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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勇 

【内容简介】通过对我市涉农电商业态的整体分析，发现我市涉农电

商产业在发展中存在产品形态上处于“复制”、“模仿”、产品附加值少与利

润点偏低、品牌意识缺乏、利润源不足基础薄弱与利润池储备不足、产品

层次低与产业链存在缺陷、产业集聚效应不显著、价值链延伸不足等问题。

本报告建议通过构建涉农电商“三点两链”的发展思路：1.品牌化路径提

高涉农电商产品利润点。2.多元化丰富涉农电商利润源。3.搭建平台扩大

涉农电商利润池。4.进城下乡多产业并进增强产业链集聚效应。5.提升涉

农电商产业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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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市涉农电商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1. 产品附加值少、利润点偏低 

我市在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农产品上行相对滞后，农民在农村电商中得

到的收益较少。从全国涉农电商经营类型看，农村地区网络销售主要以服装、

小家电为主，农特产品只排在第三位。多数农村电商经营者停留在低价销售

初级农产品的“搬运工”角色上，在产品包装培育推广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方面重视不够，资源优势尚未充分挖掘。农副产品深加工明显不足，产品附

加值明显偏低，低价竞争也比较普遍，与城市电商相比，农产品利润点明显

偏低。 

 

2. 品牌意识缺乏、利润源不足 

目前，许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但知名度仅

限于本土地区，没有获得全国范围的认可。例如，天津市龙康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生产的“狗牙儿”系列食品，在天津静海区较为知名，但在全国范

围内，并没有多少人知晓。从网络搜索结果看，淘宝仅有几家售卖。企业

自身电子商务意识落后，限制了企业市场销售量。天津目前已经有蓟州磨

盘柿、静海独流老醋、津南小站稻等特色农产品，但产品特色化发展不明

显，产品层次差，产品质量有待提高，产品交易量小。与城镇居民选购的

商品相比，农村居民网购商品的范围小、价位低、层次差。农村网购覆盖

面较低，商品种类不齐全，彰显了农村电商异于城市电商的独特性，消费

市场严重不振。绝大多数网商处于无品牌经营状态，产品以模仿为主，无

享誉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名牌产品，导致消费者对具有天津特色的农村电商



— 3 — 

产品缺乏认识。 

3. 基础薄弱、利润池储备不足 

截至 2016 年 8 月底，在全国共发现 1311 个淘宝村，广泛分布在 18 个

省市区。其中，浙江（506个）、广东（262个）和江苏（201个）的淘宝村

数量位居全国前三位，以下依次为山东（108个）、福建（107个）、河北（91

个）、河南（13个），广泛分布在 18个省市区。其中，淘宝村数量较多的省

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福建、河北，六省淘宝村数量合计占 97.3%。而

天津仅有 5个淘宝村，虽位居全国第 8位，仅比辽宁（4个）多 1个，不仅

远远落后于浙江、广东、江苏，就是与山东、福建、河北相比也差距较大。

天津农村电商基础仍然较为薄弱，利润池储备严重不足。 

4. 产品层次低、产业链存在缺陷 

抽样数据显示，2016 年，淘宝村网店销售额排名前三的商品分类依次

为服装、家具和鞋，排序与去年相同，第四到第十名依次是：箱包皮具、汽

车用品、化妆品、户外用品、玩具、居家日用品和床上用品。这些商品对应

于大众化的网购需求。而我市淘宝村生产与销售的产品仍以农产品为主，与

淘宝村主流产品类型相差甚远，仍处于低层次发展阶段，产业链存在缺陷。 

我市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虽有较大提升，但相对于流行的以网络直播

平台营销农产品所需要的高清视频流，带宽仍有待提升。农村物流基础设施

薄弱，由于物流需求和供给较为分散等因素，导致农村物流从运输、仓储、

包装、搬运装卸、流通加工等环节缺乏系统性、高效性、便捷性和低成本性。 

 当前在建设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方面有待创新和突破。部分区县级

行政单位仍侧重于建园区、建服务站等“硬件”建设，对人才引育、营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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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品牌建设、质量管控等“软件”投入不足。 

5. 产业集聚效应不显著、价值链延伸不足 

涉农电商产业大多仅限于售卖农产品，未实现与蓬勃发展的乡村休闲与

旅游等产业有机融合，价值链较短，延伸不足。在 2016年新增的淘宝村中，

约 72%源自 38 个淘宝村集聚，反映出强劲的集聚带动效应。2016 年中国集

聚效应明显的十大淘宝村排名中天津淘宝村和淘宝镇均未上榜。通过分析淘

宝村空间分布的核密度可以看到，核密度最高区域基本呈现了“淘宝村集群”

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在华东地区，浙江省与苏南地区呈现出淘宝村、淘

宝镇连绵发展的态势，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密；在华南地区，呈现出珠三

角、粤东、闽东南三地淘宝村团块状发展态势；而华北平原是淘宝村另一个

广泛分布的区域，但相对而言分布较为分散，密度相对较低。以上分析表明

天津农村区域电商集聚效应不显著，电商类型单一，未形成集群带动作用，

价值链有待拓展。 

二、构建我市涉农电商“三点两链”发展思路的建议 

1. 品牌化路径提高涉农电商产品利润点 

为避免我市农产品重走简单地“复制”、“模仿”的老路，需跳出低价营

销的陷阱，提高涉农电商产品利润点，其根本出路就是走品牌化。深入实施

农产品品牌战略，强化农业品牌建设，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抓手，是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大

背景下，农业品牌化建设将进一步创新思路、理念和方式方法，借助信息化

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充分发挥互联网扁平化和泛在化的优势，创新展示方式，

拓展宣传渠道，增强信任度，提高认可度，增加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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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在西青、静海、蓟州、宝坻鼓励涉农电商的龙头企业注册地域特色

商标，实现地域品牌化与产品商标化相结合，从而实现产品的知名度而将地

域特色转化为提升产品利润点的途径。 

2. 多元化丰富涉农电商利润源 

在具有农业比较优势的蓟州区、静海区、宝坻区、宁河区、西青区等 5

个区建立乡村旅游、休闲产品、农产品、民俗产品、农资、日用消费品等双

向流通的县域电商园区或运营中心，助推新型农商经营主体开拓网上策划体

验、推介销售及与物流快递企业对接等业务，支持其与大型电商对接或自建

运营平台，实现开展线上营销与线下体验结合，以丰富的多类型产品扩展利

润源。还可通过淘宝、天猫、京东等网络直播销售平台，农户可与受众充分

互动，达到网络营销产品的目的。 

3. 搭建平台扩大涉农电商利润池 

在区位优势明显的武清区、宝坻的京津新城等地，建立以服务天津各涉

农区县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专业性网络平台，是以农产品交易平台、投融资平

台、信息交流平台为核心的天津农村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立足天津，面

向京津冀，辐射环渤海，为农业企业及种植大户提供产品销售、质量控制、

信息交流、资金支持等综合的性公益服务。 

4. 进城下乡多产业并进增强产业链集聚效应 

“下乡”的意义在于以电商为载体促进涉农产业与城市服务的实现产业

链融合进而形成集聚效应。应推动信用良好的合作社、农资公司、农业科研

院所下乡。可依托大型农业、农资电商平台和供销社等已有渠道和载体，开

展化肥、种子、农药、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网络推介销售，推动“放心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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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农家”，为农民个体、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优质、实惠、可追溯的农业生产

资料。 

“进城”与下乡类似，以电商平台为载体，实现城乡二元的有机结合。

可在西青、静海、蓟州、宝坻、宁河、津南等重点村镇，构建具有本地特色

农产品生产基地，建立社区电商平台，通过密集型选址和快速投放的方式凸

显规模化效应，形成农村地区与城市社区的高效率产销渠道，消除农产品进

入社区的最后一公里瓶颈。 

西青、静海、宝坻、蓟州、宁河等涉农区休闲农业与旅游资源建设、开

发，整合休闲农业资源，完善提升采摘、餐饮、住宿、主题活动、民俗产品

购销等主要服务内容，利用天津休闲农业网、天津旅游地理信息系统等平台，

实现乡村旅游线上直销，推动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城乡互动发展的休闲农业

产业链。 

5. 提升涉农电商产业价值链 

政府、企业、农民合力提升涉农电商产业价值链。据相关研究发现，在

山东菏泽、河南洛阳、江苏宿迁等地涌现多方合力推动形成的淘宝村，即“村

民规模化创业+政府积极引导+服务商专业服务”相结合。推动农产品上行系

统性的开发，以垂直 B2B作为农产品上行的重要渠道。垂直 B2B平台使通过

前端零散用户的订单集合，改造传统供应链，引导生产端的标准化，实现按

需定制，并整合供应链金融，提供金融服务，有力促进农产品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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