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8

农业科技管理: 2021年3卷4期
ISSN: 2661-3778(Print); 2661-3786(Online)

近年来，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以及农村基

础设施的发展，大量劳动力回流至农村从事农产品的种

植。例如本文所研究的梅州金柚产业，近年来，金柚产

量大幅增加，但是销售渠道仍局限于以收购商收购为主

的传统收购模式，较易出现产品滞销的情况，有效地解

决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已势在必行，相关部门或企业

可以通过加强对农户的电子商务销售技能的培育，拓宽

电商销售渠道以及配套相关基础设施，为梅州产业发展

注入更好地动力。1

一、金柚产业发展的现状

1.1 金柚的发展规模

梅州是中国最大的柚类商品生产基地，金柚已成为

梅州地区最具有区域特色的支柱产业，2019 年第四批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梅县金柚榜上有名。截至 2021

年，梅县金柚预计总产量可达 56 万吨，鲜果产值预计

达 32 亿元。金柚的生产地域覆盖了梅州市全域，梅州市

已成为全国的金柚商品生产基地，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

作者简介：

杨翊铖（2001-）男，广东汕头人，2020级本科生，广

州工商学院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在读生，研究方向：市

场营销学，经济学，管理学；

黄蕾蕾（2002-）女，广东汕头人，2021级本科生，广

州工商学院商学院电子商务专业在读生，研究方向：电

子商务学，经济学，管理学。

占全国柚类的 1/3 多。梅州金柚先后获得国家无公害农

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先后培育了“木子”、

“顺兴”、“嘉丰”、“龙威”、“梅岭”、“松峰”、“嘉珍”

等 10 多个金柚品牌。[1]

1.2 金柚的主要销售方式及弊端

目前梅州金柚的销售方式以自行销售、打包销售、

合作销售以及少部分电商销售为主。总体来说，金柚销

售方式和销售渠道较为单一，农户较常选择打包销售，

即传统的以收购商收购为主的传统收购模式。在这种销

售模式下，金柚走的是低端产品路线，金柚通常未带有

明显识别性的包装，这意味着金柚并没有塑造出自己的

品牌形象，品牌识别度较低，售价也相对较低。在此销

售模式下，受金柚未进行包装和品质筛选等原因的影响，

金柚在追求品牌效益的超市中鲜有其踪，高收入消费者

群体对其了解程度不足，购买量较低。

二、金柚产业拓宽电商渠道销售的优势

2.1 电商销售渠道的优势

电商销售具有传播范围广、速度快、不受时空、不

受范围限制、多媒体传送、单量大等显著特点，能有效

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相比于发达一二线城市，梅州

金柚运用电商营销的优势更加明显，对于拓宽梅州金柚

的流通半径，提升金柚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2]。并

且电商销售通常为生产者直接销售，大大减少了用户和

销售者中间流通环节的费用，既使消费者能够品尝到物

美价廉的优质好产品，又增长了农户的收入，有利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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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场占有率。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的发展。

2.2 金柚产业发展电商的优势

金柚具有悠久的品牌历史，梅州金柚成功通过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及中欧

地理标志第二批保护名单，形成了以“梅州金柚”为核

心的品牌链条，具有较强的品牌效应，在同类产品中竞

争力较强，较易受到消费者的欢饮。同时金柚具有耐贮

藏运输的特性，在自然通风条件下，金柚普遍可以贮藏

半年，并且口味不会发生较大变化，其运输条件较佳、

不易损坏，能够在长距离运输中保持上佳质量，能够适

应跨区域运输，较为适合发展电商产业。

2.3 电商直播助农的浪潮

近年来随着电商直播带货浪潮的兴起，大批电商平

台推出了助农直播，一批批网红主播、农民投身到直播

的浪潮中，直播也成为电商产业增量的关键点，由于在

观看直播时，消费者能直接在直播间看到商品的展示，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更加青睐于在电商直播平台下单购买

商品。由于直播间对主播的要求不高，给广大农民进行

农特产品的直播带货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通过农村电商

直播的方式，既降低了生产销售成本，提高了农民的经

济收益，又降低了农民的营销成本。此外，还有利于形

成完整价值链，聚集产业，达到规模效益，推动该区域

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3]

三、消费者对梅州金柚评价的情况

本部分经笔者采用网络问卷调研、实地调研等方法

取得 2188 份有效样本，有效样本比率约 95%。通过对采

集数据进行合理分析得出以下结果

3.1 梅州金柚品牌开发仍存较大空间

问题：您对梅州金柚的了解程度？

梅州金柚已有 100 多年的发展历史，其种植面积和

总产量均占全国柚类的 1/3 多是全国最大的金柚商品生产

基地，但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人们对梅州金柚的了解程

度并不高，非常了解的仅占 19.44%，表示了解一些及不

了解的人数占比较高，因此，梅州金柚的品牌开发仍存

在较大的开发空间。

3.2 梅州金柚网络营销方式前景广阔

问题：您是通过哪种渠道了解梅州金柚的？

据调研数据显示，梅州金柚的品牌宣传力度不足，

76.94% 的消费者都是通过朋友介绍而得知梅州金柚的有

关信息，而透过网络得知梅州金柚相关信息的消费者占

比较低，可见梅州金柚利用网络宣传、销售力度不足。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销售已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互联网营销作为新兴的营销理念，其营销方式、营销手

段都是在传统营销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论互联网

视角下梅州金柚的推广），只有建立完善的金柚网络营销

体系，拓宽金柚的网络销售渠道，才能使金柚市场得到

长足的发展。

3.3 梅州金柚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市场可观

问题：您是否愿意通过电商平台购买梅州金柚？

网购作为新兴的、主流的购物方式，其优点众多，

不仅能够节约时间、免除购物疲劳、方便快捷等特点，

还能节省购物成本。调查数据显示，有 79.17% 的人有意

愿通过电商平台购买梅州金柚。因此，通过京东、淘宝、

拼多多、抖音等线上网络市场销售梅州金柚前景相当可

观。

四、对梅州金柚产业拓宽电商销售渠道的建议

4.1 加强种植户电商创业培训

相关政府部门和已开设电子商务专业的高校，可以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中小金柚种植户进行有针对性的

电商技能培训，加快金柚市场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拓展

金柚网络交易，提供金柚种植户便利申请网店等服务，

并与设有电子商务和物流冷链管理相关专业的高校合作，

共同开拓网络市场，扩大金柚的电商销售渠道，从而进

一步扩大金柚的营销市场，增加金柚产业的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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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展助农直播

加快当地电商项目落地，对接当地金柚生产组织，

开展原产地网络直销等方式，减少流通过程，降低产品销

售成本，使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购买到物美价廉的梅州金

柚，借助电商平台的巨大流量，对金柚及其加工品进行原

产地直播销售，大幅增加金柚销售量，达到柚农增收。

4.3 加强物流等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

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金柚产地的帮扶力度，大力加

快建设当地发展电商产业所需的配套设施的建设，解决

仓储和交通问题，着力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保

障物流运输服务，助力梅州金柚产业更好地拓展网络销

售渠道。

五、结语

梅州金柚种植范围广、产量大，已成为梅州市农业

的支柱性产业，但由于销售渠道不宽、网络销售渠道受

限等因素影响，导致农产品收购价格较低，进而形成农

户收入不高、产品容易出现滞销的现象。拓宽金柚网络

销售渠道已势在必行，本文透过研究金柚产业发展的现

状、金柚产业拓宽电商渠道销售的优势以及消费者对梅

州金柚的看法，较为系统性地提出了对梅州金柚产业拓

宽电商销售渠道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金

柚种植户的收入，从而提升种植户的热情，形成投入－

产出的良性循环，助力梅州金柚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使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落深落实。让金柚种植户共享电

商经济发展的红利，改善种植户的营收环境，为创造更

加美好的生活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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