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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20-2025年中国农村电子商务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及投资战略咨询报告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
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huaon.com//detail/514447.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000元    纸介版：90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9200元

订购电话: 400-700-0142 010-80392465

电子邮箱: kf@huaon.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https://www.huaon.com//detail/5144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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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农村电子商务，通过网络平台嫁接各种服务于农村的资源，拓展农村信息服务业务、服务领
域，使之兼而成为遍布县、镇、村的三农信息服务站。作为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的实体终端直
接扎根于农村服务于三农，真正使三农服务落地，使农民成为平台的最大受益者。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一章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现状分析
1.1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的动因
1.1.1 始动因素
（1）"带头人+独特优势"
（2）"带头人+潜在需求"
1.1.2 基础因素
（1）政策支持
（2）交通及物流
（3）网络设施
（4）需求潜力
1.1.3 竞争因素
（1）品牌
（2）标准
（3）关联产业
1.2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的特点
1.2.1 发展速度快
（1）农村网购人数
（2）农村网购规模
1.2.2 覆盖面越来越广
（1）从人员上看
（2）从区域上看
（3）从产品上看
1.2.3 社会各界积极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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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商巨头
（2）传统商贸企业
（3）中国邮政
（4）供销社系统
（5）地方政府
1.3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的难题
1.3.1 物流支撑体系欠缺
1.3.2 人才与技术支撑难题
1.3.3 消费观念和诚信难题
1.3.4 网购售后服务难以满足
1.4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的对策
1.4.1 政府推动
1.4.2 选择合适模式
1.4.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1.4.4 标准化建设
1.4.5 平台建设
 
第二章 中国农资电商市场深度分析
2.1 传统农资市场发展痛点
2.1.1 传统农资流通环节分析
2.1.2 主流农资销售模式分析
2.1.3 农资行业核心痛点分析
（1）销售网点乱
（2）产品名目乱
（3）销售价格乱
（4）市场监管乱
（5）营销广告乱
2.2 农资电商核心竞争力
2.2.1 核心竞争力之——低价
（1）传统农资产品价格畸高的原因
（2）"厂家—农资电商—农户"销售模式
2.2.2 核心竞争力之——服务
（1）农技服务
（2）物流服务
（3）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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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农资市场容量及电商化率
2.3.1 种子市场容量及电商化率
2.3.2 化肥市场容量及电商化率
2.3.3 农药市场容量及电商化率
2.3.4 农机市场容量及电商化率
2.4 农资电商市场竞争格局
2.4.1 综合电商平台
（1）阿里巴巴
（2）京东集团
2.4.2 老牌农资企业
（1）中国购肥网
（2）买肥网
（3）农信商城
2.4.3 垂直型农资电商平台
（1）云农场
（2）农一网
2.4.4 服务导向型农资电商
（1）农医生
（2）益农宝
2.4.5 专注农村市场的电商平台
（1）点豆网
（2）农资哈哈送
（3）好汇购
 
第三章 中国农产品电商市场深度分析
3.1 我国农产品电商市场现状
3.1.1 农产品电商交易规模
3.1.2 农产品电商融资情况
3.1.3 农产品电商主要渠道
（1）独立B2C平台
（2）第三方交易平台
（3）农产品电商应用平台
3.1.4 农产品电商主要模式
（1）农产品电商的B2C模式
（2）"家庭会员宅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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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订单农业"模式
3.1.5 农产品电子交易市场分析
3.1.6 跨境农产品电商市场分析
3.2 我国农产品电商物流模式
3.2.1 生鲜农产品电商物流模式
（1）自营物流配送
（2）自营物流第三方物流配送模式
（3）自营物流消费者自提/自营配送
（4）第三方物流消费者自提/第三方配送
（5）联盟物流配送
（6）"O-S-O"物流模式
（7）物流一体化模式
（8）第四方物流模式
（9）第五方物流
3.2.2 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网络
（1）单个经济体的冷链物流网络
（2）区域内的冷链物流网络
（3）跨区域的冷链物流网络
3.3 农产品特色电商市场格局分析
3.3.1 阿里系农产品电商
（1）阿里平台农产品销售额及增速
（2）淘宝网生鲜产品销售额及增速
3.3.2 京东系农产品电商
（1）农产品销售额及增速
（2）生鲜产品销售额及增速
3.3.3 特色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1）中农网
（2）广西糖网
（3）全国棉花交易市场
（4）四川白酒交易中心
（5）泌坤大宗农产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
3.3.4 特色农产品网络零售网站
（1）沱沱工社
（2）美味七七
（3）淘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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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甫田网
（5）青年菜君
（6）本来生活网
（7）龙宝溯源商城
（8）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商城
3.4 我国农产品电商发展趋势
3.4.1 农产品电商规模将会迅速扩大
3.4.2 农产品网上网下渠道融合创新
3.4.3 政府加大农产品电商发展力度
3.4.4 农产品电商带动农村电商发展
3.4.5 跨境农产品电子商务份额提高
 
第四章 农村电商物流瓶颈的成因与对策
4.1 农村电商物流发展滞后的原因
4.1.1 基础设施不足
4.1.2 需求不足且分散
4.1.3 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
4.1.4 政府支持力度还不够
4.1.5 乡镇企业信息化程度低
4.1.6 物流公司不重视农村业务
4.2 菜鸟网络农村电商物流布局
4.2.1 菜鸟全国骨干网络现状
（1）物流服务商的整合
（2）城市仓储系统建设
（3）全国送货入村规划
（4）全国菜鸟驿站系统
（5）区县大家电配送入户
4.2.2 菜鸟快递业务数据化分析
（1）手写面单数据化
（2）消费者地址数据化
（3）快递路由数据化
4.2.3 菜鸟社会化运力整合方案
（1）以省为单位的物流网络
（2）前线县级运营中心建设
（3）农村合伙人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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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菜鸟网络未来发展规划
（1）启动物流方面的上行
（2）菜鸟网络+苏宁物流
（3）对社会物流公司开放
4.3 京东集团农村电商物流布局
4.3.1 原有的配送体系
（1）配送站点
（2）配送队伍
4.3.2 京东县级服务中心
（1）市场定位
（2）服务提供
（3）管理人员
4.3.3 "京东帮"服务店
（1）市场定位
（2）经营业务
（3）服务内容
4.4 苏宁云商农村电商物流布局
4.4.1 全覆盖网络平台布局
（1）县级直营店
（2）乡镇加盟店
（3）村级代理员
4.4.2 农村电商物流建设
（1）"正向"布局
（2）"逆向"布局
 
第五章 农村电商主体发展战略深度解读
5.1 供销社农村电商战略与模式
5.1.1 平台选择
（1）自建平台
（2）借助第三方平台
（3）自建平台+借助第三方平台
5.1.2 业务选择
（1）只提供平台服务
（2）自己开网店销售
（3）自营+平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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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渠道选择
（1）纯线上
（2）线上线下结合
5.1.4 物流选择
（1）自建物流体系
（2）借助第三方物流
5.1.5 商品选择
（1）坚持因地制宜原则
（2）主打地方特色农产品
5.2 中国邮政农村电商战略规划
5.2.1 建立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体系
（1）县级运营中心
（2）镇级服务中心（可选）
（3）村级服务站
5.2.2 建立农村网络消费服务体系
（1）商品销售及代买代购
（2）对接第三方电商平台
（3）叠加金融服务等功能
5.2.3 建立农产品网络销售体系
（1）农超、农批和农消对接
（2）合作并对接第三方电商平台
（3）对接大型蔬菜批发市场或平台
（4）积极发展农民网店
（5）农产品生产标准化体系建设
5.2.4 建立共同配送体系
（1）打造基础性物流服务平台
（2）采用协同配送+众包抢单的模式
5.2.5 建立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1）推进支付、投资和融资类普惠金融服务
（2）积极探索供应链融资等互联网金融产品
（3）发挥便民服务站、助农取款点作用
5.3 京东集团农村电商发展战略
5.3.1 工业品进农村战略
5.3.2 农村金融战略
5.3.3 生鲜电商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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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阿里巴巴农村电商战略
5.4.1 投资基础设施
（1）乡村服务站
（2）县级运营中心
（3）乡村物流
5.4.2 激活农村电子商务生态
（1）大力发展更多农村卖家/卖家
（2）培育县级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商群体
（3）拓展物流/仓储/代运营服务群体
（4）让阿里商学院进入县乡
5.4.3 创新农村综合服务
（1）村民代购服务
（2）农产品线上销售支持体系
（3）农资电商O2O
（4）农村金融
5.4.4 创造农村社会和经济双重价值
 
第六章 农村电商发展模式与案例分析
6.1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模式分析
6.1.1 自上而下的模式
6.1.2 自下而上的模式
6.1.3 产业分散化模式
6.1.4 产业集群化模式
6.1.5 大平台模式
6.1.6 自建平台模式
6.2 农村电商县域实践的成功案例
6.2.1 浙江临安
（1）县域电商环境
（2）政府配套政策
（3）农村电商模式
（4）成功经验分析
6.2.2 浙江丽水
（1）县域电商环境
（2）政府配套政策
（3）农村电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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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功经验分析
6.2.3 浙江桐庐
（1）县域电商环境
（2）政府配套政策
（3）农村电商模式
（4）成功经验分析
6.2.4 河北清河
（1）县域电商环境
（2）政府配套政策
（3）农村电商模式
（4）成功经验分析
6.2.5 山东博兴
（1）县域电商环境
（2）政府配套政策
（3）农村电商模式
（4）成功经验分析
6.2.6 浙江海宁
（1）县域电商环境
（2）政府配套政策
（3）农村电商模式
（4）成功经验分析
6.2.7 甘肃成县
（1）县域电商环境
（2）政府配套政策
（3）农村电商模式
（4）成功经验分析
6.2.8 吉林通榆
（1）县域电商环境
（2）政府配套政策
（3）农村电商模式
（4）成功经验分析
6.2.9 陕西武功
（1）县域电商环境
（2）政府配套政策
（3）农村电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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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功经验分析
6.2.10 江苏沙集
（1）县域电商环境
（2）政府配套政策
（3）农村电商模式
（4）成功经验分析
6.3 农村电子商务建设方案
6.3.1 商务信息平台建设
6.3.2 农村电商服务网点建设
6.3.3 农村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6.3.4 产品综合展示中心建设
6.3.5 农产品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建设
6.3.6 仓储物流体系建设
 
第七章 农村电商发展前景与投资规划
7.1 农村电商消费市场潜力分析
7.1.1 我国农村网民占比及规模偏小
7.1.2 我国农村居民互联网普及率提升
7.1.3 各地农民网店及淘宝县的兴起
7.1.4 电商平台农产品销售额增加
7.1.5 农村网购市场规模的扩大
7.2 农村电商发展带来的产业机遇
7.2.1 将带来二三线品牌的新市场
7.2.2 带来农产品淘品牌的新机遇
7.2.3 将带来电商服务业的新空间
7.2.4 将带来电商基础投资的新蓝海
7.3 农村电商创新模式的投资价值
7.3.1 "基地+城市社区"模式
7.3.2 "批发市场+宅配"模式
7.3.3 "放心农资进农家"模式
7.3.4 跨境农业电子商务模式
7.4 农村电商相关上市公司投资机会
7.4.1 辉丰股份
7.4.2 智慧农业
7.4.3 大北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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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诺普信
7.4.5 吉峰农机
7.4.6 新都化工
7.4.7 新希望
7.4.8 金正大
7.4.9 华英农业
7.4.10 史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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