势的贵阳，

其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电商产业园数量分布最多，达到了 16 个，

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遵义和安顺电商产业园数量分别为 5 个和

4 个，数量位列第二和第三。

二、乡村振兴下贵州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新机遇

（一）贵州特色农产品资源优势

我省耕地总面积占全省面积的 26.68%，共计 469.95 万公顷，

特色农产品丰富，仁怀有红高粱、水城的黑山羊羊肉粉、惠水的

黑糯米、都匀有绿壳鸡蛋、正安的野木瓜以及贵州的刺梨、脐橙、

杜仲、灵芝、天麻等。其次，贵州的茶叶也很出名，因为海拔高、

纬度低、日照寡，因此贵州特别适合生产茶叶，茶叶的种植面积

居全国第一，达到六百多万亩，像湄潭的翠芽、都匀的毛尖、凤

岗的锌栖茶都是贵州比较出名的茶叶品牌。此外，贵州还是马铃

薯种植大省，马铃薯的种植面积有 1056.38 亩、产量达到 1133 吨，

居全国第三。

（二）大数据技术优势

近几年，随着大数据在贵州的发展以及每年“数博会”的召

开，“数字贵州”已经成为贵州全新的代名词，自 2014 年阿里巴

巴与贵州签署了《云计算和大数据战略合作协议》后，在阿里集

团的支持下，贵州大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智慧物流等，力争

将贵阳打造成为我国的大数据产业中心。此外，十三五规划以来，

我省积极组织大型电商企业下乡，与农村地区对接，共同推动当

地本土农产品上行。多地农村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精准分析，开

展订单式农业，并且形成了“一店带全村”“一店带多户”的致

富新模式。推动了特色农产品销售以及农业的结构性调整。 

（三）交通环境优势

过去，由于贵州地理位置偏远又多山地，交通问题一直都是

阻碍贵州经济发展的原因。近些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下，

目前贵州已经实现了“县县通高速、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

截止到 2021 年，我省公路通车里程达 20.72 万公里，比上年末增

长 0.2%，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8010.46 公里，增长 3.0%。农村的交

通问题得到了解决，这就为本土农产品上行以及外界物资下行创

造了条件，也为贵州农村电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乡村振兴下贵州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新模式

（一）“政府主导 + 企业运营”模式

自 2014 年与阿里签署《云计算和大数据战略合作协议》后，

贵州省政府通过云计算技术建设了全国第一家省级政务云平台

“云上贵州”，主导整合农产品资源搭建平台，开启了农村资源

与各大电商平台相互合作的模式。其中，三穗县采用“政府监管

+ 企业运营”模式，依托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和 97 个村级服

务站点，免费为当地农村电商创业者创造条件，提供技能培训、

网货研发、运营指导、包装设计、农产品上行等系统化的服务，

累计帮助当地农村解决电商难题 267 个，引导开设电商市场主体

250 余家。



254 Vol. 5 No. 08 2022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探索与创新

（二）“农户 + 基地 + 站点 + 服务中心 + 云仓”模式

从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工作以来，贵州开始探索到适

合自己的独特电商模式，以荔波县为例开启了“农户 + 基地 + 站

点 + 服务中心 + 云仓”的模式。目前，荔波县内 66 家基地已入驻“一

码贵州”平台，电商的龙头企业已有 3 家，搭建了 40 个村级服务

站。2021 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90.86 万元，增速达 253%，农

产品累计销售 4.6 亿元。赫章县也趁此东风开始各大电商平台开

设自己的店铺，如在拼多多开设“村味小馆”、在淘宝商城搭建“赫

章特产馆” 、入驻“832”平台销售扶贫产品，全面销售赫章特

色农产品。目前，县内已有 53 家农业企业入驻“一码贵州”平台、

2 家企业入驻“贵高速最汇购商城”。

（三）“农户 + 线上线下销售”模式

我省多地农村采取的另一个电商模式为“农户 + 线上线下销

售”。通过统筹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以及“互联网 +”农产品出

村进城等工程，来拓展省内市场，推动 “黔货出山”，发展农村

经纪人队伍、大力帮扶龙头企业。如遵义市湄潭县通过打造直播

平台充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来打响贵州优质特色农产品的知名

度，打破传统销售模式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

渠道。铜仁市思南县也通过整合供销合作社和系统资源的优势，

依托“扶贫 832 平台”等各类电商平台来实现“农户 + 线上线下

销售”的模式，引导县内农产品生产企业入驻线上平台，在线上

通过“一周一爆款”“一日一推”等方式打造站点“网红产品”，

线下采取“一网格一团长”“精品线路”等方式来推动“黔货出山”。

六盘水市盘州市也积极探索了农产品上线销售的模式，先后培育

了四格乌洋芋、万蕊酸菜、天刺力、盘州火腿、信友核桃乳等 90

多款特色品牌农产品上线电商平台。

四、乡村振兴下贵州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一）特色农产品上行外销不理想

研究发现，要想实现“黔货出山”，这个“货”必须要适合

电商模式，并且“货”要达到指定的规模，如果无法满足这些条

件，将会耗费大量的营销与物流成本，从而阻碍农村电商的发展。

我省虽然特色农产品丰富，但是多数都是以小农生产为主，这种

模式比较分散，而且量少，无法满足规模化发展的要求。其次，

多数地区的农产品加工方式都还处在低级阶段，农产品商品的转

化率不高，从而无法提高知名度。此外，由于缺乏专业的团队和

技术人才，农产品的流通之前没有注册商标、包装、推广，农民

也没有办理证照的意识，导致农产品售卖后被消费者投诉的现象

时有发生。因此，农村的特色农产品上行效果不理想。

（二）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程度低。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以及新型电商模式如社交电商、社群

电商、社区团购以及直播带货飞速发展的影响下，已经有很多农

民开始通过新媒体传播途径在销售自家的特色农产品，人们看到

网络红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农产品生产过程

的把控、质检的标准、如何包装以及包装的材料、如何进行冷藏

保鲜等一系列的问题随之而来。因此，如何实现农产品的标准化

生产、如何树立农产品的品牌形象、如何提供销售服务等都是广

大农村发展电子商务亟须解决的问题。

（三）农村电商专业人才缺乏

从农村人口结构来看，留在农村中老年人或者儿童农村这类

群体中，普遍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市场信息的捕捉具有

较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因此电商人才的匮乏制约着农村电子商

务的发展。目前贵州省乃至全国农村地区的电商人才都是比较欠

缺的，无法满足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需求。农村电商所需要的人才，

不仅要懂电子商务知识和技术并且要能掌握本地区农产品特色开

发等相关技术的综合性人才。

五、贵州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路径分析

（一）探索“互联网 + 农业”模式，推动农产品上行

贵州农村要实现电子商务又好又快的发展，最关键的问题就

是如何把资源变成产品，再把产品变成网络商品。我们利用大数

据优势，创新智慧农业建设，提升整体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通

过“互联网 + 农业”的方式来探索适合贵州特色农产品上行的路径，

建立新型的农村电商市场体系以及农产品流通体系，其次，根据

贵州省各县域的资源特点，加快特色农产品开发，以市场需求导向，

打造“特色产业”，培育电商新农人与新平台，推动农村特色农

产品上行。

（二）进行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打造特色品牌 

我省特色农产品资源丰富且营养价值较高，但主要以农户个

体的小规模种植为主，未形成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并且不能有

效控制作物的质量，因此，政府可牵头组织建立农产品产业园区，

鼓励农民组成合作社进行规模化种植。其次，引进专业电商技术

人才，对当地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并且采购先进的农业生产器械，

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实现农产品生产规模

化与标准化，从而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品牌。

（三）加强对电商人才的培养 

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贵州农村农民的整体

文化程度较低，对新技术与新型电商模式的接收能力不强，无法

掌握电商的新平台、发展的新趋势。因此，贵州要发展农村电商

不仅要引进专业电商人才，并且要培养本地的专业技术人才，政

府还应想办法留住人才。其次，对农村种植大户、农村合作社、

农业龙头企业等重要的农村电商主体进行专业技术培训，优先提

高一批人的专业素质，让他们成为带头人形成示范带动力量，成

为发展新时代农村电商新农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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