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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状况研究 *

——以四川省凉山州为例
文　燕　邱　慧　魏福苹　舒玉琼　向玲凛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统计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3

摘　要：随着经济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这一模式逐渐由城市到农村，农村是电子商务发展最有潜力的市场，其发

展过程中也遇到诸多制约因素。基于此，本文以四川省凉山州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凉山州地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凉山州的电子商务发展并不乐观，遇到了一些发展瓶颈，如农民电商观念落后，农产品缺

乏规模化和品牌建设，电商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Internet， the mode of E-business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s. The rural area is the most potential market for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there are many constraints 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Liangshan Prefecture of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n Liangshan Prefe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 Liangshan Prefecture is not optimistic， 

and there are some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such as the backward concept of farmers’ e-commerce， the lack of scale and brand 

build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lack of e-commerce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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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基础建设的不断完善以及互联网的不断普及，

电子商务正在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2018 年全年，我国电子

商务交易额达到 31.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电子商务从

业人员增长到 4700 万人。截至 2018 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

普及率达到 38.4%，实现农村电商交易额 1.37 万亿元，同比

增长 30.4%。这些数据都说明了电商在中国甚至我国农村都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据统计，电商已帮助部分贫困农村成功

脱贫。由于电商的发展在我国西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趋于

成熟，借此机会，我们小组想探究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电商

发展的情况。基于此，本文以四川省凉山州为例，通过问卷

调查的方式，对凉山州电商发展状况展开调查研究。

二、凉山州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分析

凉山州的农产品具有品种多、产量大的特点。本次调查

共统计出 30 种不同的品种。但从农民销售农产品情况看，电

商销售模式还不发达，大部分农民以本地贩卖商和外地收购

商的销售方式为主。从农民了解电子商务角度分析，了解电

商的农民很少，只有 32%；而了解电商的农民中有 42% 的农

民了解淘宝，31% 的农民了解天猫，30% 的农民了解京东，

对其他的电商基本不了解或根本没有听说过。从农民不使用

网络销售农产品的原因进行详细调查，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是

因为不会使用网络，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不知道在哪里寄产品、

不相信网络交易等。

本文还通过打分法进一步调查对农产品销售的影响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最看中农产品市场需求、其次依次是农

产品价格、农产品数量、农产品销售方式，反而对当地政府

对农产品销售的支持力度、当地网络发展程度、交通运输便

利程度这三个因素不太重视。

三、凉山州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分析

（一）农产品供给侧电子商务观念落后

本次调查发现，凉山州的主要劳动力集中在 41-60 岁年

龄段，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占比最大，达到 76%，未接受教

育的农民仍有 12% 的比例。这说明凉山州农产品的供给者普

遍是文化水平较低、年龄较高，对电子商务比较陌生，了解

电商平台单一，喜欢选择收购商来本地收购的比较方便的销

售方式。在促进电商发展方面，他们对电商发展的意识比较

薄弱。如他们对当地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和政府的支持都

不太在意。

（二）农产品缺乏规模化和品牌建设

凉山州的农产品主要采用小规模、零散化的种植方式，

其中玉米种植比例最大，达到 16.7%，其次是葡萄和莲花白，

占比都为 14.7%，还有石榴、水稻、辣椒等农产品占比也较

大。据统计，每种农产品种植面积达到 3.84 亩，每年平均投

入化肥农药、机械工具、种子种苗和雇工成本 1.6 万元，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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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平均投入时间 12 天，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终

利润不到 50%。这种以零散化、分散性生产经营为主的模式，

很难拥有特色农产品优势，还大大限制了农民的农业收入。

（三）政府针对性培训少，专业人才缺乏

近几年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和措施来推动电子商务的发

展，但是很多都没有落实到实处。比如凉山州每年都会开展

电商知识培训，据报道：2018 年以贫困户、大学生村干部、

返乡创业青年、党政干部等不同人群参加的电商知识培训达

4 万余人次。但本次调研中：仍有 78% 的农民没听说过电商

知识培训，接受过电商培训的也只有 6% 的农民通过网络将

产品卖出去。说明政府开展的培训对农户起的作用效果欠佳，

缺乏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系统化的培训，大部分农民的电

商知识问题和电商意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和提升。

四、凉山州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针对当前凉山州市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发展瓶颈，本文

对凉山州电商发展的未来发展路径进行如下政策性建议：

首先，培训村头带头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让农民感

受到农村电商带来的好处，提升电商发展的意识，积极参与

进来，把自己家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只要农民收入提

升了，感觉这个东西好了，才会主动参与到农村电商发展

中来。

其次，鼓励合作经营，建立生产经营规模化，打造品牌

特色农产品。小规模、零散性的生产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千变

万化的农产品市场，让农户更好掌握主动权，减少投入成本，

最大可能保障农户的利益最大化。

最后，政府应进行针对性、系统化的电商培训。由于凉

山州地理环境等因素，很难引进电商人才，因此充分利用本

土资源，培养本地电商人才，才是长久策略。培训的同时，

也应该建立反馈机制，便于人们及时反映电商知识问题，做

到全方位的电商培训，提高培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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