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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举行的2023中国农产品电商高层研

讨会上，中国食品（农产品）安全电商研究院与北

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联合发布《2023中国

农产品电商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经

济发展的不少亮点为农村电商创造了发展条件，

2023年农产品电商将进入中高速发展时期。

农产品跨境电商呈现新趋势新特点

“目前，我国农产品电商发展呈现出多种趋

势。”中国食品（农产品）安全电商研究院院长洪涛

表示，从宏观来看，我国农产品电商主要呈现出规
模化、规范化、标准化、绿色化、数智化、网链化、国
际化、创新化、现代化、数字化十大发展趋势。

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出台了多项涉及农产

品电商的政策。面对政策利好，我国农产品电商
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和亮点，如“快递进村”效
果显著、农产品网络零售增速超过农村网络零售、
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有新亮点、农产品上行能力
持续增强、预制菜和即时零售成为新热点。

洪涛进一步表示，目前来看，农产品电商多种

模式创新发展，直播电商、预制菜电商将进入升级

发展阶段，农产品电商企业和平台加快数字化转

型，农产品电商上行呈网上网下融合发展趋势，农

产品跨境上行量将越来越大，农产品标准化促进

农产品电商品牌化发展，绿色化促进农产品电商

生态化发展，“无接触性”交易模式再趋流行，农产

品供应链数字化控制塔成时尚。

我国农产品电商整体发展面临新挑战

“在农产品跨境电商进口多元发展的同时，农

产品跨境电商出口也在探索新渠道。”商务部研究

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介绍，如进口活

鲜商品开启跨境电商保税网购模式、直播带货成

为海外农产品拓展中国市场的新渠道、跨境电商

B2B出口模式快速普及、地方积极探索开辟农产

品“走出去”的新通路、地理标志农产品涌入跨境

电商赛道等，体现了目前农产品跨境电商发展的

新特点新趋势。

不过，洪勇也坦言，相关政策的系统性、协调

性不足，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有限，专业人才短缺等

问题是制约农产品跨境电商发展的主要因素。

不仅农产品跨境电商领域面临一些不足，

2022年我国农产品电商整体发展也面临新挑战。

报告显示，农产品电商内部结构相互不成体系，同质化竞争严重，不能与
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跨境电商B2B交易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生鲜电
商、社区团购、预制菜电商跟风严重，文化建设严重滞后，统计严重滞后，
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等问题，仍在影响着农产品电商的发展。

在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游看来，农村电商

农业品牌创建和数字化管理是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蕴含着巨大的发展

机遇。各地要因地制宜提出发展对策，着力解决农村电商产品营销方式

单一、物流不畅、人才不足、农业品牌价值挖潜不足、产品竞争力不强等

问题，扎实推进农村电商农业品牌发展，推动农产品电商高质量发展。

链接：

商务部：多举措推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贯通县乡村的电

商和物流配送体系。商务部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部署，将县域商业和农

村电商一并部署和推进，以渠道下沉为主线，推动农村消费进一步恢复

和扩大，更好助力乡村振兴。

商务部流通司农村市场处调研员张浩在研讨会上介绍，下一步商务

部将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加快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坚持市场化原则，改

造升级一批乡镇大集，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活力。二是推动农村电

商高质量发展，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充分利用电商进农村公共服务

中心，打造直播电商基地，培育农产品品牌，带动农产品上行和农民增

收。三是继续加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升级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

心、乡镇快递服务站点，推动农村物流资源整合，发展共同配送、即时零

售，打通农产品下行“最后一公里”。 （综合《国际商报》、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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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6岁的孙玲玲曾经是家庭主妇，后

来成为一名创业小摊主，做出了火遍甘肃环县

的“猪血荞面煎饼”招牌，是一名电商达人，成

为坐拥十几万粉丝的“荞面西施”。

靠着一辆车、一个煎饼锅，孙玲玲开始了

创业之路。在长期摸索中，孙玲玲琢磨出一套

完整的摊猪血荞面煎饼的流程，也发现了环县

荞麦面的市场和销路。“后来，接的单越来越

多，荞面需求量增大，自己家的荞面不够用，就

从县北农户家收购，这样既保证质量，还能带

动部分农户增收。”孙玲玲说。2022年，孙玲

玲收购农户家和合作社荞麦共100吨，带动

500余户1000多名群众增收致富。

正当孙玲玲摊猪血荞面煎饼生意做得火

爆的时候，快手直播开始兴起。孙玲玲也不甘

落后，在猪血荞面煎饼摊位前架起了手机，全

程直播。原生态的荞面、最朴实的做法，吸引

了越来越多网友的关注。一万、两万、三万

……“环县孙玲玲”快手直播间的粉丝数量不

停上升，现在，她的粉丝超过14万人。

孙玲玲的粉丝都是一路看她成长起来的

“铁粉”，这些“铁粉”大多都通过她的直播间

购买过环县荞面，这让机敏的孙玲玲又一次

嗅到了商机。“荞面精粉用来做饸饹面、猪血

荞面煎饼，剩下的普粉也就是粗粮，深受高血

压、糖尿病等人群的喜爱。”孙玲玲顺势将环

县的小米、燕面、胡麻油、荞麦醋等特色农产

品搬到直播间里，一时间，环县“土产品”成了

“抢手货”。现在，孙玲玲的直播间里平均每

天成交额超过6000元，成为粉丝信赖的环县

小杂粮代言人。

（乔洁）

电商达人孙玲玲：

从地摊小妹到“荞面西施”

“我今天主要讲整枝打杈。你们看我的

芸豆，采取的是密植种植，一个坑种3棵。根

部的杈子要打掉，30厘米以下尽量不要让其

结芸豆。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是低于30厘

米处结的芸豆，会触地打弯，卖相不好；二是

底部结了芸豆通风透光差，会影响光合作

用。”5月13日下午3点，山东省平邑县卞桥

镇杨庄村农民唐义强正在自家的芸豆大棚

里，用手机直播，教大家如何种好芸豆。53岁

的他边说边示范，激情四射。直播间里，粉丝

边听边看边问。

直播时，唐义强穿件粉红色T恤衫，背上

印着“乡村牛哥”4个字。为什么叫这个名？

原来2014年有篇报道，写唐义强靠种瓜菜买

了辆50万元的轿车，标题用了“乡村牛人”4个

字。于是，唐义强便给自己取名“乡村牛哥”。

“乡村牛哥”在网上火了。他说，火是很偶

然的。2018年10月，唐义强种的秋延迟西红

柿质量好，红彤彤一片很好看。看别人在快手

上显摆秋季的丰收，他也拍了一个。结果没想

到关注的人不少，不断有粉丝问他是咋种的。

从那时候开始，唐义强慢慢养成了个习惯，那

就是每天花费两三个小时，或拍个段子，或在

网上直播一会儿。

唐义强的粉丝，在快手上有34.1万，在抖

音上有4.1万。“我的100亩大棚里，有农民最

常种的黄瓜、辣椒、西红柿、甜瓜等，直播都是

在讲种植技术，所以我的粉丝中至少有30多

万是种菜种瓜的农民。这些农民遍布全国各

地，连俄罗斯都有，是位东北跑过去种菜的农

民。”他说。

唐义强说，他搞直播、发段子，内容主要分

两种，一种是展示成果，让农民看看他的瓜菜，

以便有更多的农民跟着他学；一种是讲技术，

让农民学会如何更好地种瓜菜。

直播和拍视频时，唐义强干什么便说什

么，种什么便讲什么。他和农民讲选种育种，

讲用肥用水，讲整枝打杈。他自家大棚种的芸

豆结成墙，亩产达到1.2万斤；黄瓜亩产能达到

5万斤。他在网上说自家的产品和产量时，他

的粉丝没人不信，因为他们跟着唐义强学到的

技术很管用。粉丝不论老少，在网上都称他为

“牛哥”。

（据《农村大众》）

27年种棚取来“真经”，网上直播授课头头是道

“乡村牛哥”，百亩大棚“种出”38万粉丝

日前，电商主播在全国农村创业园区（基

地）——辰颐严选产业园的电商农产品深精加

工车间直播。

近年来，福建省宁德市依托丰富的山海土特

产资源优势，加快农村电商创业园和电商直播基

地的建设，通过“电商平台+主播培育”等模式，加

大电商人才培育、电商直播培训，推进电商人才

化、规模化、品牌化、集聚化发展。不仅促进了消

费，也助力年轻人创业就业和群众致富增收，推

动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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