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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电商兴农发展报告》发布

新电商让“小农户”直接联通“大市场”
■ 边 雪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新电商平台
的出现，在“农货上行”领域也出现了新的探索。近
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课题组发布的
《2019中国电商兴农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
出，在中国农货上行体系中，拼多多等新电商平台重
塑农产品供应模式，让小农户与大市场实现低成本
对接，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助力了中国
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破解农产品进城难题

农村电商在2014年至2019年间迎来了高速发展阶
段，农村网络零售额与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均大幅增长。

农村地区在2017年网络零售额就已突破1万亿
元，但近年来，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却仅有3000亿元左
右，“农产品网络进城难”成为新难题。据商务部公布
的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15229亿元，而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仅有3556亿元。

《报告》认为，以淘宝、京东为代表的传统电商完
成了培养居民网上消费习惯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
段，全网农产品销售额稳定在1000亿左右，但出于各
种原因，进一步发展遇到了瓶颈。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2019年，90%的淘宝村分布在工业基础较为雄厚的
省份。

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由于传统电商平台大数据
应用不到位、交易品种、数量、价格和地区分布等产销
信息大数据没有及时传导到农村生产端，或缺乏数据
分析、生产指导、采购咨询等功能，农产品上行模式一
直存在着产销对接不畅、功能不够完善的桎梏。

2017年开始，随着以拼多多、抖音、快手为代表的
新型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出现，互联网逐渐在农村区域
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云南文山州丘北县腻脚
乡，拼多多探索出了“以建档立卡户为主体，田间地头
直接联通消费者，让农户和消费者同时获益”的“新农
商”机制。该机制直接打通了农户与消费者间的信息
壁垒，破解了农产品进城难的问题。

农货上行成为兴农新模式

《报告》认为，农货上行是农村电商发展的第二阶
段。农村电商由淘宝村、京东村店的工业品下乡和消
费品下乡，逐渐发展为拼多多等新电商为代表的农产
品上行，电商模式由单一的网络零售向网络零售、网
络批发并重转变，从传统电商向社交电商、社区电商
并重转变。

据统计，2018年拼多多平台上农产品及农副产品
订单总额达653亿元，较2017年同比增长233%。截
至2018年底，拼多多平台注册地址为国家级贫困县的
商户数量超过14万家，年订单总额达162亿元。

作为农货上行的最大平台之一，拼多多的“拼农
货”模式，采用创新的“农货智能处理系统”和“山村直
连小区”模式，成功为中国分散的农产品整合出一条
直达5.36亿用户的快速通道。

经由这条通道，吐鲁番哈密瓜48小时就能从田
间直达消费者手中，价格比批发市场还便宜；一度滞
销的河南中牟大蒜，打包卖到了北京，价格只有超市

的四分之一。借助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技术，拼
多多将全国贫困县的农田和城市的写字楼、小区连在
一起，成功建立起了一套可持续扶贫助农的机制。

“电商在农村地区农产品销售领域的介入不断加
深，突破了传统农产品有形市场的地域限制，拓展了
农产品的市场范围。”课题组负责人、商务部研究院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说。

电商发展需重点关注贫困地区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中国线上流量增长已近瓶
颈。与此同时，在低线城市尤其是农村区域，移动互联网
产生的变革效应才刚刚开始。在以拼多多为代表的新电
商平台出现后，“农村市场”也被互联网行业重新发现。

农村贫困地区仍是未来电商兴农需重点关注的
区域。新电商平台拼多多的实践证明，农村电商在扶
贫方面的作用已经日益凸显，未来国家政策也将继续
大力支持农村电商扶贫，因此贫困地区是未来电商重
点争夺的市场。

2019年12月10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
次提出“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从宏观层面
提及“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农村电商发展将继续得到
国家政策的支持。

农货上行除了可以直接带动“建档立卡”户实现
收入增长外，还通过释放农村生产要素的方式为农民
创造更多收入。拼多多通过借助“拼农货”模式建立
独特的农货上行体系，该体系推动了种植、加工、销售
环节的改造，有利推动农业产业链下沉，进而增加对
当地土地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需求，使得乡村常
驻人口中包括老人、妇女在内的非技能型人口，可以
通过出租土地、被雇佣的方式，获得更多的收入，贫困
地区的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不断提高。

电商兴农的市场空间仍十分巨大。据中商产业
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预计未来五年农村电商市场
的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38.87%，2020年我国农村电
商市场规模将达到16860亿元。

甜樱桃冬季管理技术
1.落叶前根外追肥。根外追肥具有简单易行、用

肥量少、发挥作用快的优点。叶片脱落前，50%～75%
的氮素回流到树体内。落叶前2周在树体叶面喷施
0.8%～1％尿素，可加速叶片内养分的回流，提高树体
贮藏营养水平，从而提高花芽、树体的抗冻能力。

2.枝干涂白。树干涂白可以减轻甜樱桃因冬
季低温冻害而造成的树体受伤，并能遮盖伤口，避
免病菌侵入。涂白一般在树体落叶后的深秋进行，
涂白前先刮除老翘皮，把树体中下部1米以下的主
干和主枝基部0.3米进行涂白，尤其是枝杈部位重点
涂抹。涂白剂用生石灰8~10份、石硫合剂原液1份、
食盐1份、水20份和少量动物油、植物油配制。配制
时先用少量水把食盐和生石灰化开，再加入石硫合
剂、油搅拌混匀即可。

3.浇封冻水。如果秋季干旱，在封冻前，土壤
“夜冻昼化”时，对果园灌一次封冻水，浇透根系土
层，减轻土壤干旱，水结冰降温时释放出热量，从而
提高冬季温度，保持土壤温度相对稳定。

4.清园深翻。未封冻前，通过深翻树盘，将越冬
的食心虫等害虫的蛹或成虫暴露在地表，利用冬季
低温将其杀死。落叶以后，要及时清除落叶和杂草，
剪除病虫枝，并移到园外进行深埋。 （本报综合）

农技课堂农技课堂

“2018年，合作社种植的60万斤生姜，市场价每
斤才1.2元左右。当年11月，修建的冷链仓储集配中
心刚好完工，我便将生姜放进了冷冻库。”酉阳县狮
岩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彭昌洲介绍道。2019
年3月，生姜价格回升，他的60万斤生姜以平均每
斤3元的价格全部卖完，赚了30多万元。

曾经，冷链物流体系不完善，一直困扰着酉阳农
业发展。

为破解这一难题，近年来，酉阳县从“补短板”和
“促提升”两个方面规划布局，加快构建现代化冷链
物流体系，完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补足县、乡、
村在公共服务和规模企业重点需求方面长期存在的
流通短板，解决农产品产地“最初一公里”和城市配
送“最后一公里”难题。

目前，酉阳县已初步构建“2+7+39”冷链物流体
系（“2”即县城城南农贸批发市场和板溪综合物流市
场，“7”即7个片区冷链仓储集配中心，“39”为39个
乡镇共建44个冷链集配中心网点），实现了冷链物流
仓储配送“县乡村”三级全覆盖，为解决该县农产品损
耗、增加农民收入打下了坚实的硬件基础，进一步促
进了当地农产品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2019年 12月6日—8日，2019全国农产品产销
对接扶贫（重庆）活动暨第三届重庆电商扶贫爱心购
活动在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酉阳县共组织
了24家电商企业约百余款产品参与展示展销，多家
企业线上采购贫困户农特产品80余万元，3天销售
额达20余万元。

从中，我们看到了酉阳电商的力量。酉阳切实
将电子商务作为引领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充
分利用打造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有利
契机，拟在板溪综合物流市场建设升级版电商产业
园，在2020年春季初步建成电商园区“六大中心”，
将极大提升园区的服务中心功能。

同时，充分利用扶贫融资资金，升级改造39个
乡镇电商服务中心，促进乡镇电商服务中心抱团发
展，增强其自身发展力和带动能力；新建钟多街道洞
底电商一条街，入驻电商企业30多家，带动就业225
人，其中贫困户76人。积极整合群工、广播系统与
电商服务融为一体，盘活僵尸站点23个，培育网货
基地30个，电商示范和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此外，积极为电商服务中心配送电商扶贫物流
直通车39辆，填补了乡村最后 100米物流配送空
白。通过物流升级，全县货物配送时效和投递效率
得到有效提高，工业品下乡“最后一公里”物流成本
将下降20%以上，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成本将
下降15%以上。

目前，酉阳县培育各类电子商务经营主体1931
户，实现消费扶贫向产业扶贫转移。据了解，仅
2019年“双十一”当天，酉阳电商揽金就超1100万
元，酉阳“山货”“土货”不断走出大山。通过电商销
售渠道，成功解决了龙潭镇地瓜销售难、甘溪镇甘蔗
销售难、可大乡生姜销售难、全县青花椒销售难。电
商大大激发了当地贫困户发展农村产业的内生动
力，拓宽了农特产品网销渠道。

酉阳：完善冷链体系促脱贫增收
本报记者 何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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