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与农业结合，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产品名称 科技与农业结合，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
发展

公司名称 东莞市微三云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东莞石排瑞和路一号

联系电话 18002820787 18002820787

产品详情

前言：目前农业扶贫电商平台主要包括农资、农产品和食材配送三类，因产业规模大，近年来备受资本

热捧。政策、新技术的发展为农业电商平台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将农特产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实现

大数据、物联网及云平台技术的融合，对整合农业电商，金融、仓储、物流等资源具有重要作用，减少

农业产业链中间环节，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流通效率。

一、县域农村电商困境

1、卖不掉：年年农产品大丰收，年年有产品卖不出去烂在地里，这几乎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

2、运不出：运费高、时间长、农村没网点，这就是县域电商物流现状。



3、供不上：全国绝大多数县，都存在一个共通的问题，叫做“要啥有啥，要啥没啥”。要是问你县里有

哪些特产，你一定可以掰着手指头数出N多种来，但是一旦拿到网上全国开卖，真正销量起来了就会发

现，哪一种产品都供应不上，大部分产品的产量只够在稍微大一级的市区卖卖，根本无法满足全国的需

求。

4、低质价：国产农产品，绝大多数是农户种植出来的，而农户生产，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标准，从种

子，到肥料，到种养殖过程，农户都是凭借自己的经验随心而行。

5、缺人才：农村有8亿农民，高达2亿青壮年进城务工。且农村待遇、基础设施不如城市，很难招到人才

，尤其是既懂线上、又懂线下的新零售运营人才更是奇缺。

6、缺服务：县域地区电商和零售薄弱，就弱在没有建成生态圈，原因就是缺乏服务商。

7、缺规划：很多县全力以赴帮平台卖货，甚至下硬性指标，一举把自己县变成了“电商发达县”，这种

做法没有结合自身实际，更是确实县域新零售解决方案和长期规划。

8、缺包装：农产品包装营销不足，导致很难通过口碑、营销推广出去。



9、缺渠道：销售渠道传统单一，无法做到全渠道零售。

10、缺技术：县域新零售的落地，需要线上电商结合线下实体，需要强大的IT软件系统支撑。

解决方法

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农村电商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个人方面考虑，我们都需要积

极采取措施，绞尽脑汁去想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要我们要完善运输道路，交通运输是基础也是根本。修路是致富的步，如果农村道路通畅，路况良

好，就能大大减少运输成本，运输成本减少，投资变小，就能增加农户的实际的经济收入效益，但很多

贫困地区因为处于偏远山区道路情况复杂且比较偏远，影响了运输效率，增加运输成本，这大大减弱了

农村电商扶贫的效果。

为了让农村电商在脱贫这场战役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首先要解决基础设施的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和

完善交通、网络、支付系统等一些运输和销售支付等基础设施，尤其是要尽量大面积覆盖无线网络，加

快网络覆盖的步伐，要处处有网，时时有网。



另一方面，要构建一个完整完善的农产品配送体系。农产品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它会因为温度，

时间等因素而发生变化。因此打造一整个完善的运输配送平台，例如京东发展模式形成自己的物流体系

销售产品，运输产品，送货到家一条龙服务，不靠其他公司的快递，运输更加有保障。

我们可以通过借鉴这个案例来推动当地农特产品的销售和运输行业，减少运输成本和时间，增加实际收

入，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愿望。对于不会网上购物和直播卖货的村民，服务站点的工作人员可以面对面

教会他们，解决村民的网上销售问题。同时也欢迎的公司、合作社、有经验的管理人来加入我们，我们

可以在他们那里学习更多的知识关于电商的销售和运输。

如果想要农村电商更好地发挥作用，再者要增强对村民的电商技术培训力度，加大力度培养电商人才。

可以通过开培训班定期对村民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水平，为电商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其实从人才方面来看，农村不缺人但是农村缺少的销售、管理和运输人才，我们不能总是依靠外来的人

员，也要学会靠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就地取人”通过开展培训班，对在村人员进行培训。教他们如何

如何网上直播、网上卖货、怎么和他人进行合作，“授之于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教会他们自己去销

售，让他们明白这是他们自己的不是别人的。

要充分发挥的职能作用，制定相应的政策和一定的好处，再利用农业企业赞助和宣传的方式来吸引农民

自愿学习电商知识，尤其面对大学生，返乡青年，以及合作社负责人等之类的人群。加深他们对于相关

法律和政策的了解，让他们在合法的情况下去销售和运输，让他们知道相关法律知法懂法不犯法。



一方面要提升产品的产品附加值，让产品物有所值、物美价廉，鼓励农村电商生产人们真正需要并且有

价值的产品，秉持新发展理念，大力挖掘农产品品牌潜力，创造一个新的品牌，一个有价值，一个真实

物有所值的品牌。要做大做强品牌，擦亮名片，做强支撑，打响实力，然后不断提高品牌销售额，增加

市场份额。这样才能发挥电子商务互通互联的优势，才能带动农村产业发展，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奔向

小康。

另一方面是要推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依靠区域资源的优势，从而推动农业生产、工业加工

、运输、研发和服务等方面相互融合，打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二是要推动标准化生产，制定一套

科学的合理的生产标准，加强对生产运输的标准，不要定价太高，薄利多销。只要我们生产的农产品能

够让人们觉得物有所值，总能够吸引顾客去回购。

第三方面要打造品牌特色。根据当地特色产品打造属于当地的品牌。例如临城县的绿岭核桃，就创造出

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货真价实，自然卖得好卖得贵。

第四方面要加大对农村电商的宣传。由各地广电、网宣传部加大对农村电商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QQ、

微信等软件进行线上宣传，也要加大线下宣传力度，比如发传单等方式。也要提升对农村电商的政策红

利和，在财政上加大对它们的支撑力度，并且加强网民们对农民网上直播卖货的接受度，从而促进农村

电商的商务普及化程度。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目前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国际及国内商品交易的主要手段之一，目前国际及国内每年网上贸易交易额超过4

00亿美元以上，电子商务产生的贸易量将随着各地区网络的不断普及和深化而迅猛壮大。

农村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搞活农村商品流通、繁荣农村市场，是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全面购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然而目前农村市场建设存在很多问题，例如销售渠道的

闭塞造成农产品销售量惨淡、建设资金的匮乏造成生产规模无法进一步扩大等等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农

民不能获得市场上有效的信息。针对农村农产品标准化缺乏、农村物流成本高、农产品无品又无牌等问

题，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扶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深入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实现农村现代化建设。

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离不开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的存在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强大的推动力。农村电子

商务能够让农民更加及时的获得市场信息，减少因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风险；农村电子商务为

农村农副产品提供了更多的销售渠道及市场信息，更好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农村电子商务能够

帮助农民更好的学习和生活，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素质和生活质量；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助于农村经济

的发展与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与城市信息隔绝的现象。

以2020年疫情期间，农村电子商务在国家贫困县发挥作用为例。根据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面对

疫情冲击，农村电子商务成为农民销售农副产品、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好帮手，农村电商助力脱贫攻坚成

效明显。2020年全国832个贫困县网络零售总额3014.5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贫困县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为406.6万元，同比增长43.5%，增速较2019年提高14.6个百分点，反映更多农民将线下农产品转向线上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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