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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市场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随着我国农产品种植面积的扩大和种植结构

的优化,我国农产品的特色和品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大量农产品因不合理的营销方式,其产品尽

管价格低廉,依旧难以触及理想销售额,从而使农户遭受到经济损失。科技可以带动农业发展,由于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给农产品营销转型提供了新的方向。在“互联网＋农业”背景下,农产品营销的创新和发

展将迎来新的机遇。文章针对我国农产品营销现状进行了总结与分析,阐述了互联网背景下农产品营销

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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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et has shown rapid growth. With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planting area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planting structu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quality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However, a larg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due to unreasonable marketing methods, its products, despite the low price, is still difficult to reach the 

ideal sales, so that farmers suffer from economic loss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driv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marketing 

provides a new dir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 agricultur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arketing will usher in new opportunities. The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novation path of 

domestic agricultural market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et,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arketing, describes the main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market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e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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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产品营销作为连接农业生产与消费者需求的关键环节,

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计,也影响到整个农业产业链的健康发展。

基于此,农产品营销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农产品营销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通过有效的市场

推广和品牌建设,农产品的附加值得以提升,农民获得了更高的

销售价格,进而提高了收入。农产品在市场流通过程中,通过严

格的品控和食品安全标准,确保了市场上流通的农产品符合质

量要求,保障了消费者的健康权益。农产品营销作为乡村经济发

展的重要手段,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拓展农产品市

场,吸引人才和资源回流乡村,促进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推动

乡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 当前我国农产品营销现状 

1.1农产品营销渠道层次多,效率低,损耗大 

在农产品的营销模式中,大多数农产品在抵达消费者手中

前需要穿梭于众多层级的中介,直销商品在市场中屈指可数。冗

长的营销链路不仅拖慢了农产品的流通速度,还在传递过程中

滋生了多方面的问题。农产品的易腐性以及较短的保存期限更

加深了营销的复杂性。在运输过程中,由于环节较多,流通的整

体速度较慢,无形中就造成了农产品的损耗,也造成了农产品生

产者的利益损失。 

所以说,农产品营销应重点关注农产品营销渠道问题,虽然

农产品的互联网营销模式以及农产品的多元营销渠道还处于探

索阶段,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消费者也在逐渐习惯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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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购买农产品,减少了农产品的中间流通环节,一定程度上减少

了农产品的损耗,减轻了农产品生产者的利益损失,推进了农产

品的多渠道流通。 

1.2信息滞后,无法及时满足消费者需求 

若要提高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必须着力解决信息不对称的

难题。信息闭塞尤其在农村地带成为常态,致使生产者与消费者

的需求无法实时对接,导致资源浪费。特别是在不发达或者偏远

地区,现场验货和实物交易的古旧方式,无疑加剧了交易的成本

负担,进而削弱了农产品流通的效能。 

产品质量再好,如果不能满足消费者需要,就没有质量可

言。随着农村互联网设施的普及,农村地区要着力引进信息化人

才,分析市场需求状况,消费者及时掌握农产品资讯,农户借助

平台洞察市场动态。通过互联网营销,改善信息滞后的问题,消

费者和农户双方互利共赢。 

1.3逐步建立互联网＋农产品营销模式 

在信息技术日益渗透的当下,互联网作为一种无孔不入的

力量,正塑造着我们生活的各个维度。在之前的农产品销售中,

农民与消费者并未直接对接,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今,互

联网＋农业的兴起,为农产品销售注入新活力,特色农产品在京

东,天猫等电商平台设立专营区,拓展了销售的广度与深度[2]。

这一模式不仅令消费者轻松选购到优质农产品,更让省钱成为

可能。 

互联网＋农产品营销模式的推广,是对传统营销理念的一

次革新,它以网络为翼,助力产品的宣传与销售。紧随时代脉搏,

基于对消费者需求、心理、习惯的深刻洞察,将先进的互联网营

销模式与农产品销售相结合,探索适合农产品特性的新型发展

道路。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农产品营销模式的创新与发展,不

仅是科技进步的必然产物,更是市场经济的有益实践。因此,互

联网背景下,农产品营销模式的创新发展是值得肯定的。 

1.4农产品绿色营销观念落后 

当前我国的绿色营销理念也在发展,但是受经济发展程度

的影响,相对落后的地区对于绿色农产品的需求要远远滞后于

经济发达地区。很多的农民对于绿色环保的概念十分模糊,现代

农产品的绿色营销非常缺乏。大部分农产品还是走量,而不是通

过环保的理念,进行推广营销。绿色营销措施不力,主要还是为

了提高产量,并没有立足于当今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绿色产品品

牌意识不强,没有利用绿色化的生产理念和营销理念树立品牌,

提升品质。 

在互联网背景下,可以通过网络打造适合绿色农产品的流

通渠道,使农产品的品质得到保障。培育绿色农产品品牌,利用

网络进行宣传,打通销路,开拓市场,推动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 

2 互联网背景下农产品营销创新存在的问题 

2.1农产品品牌意识淡薄,品牌附加值不高 

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环节,生产者缺乏品牌意识,缺乏对营销

理念以及品牌意识的正确理解,不重视农产品品牌建设投入和

内涵开发,认为品牌是大企业才可以达到的事[5]。就导致了有很

多有名的特色农产品,因为缺乏品牌意识,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营

销与推广,品牌竞争力较弱,就无法培养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大品牌,造成了市场价值难以提升,使得大多数农产品难以通过

网络渠道进行销售。 

农产品生产者缺乏对品牌内涵的深刻了解,将品牌看作成

商标,只停留在产品层面,导致了品牌吸引力不强。大部分农产

品是初加工产品,品牌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寓意偏低,品牌竞争力

不够,产品特色不够明显,从而导致了农产品附加值较低。 

2.2缺乏互联网营销专业人才 

相比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互联网营销专才稀缺,但农产品

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均植根于此。他们中许多人年岁已高,对网络

世界的理解尚浅,对于新兴营销策略和渠道的认识更显得浅薄,

甚至有的对网络营销持有排斥态度[1]。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能够

掌握互联网营销知识以及电商知识的人极少,缺乏具有农产品

销售知识和电子商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一些具备专业技能的

人才偏好经济发达地带,农村市场吸引力不足,职业选择受观念

制约。这种理念影响到了互联网背景下农产品营销模式的创新,

使得农产品的网络营销很难在农村地区开展。 

2.3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尚不完善 

城乡间的数字鸿沟显著,农村网络发展受限于经济及地理

条件,交通闭塞进一步加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此外,农村

互联网用户规模有限,导致互联网普及尚显薄弱。在互联网时代,

要求农村地区农产品网络营销模式需要具有完善的网络基础设

备的支撑和保障。只有这样,农产品营销才能进一步扩大信息传

播范围,收获更多消费群体。 

我国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深化基础设施建设,然而面

对广阔的农村版图和起步滞后的建设状况,这些因素制约了农

产品网络营销在乡村的蓬勃发展。 

2.4农产品物流体系不健全 

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不足,偏远位置导致网络

销售物流成本增加。我国乡村的农产品流通尚处于起步阶段,

多数以散户自运为主,未能广泛运用现代冷链技术。因此,尽管

物资丰富,但由于物流策略的不成熟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不足,

导致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率居高不下,既影响了农民的经

济效益,也对资源的合理利用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农产品物流领域,企业过往未能构筑信息共享枢纽,忽视供

应链核心环节—信息化平台的打造,导致管理、运输、采购以及

包装等成本的膨胀。 

3 农产品营销创新的路径 

3.1重视品牌建设,塑造产品形象 

建立品牌是提升农产品市场信誉的关键,品牌效应不仅可

以增强消费者的信赖程度,还可以提升经济价值,人们更愿意购

买知名度高的大品牌的农产品。因此,农产品营销要先树立品牌

形象,重视品牌建设,树立品牌意识。 

近年来,短视频热度居高不下,短视频的形式有利于消费者

利用碎片化时间获取相关信息。结合本土农产品独特韵味,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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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思品牌故事短片,于抖音、快手等流量平台设立官方阵地,借

助网络即时传播的优势,快速塑造农产品形象,促进知名度扩

散。用话题营销的方式,通过微信、微博、小红书等品牌,与消

费者互动,增加消费者的黏度和信任度[3]。加强品牌的营销和定

位,明确农产品的卖点和核心价值,塑造独特的品牌形象。更应

该挖掘地方特色,讲好农产品品牌故事,发掘真正的品牌内涵,

以故事树立品牌形象,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增强消费者对于农产

品品牌的认可度。 

3.2培养和引进互联网营销人才 

乡村缺乏网络营销专才,因此组建一支优秀农产品推广队

伍至关重要。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立足于具体国情,

制定激励型的政策体系,设置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更多具有营销

能力的人才走进农村,助推人才向农村流动。将这些专业能力强,

素质高的人才作为农村地区农产品营销的领头人,进行农民专

业培训,提升农民网络营销素养,夯实其互联网营销技术,全面

提高专业能力。 

加强对农产品经营者和管理者的培训,建立农产品营销的

培训班,设置相关的培训课程,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和素养。各

级管理机构应与高等学府联手,深化校企合作,共同打造符合当

下农业市场需求的网络营销课程体系。此举旨在利用学术机构

的深厚底蕴,培育一支既具备理论知识又富有实战经验的新型

农产品营销精英团队。通过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与政策

支持,吸引并鼓励高校精英投身乡村,注入创新活力,推动农业

销售事业蓬勃发展。 

3.3加强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健全网络基础设施对于激活农产品网络营销潜能至关

重要。国家应在农村网络设施投建上下重心,以此巩固数字化贸

易的根基。增强资金注入,引资创新,多渠道筹措资金,配合奖励

补贴政策,激发各方力量,包括但不限于电商、网络技术、通信

及物流企业,积极参与乡村网络建设,确保覆盖工程取得实效,

为农业现代化注入动力。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迫切需要整合数字技术,实现水利、交

通、能源以及供应链等领域的智能化革新,促进其向数字化纵深

发展,着力提升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更新农

村地区的网络设备,包括路由器、交换机等,以满足日益增长的

宽带需求。建立健全农村网络安全体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和培

训,实施网络安全防护措施,保障农村用户的信息安全。 

3.4健全农产品物流配送系统 

构建完备的农产品物流体系至关重要。互联网营销链条中,

运输环节十分关键,尤其是易腐败或者保鲜期有限的品类,对于

包装、搬运与储存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政府以及相关部门

要重视物流行业以及物流体系的构建,不断完善农村地区基础

物流建设,包括道路,仓储设施,冷链设备等,满足特色农产品的

物流需求[4]。 

针对生鲜类农产品,政府和企业要对特有的冷链物流系统

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解决冷链物流配送短板,确保产品在

运输过程中的温度控制,保证生鲜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将农产

品、冷链运输车和冷库有机衔接起来,借助信息化手段,对全程

运输进行跟踪和监控,提高农产品的物流运输效率。 

4 结语 

综上所述,农产品营销是维系农民福祉与农业产业链稳健

的关键。在互联网的浪潮中,农产品网络营销模式的开展成为提

升农产品经济效益、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环节。基于此,

农产品营销模式的革新应作为农业发展策略的核心,为实现农

业全面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目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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