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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伴随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电子商务和网络

经济日益受到国家、行业和企业的关注，逐步进入高速发展

期。本文从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入手，分析其在农业领域

的应用，并就发展农业电子商务，建设现代农产品物流体系

，加快我国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 电子商

务 农业产业化 农产品物流体系 一、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1.电子

商务发展现状。电子商务通常缩写为EC(Electronic Commerce

）,是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易用性、广域性和 互通性，实现快速

、可靠的网络化商务信息交流和业务交易的一种全新的商务

活动模式。据OVUM(电信、软件、IT服务咨询机构)报

道,Internet电子商务目前在全球发展很快.平均大约每九个月其

交易额将翻一番。据美国行政服务部及国防部联合主持的

跨12部的联邦电子商务项目小组测评:到2002年美国国内

的Internet网上电子商务逾3000亿美元，2003年～2004年企业间

电子商务交易额将占全部交易额的9％，达13000亿美元，

到2006年全球网络上的年交易额达到18000亿～20000亿美元的

规模,Internet电子商务的市场达到5000亿～8000亿美元。 2.电

子商务在我国农业领域的应用。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正处

于起步阶段，农户、农业组织搜集、捕捉、分析市场信息能

力差。电子商务的有效应用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

环节有机结合到一起，解决了农业生产与市场信息之间的不

对称问题，促进了科技在农业中的推广转化应用。据统计，



截止到2006年12月31日，国内已有涉农网站5000余家，其中

有4500家左右基本能保持运行，涉及农业商务的网站有400余

家。各省市普遍建立起自己的农业信息网，还涌现出类似“

中华十亿农副产品网”、“南京白云亭”等一些大型网上市

场。农村供求信息服务系统、农村供求信息全国联播系统，

一年来已有注册会员35000家，每月颁布信息8000条，内容详

查达25万条。 二、电子商务在我国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分析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当前农村社

会的核心问题。若解决不好，将直接影响我国的长治久定。

加入了WTO，我国农业已向世界敞开市场，在机遇与压力中

，更多的是压力，因此要实现我国农业的高效现代化，电子

商务的作用不可忽视。 1.加速农业信息流通。以家庭为单位

的小规模生产使农业生产者之间基本上不存信息交流，农户

以经验来进行生产，这种被动产销局面使农民收入徘徊不前

。电子商务的运用，使农产品供需双方可以跨跃时间和地域

的界限，做到及时沟通，依据市场信息情况合理定产，避免

了市场波动带来的效益不稳定，降低了农业生产风险。 2.拓

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尚不健全，

产品销售渠道窄、环节多、交易成本高、供需链之间严重割

裂。通过建立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 台，实现了产业化带动下

的农产品流通的规模化、组织化，一方面使交易双方处于信

息对等的地位；另一方面，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 农产品销售

方式，让供求双方可以直接进行交易，降低交易成本。百考

试题收集整理 3.创新农产品营销方式。长期以来，现代商品

营销中的市场调查分析、评估与预测、市场定位、产品品牌

包装、 服务与促销等环节与手段并没有在农业产业化中得到



充分运用。通过创建电子商务网站，进行网上广告、订货、

付款、客户服务和货物递交等销售、售前和售后 服务，以及

市场调查分析、财务核算及生产安排等多项商业活动，将有

利于带动起与农产品销售相关的金融、物流、交通、运输、

电信等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加快农 业产业化的进程。 

三、加快电子商务发展，提速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建议 1.转变

观念，提高认识。农业电子商务要发展，观念要先行。其发

展的难点不是技术，也不是资金，而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管

理理念的更新。商务意识是根本，创新意识是关键，信息技

术是手段，只有对农业电子商务有了正确的、积极的认识，

才能实事求是的接受它，因为不能正确看待信息化，就不能

将其转化为生产力。 2.扶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据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CNNIC)调查报告显示，截止到2006年，全国

网民已经超过1亿，然而农民只占1.4%。网络是农业电子商务

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当农民可以方便、价廉的用上互联网，

农业电子商务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因此，加大农业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任务紧迫。 3.优化、重组传统物流体系。农产品物

流是现代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专业从事物流配送

的企业，往往不注重电子商务活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要加快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优化、重组传统的农产品

物流体系。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在农产品物流供应链中的作用

，提高数字化交易、拍卖、支付、配送等服务的便捷优势。

4.大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

整体偏低，信息技术、网络知识就更不用说了，特别是经济

欠发达地区。在现有教育不平衡的情况下，应充分利用计算

机网络的优势，大力实施远程教育。充分发挥中央和各级党



校现有远程卫星教学网络平台，以及各种农村远程教育渠道

，不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强化农民的信息意识。 5.

重视农产品标准化建设。农产品作为特殊的产品，其生产受

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特殊性，加大了其在特征、质量

方面的度量标准制定的难度，而标准是农业电子商务得以广

泛开展的一个先决条件，没有标准，就不能对产品进行对比

，就没有衡量产品质量的准绳。因此，首先要对农产品进行

标准化管理和相关内容的研究，只有解决了农产品的标准化

问题，农业电子商务才能做到质的飞跃。 6.建立规范的信息

数据库系统。信息时代，谁最先获得信息、谁最先运用信息

，谁就能获得市场、获得利润。我国要充分发挥电子商务的

巨大潜力，创建高效、规范的信息数据库系统，建立起一个

良好、高效的收集信息、分析信息的数据库网络，是优化农

村自身资源配置、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农产品市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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