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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视角下农产品营销发展研究 

谭  平*, 张超凤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乐山  614000) 

摘  要: 随着“互联网+”背景研究的兴起, 将此技术与农产品的营销相结合, 成为不同领域深度融合下的一种

新型营销模式。以“互联网+”背景下的产品营销为基础, 运用市场营销等理论, 本文综述了“互联网+”背景下的

农产品营销发展情况, 包括互联网基础设施、搭建物流体系、品牌化组建以及农产品深加工情况等。论证了“互

联网+”背景下农产品的营销模式, 从各角度探讨了“互联网+”背景下的农产品营销发展途径, 从 5 个方面对如

何提升提出见解。“互联网+”背景与农产品营销相结合, 对提升农产品物流配送和品牌声誉、加强网络平台的

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产品营销的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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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strateg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TAN Ping*, ZHANG Chao-Feng 

(Engineering & Technical College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eshan 614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plus" background research, combining this technology with the 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become a new marketing mode unde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fields. Based on 

the marketing of produ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et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including the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logistics system, brand building and the deep process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demonstrated the marketing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and probed into the ways of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e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plus" from various angles, and put forward some opin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marketing from five aspects.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et plus" background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marketing has very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logistics and brand reput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trengthening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platform and further improving the 

marketing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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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农业产业的发展情况与农产品的营销效果密不可分, 

它直接决定农产品整体产业链发展是否完善, 也是农产

品营销价值的体现[1]。“互联网+”技术背景随着网上购物

的兴起而发展起来[2‒3]。消费者选择的这一消费途径加快

了商品流通的速度, 也使各地区的商家竞争更为透明和

激烈[45]。农户应充分把握商机, 运用“互联网+”融合的技

术平台进行发展 , 销售自身的农产品 , 从而使农产品销

量得到提升。这既是融入现代技术的结果, 也是现代营销

理念的升华[6]。积极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使其生产和流

通的效率都达到传统的营销模式无法比拟的地步, 使农

产品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得到改善, 也可以提升不同

农产品的市场份额[7]。农业产业的加速发展既有利于提升

广大农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对于在此背景下缩小

各地区不平衡的经济也有着实际的指导意义。 

目前国内外有关“互联网+”视角下农产品营销的发展

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充分结合我国

当前农产品网络营销的现状和其他国家农产品网络营销的

经验。除此之外, 研究者还在农产品营销物流配送体系和

紧随互联网发展等方面进行讨论, 以此推动我国农产品网

络营销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的

推动下, 学者先后在各个领域、各个部分分别对“互联网+”

模式对于我国传统农业营销模式以及国内市场经济的影响

做出分析。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农产品网络营销有贴合

实际、来源实践的特点, 对“互联网+”前提下的农产品营销

的发展更有预见性和先导性, 也为农产品营销提供了更加

精准的参考和借鉴。 

我国政府各级部门对于农产品的营销也积极地进行

扶持, 不断引导和推进农产品产业链的发展。例如山东省

烟台市农业局围绕特产烟台苹果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

坚, 从品牌效应, 产业基础及制度保障等 3 个方面努力塑

造知名品牌; 海南省澄迈县早已成立“香蕉工会”, 运用“政

府-协会-公司”的模式营销香蕉, 不但落实农户种植技术的

更新培训, 还改善了香蕉的果实质量, 充实当地农户的“钱

袋子”; 新疆乌鲁木齐市政府主动招商引资, 组织志愿者

促销哈密瓜, 依靠宣传招揽客商, 打通装配-发货-商超的

链条, 采用多措施拓宽渠道。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

自然资源和农产品生产条件不一, 因此各地的农产品特色

也不尽相同。然而部分地区的农产品质量虽然较好, 但并

没有设计很好的营销策略去扩大知名度, 导致产销间的不

匹配[2]。急需研究设置合理的营销模式, 拓宽农产品的销

路。将地域性和季节性等因素统筹规划, 促进各地独特自

然资源下的农产品经济百家争荣, 实现农产品的产业链尽

快升级[3]。 

本研究以“互联网+”背景下的产品营销策略为基础, 

运用市场营销等理论 , 提出“互联网+”背景下的农产品

营销现状及营销发展情况, 包括互联网基础设施、搭建

物流体系、信息化建设、品牌化组建以及农产品深加工

情况等, 以期提升农产品物流配送和品牌声誉、加强网

络平台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产品营销策

略的体系。 

1  “互联网+”视角下农产品营销的相关理论 

1.1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的研究范围包含对市场环境以及消费者购

买行为的分析, 同时对目标市场进行产品的综合营销战略

与模式的情景探讨。市场营销概念的提出始于国外, 发源

于 20 世纪 30~40 年代[8]。它的具体分析对象包括宏观与微

观 2 个方面, 以这类角度对商品的市场环境进行分析。以

营销方式为指导, 开展一系列经营活动, 均可称之为市场

营销的活动。市场营销理论进入我国以来, 与国内的市场

情况相结合, 逐渐形成了本地化的市场营销理念。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 市场营销的理论也由其指导性的

地位被广泛运用在各行业不同领域, 并进行了多种营销思

维的创新和改善。 

1.2  农产品营销 

农产品营销指在农产品的销售过程中, 根据主体—

经营者和生产者的自主能动行为 , 加之干扰因素 , 对其

进行定向营销活动, 从而满足农作物从物品到商品的商

品化属性变革 , 使农产品被赋予商业价值 , 体现满足社

会对农产品的需要, 从而得到更多的经济附加值的一种

活动。它与传统观念上由生产条件主导的市场营销相区

别。农产品的营销还特指农业的生产和经营者根据具体

情况、当地的差异性地域和季节所出产的蔬菜、水果等

农产品的特点 , 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 , 保证全产业

链环节的高效服务, 从而使农产品的销路看涨的一种营

销方式。这是对消费者的需求整体的把握, 也是对市场主

体能够迎合市场的潜在导向 , 积极谋求销售效果 , 应对

抗干扰的一种营销手段[9]。 

1.3  “互联网+”背景下的农产品营销 

“互联网+”理念的提出, 不仅不是概念的简单叠加, 

也不是农产品营销与“互联网+”的表面关联, 而是将“互

联网+”与整体的农产品营销进行深度的有机融合, 创造

出更加科学、高效的现代化农业营销手段和方式。是将

传统的农业市场 , 融入新型农产品营销方式 , 并提出合

理、快速、共享的新型营销途径。它可以将传统的农业

营销手段加以变革, 更加追求利用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

扩大 , 快速提升新型的农产品营销方法 , 促进农产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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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推动现代农业的稳定前进。“互联网+”与农产品营销相

结合分为不同阶段来进行。在初级阶段可以简单将电子

商务的平台销售技术融入农产品营销中, 体现出其网络

销售的特性; 第二阶段是将互联网的理念全面贯穿农产

品销售的始终; 第三阶段是全面融合阶段 , 更加细致地

对农产品的全产业链和消费者的服务观念进行全程化指

导, 实现现代农业的一体化发展[10]。 

2  “互联网+”背景下农产品营销发展情况与

模式 

2.1  农产品营销发展情况 

2.1.1  互联网基础设施搭建 

“互联网+”需要融入农产品营销 , 与其他领域一样 , 

需要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提升当地的硬件设施, 才可以为

互联网的作用发挥打下基础。我国目前的互联网普及率与

网民规模都较高。然而在农村, 此规模的比例相对城市来

讲尚且较低。如果需要“互联网+”背景对农产品的营销快速

发展起到作用, 需要将各地农产品营销中各地对互联网的

应用情况进行调查。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发布的第 45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到 2020 年 3 月, 

中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46.2%, 较 2018 年年底提升

7.8 个百分点。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缩小 5.9 个百分

点。2017 年, 国家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联合下发《关

于开展 2017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 明

确了重点培育目标, 这一行动使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30%, 同期电商培训人数已达 3000 人次以上。其结果显示, 

互联网与农产品营销的观念差距明显, 但在涉及农产品领

域时差距在逐渐缩小[11-12]。这说明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

能够为广大村民所接受, 也愿意接触这种网络平台销售模

式, 这为“互联网+”背景下的农产品营销策略打下了良好

的群众基础, 能够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的稳固性。目前全国

的农业基础信息化共享工程已经初步搭建, 各地区在建设

网格化和提升计算机水平中, 也在努力创新提升建设速度, 

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 促进特色农业产品生产、销售等环

节具体平台的网络搭建。强化了互联网与消费者之间的连

接, 这也提升了农业现代信息化的效能[13]。 

2.1.2  物流体系构建 

近年来在物流体系建设相关部门的指导下, 国家出

台了一系列加快我国农产品的仓储、运输、加工等物流设

施的配套建设, 建立健全物流服务体系的发展规划[12]。发

展规划中要求强调, 为我国农产品的物流效率提升提供保

障。然而, 农产品的物流体系在某些地区, 特别是广西、

山西、甘肃等农产品种植面积广, 但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

省份, 无论从设备、技术, 还是人工、冷冻储存等方面, 仍

然有需要改进的空间。承接重要农产品流通的关键物流体

系构建环节仍有需健全和提升的部分。这会直接影响农产

品, 特别是生鲜产品的物流损坏率。 

2.1.3  品牌化组建 

我国历史悠久, 各地在不同的自然资源条件下孕育

了优良农作物品种。无论是蔬菜、水果以及稻米等, 均拥

有地缘优势, 有些农产品在消费者心里已经占据了一定的

位置, 如江苏阳山水蜜桃、山东板栗等, 已经获得地理标

志农产品。然而, 品牌的树立和维护这种营销方式较少, 

目前农产品仍以各地的地理作为主要标志, 不同的农产品

生产企业间, 品牌的组建情况和发展具有不同步性。 

2.1.4  农产品深加工 

目前农产品的深加工环节虽然引起各生产和加工企

业的重视, 然而所需要的系统化程度较高, 专业的生产加

工的软、硬件设备没有很好的落实, 加工环节的不利因素, 

也会影响到农产品的质量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农产品

的销售体系和竞争能力拉向了较弱的方面。在加工领域, 

以目前的深加工情况来讲, 产业链和市场辐射能力都出现

了比较弱的走势, 这会影响农产品的附加值大小[14]。 

2.2  “互联网+”背景下农产品营销模式 

2.2.1  第三方平台 

第三方平台, 是一种承载商品支付和交易的第三方

互联网平台。汇集了农产品生产、销售、营销等环节。此

类平台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农产品营销的管理, 不是出自于

农产品的生产者, 而是在第三方的电子交易平台—中国农

副产品交易网、农产品信息网、蔬东坡生鲜、新思农网等。

在平台上, 通过对消费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网络信息采集

与投放, 实现产品流通。第三方平台近年来的营销势头逐

渐增大, 众多农产品的供应商也争相入驻。 

2.2.2  企业自建 

企业自建指农产品生产企业自身基于其生产的技术

和营销方式, 进行自我平台的搭建。通过完善自己的销售

产业链, 来从自身平台进行开发和合作, 销售农产品。例

如甘肃巨龙公司自建“聚农网”, 江西南丰果贸自建电商平

台开展一站式服务。某些农产品生产基地也会进行农产品

的平台建设, 但这类企业自建的途径, 主要是通过委托其

他大型的企业来完成。 

2.2.3  政府指导 

政府指导指以政府服务的模式向农产品的销售平台

提供全产业链的信息化生产销售等企业服务。农业部门也

组建了专门的农产品销售网站。它可以帮助和扶持各地小

型、微型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在农产品的经营、营销活动中

占据有利地位。这种平台属于政府的公益项目, 费用也由

政府指导方来负担。目前较为常用的权威平台有“全国农产

品商务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种植养殖农产品溯源系统平

台”、“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公共信息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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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行业协会主导 

行业协会主导模式是通过农业产业协会, 以其现有

资源和名义, 通过一系列的资源投放进行的农产品信息的

发布和销售。它的销售途径, 既有线下模式也有线上模式;

既有 B2C 模式, 也有 B2B 模式。而平台的选择也分为了第

三方商务平台、自建的产品平台两种。我国农产品领域的

行业协会逐渐兴起, 国家层面有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 以

及各省的农产品行业协会等。不同地域还会有针对自身名

优特产的单一农产品协会。 

3  “互联网+”背景下农产品营销存在的问题 

3.1  互联网基础设施覆盖率低 

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38 次中国互联网发

展报告涉及农村网民规模一项显示, 互联网在城市的普

及率为 73.1%, 而在农村仅为 26.9%, 二者相差 35.6%, 存

在较大差距。目前全国的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搭建不平

衡, 网络覆盖率在农村某些地区较低, 且进展比较缓慢。

同时, 网速较低, 设备减少以及投入资金的欠缺, 这些与

硬件设施相对的软件方面也比较缺失。而且, 当地农民对

现代化的科技知之甚少, 对于互联网知识的掌握也相对

缺乏。基础设施的不完善, 会阻碍农民对于互联网营销的

利用和支配, 也导致了影响各地农产品网络平台销售模

式的推进速度。 

3.2  物流体系构建不够完善 

物流体系建设无论在任何产品销售的领域都是不可

忽视的环节。特别是对于农产品, 其对冷链等特殊物流方

式的依赖较高—农产品需要的保鲜、保湿以及冷藏等条件

需求大, 对精准物流比较依赖。目前运用互联网平台进行

营销, 这一方式仍然属于探索和过渡的阶段, 这一阶段中, 

物流体系的构建还不健全。因此, 农产品在物流运输中的

损坏率也居高不下, 长期以来, 我国冷鲜产品中果蔬、肉

类流通中损坏率为 20%~30%、12%, 而发达国家对应的损

坏率低于 5%。物流技术的滞后提升了农产品的成本, 大大

的降低了其售卖的农产品的利润。 

3.3  产品营销信息不对称 

目前产品营销的信息真实性传递过慢, 相当于在农

产品的生产地与消费者之间架起一座不畅通的桥梁, 需要

打破顽疾, 使二者的信息接收畅通, 以快速提高农产品信

息共享。这一信息将会使消费者了解产品, 也会让大多数

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企业更好的了解市场需求和出产条件, 

取得资源和信息的优势。特别是“互联网+”背景下的农产品

企业, 可以通过互联网去构建信息数据的桥梁, 提升生产

农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关联, 实现其数据的运用和信息共

享的功能。 

3.4  品牌化建设相对滞后 

品牌化的营销弱势, 最终会体现在各地农产品市场

的终端。产品附加值也体现出商品的价值与生产的整体品

牌价值不符。消费者在其中占据劣势, 无法了解传统农业

营销中的优秀企业, 其产品品质和其他农产品企业的品质

区别。这会为生产者的营销方式带来技术上和机械化程度

上的差别。在初加工和精加工时, 产品质量也会受到影响, 

品牌化建设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阶段。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以及融入当地文化特色的品牌声誉, 无疑会对农产品的差

异化和特色化作出贡献。 

3.5  “互联网+”背景下的营销意识缺失 

各地农民相对于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和硬件技术的掌

握缺失, 其营销意识仍然遵循传统的货币支付模式, 对于

互联网的平台使用意识还有待增加, 缺乏相应的意识、能

动性和主观潜力。农村的农产品营销必须经过由传统向现

代化农业的转型, 而这一转型中, 急需具备基本互联网知

识的年轻农民来带动当地人口提升理念, 积极运用全新的

互联网平台, 搭建自身的农产品销售途径, 保持“互联网+”

营销意识。 

4  “互联网+”背景下农产品的营销发展建议 

4.1  提升农村互联网基建覆盖率 

  互联网的基建覆盖率直接影响市场化的农产品销

售效果。互联网与信息销售网络体系, 是政府扶持下的信

息化政策带来的产物。通过互联网的经济提升我国农产品

的营销策略, 从而增加产品附加值, 改善目前的农产品销

售情况, 需要建立和完善各地的农产品互联网基建覆盖率, 

提升建设系统化工程, 不仅需要各地自行建设, 也需要总

体的政策框架和资金等多渠道投入, 或引入第三方组织来

参与解决。 

4.2  完善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 

完善农产品的物流配送体系, 加强现阶段的销售生

产和运输流程, 保证交易的全流程闭环效果, 是农产品的

互联网销售营销得以完成的主要目的。因此, 需加强农产

品的物流配送体系构建, 提升物流的整体水平, 将物流标

准化和物流人才化纳入到农产品营销的基础建设中来, 大

规模提升基础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的构建和配置, 加强应

对的管理方法, 考虑完善物流配送合理化发展, 确保农产

品及时有效的运输。 

4.3  健全农业信息化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农业信息化的体系, 可以为农产品营销的

互联网发展提供科技方面的支持。“互联网+”背景下的农业

信息化是采用高效的农村信息服务平台, 以网络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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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农民相适应的信息服务[15]。将农业的互通交流信息资

源统一到共享平台上, 形成全方位的信息服务。保障不定

期的农产品信息发布, 以及农业的监测预警和技术支持等, 

都会引导农产品的营销形成良性的网络循环格局。 

4.4  规范农产品品牌化管理 

品牌化管理应该依据各地的独有资源, 将农产品进

行统一的特色经营, 集中优势吸引商业投资, 将农产品的

现代化产业链予以完善[16‒25]。另外, 规范农产品品牌化管

理可有多种方式进行, 一是由各地的基层政府部门指导, 

运用市场和政策条件, 鼓励优质的资源[26‒30]。注入品牌发

展; 二是利用“互联网+”媒体平台作为宣传出口, 将品牌

与大众的认知相连接, 提升品牌的形象; 三是通过打造树

立同一品牌的龙头农产品企业, 形成良好的产业形象, 提

升“互联网+”背景下的农产品示范营销活动的[31‒36]。 

4.5  提高“互联网+”背景下的营销意识 

培养“互联网+”背景下的营销意识, 需要从农民自身

做起, 提升农村农产品的生产和经营者, 对于“互联网+”的

认知 , 使农产品产业链上全程参与的营销观念植入人   

心[37‒40]。它不同于传统的农产品营销, 是对于后期的营销

部分依托于互联网 , 从而推动 “互联网+”农产品产业    

链[41‒53], 将当地农产品做大做强, 在此基础上培养农产品

营销的专门人才进行扶持, 补充到营销的各环节中。培养

计划的实施可以提升农民作为农产品生产者的科学文化素

养以及互联网的使用方法和营销意识, 也可以促进农村的

“互联网+”营销实施者的营销行为实施, 也可以使当地政

府部门的党员干部帮助当地村民, 尽快孵化优秀的农产品

企业, 提升和改善农产品营销的模式。 

5  结束语 

目前我国对农产品“互联网+”背景下的营销策略提供

了对应的政策, 为农产品销售保驾护航。然而, 由于各地

现实状况不同, 从农产品的生产经营及消费者购买等各环

节的滞后性, 营销传统观念, 相较于“互联网+”农产品的营

销观念, 已无法发挥出最大的优越性。本文所研究的“互联

网+”背景下, 农产品营销存在的问题有互联网基础设施覆

盖率低, 物流体系构建不够完善, 产品营销信息不对称, 

品牌化建设相对滞后, 以及“互联网+”背景下的营销意识

缺失等五个方面, 并且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互联网+”背景

下的营销策略。这对于我国现阶段不同地区的农产品的营

销策略研究有着理论意义, 同时, 由于本研究的开展, 各

地区可根据自身特点, 在此基础上运用不同的方法, 针对

本地区的特色农产品进行深度的互联网营销探索, 还可为

不同地区的此类研究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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