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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模式下农产品销售策略的变革与创新
石翊辰　李婷婷　张振宁

（大连科技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摘要：在农业发展中，农民的收入是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随着现代农业的逐步发展，传统农业的营销方式无法满足当今人们

的需求，同时暴露出较多农民处于弱势的弊端，使得广大农民收入不理想，无法脱离贫困。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和国家助农政策的扶持下，

传统农产品销售方式实现创新升级，增加农业市场的信息流通性，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电商模式让农产品销售方式的焕然一新，

是我国农业转型升级、农民脱贫增收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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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业行业现状

（一）营销方式不成熟

在我国农业行业中，农产品生产商由农民组成。在农业市场中，

农民没有自己的消费渠道只能等待中间商前来收购导致农民在农

产品销售环节中处于弱势，农产品本身具有保险时间短、已腐烂

等缺陷，使得农民在销售农产品中存在急于出售的心理且一旦在

短时间内无法将农产品销售便会出现农产品售价骤跌、滞销甚至

腐烂的现象，导致农民无法获得良好的收入，无法脱离贫困。

（二）农业市场信息不通畅

在我国农业行业存在市场信息不通畅，传统的农产品交易为

现货交易且批发商收售农产品是由中间商提供，导致农民所得到

的农业市场信息不如中间商全面，导致农民在农业市场信息、农

产品价格都处于不利地位。

（三）农产品流通链条过长

我国农产品的产量大，人口数量也大，对于农产品的消耗量

也大，因此我国农产品的物流运输成为农民和消费者的桥梁，并

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生产、销量和农民的收入。在如今的农产品

的流通环节由农户 – 批发商 – 批发市场 – 农贸市场、超市 –

消费者组成，运输、存储农产品的消耗很大，农产品质量的检测

体系不健全，对农产品的质量不能得到保障，在各个环节中农产

品都会加价 1-2 成，最终销售价格加价几倍左右，使得消费者对

农产品的价格、质量不满意，农民也无法获得良好的收入。

（四）我国农民现况 

《我国加快发展教育培训助力农民素质提升》报告中提道：

全国近 70% 的高素质农民年龄处于 36 岁 -54 岁之间，超过 45%

的高素质农民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约 20% 的高素质农民正

在接受学历教育，全国超过 15% 的高素质农民获得农民技术人员

职称，超过 10% 的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全国九成以上高素质

农民从业时间在 5 年以上，并接受了农业相关培训。我国农民的

文化教育水平、农业知识储备正在稳步提升，但由于市场信息不

流通，大多数农民也跟不上网络的更替变换，高龄农民不会使用

智能手机等新型应用和新型种植农产品技术，农民无法在种植农

产品前了解市场需求，只能跟着行情走，无法跟上市场需求，种

植的农产品也得不到良好的价钱导致出现农产品售价骤跌、滞销

甚至腐烂现象。

二、电商模式对农产品销售策略的革新

（一）创造全新的销售方式

电商作为一种新型的商品交易方式，且具有利民的特性，在

传统交易方式中人们销售和购买商品主要集中在线下销售场所，

在购买之前的查看和选择商品也需要在线下销售场所进行，电商

创造出的全新销售方式，将查看、选择、销售、购买等环节转移

到了线上，商家可将自己的商品的信息以照片 + 文字形式公布在

电商平台上，消费者仅仅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即可在家中完成以上

操作环节，且电商平台也会和各个物流公司进行合作，运用不同

的配送方式将商品运送到消费者手中，同时电商平台也有全备的

售后服务来为人们服务。

（二）营销方式更加便捷

在电商模式影响下，农产品销售策略得到全新的升级，从原

前单一的线下模式逐步升级为线上、线下同时进行模式，增加了

市场信息的流通性，并运用各个 APP 推送信息进行宣传农产品，

将农产品以图片配文字的方式宣传给消费者，使得消费者可借助

智能手机增加对农产品新鲜程度、价格方面的认知度，并在家通

过智能手机查看各个销售商的农产品的新鲜程度、价格，进行选

择和线上付款，减少了以往需要去线下销售场所了解农产品信息

的程序，做到了便民服务。

（三）为消费体系实现升级

电商在发展中，衍生出了全新的电商模式——电商直播。环

境因素对农产品市场和农民带来巨大打击，全国出现了大量农产

品滞销事件。因为助农政策的出台，为防止农产品滞销，各个蔬

菜大棚、果园成为直播间，很多农民利用电商直播、短视频的方

式等进行销售农产品。盘锦大米、丹东草莓、增城荔枝、烟台苹

果等地方特色农产品通过电商直播走向千家万户，为他们创造了

全新的销售方式。这种方式仅仅需要在果园或者大棚中架起一部

手机，不仅易于操作，而且可以拉近农民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增加了农民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让消费者亲自观察到农产品的

栽种、收割、打包等流程，还可以观赏到田园风光。在农产品电

商直播所创造的全新销售体系，不仅让农民拥有了自己的销售渠

道，并减少了途中的环节，降低了流通成本，通过农民自身的直

播宣传减少了以往的宣传费用，进一步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让

农民、消费者成为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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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商农产品销售策略与传统农产品销售策略的不同

（一）销售策略内容  

在传统农产品销售策略中，市场信息不畅通，农民对市场的

了解存在局限性且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消费者购买农产品需要

前往线下销售场所。农业电商将销售模式升级为线上 + 线下同时

进行的形式，并运用推送信息为人们提供农产品及农业市场信息，

消费者在家中便可查看、选择、购买农产品并有配送到家的服务。

农业电商其中直播电商形式不仅为农民提供了销售渠道，而且农

产品流通环节较少，所产生的成本费用、农产品的损耗量也随之

减少，农产品的价格会较为便宜。

（二）便捷性  

在传统的农产品销售策略中，各个环节均需要在线下进行实

地考察进行，农民需要等待中间商考察农产品进行收售，消费者

购买农产品需要前往线下销售场所。电商农产品销售策略中，消

费者可以根据手机 APP 的推送信息来了解农产品，还可以进入农

产品电商直播间查看农产品的信息并在线上完成付款等待配送服

务；农民可根据平台提供的市场行情进行种植农产品，通过电商

直播拥有了自己的消费渠道，仅仅一部手机就可以为消费者展示

各个农产品的信息，将自己收获的农产品卖出去，从根源上提升

农产品的销售量，做到了便民服务。

（三）信任度 

在传统农产品销售策略中，由于市场信息不通畅，农民没有

自己的销售渠道且急于出售农产品的心理导致在出售农产品时处

于被动，消费者需要前往线下销售场所实地查看、选择、购买农

产品。在农产品电商销售策略中，市场信息流通，消费者可在电

商平台查看各个销售商的商品评价来初步了解商品信息，也可以

进入农产品电商的直播间，通过与农民进行互动交流拉近彼此的

距离，农民也会为消费者提供农产品的样貌和价格，增加了双方

的信任度。

四、优化销售策略建议

基于电商模式改善农产品销售策略，帮助农民增收、消费者

得到优质的消费体验以及电商平台运营发展，针对优化农产品销

售策略提出建议：

（一）培养农民熟练使用电商 APP 

现如今电商与传统农业相结合，农业逐步迈向智能化，农民

仅仅只需用一部手机用于电商直播和提供农产品信息给消费者，

但我国大多数农民跟不上网络的更替代换，我国高龄农民无法熟

练使用智能手机和电商 APP。应向乡村积极开展使用智能手机、

电商 APP 培训，帮助广大农民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电商 APP，帮

助广大农民更加便捷地使用电商 APP 销售农产品，实现农民增收，

落实助农政策。

（二）培养专业电商运营人才 

电商平台的稳步运营依靠良好的客户和良好的专业运营人才，

在平台建设时期应组建运营团队时应明确电商平台目的，合理分

配团队人员工作，为平台的客户建立完整的服务链条。为毕业大

学生提供良好的政策待遇，鼓励毕业大学生加入农业电商平台建

设，为服务农民加入可靠的中坚力量。同时也应培养规划运输农

产品路线、电商平台管理、电商平台功能更新等方面的人才，使

电商平台不断完善，完成规模化、规范化建设，能够更好地服务

于大众。

（三）打造良好的品牌 

电商市场为传统农业带来新颖的销售方式和消费体验，但电

商平台仅仅是为农产品提供了新方式，想要增大农产品销售量关

键在于打造良好的口碑，增强消费者的信任度，让消费者可以放

心买，如：运用推送信息和直播宣传当地的特色农田，为消费者

展示农产品生产过程和当地农田的原生态，建立起消费者对当地

生产的农产品的信任程度，在消费者购买后保障良好的物流流通，

快速将农产品运送给消费者手中，建立起完善的售后服务，打造

良好的品牌，实现农产品销售量增大，进而促进农民的增收。

四、结语

通过分析得知：电商为传统农业的营销策略带来创新升级，

从满足农民的销售渠道再到减少流通环节，为农产品销售策略带

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商成为农业发展的催化剂，电商行业的发

展离不开农民对电商平台的熟练度和行情的掌握度，应积极将行

情信息提供给客户，为农民开展使用智能手机、电商 APP 的培训，

在为传统农业排忧解难的同时也应逐步完成规范化、规模化的建

设，健全相关的法律监管体系，保证客户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促进“互联网 + 农业”的新局面，帮助农民增收达到脱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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