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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互联发展的优化策略
———以洛阳市为例

刘玉贵，胡若衡，许婉韵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３０）

摘　要：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推动各领域不断创新和快速发展，农产品流通同样是“互联网＋”的受益者。

“互联网＋流通”促进了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给农产品流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以洛阳市为例，对“农商互

联”的发展要求和发展阻力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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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１４年以来，农村电商得到各界的空前关

注。农村电子商务连续五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２０１８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将大力建设具有广

泛性的、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设施，鼓励

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农

业产业模式。电商巨头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纷纷

布局农村市场。阿里巴巴早在２０１４年就推出千村

计划，２０１７年４月，刘强东宣布要在五年内在农村

设立５０万个京东便利店。在“互联网＋”背景下，

农产品电子商务这趟“列车”，一直在优化提速。

２０１７年７月，商务部提出全面启动农商互联，有专

家认为，农商互联能否高效实现，或将成为农产品

电子商务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

一、农商互联的内涵

“农”是指以农产品为主线的农民、农业合作

社、农产品加工企业、农贸市场等，“商”是指电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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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农商互联”就是以农产品为纽带，将与之有关

的农民、组织、企业、电商联接起来，简单来讲就是

以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为主体，实现上联生产、下

联消费的流通模式。农商互联是农产品生产流通

领域一次重要的探索和创新，“农商互联的关键是

‘联’，这个‘联’是互联网的‘联’，万物互联的‘联’，

是一种覆盖农产品生产和流通全链条、线上与线下

全渠道、商流物流信息流全要素的全面融合互

联”［１］。然而，其并非简单的产销连接，而是在“互

联网＋”背景下，依据数字化、智能化等现代信息技

术，打通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任督二脉”，使原来闭

塞的电子商务系统畅通化和灵活化。

相对于传统的农产品供应链和电子商务初级

阶段的农产品供应链而言，实现农商互联的农产品

供应链是联动多方资源和力量，实现供应链的网络

化，实现信息的高度共享（图１）。农商互联不仅在

信息流、物流方面更加优化和畅通，其同时使农产

品供应成为了一张具有更大经济效益的价值网，降

低了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的成本，实现了农产

品电子商务的信息化、集约化、系统化和标准化。

图１　三种供应链信息流和物流对比

二、农商互联发展的要求

（一）联产品

农商互联要求有高质量、高标准的农产品，通

过对产业链的整合，在特色农产品的供应上要实现

规模化、组织化、规范化。第一，促使电商企业、农

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连锁零售企

业、第三方物流（ＴＰＬ）企业与农产品生产紧密连

接，构建从种植、生产到加工、销售的一体化运作模

式。第二，增加特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产品是农商

互联的基础。我国农产品品种丰富，分布广泛，生

产企业众多，电商企业为获得优质农产品，需要耗

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成本，这也是制约农产品电

商发展的主要因素。农商互联就是通过各级商务

和农业部门，将各地优质农产品及其生产企业信息

搜集汇总，以帮助电商企业快速、高效地找到优质

农产品和可靠的合作伙伴，这样不仅节约了电商企

业的搜寻和鉴别成本，也提高了农产品对接的

效率。

（二）联设施

第一，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可进行深度合

作，如共同建设物流配送中心、共建冷链系统、共享

配送车辆等，同时，在网络基础设施上加大对农村

的投入，使信息能准确、高速、高效传播，以提高线

上线下的生产、加工、销售效率，最终实现合作方的

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第二，提高流通基础设施利

用率。设施是农商互联的关键，谁掌握了冷链物

流，谁就掌握了未来生鲜电商的命脉。由于冷链物

流设施投入成本高、回收期长，因此，要鼓励电商企

业通过租赁、收购、股权投资等多种方式与线下企

业开展合作，充分利用线下已有的产地集配中心、

冷库、冷藏车等资源，快速形成农产品冷链物流体

系，提高农产品仓储运输及配送能力。

（三）联标准

推动电商企业与线下生产方、加工方的联合，

针对农产品的分级、包装、仓储运输（包括冷链）、销

售定价、售后服务等环节制定适合现代电子商务发

展的规范章程，实现整个供应链网络的标准化。同

时，对农产品进行产品细化和标准化编码，打造科

学的“农产品身份证”，对农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

等环节进行标准化管理，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

全［２］，并在线上线下的销售体系中实现标准化流

通。这样，一方面可提高流通效率，另一方面对市

场预测和制订新一轮的生产、营销计划大有裨益。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要增加农产品

的有效供给，还要增加农产品流通制度方面的有效

供给，而标准化就是有效制度供给的重要内容。通

过农商互联，着力完善适应电商要求的农产品质量

及物流标准体系，特别是在质量分级、产品包装、仓

储运输、冷链物流、网上展示及售后服务等主要环

节，鼓励电商企业与生产流通企业瞄准国际标准，

共同制定并应用更高的标准。

（四）联数据

依据“互联网＋”的优势，整合行业资源，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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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互联大数据平台，实现整个新兴供应链网络的

大融合和信息高度共享。“全国农商互联展示体验

中心”已于２０１７年建成，平台的建设属于基础设施

建设，真正的农商互联要求实现数据的整合。一是

依据电商企业交易数据易采集的优势，汇总终端农

产品的销售品种、销售量、价格、成本等基础数据，

并对市场动向进行监测、预警，同时将相关数据和

信息及时与供应链同盟共享，为农产品生产加工企

业的决策提供有效、可靠的依据，进而消除“牛鞭效

应”，避免出现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等不合理现象。

二是在生产、加工、流通等方面大力推广先进信息

技术，如ＲＦＩＤ（射频识别）技术、ＧＩＳ（地理信息系

统）技术、二维码技术等，实现对农产品从生产到消

费全过程监管。

提高农产品流通信息化水平，数据是农商互联

的重点。一方面，充分利用电商平台掌握的供求信

息，形成供求大数据并进行分析评估，使需求能更加

直接、准确地反馈到生产端，从而引导资源优化配

置，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长效机制；另一方面，利

用物联网、二维码等自动采集技术，建设基于农产品

冷链流通监控平台、农产品流通信息追溯平台的流

通监管追溯体系，实现对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的

全过程管理，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五）联市场

在新兴农产品供应链网络中，鼓励农产品电商

企业与线下大型连锁超市、农贸市场等经营主体合

作，利用新型的Ｏ２Ｏ模式，同时发挥线上线下双渠

道的作用，并鼓励自媒体销售，从多维度促进销售并

把握市场动向。品牌创立后，还可发展跨境电商，尝

试利用向国外大型农产品需求企业提供农产品的

Ｆ２Ｂ模式，实现农产品的外销
［３］。通过农商互联，

引导和鼓励农产品电商企业与批发市场、连锁超

市、社区菜店等经营主体合作，一方面，将产地农产

品纳入电商平台扩大市场；另一方面，电商企业也

可以利用产地的仓储物流资源，使其他地区农产品

进入当地市场，扩大农产品的销售范围，使传统流

通企业与电商企业共享销售渠道。

三、农商互联发展的阻力———以洛阳

市为例

（一）农业生产力低下

一是洛阳市地处河南省西部山区，机械化程度

低，且农户生产存在分散、小规模及无序等特点，使

得农产品的生产力低下，生产成本较高，产品市场

竞争力不强，外销少，主要满足当地需求。二是随

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许多农村青壮年劳力进城务

工，土地弃耕现象严重，致使生产力继续降低。另

外，多年种植同一种作物，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加之

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化肥农药的边际效益递减等因

素，使主要靠高投入、高消耗提高产量的农业生产

方式难以为继。三是长期实行的“以农支工，以乡

扶城”经济发展战略是造成洛阳市农业生产力低下

的历史原因。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国家整体走上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导致社会资源向工业倾

斜，从而使农业生产力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二）地理环境及交通阻力

一是洛阳市地理环境并不优越，整体降水偏

少，属于较干旱地区，如２０１７年７月和８月洛阳市

全市平均降雨量较往年减少约六成，其中栾川县出

现了人畜饮水困难的问题。同时洛阳市山岭较多，

大川区面积占比１３．８％，丘陵面积占比４０．７％，山

区面积占比４５．５％，地理条件不利于农耕机械的

使用。受地理条件、文化水平的限制，“小富则安”

“小进则满”“等、靠、要”等惰性心态依然存在，农民

缺乏开拓创新能力和敢闯敢冒的精神，创新发展意

识不强。二是以山岭为主的洛阳市，虽然“村村通”

公路已修建不少，但仍有些乡村尚未通公路。由于

政府对农业投入的不足和基础建设产权、经营以及

管理制度不完善、不健全，导致洛阳市道路交通、农

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薄弱。这不仅制约了洛阳市农

业综合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加大了农业遭受自然

风险的成本。对农村电商来说，物流是电商进入农

村市场的第一道难题，特别是物流配送的“最后一

公里”问题较为突出，这是发展农村电商亟待补齐

的短板。因为交通和物流问题，很多优质产品“身

在深山无人识”，这阻碍了农商互联的发展。

（三）缺乏龙头企业的引领

虽然洛阳市已有不少农产品加工企业，如洛阳

生生乳业、洛阳巨尔乳业、洛阳奥吉特食用菌开发

有限公司、洛阳佳嘉乐农业生产发展有限公司等，

但其还未能真正成为“龙头”引领整个产业的发展，

从洛阳市“中国驰名商标”目前只有“杜康酒业”就

可窥一斑。区域内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少、规模

小，尚未形成地域相连、具有相互竞争与合作关系

的产业集群，产业的区域经济带动作用有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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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物流体系尚未形成

就现状而言，我国农村物流体系尚未完善，洛

阳市农村物流体系建设更是比较落后。一是农村

未能建立起以农产品为核心业务的集中化、规模化

的物流运输仓储中心，农产品的运输依然主要依靠

小商贩、批发商。二是生鲜农产品冷链运输设施设

备缺乏，冷链物流车数量不足且保温效果差，冷库

不足且利用率低。三是“快递下乡”政策有待落实。

由于快递中心严重不足或是下乡快递成本高，许多

农村电商仍需进城发货，不利于物流成本的降低和

效率的提升。

（五）农产品供应链稳定性差

农产品供应链稳定性差主要表现在一些农产

品大量生产后，未能被及时收购和销售，致使农产

品发生变质，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下

一季又可能因为种植少而出现该农产品供不应求

的局面。这种供不应求或者供过于求的局面并非

市场变动过大引起的，而是由整个供应链的不稳定

造成的，即供给侧的供给不能及时地输送给需求

侧。供应链的稳定依赖于供应链成员关系的稳定，

即从一般的交易关系、伙伴关系、合资关系转到垂

直整合（供应链伙伴关系）的关系，从而实现交易成

本削减、交易风险降低以及合作效率的提升［５］。而

供应链管理的缺乏，致使洛阳农商企业间的关系只

是一般的交易关系，农产品的销售无固定渠道，农

产品供应链过长，中间环节过多。

四、农商互联的优化对策

（一）生产：安全高效生产，提高生产力

一是规模化生产。农业合作社是规模化生产

的主要模式，其相对于农户个体零星种植更便于管

理，可以实现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并且可大大降低

生产成本，但是由于种植面积相对较小，国内农业

企业众多，竞争激烈，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

代种代管的农业服务模式可以变相地实现土地的

规模化生产，既解决了农民不想放弃土地又无暇管

理的矛盾，同时通过优质资源的配置，能实现农业

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代种公司的盈利，而且能够打

造一个农业综合性服务平台，实现服务的增值和

拓展。

二是现代化生产。提高农产品种植过程中的

机械化程度，同时采用智慧农业技术对农业生产状

况进行监管。针对洛阳市常年干旱的现状，可利用

洛河、小浪底水库等水利资源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采用绿色灌溉、节水节能灌溉等新技术。要依据本

地自然条件、资源基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充分

吸收传统农业生产经验，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进

行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

三是“产学研”相结合。要积极与农业大学或

是相关科研院所合作，将科研成果进行产能转换，

并采用土壤修复技术、数字化管理技术等对土壤、

空气、湿度、温度以及农作物自身进行管理的优化，

以实现高产、优产。同时，要对农民进行相关专业

技术及电商知识的培训，使其了解电商并会运用电

商进行销售。

四是多管齐下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从

农业保险、农业补贴、农民创业支持入手，促进农民

增收，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力支持农民群众

大胆试验、增产增收，不断提高农民生产的自主性。

中央的惠农政策，比如各种补贴以及养殖业、种植

业和水利方面的很多扶持政策，特别是“一事一议”

政策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要加强资金调度、技

术指导、生产资料供应等方面的服务。

（二）物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深化犜犘犔合作

第一，加快农村交通主干道、交通枢纽、物资集

散地、农产品转运中心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并确保

“快递下乡”工程的顺利实施，以降低物流成本，提

高流通效率。第二，加强与第三方物流企业（ＴＰＬ）

合作，因地制宜发展适合洛阳市不同地区的物流体

系，对农产品进行统一收储，集中运输，使农产品的

储运规范化、合理化。第三，重视农产品冷库存储、

冷链运输环节，鼓励大型零售企业建设冷库，尽可

能减少农产品在储运过程中的损耗［６］。第四，加大

对农产品物流系统中信息技术的投入力度，以互联

网为基础，在物流过程中对农产品质量进行监管。

（三）营销：优化供应链管理，创新销售模式

首先，打造“一体化供应链”，加快Ｏ２Ｏ模式建

设。一方面，吸引大型电商企业进入洛阳，或鼓励

本土企业引领行业发展，并积极促进农产品供应链

网络成员的合作，转“一般交易关系”为“同盟合作

伙伴关系”，发展“农超”对接模式，实现供应链的一

体化和稳定化；另一方面，加快Ｏ２Ｏ线下营销点的

布局规划建设，打通线上线下脉络，发挥Ｏ２Ｏ模式

的优势，提高客户满意度。

（下转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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