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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农产品电商发展探究——以随县香菇为例 

柳云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5） 

摘要：2022年我国二十大精神倡导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产业振兴是其中一个重要层面。农产品电商可以拓展农产品

销售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本文首先阐述了随县香菇产业发展现状及特点，进而结合随县香菇企业服务案例探讨随县香

菇产业的电商发展路径，在品质监管、线上商城设计、团队建设、营销方面进行了重点论述。最后本文对湖北随县香菇在产

业发展、电商发展、人才培育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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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2 年我国二十大精神倡导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

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其中产业振兴

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层面之一。近些年我国农产品电商发展迅

速，这重塑了农产品供需匹配方式，拓展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助推农民增收。本文以湖北随县香菇为

例，对农产品电商发展进行探究，为随县香菇产业电商发展

提供相关建设性方案，同时也为促进湖北农产品产销对接提

供相关思路。 

二、湖北随州市随县香菇产业发展现状 

（一）发展模式 

表 2-1  随县香菇发展模式 [1] 

发展模式 适用条件 优点 缺点 

农户+消费者 
散小农户，在城市郊区、小城

镇、乡村较为常见。 

规模小，灵活，

方便消费者；流通环

节少，农户利润高

生产力相对较为落后，农产品质量监

管薄弱；交易、物流成本大，产品附加值

少。 

农户+村干部+村集体+

合作社+加工企业+消费者 

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基地或

生产合作社，依靠合同与加工企业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农 产 品 产 销 较

为稳定 

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农户履行合同

的信用较差；不能提供优质、稳定的原料。

加工企业深度加工程度较低、管理混乱、

加工质量堪忧。 

农户+基地+龙头企业+

超市+消费者 

直接采购园区的农产品与龙

头企业合作＂农超对接＂，龙头企

业与农户合作 

农 产 品 产 销 较

为稳定 

超市对农产品质量标准、规模标准等

门槛把众多散小农户阻挡在外。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进行整理 

从表 2-1 可以看出，在随县香菇产业发展模式中，除农

户外，企业也参与其中。随县已形成产值超百亿元的香菇“生

产+加工+科技+营销”完整产业链条，拥有全国最大的菌种

生产基地、出口基地、和全国领先的食用菌生产基地。随县

主推的“专业大户+村集体+村干部+农户+贫困户”的香菇产

业扶贫模式，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随县还鼓励本土香菇

企业到其他地区拓展香菇产业。 

（二）发展特点 

1.市场成熟度较高，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链 

2022 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公布第四批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认定名单，其中包含随县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创建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随县重点发展 2 条香菇特色走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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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岗、洪山、殷店、草店四个特色小镇，带动全县香菇产业

发展。同时，随县推动建设香菇采摘园、电商服务等，推进

香菇发展与健康、文教、休闲旅游等深度融合。 

随县香菇产业市场成熟度较高，运用了规模种植，逐步

降低生产成本，与加工企业和龙头企业合作[2]，形成了香菇

种植、精深加工、物流等全产业链条，在精深加工、种类延

伸、市场营销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2.科创水平不断提升 

首先，品种不断开发升级。在稳定干香菇产量的基础上，

稳步推进鲜销香菇、功能香菇、特种原料香菇的技术创新与

示范基地建设。示范推广“菜单型”、“药品型”、“观赏型”

等不同类型栽培品种，形成干香菇、鲜销香菇、精深加工产

品齐头并进的新格局，丰富产品结构，满足市场需求。 

其次，加强相关产品技术研发，加强菌种研发推广。建

成了全国首家省级香菇产业技术研究院和湖北省唯一一家

食用菌种子检验检测中心，破解“菌林”矛盾。积极研发香

菇栽培基质替代物的代料革新技术，重点推进羊肚菌产业发

展，培养高附加值、高营养的绿色有机新品种。 

3.品牌效应日益彰显，推动乡村振兴 

2019 年，随县香菇被列为全国首批优质农产品目录，获

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并被列入“2019 全国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目录”，影响力指数位居评选的全国 100 个品

牌第 12 位，居食用菌之首。2022 年 6 月，湖北省人社厅公

布了十大省级劳务品牌名单，“随县香菇种植工”这一劳务

品牌从全省 163 个品牌中脱颖而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

高质量就业、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三、随县香菇电商发展路径 

（一）品牌塑造与质量监管 

企业将香菇按品种或等级进行分类（如高、中、低档系

列；如干香菇、湿香菇、有机香菇、香菇脆、香菇酱、香菇

饮品等）。通过香菇分级和品牌建设，促进香菇供给与多层

次的市场需求融合，满足香菇产品的差异化营销。在线上销

售中，企业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做好香菇的产品认证和品牌

建设，将产品资源优势、产地优势等转化为质量优势和品牌

优势。展示农产品“生产有记录、质量有检测、安全有监管、

产品有身份”的质控体系优势，减轻消费者线上农产品质量

溯源和追责的疑虑。 

（二）企业线上商城的设计 

如图 3-1 所示，企业线上商城的设计[3]分为前台、中台、

后台三个大的部分，前端采用 Boostrap、HTML5、CSS3、Jquery

等相关前端开发技术，采用响应式布局方式，兼容主流的显

示终端，包括 PC、手机、平板等，真正实现一套代码，多

屏自适应显示。用户可以实现登录与注册、加入购物车、加

入收藏并支持在线支付。中台主要是业务逻辑相关功能，包

括商品管理、会员管理、订单管理，涉及到用户和供应商、

平台管理等多个视角的主要业务流程管理。后台主要包括供

应链、客服、物流、财务统计、消息管理、系统权限设置等

功能，后台更多是为中台管理支撑服务的，是中台业务管理

的延续和深入。 

 

图 3-1  线上商城各功能模块一览表 

线上用户功能设计包括：用户中心，商品列表，商品详

情页，购物车，分享/评价，售后等，从用户视角对各功能进

行描述，涉及到用户从进入平台首页之后购物的方方面面。

购物过程模拟了实体购物过程，用户先浏览商品再加入购物

车到最后支付离开，用户可以对已购商品进行评价和分享，

若对购买的产品不满意用户可以提出申请换货或退款。电商

客服对用户网购体验起着引领作用。售前，客服人员及时关

注客户浏览平台的信息及其提出的相关问题并及时回答；售

中，客服人员可以使用营销手段如提供优惠券、赠送小礼品、

优先发货等方式减轻客户购货疑惑并促使尽早下单；售后，

客服人员及时告知客户物流配送信息，并邀请客户对香菇产

品做出评价并提出相关建议。这对企业在产品质量提升、物

流配送、探测市场需求动态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三）团队建设 

团队包括运营、美工、客服、仓管人员等，如果有做自

媒体例如直播、小红书、抖音等的业务需求，企业也需要相

关人员负责文案策划、视频剪辑、主播、摄影、内容运营等，

一个团队具体需要多少人员需要根据自己团队需求和业务

大小来确定。规模较小的企业可以采用电商运营服务外包模

式，中大型企业可以组建自己的电商运营团队。 

（四）线上营销 

通过线上销售促进香菇产品的差异化营销，满足消费者

的不同需求，香菇产品要进行以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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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按照香菇产品的不同种类进行划分，干香菇、湿

香菇、有机香菇、香菇脆、香菇酱、香菇饮品等。这些产品

的保质期、口味、功效等方面有不同，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

需求。 

第二，同一种类的产品按照级别不同进行产品分级，按

照不同等级进行产品定价，从不同购货客户信息进行电子商

务数据分析，形成客户画像，线上销售进行产品针对性营销

和推送。员工可根据画像，为客户提供精准的服务，增加客

户的粘性。 

第三，对有品牌的香菇产品进行针对性营销。香菇产品

有其特殊的产品价值，建立有效的、可信任的菌菇类品牌将

成为激励消费者购买的首要任务。对于香菇产品线上营销，

除了考虑一般营销话术技巧，还要深入挖掘农业的生产、生

活、生态和文化等功能，加强老工艺、老字号、老品种的保

护与传承。例如随县香菇，可以讲述“随州四宝”的文化味

——香菇文化的锤炼与形成。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独

特的随州香菇文化：敢为人先的勇气、百折不挠的顽强、富

民裕国的担当、不懈追求的志向。 

四、湖北随县香菇产业电商发展建议 

（一）产业发展 

1.增强产品业态创新和深加工发展 

在企业线上商城和相关电商平台，宣传香菇产品的多样

化业态，例如菌菇面馆、菌菇咖啡馆、菌菇火锅店、菌菇饮

品店等，促进随县香菇生产企业与其他类型企业的战略联

盟，激发消费者对香菇产品的多样化需求。基于大数据对消

费者的深刻了解进行相关产品研发改良，开发菌菇精深产

品，创新加工技术，提高加工效率、扩大加工品类等。 

2.促进消费模式多样化 

鼓励香菇产品 DIY 制作，在企业线上商城和相关电商平

台引入香菇烹饪短视频或直播，帮助消费者知晓如何用菌菇

做出家常美食，例如菌菇养生餐、菌菇养颜餐、菌菇减肥餐、

儿童营养餐、健身餐等；增强香菇产品的消费体验，例如建

立菌菇博物馆、生态园等，开展菌菇日、植菌节等品牌特色

活动。 

3.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质量监管 

在质量方面，要推进品种培优，不断满足公众对高品质

农产品在数量、多样化、质量方面的消费新需求。在产品安

全方面，要加强质量安全监管，完善质量追溯标准，建立农

产品生产者经营者诚信档案，提高监管能力。 

（二）电商发展 

1.精细化客户画像，助力精准转化 

在企业线上商城设立客户详情、客户画像、订单详情、

浏览轨迹等栏目，对客户开展精准营销，加强沟通效率，提

升成单转化；运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行为，对客户进行分层

化管理，为实现农产品精准生产和精准营销提供思路。 

2.加强获客能力、留存能力和转化能力 

利用企业线上商城和相关电商平台数据记录客户的基

本信息，自动为客户打聊天标签、内容标签与渠道标签，数

据化管理客户。在推荐商品时，企业员工要随时查看客户信

息，推荐需求度高的商品，提供贴心的个性化服务。通过对

客户数据的收集、整理与留存，精准挖掘并了解客户的个性

化需求，促进复购。利用线上功能加强私域运营，增强与客

户间的情感联系，加强对客户的精细化维护与管理。 

（三）人才培育 

1.政府 

通过网店运营、摄影美工等专题培训，为农村电商人才

培育提供技术、培训、设备支持。积极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

示范县项目，培育人才培养、物流服务等为依托的电商孵化

中心，培育农村电商带头人，例如“乡村振兴官”、“幸福乡

村带头人”等，从用户、流量、资金等方面吸引更多年轻人

返乡就业，为香菇电商发展提供更多人才支持。 

2.企业 

强化技能培训，提供电商实践平台，开设定期的精品公

开课，提供进阶培训；与高校进行电商人才培育合作，开着

双选会、企业委培服务、就业推荐服务等，企业提供充足货

源，企业导师辅导创业开店，对高校电商人才进行辅助创业

支持。 

3.高校 

电商人才的培育需要通过企业专家直接参与课程设计，

引入企业真实项目让学生进行电商平台操作；与企业专家形

成电商的教学小组，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教学团队，为促进

校企合作建立沟通桥梁；建立校内实训基地或校内工厂，通

过企业考核选拔优秀学生、结合企业真实项目在校内工厂实

施电商操作，提高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和职业适应能力，培

育符合市场需求的电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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