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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90_E5_95_86_E5_c40_645592.htm 近年来，以网络为基

础的电子商务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美国Jupiter

Communications公司估算，2006年全球在线B2B交易额达

到15.1万亿美元。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电子商务竞争的大环境下

，如何构建农产品交易电子平台，实现农产品交易的电子商

务化，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一个亟待解决

的重大课题。 一、农产品贸易应用电子商务的意义 1.农业国

际化呼唤新的农产品贸易模式。加入WTO，在一定的程度上

开放了我国农产品市场，但也使农产品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

。根据欧盟和部分国家的电子商务报告，发达国家的芬兰、

瑞典、丹麦等国，企业网上采购的比例已经达到60%以上；

发展中国家的新加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也达到40%以上

。中国农产品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模式

进行深化改革，建立农产品电子商务贸易平台，以适应国际

农产品贸易的要求。 2.有利于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据

统计，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75%以

上，以色列高达90%以上。美国的研究投入占其农业部总预

算的2%-4%，以色列政府每年对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约占其

农业产值的3%，世界平均水平约为1%，而我国仅为0.2%左右

。同时，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有1／3以上是由农业院校完成的

，但农业院校以教学和科研为主，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推广

和重理论、轻应用的现象，许多有实用价值的农业科技成果

被禁锢在实验室，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建立农产品电子



商务平台，可以在全国、省、市、县、乡(镇)各级进行设置

，形成一个遍及全国的农业网络系统，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推动农业技术推广，促进农民增产、增收。通过电子商务平

台，农民可以持续地从新技术、新成果中获益，降低农业生

产成本，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进而提高农产品的国

际竞争力。 3.有利于形成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在农产

品贸易中，农民呈分散状态进入市场，无法充分掌握农产品

流通中的全部信息，更无法完全介入农产品供应链。同时经

销商或中间商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各主体之间信息流通不

畅，农产品供应链之间缺乏信息平台和信息交流，农资和农

产品物流的流向带有盲目性，流程不合理，市场供求信息不

能快速传递，这些因素都从不同角度提高了农产品的交易成

本，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电子商务平台的构建，为供应

链中生产、采购、销售等各个环节提供了实时信息和技术服

务；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农民可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科学地

使用化肥、农药等投入品，还可以根据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

，进行合理生产，积极应对市场变化，促使农业生产从粗放

型向集约型转变，有效地实现市场信息、技术信息和产品信

息的共享。 二、农产品贸易应用电子商务面临的问题 1.电子

商务基础设施不完善。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

布的《2007年中国农村互联网调查报告》，截止到2007年6月

，农村网民规模达到3741万人，在7.37亿农村居民中，互联网

普及率仅为5.1%。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薄弱，已成为阻碍

农产品电子商务贸易发展的最大瓶颈。电子商务是依托互联

网而开展的交易活动，其实现的前提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如果互联网不能遍布农产品的产、供、销的每个环节，那么



农产品电子商务贸易只能是纸上谈兵。 2.参与主体素质较低

。目前我国农产品的生产者大部分是单个农户，他们是农产

品贸易中的重要的参与主体。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曾指出，

在中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

占13%，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6.7%，接受过系统农业职业

技术教育的不足5%，而应用电子商务必须掌握网络信息技术

和电子技术，如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电子公告系统、

条码、图象处理、智能卡等。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已经成为普

及和发展电子商务的一个主要障碍。 3.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不健全。在电子商务交易中，买卖双方通过网络完成商贸洽

谈的前提条件是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可靠，电子商务平台向

用户展示的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化的商品信息，但我国农业

生产仍然是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农民的组织程度分散

、生产加工能力低、效率不高、产业的集约化程度低，难以

形成严格的质量标准体系，产品之间有明显的差异。 4.农产

品流通不畅，信息不灵通。电子商务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通

过一组电子工具把客观存在的物理实体转化成一个电子数据

，包括产品、货币、交易凭证、商贸洽谈等，因此需要强大

的信息系统的支持。但目前我国农业信息发布渠道不畅，信

息接收方式落后，主要是采用单向传输方式，缺乏信息的反

馈机制。 5.缺乏统一的农业信息系统。总体上看，各省、市

、县、镇都在建站、购机、入网，行政上的条块分割造成了

网络发展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农业信息化系统一体化与规范

化水平低。农业信息市场发育缓慢，特别是农业信息服务市

场、农产品设计市场、农业资金市场、农产品加工市场、农

产品存储和运输乃至包装市场等尚未开发或形成，农业信息



化体系尚不健全。 三、构建农产品贸易电子商务平台的对策

1.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国家发改委2004年已安排国债资金4亿

元人民币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系统和检验检测系统基础

建设，2005年又安排国债资金4亿元支持119家农产品批发市

场两大系统建设。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由

此可见，现阶段建立农产品交易平台的建设具备较好的资金

基础，各级政府和企业、农户应该积极改善基础设施，加大

政府投入，积极推进全国性的农产品网络信息系统的建设，

增加对农产品网络信息系统的建设，积极促进农产品商务网

站建设。 2.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缺

乏标准化的问题严重阻碍了电子商务的实施，因此政府应从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高度制定规划，利用政策扶持农业，

特别要制定促进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相关政策，如运用宏

观调控、税收等手段鼓励企业更多地运用电子商务；通过降

低上网费用，刺激消费者网上消费；通过注入资金或优惠政

策支持研发活动，提高电子商务技术水平。此外，政府中的

一些相关部门也必须作为贸易的一个环节参与到农产品贸易

中来，管理和监督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实施及电子交易中的违

规行为，达到保护农民、保护消费者的目的。在电子商务政

策法规的制定与执行、网上交易用户的身份认证等方面，政

府也要担当积极的角色，以保证和促进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安

全顺利实施。 3.构建和完善农产品贸易信息系统。积极鼓励

直接或间接从事农产品生产和贸易的传统企业，加强企业内

部信息化建设，使用互联网技术建立企业内部网，建立企业

内部管理信息化系统。政府应积极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建

立通向国际互联网的外部网络。同时，在城乡地区建立农业



网站，建立市县乡村的农业信息网路系统，形成一个政府主

导、多方参与的全国农业网络体系，初步构建农业电子政务

框架。 4.发展农产品贸易的中介机构。为克服农村信息基础

设施落后、农村信息人才缺乏以及客观环境的限制，应建立

新型的信息、技术中介商务模式。建立电子商务服务公司 乡

镇的合作机构，公司的作用是建立及维护网站、组织相关的

农机农贸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上网、为农户提供技术及贸易

需求信息与物资及其他电子商务服务；乡镇部门的主要作用

是把直接来自农民的信息上传到电子商务服务公司，把来自

电子商务服务公司的信息转达给农民，同时充当结算中心与

配送中心。 5.培养现代农民和服务人才。对农民进行信息技

术和电子务商培训，教会农民使用和掌握检索网络信息和网

上交易的方法和技术及防范风险的方法，提高农民的信息素

质和技术水平，改善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的社会基础。加强

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提高农村信息人员素质对提高农

业信息整体服务水平至关重要。要强化各级农业信息管理和

服务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组织开展农业信息体系建设的能

力和自身的服务水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