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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01

2019年农产品电商发展现状



2019年，阿里平台农产品交易额2000亿元，
稳居国内最大农产品电商平台

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19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8年天猫、淘宝为农

产品上行主渠道，二者市场份额约75%。

据《2020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9年，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2693.1

亿元，阿里平台市场份额占比遥遥领先。



全国农产品电商地区差异大

农产品电商销售额TOP10分别为浙江、广东、江苏、山东、上海、安徽、福建、四川、云南、湖北

浙江遥遥领先，中部、西部地区各有2个省跻身前十



全国农产品电商总体发展迅猛

浙江、江苏、山东、四川4省位居总量和增速前十

农产品电商增幅TOP10分别为山西、山东、河北、吉林、江苏、河南、内蒙古、浙江、四川、黑龙江

山西、山东、河北、吉林4省发展最快，增幅超过40%



休闲食品、滋补食品稳居前二

品类销售额TOP10分别为休闲食品、滋补食品、茶叶、水产品、水果、调味品、粮油、肉禽蛋、奶类、蔬菜

水果品类中，丰县苹果在苹果品类中排名第一，赣州脐橙最受脐橙购买者青睐，烟台樱桃占樱桃市场总量的30%



蔬菜、奶类、肉禽蛋增速显著，均在30%以上

品类销售额增速TOP10分别为蔬菜、奶类、肉禽蛋、调味品、水产品、水果、茶叶、滋补食品、粮油、休闲食品



农产品电商销售50强县（一）

注：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数据，剔除非产销合一的县市。



农产品电商销售50强县（二）

注：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数据，剔除非产销合一的县市。



农产品电商销售50强县：东部66%、中西部34%

4个国家级贫困县

云南文山（12）

安徽砀山（17）

云南勐海（25）

湖南平江（31）

 排名前六位的省份分别为江苏、山东、浙江、福建、湖南、云南

 江苏、山东各以10个并列第一

 4个国家级贫困县进入榜单，其中云南占了2个



以农产品销售为主的淘宝村有262个

 江苏、山东、浙江、福建、河南位居前五

 江苏沭阳有62个农产品淘宝村，以绿植花卉销售为主

 浙江临安有14个，以当地生产山核桃等坚果销售为主

 福建安溪有3个，以茶叶销售为主

 江苏赣榆有3个，以销售水产品为主



贫困县农产品电商发展迅猛，前十强县销售额
超过18亿元

 云南、安徽、江西各2个，湖南、西藏、重庆、河北各1个

 产品地域特征显著，比如文山三七，砀山梨、桃罐头，勐海普洱，横峰绿茶等



广东农产品电商消费位居全国第一

 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位列前五

 农产品线上消费增势迅猛，绝大多数省份增幅在15%以上

 广西、内蒙古等中西部地区增幅远高于东部地区，广西增速达35%



Part.02

疫情期间阿里助农相关措施



“爱心助农计划”——为了农民兄弟

 2月6日，阿里巴巴率先发起爱心助农计划，推出“爱心助农专线”、在淘宝上推出农产品特卖系列专区、增加对核心产地农产品的

集中采购、加大对农产品绿色物流专线投入力度、降低农产品在平台的销售成本、帮助涉农商家免费开通淘宝直播、推动原产地农

产品标准化等10项措施，帮助滞销农产品打开销路。

 淘宝为国家级贫困县专门开设“土货鲜食”一级入口，疫情以来先后发起“暖春守‘胃’战”、县长直播等专场。兴农脱贫项目已覆盖

全国707个贫困县。

 截至4月25日，淘宝天猫累计为全国农民售出超过25万吨滞销农产品。

云南豌豆单月销售超150万斤



“春雷计划2020”——科技助农兴农

• 为实现智慧网络助农兴农，将在全国建设1000个阿里巴巴数字农业基地；

• 深入原产地直采，推广原产地农产品品牌，组织产地溯源直播；

• 启动农产品城市合作计划。

 “春雷计划2020”：充分利用阿里巴巴20年来沉淀的商业力量和技术力量，通过一系列硬核举措，创造新供给、激发新需求、

促进新贸易，同时全力推动面向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用一切必要行动帮助中小企业共渡难关。



“网商银行无接触贷款”——助力农户复工复产

1.网商银行是由蚂蚁金服发起设立的首批民营银行，于2015年6月25日正式开业。

为破解金融供给侧“最后一公里”难题，网商银行自主研发县域普惠金融、产业金

融产品，服务县域涉农居民。

2.今年3月，全国工商联与网商银行等发起“无接触贷款助微计划”，联合数百家金

融机构、县域政府及品牌企业，全力支持全国约1000万家小微企业、个体经营

者及农户有序复工复产及疫情之后的再生产；分批次向多城发放免息券，全力支

持复工复产。

3.网商银行“亿亩田”项目上线，将对合作社、家庭农场、新型职业农民、大田种

植户等群体专项提额。

目标：加速覆盖，用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阿里助力湖北农产品销往全国

 疫情期间，借助阿里渠道联动，推广湖北农产品超过550种，第一季度线上交易金额达到10亿元。

 3月2日，疫情以来的首单大宗秭归脐橙，通过阿里巴巴紧急打造的数字供应链运出湖北发往全国。

 3月31日，淘宝上线“湖北加油”专区，2020年将销售120万吨湖北农产品。

 4月1日，阿里巴巴宣布，旗下盒马事业群、数字农业事业部牵头，从湖北采购价值10亿元的小龙虾。



淘宝直播成为农产品上行重要抓手

 2020年一季度，农产品直播销量比上年同期增长1.4倍

 休闲食品、滋补食品、茶叶、水产品类、肉禽蛋类位列前五

 奶类销量井喷式增长，比上年同期增长11倍，调味品增长5倍，休闲食品增长2.2倍，茶叶、豆制品增长2倍



案例：小木耳 大产业

 柞水木耳，以其质地脆嫩、个大肉厚、味道鲜美、营养

丰富而驰名，是柞水县名优土特产、科技部定点帮扶地

区特色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19年，全县发展

木耳产业7500万袋，产量3500吨，产值2.25亿元，成

为带动当地村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2020年4月21日，柞水木耳成了最火商品。当天晚上，

2000万网友冲进淘宝，3个淘宝直播间同时开售，24吨

木耳单品秒光，累计销售金额300万元，相当于柞水县

去年全网4个月的线上销量。



Part.03

数字农业新基建助力农产品上行



实现由农业大国向数字农业大国的转变，迫切
需要数字农业新基建

 农产品上行不仅仅是电商销售，而是需要从生产、加工、物流、销售、金融等方面实现全链路贯通，在满足消费者

吃得饱的基础上，更好地满足吃得新鲜、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吃得便捷、吃得个性化的要求。

 2019年以来，阿里在集团层面设立农业办公室，统筹由淘宝、天猫等20多个业务构成的数字助农网络，从技术、金

融、物流、销售等方面打造数字农业的新基础设施，形成淘宝直播、盒马鲜生、盒马村等数字农业新业态，实现“新

农业+新零售”的有机结合，有效链接小农户与消费者，让农户直接参与利润的分配，让城市消费者获得鲜美、安

全、放心的农产品。

数字农业新基建

• 数字化生产

• 数字化物流

• 数字化销售

• 数字化金融

数字农业新业态

• 村播计划

• 盒马鲜生

• 盒马村



数字化生产：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数字农业基地：通过农业生产资料、生产过程数字

化，实现生产端标准化种植，并对基地的种植主体

及经营主体给予蜂耘农商的认证，溯源管理，从而

达成产销线上平台式对接，输送优质的数字化农产

品供给消费端的目标。

 位于崇明区的翠冠梨数字农业基地，占地面积160亩，有多项高科技

加持。农民只要操作手机，就能让无人机起飞植保，无人值守田园机

器人可以去垄沟里撒药，水肥一体化设施自动配液，挥汗如雨。

 基地种出的高品质翠冠梨，直供盒马门店和盒马天猫旗舰店，既解放

农民的劳动力，同时借助基地直供缩短销售链路，亩产值提升约

10%，带动农民增收。

“新零售+新农业”的新样本——崇明翠冠梨

生产者
加工
集散

消费者数字化农产品

产-供-销数字化联动

蜂耘农商

数字化商品

消费数据反馈



数字化物流：农产品物流服务的效率提升
和成本降低

 过去五年，菜鸟网络已覆盖中国29个省份900个县，建立了3万多个村级物流

站点。

 2019年菜鸟乡村启动以“快递共配+农货上行”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快递物流智

慧共配项目，通过向县域快递企业提供技术、管理、商业解决方案，推动农

村快递共配降本提效，探索网点商业化、农货上行，造福农村消费者。

 2019年一个夏天，光广西火龙果就运了500多吨、云南石榴运了180吨，满

足城里人的“水果自由”，也助力老乡增收。

未来一年，菜鸟将开通1000条以上农产品上行“高速公路”，提速农产品揽收首公里、优先发货等“绿色通道”，让优质农产品

走出大山、美名远扬。

“送包裹”变“产包裹”

小农户对接大市场



数字化销售：以销定产，驱动农业产业链的
数字化升级

 奉节有两千多年的柑橘类水果种植历史。奉节脐橙脆而易剥、无核少络、汁多

爽口、余味清香。自2015年起，依托阿里经济体，奉节脐橙卖爆全网。去年以

来，阿里数字农业事业部启动数字基地脐橙 “密集销售计划”——通过天猫农

场、淘乡甜、聚划算、盒马、产地量贩、直播等渠道，让全国消费者品尝“数

字”水果，帮果农脱贫致富。所谓“数字”水果，就是数据可量化，就脐橙本

身，单果重185-250克，可食部分占72%，一颗橙至少50%的重量可以榨出果

汁。4年来，奉节脐橙在阿里平台的销售量增长了20倍，活跃经营商家数量增

长了4倍，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00%。

借助天猫、聚划算、盒马、大润发、零售通、天猫优品等线上、线下渠道，实现农产品全渠道销售布局。淘宝直播等新模式的

兴起，也对农产品销售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数字化金融：县域普惠金融助力解决农产品
生产资金缺口

 提供“310”的客户体验，即农户3分钟申请，1秒钟放贷，全程0人工干预。

提供按日计息、随借随还的计息方式，满足农户季节性资金需求。

 截至2019年底，网商银行和497个县域达成战略合作，其中包含146个贫困县，在这些战略合作的县域里，涉农贷款服务的用户

数达到344万。

网商银行创新开展县域普惠金融业务，提供更便利农民、更贴合农村的信贷服务。

在线化、数据化

310

无抵押、免担保 快速获贷、随借随还



直播带货成为农产品营销新形态

 2019年1月，淘宝正式启动面向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村

播计划”，通过 UGC(个人)和 PGC(栏目)的结合，既有个人主播

的单点突破，也有“县长来了”“丰收节”“村播日”等 IP 栏目互为

补益。

 2019年，淘宝直播村播计划与12个省份深度合作，通过政府引

导，定点培育培养超过6万新农人，带动25万就业，带动贫困县农

产品上行1.6多亿元，全年的直播间农产品总成交超过60亿元。

村播计划

 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县长扎堆玩直播”成为新趋势。

 2019年，全国超过100位县长走进村播直播间，帮助地方农产品站

台打CALL，成为地域产品代言人。

 多位县长成为“网红”，被网友调侃为“被县长耽误的金牌销售”。

 安徽砀山县副县长朱明春在4次网络直播中卖出砀山梨膏和砀山油

桃近3万件，销售金额高达257万元。

“县长来了”直播

2019年农产品直播成交量TOP10分别为辽宁庄河（水产品）、浙江武义（花果茶）、内蒙古多伦（肉干肉脯）、吉
林抚松（滋补食品）、宁夏中宁（枸杞）、山西万荣（水果）、湖北仙桃（肉干肉脯）、云南勐海（普洱）、福建
安溪（铁观音）、福建福鼎（白茶）。



盒马鲜生：数字农业新业态

盒马基地直采

—重构生鲜供应链，助力区域农产品升级

 盒马村是指根据订单为盒马种植农产品的村庄，是阿里巴巴

数字农业基地的典型代表，也是数字农业发展的新样本。

 全国首个盒马村，出现在四川省丹巴县八科村，随后这种模

式迅速被多地复制，在全国生长。

 2020年4月17日，盒马百亿产业基地正式落户上海浦东。上

海宣布，在浦东新区航头镇与盒马共建一批盒马村。围绕盒

马鲜生产业基地，构建从数字化农业基地，到生鲜产业基

地，再到盒马新零售门店的全链路数字化农产品供应链体

系。

上海首家盒马村，无人值守果园机器人

订单农业
打破农产品非市场化种植计划，更顺应市场和消费者需求变化
促进农民增加就业，增加收入

供应链解决方案
不同品类采用相应、最佳供应链解决方案
冷链物流，即时配送

品牌化
日日鲜、0系列、帝皇鲜、树上熟系列等品牌进一步升级，
并助力盒马自有品牌



Part.04

农产品电商发展未来趋势



关键词之一：数字化

数字化在全链路的渗透率逐步提高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强现代农业设施建设，加快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智慧气象等现代信

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5G时代来临、乡村振兴叠加数字农业相关政策，将共同助力数字农业步入快速发展期。未来五年，将是数

字农业发展的窗口期和机遇期。

阿里积极投身数字农业基地建设，打破中

国传统小、散、乱的小农模式，建立规模

化的数字农业基地，实现优质农货原产地

直供，让消费者吃上更安全、更有品质的

食品；借助高科技加持的供应链，帮助农

民提高种植、流通、销售各环节的效率，

进而增加农民收入。



关键词之二：新零售

各种线上线下融合模式不断创新

 注重消费者的购物体验、物流配送效率、购买便利性，以及强调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将重构城镇消费市场格局。

 基地直采、社区团购、社群消费、直播带货等模式的扩展，促成消费体验的融合、供应链效率的提升以及消费场景的延

伸，更好地解决农产品选品和食品安全等问题，进一步凸显优质农产品的重要竞争力价值。

 盒马鲜生以数据精准定位消费者需求，通过订单式农业，重构生鲜供应链，重构”人、货、场”，实现新农业与新零售的

完美结合。

大数据 商APP

物流链
系统

溯源
系统

自助
结算
终端



关键词之三：小镇青年

小镇青年的消费潜力将会逐渐释放

 随着国家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互联网覆盖率的提升，电商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小镇青年的消费力呈现

快速增长趋势。

 直播电商、社交电商通过网红和意见领袖的带动，逐步改变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理念，淘宝特价、聚划算等应用降低了小

镇青年的尝试门槛。

 下沉市场的消费者已经将商品的质量和品质列为最关注的指标，品牌化高品质商品越来越受欢迎。



关键词之四：品牌化

数字化与品牌化交互提升农产品溢价能力

 农业农村部推动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有利于推进质量兴农、品牌强农，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重要战略。

 在与数字化的交互过程中，通过消费者的购买及评价数据积累，能够掌握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价值，同时反馈给整个生产和供应

链路，有目标地提升消费者体验。

 农业全产业链的数字化，有助于评估投入产出比，明确溢价的来源及提升策略。

 电商的普及，使得政府更加关注对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品效合一（即注重品牌传播带来的销售结果），将带动和扶持一批企业

的农产品品牌建设，提升区域农产品的溢价能力。

盒品牌

作为盒马的首批全国性“盒品牌”，盒马与纽澜地从2016年开始合作，用新零售及大数据去指导农业生产、运输、销售、加工等整个流程，实现C2B的订单

农业。从牧场到餐桌，盒马与纽澜地采用“冷鲜直供”模式，制订产品到消费者端品质和口感的统一标准，确保24小时内将优质黑牛肉通过冷链运输至终

端，通过盒马最快30分钟配送给消费者，让盒区的消费者足不出户、随时随地都能买到最新鲜的雪花牛肉。2017年双十一，纽澜地在盒马销售额达到100

万元，2018年全年销售额突破了1.4亿元。2019年，纽澜地年产2000万盒牛肉，覆盖3000万消费者。借助盒马的创新模式和扩张速度，纽澜地建立了标

准化的全产业链路，搭建了一整套专供盒马的完善供应链体系，为农产品品牌化带来积极的示范意义。

下一步，盒马将通过对供应链的升级，用新零售和新农业的融合发展来带动新制造，打造10个十亿级的、100个亿级的、1000个千万级的盒品牌，让订单

式农业、标准化农业在中国普及，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关键词之五：小而美

消费需求的细分催生一系列小而美的形态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地域饮食习惯的区别，使得中国消费者对于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的出现降低了普通用户和生产者成为商家的门槛。

 农场对接社区、农民合作社电商转型等短链农业方式，让生产者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消费者，不以规模化为目标而达成了一定的供需平衡。

 更多具有跨行业经验的创业者成为新农人，更注重消费者的互动与体验，带来了产品和服务的新形态。

 以地标农产品为依托，根据消费者体验场景的不同而创新的小而美的产品，叠加服务的形态，将为农产品消费市场带来更多的细分领域。

湖北藕带

基地直采

提升当地供应量约220%

解决三分之一当地藕带销量

新疆阿克苏苹果

库尔勒香梨

基地合作

提升销售量超3500吨

带动销售额超5500万元

上海南汇8424西瓜

基地直采

提升销售量超4000吨

带动销售额超5000万元

新疆轮台小白杏

基地直采

提升销售量超3000吨

带动销售额超5000万元

广东从化荔枝

基地合作

提升销售量近500吨

带动销售额超1000万元



Part.05

农产品电商发展建议



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建议

提升运营能力效率

培育多元服务主体

加强农民合作社建设

逐步完善配套资源

 推广数字化生产与供应消费数据链接，就近对接产销

资源，减少链路损耗

 多渠道多平台推广，关注流量使用效率与用户反馈

 加强分层次多环节的运营能力培训

 合理分配和使用生产加工资源，加强以销定产能力

 本地化培养或者引入供应链分角色服务商，解决初级

农产品到商品的专业化服务

 不同规模的生产主体对应就近本地化的市场或全国渠

道

 针对生鲜产区，建立冷链物流中心，整合订单，降低

物流成本

 鼓励农民合作社对接网络渠道进行电商化转型

 鼓励年轻人返乡，成为合作社中的电商骨干

 鼓励小散农户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明确责权利，通

过典型样板的打造，起到带动作用。

 针对偏远落后地区加强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分层次的人才培训，鼓励优秀电商人才返乡，或

采用双城办公模式

 整合阿里、当地银行等金融资源，支持电商创业

 加强配套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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