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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乡村振兴政策下的“互联网+认养农业”模式的发

展

武子贤

重庆三峡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庆万州 404020

摘 要：经济发展是乡村振兴的主要方向，扶持农村发展经济才是控制脱贫攻坚质量的主要矛盾点，所以因地制宜的发

展农村经济才是主要路径。我国近年来科技发展势头迅猛，结合时代特征，加入科技元素，以“互联网+”的形式对农业

进行创新，让农村的经济血液流动起来，创新血液供养方式。同时，国家也倡导发展绿色经济，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所以，需要新型模式的农村经济模式的崭露头角，带动农村经济运行，推动农村积极发展，增加农村人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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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 adopted agriculture" model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Zixian Wu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Wanzhou 404020,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main direc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upporting rural development economy is the main
contradiction point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s the main path. In recent years, ou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momentum is rapid.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we add the el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arry out the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form
of "Internet +", so as to let the rural economy blood flow and innovate the way of blood support. At the same time, the state also
advocates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Therefor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model of rural economic model is needed to drive the operation of rural economy, promote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increase the well-being of rural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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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发展背景

随着城乡阶级固化观念的深入人心，城乡经济常年呈

现割据状态，无法融合发展，农村人民困在农村，使他们

的挣钱方式单一，只能进城务工，随之产生一系列的农村

社会发展问题，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有很多。田建红在实

施乡村振兴实现路径中提到，现在急需一种新型的现代农

业创新模式[1]，可以把农民留在家乡的土地又能幸福的享

受生活。对于前十几年的农村社会发展问题也会起到一定

的改善作用，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我们应该把势头

放在解决这些社会痛点的问题上，结合时代特点，创新农

村经济发展机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在这方

面寻找突破口，近几年，短视频行业也飞速发展，也有很

多成功的案例值得我们借鉴，直播带货、直产直销，这种

工厂直接对接客户的方式不仅可以缩短成本，还可以传播

农村本土文化，塑造乡村形象，进而打造品牌效应。我国

农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主要经济带动，没有专业的技

术指导，经济发展方式单一，没有足够的资本投入，农民

文化程度低，城乡二元程度明显，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个

体户多，难以形成集聚效应。这些问题迫使我们发展新型

农村经济发展方式，注入发展新动力。

2.发展意义

首先，创新农村经济发展机制，对于我国“三农”问

题的解决具有巨大的推动力。有了新的经济发展方向，农

民有了新的目标，不再是简单的进城务工，可以发展家庭

经济，为农村摆脱贫困助力，让农村出现新的经济体。

其次，助力农村社会发展的进程，使农村社会发展越

来越现代化。结合农村更加自然的资源条件，加大力度建

设农村基础设施，修好路，建好厂，助力对农村医疗保障

和义务教育的投入。

最后，增加农村人民福祉，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稳

固了农村社会和谐。深入贯彻了我国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

使农村人名体会到了真真切切的幸福，吃得饱，穿的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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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解决了再就业的问题。

一、新型农业商业模式构想

那么，朱春萍就自己的研究提出现在就我们造就一种

乡村和城市对接的商业新模式，发掘农村中所没有的城市

需求，城市中所没有的农村特色，寻找一种桥梁把二者结

合起来[3]，对于现在来说，我们急需这样一种新业态。认

养农业就是适应新时代下的新型农业模式，认养农业符合

城市人口的心理和现实需求，认养人可以通过一款便捷的

app软件认养自己的一块土地，据调查，不少城市中的人

还是怀有田园情怀的，我们所研究的市场群体也可以是退

休的老人，我国近几年来也是老龄化严重，正是说明了我

国的老年群体是十分庞大的。认养农业就是农户和用户共

担风险、共享收益的一种新型商业模式。在一定基础上就

是，农户出地、出劳动力，出技术，户用出资金。认养一

般指消费者预付费用，生产者为消费者提供健康生态的农

产品。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实在离城市最近的可种植

土地，在距离上有一定的优势，对比下来，这种模式是双

赢模式，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拉近了城乡间的距离，也是

乡村振兴的新尝试。所以说，“认养农业”让农业不仅具

有第一产业的属性，还可以与旅游、休闲、文化等产业进

行深入互动。把城市居民作为目标客户，融合了信息、资

源、数据等要素，精准打造客户需求的产品，符合当下的

发展趋势，用技术链接了城市居民和农村村民的距离，让

他们可以无障碍交流，共创美好生活。

1.认养农业的可行性分析

我们从主体入手，对主体双方进行细致分析，分别对

农户和用户这两大主体。

（1）经济层面

对于城市人口来讲，我们把市场主体定位到老年群里，

因为老年人是有很多空余休闲时间，认养农业同时也是一

种娱乐方式，而且老人有固定的退休金，相比较而言，在

城市中的水果店来讲，像应季水果、蔬菜价格很高，有中

间商，而且时间过长会不新鲜，溃烂等问题，节约了成本。

受限于农产品供求关系和市价行情，农民很被动，对于产

品几乎没有议价权。

（2）社会层面

这种新型模式符合我国“三农”问题相关政策，政府

大力支持，解决社会问题，绿色背景下推动“互联网+认

养农业”，这种符合绿色经济发展且信息交互性极强的农

村经济发 展模式在农业领域具备诸多的现实意义。

（3）需求层面

城市社会群体由于追求生态、健康的产品，他们可以

选择自己想认养的动植物，比如认养一头牛、一头羊和一

块地，增值了农产服务，也满足了自己的生活。农民可以

通过在自己的地方实现增加经济来源的要求，不愁农产品

卖不出去，同时也可以增加和城市的联系。

2.认养农业的运行

这是介于当下发展趋势孵化出的一个项目，就是消费

者和农户之间达成一种互利共赢的协议，面对收益，共同

接受；面对风险，比如受自然、政策等因素影响对农业造

成损失，双方共同承担。认养农业的初衷是双方都有需求，

城市居民生活在城市面临很多问题，比如由于工作没有空

余时间去采购生活所需品，还对食品的安全健康问题有一

定的疑虑，认养农业正好解决了这些问题。对于农户这一

方面，农户没有行销渠道，往往东西卖不出去，浪费在家

中，这也造成了农民收入低的问题，介于这两者之间，所

以推出了认养农业，同时弥补了双方的缺陷。当模式运作

起来后，会有摄像头装置监测作物的生长环境、生长趋势

以及作物的生长速度，消费者可以随时通过 APP 软件来关

注和观察，当作物成熟后，农户把农产品分类包装起来，

最后便有快递人员进行派送，这些过程消费者都可以通过

手机 APP 进行查看，消费者也可以吃的放心。同时，消费

者也可以通过 APP 软件与农户进行实时无障碍交流。

3.适合认养的农作

首先要适合当地土地种植的农产品，再然后是可以用

单位计量的农产品，这样可以估量它的价值，也可以用于

交易，我们可以根据生活食品分类，蔬菜、水果、蛋类、

牛奶类、肉禽类等农产品。

4.认养模式新扩展

认养农业也是绿色农业的一种，打造农产品品牌化是

当下流行的趋势。认养用户可以认养自己喜爱或者是需要

的农产品和牲畜，平时可以监测农产品和牲畜的生长趋势，

待农产品成熟以后，就可以享受当季的水果、蔬菜等，也

可以享用奶制品，肉制品等，比如鸡、鸭、鹅等，这些肉

类认养用户可以放心食用。同时，也可以发展农户果园旅

游，用户节假日就可以到自己的果园采摘、旅游、吃农家

饭，享受田园快乐。打造以体验感为主的品牌文化，休闲

娱乐也融入进来，深度融合第一、二三产业的优势，推动

三个产业共同发展。认养的方式也有：云认养、联名认养。

二、认养模式的具体运行模式

1.认养过程溯源

通过视频直播功能让消费者随时随地观看养殖、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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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的情况，养殖、种植过程一目了然，结合二维码、射

频等技术手段对种植、养殖的生态农产品数据进行有效管

理，消费者通过平台可实时追踪、了解所认养农产品的最

新数据，让认养的生态产品从养殖、种植、流通到餐桌的

每一步均可追溯，通过可追溯体系的建立，增加了平台与

用户间的黏度、提高了消费者的信任度。

图 1 认养过程追溯图

2.认养模式新业态

认养农业不仅仅是单一的营销模式，不在于用户去认

养单一产品，如果一个用户去认养一颗苹果树，那么在这

颗苹果树高产的情况下，用户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苹果，

那对于过剩的苹果来说，这成为了一种浪费，所以针对这

种情况，还推出了拼团的方式，可以两个人，也可以是多

个人去认养一颗苹果树，这样可以减少个人的投入压力，

也可以避免浪费现象的产生。对于面积/数量/重量有要求

的农产品，还有很多农产品是有时间限制的，比如季节性

水果，短期内用户无法吃完这些水果，那么拼团模式就是

把总共的生产量分给不同的成员。 拼团、组团认养模式

对于消费而言即实惠、也好玩，对于农产品企业而言快速

回笼资金、提高销量、降低风险！还有很多促销方式，比

如满减、团长免单、现金返利、优惠返购、拼团认养、限

时特价、二级分销等。

3.认养农业案例分析

最近新出现的一家企业“认养一头牛”是一个很成功

的案例，该公司的奶牛认养是进过 DNA 筛选过后的优质

奶源，该公司主打的是相较于其他普通的牛奶，认养一头

牛有利于人体营养的吸收，帮助改善肠胃功能，该公司的

广告词是“挑出好基因，才有好蛋白”“甘甜柔滑，忠于

自然清甜本味”，该品牌内涵正好与当下消费者所追求的

价值观是相吻合的，该公司致力于奶牛品种的选取，并且

有 6 座 GPA认证的一级认养牧场，也经过三大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该公司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初期它就入驻淘

宝、京东等网络平台，它的品牌文化塑造的非常成功。这

也为我们认养农业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明确的路线。

三、认养模式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

1.认养模式的优势

（1）疫情期间不用担心蔬菜粮食的采购问题

疫情期间面对不稳定的粮食蔬菜问题，认养用户不用

再担忧这个问题，可以安心居家办公，也不用去超市和菜

市场疯狂采购，这样不用因为怕供应链断裂而吃不上蔬菜

而担忧了，而且也不用因为蔬菜存放时间长而吃不新鲜的

蔬菜，冰箱也不拥挤了，可以惬意生活。

（2）食物质量有保障，消费者可以安全食用

现在很多消费者担心市面上的蔬菜水果不安全、不健

康，担心上面有过剩的农药残留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认

养农业你可以实时观测作物的生长，参与到农作物的种植

当中。清晰的了解到作物的生长过程，无添加无激素产品

食用起来更放心，同时，也保证了食品的新鲜，作物成熟

便可以短时间食用，不用到市面去购买延期的食物去满足

生活需要。

（3）体验田园生活，增加城市生活的乐趣

紧张高压的城市生活让我们需要一个可以放松的地

方释放自己，在休息日时，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感受愉快的

生活。同时，父母和孩子一起参与田园生活对于孩子认识

世界也有一定的帮助，让孩子体验大自然的美好，一家人

可以参与种植的过程，增进亲子间的感情。

（4）认养农业是健康时尚的一种引领

现在我们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问题，提倡健康饮食、

安全食品、健康生活，所以，“互联网+认养农业”这一商

业模式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也是被市场所接受的，它同时

也推动了城乡的深度融合和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升级。

2.认养农业存在的问题

（1）消费者成本高

认养农业相当于工业品的手工订制或服装行业的量

身定制，难以规模经营。“认养农业”不同于现代集约化、

机械化生产的农业，它是一种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农业。因

此“认养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昂贵，也不可避免的造成

了其价格远高于市场中的粮食、果蔬产品。

（2）存在一定的浪费问题

间隙的种地、赶牛是一种享受消遣，而让城里人长期

过着田园般的生活就是一种折磨。因此许多认养户经常对

他们种植的成果毫不在意，在本该采摘的季节却不管不顾，

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常常受到淳朴的农户们的诟病。

（3）有很多后期问题难以解决

城市市民对于农产品的需求是有时间限制的，并不是

每天所必须的，对于农村村名来说，昂贵的基础设施投入

的是不现实的。折旧费用却是一大笔支出，这是最应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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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思量的问题，而且对于需求量和生产量是较难匹配的，

这可能会造成相当程度的浪费。这样下来，会让大多数农

民打退堂鼓，很难开始进一步的发展。

四、“互联网+认养农业”发展的建议

1.加大广告宣传力度，让“认养”观念深入人心

可以加大对“认养农业”品牌的宣传力度，让大众接

受并认同这个概念，开展旅游文化节：投放广告起到的作

用是提高知名度，让人们潜移默化的受到我们产品的影响。

在量的积累之后，我们要激进的打开局面，实现量变到质

变的转换，让潜在客户真正成为我们的客户。而打破局面

的最好方式就是开展大规模的活动，用活动的方式将客户

聚集起来加以引导，方能水到渠成。

2.积极举办农业博览会

旅游文化节是将品牌推向周边附近的城市，它的辐射

范围毕竟有限。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需要走出

去不断扩宽市场。农业博览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

给我们的产品插上翅膀，飞出家门。

3.强化营销渠道建设，多渠道推销认养农业产品

对于我们的传统营销模式，我们通过电视广告、线下

推广、宣传单发放等形式对品牌进行宣传，然而这些传统

方式对于现在来说仅仅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网络的帮助，

扩大接受客户群体，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做出“认养农业”

的品牌效应，也可以发挥公众人物的带动作用，为新型农

业的发展做出推广作用。也可以制定相应的优惠策略形成

大手拉小手的作用，让内部客户引流，引进新的客户源，

多扩大营销渠道。

4.积极搭建农业基础设施平台

对于农村来说，基础设施的建设尤为重要，要和城市

消费者做好对接，这需要我们投入资金发展，比如送货到

家，需要解决快递问题，可以建立自家的快递体系，打造

“认养农业”快递家，这也是一种增值服务。再者是农村

种植现代化的机器设施，同时要有专业人员精通栽培种植

相关知识，专业种植。摄像器械、监测设施都是最主要的

基础设施。

5.强化服务质量，让“订单服务”形成服务特色

打造好的服务是成功的关键核心，服务到家，服务到

消费者的心坎里，严格服务态度，我们可以提供每天定时

定点送物上门，为消费者带来便利。同时也要严格把控产

品质量，品质要求才是最严苛的，好质量的商品也会让消

费者满意，抓住用户的心智，是对于品牌打造的高层次要

求，这样我们才能于消费者保持长久的合作关系，这样才

能留住用户。最后，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我们对

每个用户的需求做出详细的分析，精准把握用户的需求和

喜好，这样才能为他提供更加合适的产品，为消费者提供

个性化服务，让消费者找到归属感，同时还要做好售后工

作，把好最后一道门，让消费者深刻感受到我们的温度与

热情。

6.打造特色品牌，不断引导消费需求，拓展更多市场

空间

对于现在的认养农业来讲，是一种全新领域的探索，

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是去打造农业

的品牌效应，比如现在“认养一头牛”牛奶的宣传，这是

一个成功的案例，它打造的是新鲜奶源，这一点正好符合

当下消费者所追求的品质生活的要求，在保证品质的前提

下，还可以享受生活，现在流行“轻奢”一词，这也正是

反映出消费者现在的价值导向，品牌方要做的就是要去引

导消费者的需求，帮助他们定位自己的需求，对于此，还

应开拓市场，寻找市场空间，确定目标客户，引导消费者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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