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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一些乡村地区的信息化基础设施较差，网络速度

慢，使得通过网络推广和社交媒体营销等方式在农村电

商中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进行推广。四是农村居民

消费需求相对城市居民较为单一，市场规模较为有限。

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的重要性

（一）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随着电商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农村电

商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村电商发展的政策，如加强电

商物流体系建设、推进农村电商平台建设等。这些政策

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能够进一

步推动农村电子商务深入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二）改善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及服务水平

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使得农村电子商务成为未来

农村经济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政府大力投资建设物流

配送中心、农产品加工厂等基础设施，鼓励更多的农村

企业和农民参与到电商行业中来。通过农村电商平台，

农村地区的物流和快递服务得到了改善，为农产品的销

售和运输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外，电商平台还为农村地

区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服务，如在线教育、医疗服务等。

云南省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云南省地理位置优越，气候适宜，是中国最大的农

副产品生产区之一，所生产出的特色农产品大多是具有

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优良品种，享有较高的美誉。近

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云南特色农产品开始走向线上销售市场。根

据云南省地方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云

南省具有电子商务经营资质的企业已达到31万家，电子

商务交易额达到2.2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其中特色农产品

占比较为突出。云南省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市场不断扩

大，已成为重要的销售渠道。然而，与其他地区相比，

云南省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

解决。

（一）电子商务意识淡薄，电商合作社数量少

云南网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云南省人均受

教育的年限平均为六年，在全国排名第27位，半文盲的

人口占到云南省总人口的11.3%。新闻媒体方面，对农产

品电子商务的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很多当地的农民都不

会进行网上交易，有时候还过分宣扬了网上消费的不安

全性，导致人们更不放心进行电子商务交易。当地的农

产品企业缺乏对电子商务的重视，企业过分注重短期利

益。

云南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史有限，存在短板。截至

到2021年，全国开展网络销售的农民合作社数量达187万

家，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别为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

而云南省的农业电商合作社数量相比较少且辐射范围有

限，存在产业带动能力低等问题。

（二）农产品品牌建设力度低

近 年 来 ， 云 南 省 农 产 品 品 牌 的 数 量 不 断 增 多 ， 并

在农产品品牌培育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相对于其

他省份，云南省农产品品牌化及品牌数量仍存在差距。

截 至 2 0 2 2 年 ， 云 南 省 认 证 的 “ 三 品 一 标 ” 农 产 品 数 量

有8445个，浙江省认证的有13615个 、江苏省认证的有

16153个、山东省认证的有22763个。同时，云南省的

大部分农产品企业在品牌建设方面仍然存在资金有限、

科技创新不足、模式单一等问题。这导致农产品品牌混

乱，同一种产品被宣传成多种品牌，而且企业规模小，

缺乏与大企业竞争的资本和能力，无法形成知名品牌效

应。甚至有企业冒充品牌销售劣质农产品，严重影响了

农产品品牌形象。

（三）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水平不高

良好而快捷的物流和配送系统对于农业生产电子商

务的发展至关重要。云南省位于云贵高原，山路崎岖，

交通不如平原地区便利。云南省有近90%都是山地，剩下

的10%是坝子和湖泊等地形。整个云南省16个州市，只有

7个地州通了铁路，因此云南铁路的运营总里程只占到全

国的2.2%。物流配送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一直是

制约云南省发展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一大困扰。

（四）电子商务人才缺口较大

据云南网调查发现，截至2020年，近95%的云南省
　　农村商业体系建设，是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更是赋能农
村消费升级的重要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