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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山雨欲来，方兴未艾



农业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总体需求在逐步增长 技术升级与模式变革
资本市场青睐

电子商务

农业不是朝阳产业，但属于日不落产业，外界非常

看好，认为农业是下一个房地产业。

农业电商方兴未艾



       随着网购的普及以及国内消费者对于绿色农产品的追求，我国的农产品电子
商务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态势。阿里巴巴预计在2013农产品销售额将达到500
个亿，京东商城、1号店等电商也开始在农产品网购上发力。中国农产品市场流通
格局正处于一个重要分的化期，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除了我们传统意义上批
发市场、集贸市场、超市这些流通渠道以外，电子商务正成为一个走入我们寻常
百姓生活的新兴渠道。

农业电商方兴未艾



不能人云亦云，随波漂流。

成功者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是不客观的。

不管什么商，如果不符合这三点，都是不成立的：
交易成本是否降低、交易的便捷性、更好更快地获取用户（更低成本的获取用户）。

我们一直都认为阿里巴巴是做电商的？很多被带沟里了。

我们要有鉴别能力



二、我国农业电商的现状与机会



农业电子商务现状

城镇

农村 31.10%

55.20% 城镇

农村 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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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城镇/农村网民电子商务消费率 2013年城镇/农村网民电子商务消费率

相差24.1个百分点 相差32.2个百分点

城乡电子商务消费鸿沟凸显，农村是一片待开发的蓝海！



01  交易平台所需物流运输的限制
      由于经常存在集中供货现象，尤其农资中的肥料，运输相对不
便，不可能和邮政快递那样运作，因此物流水平必须要跟上交易平
台的要求。

02 分散种植农户需求的限制

       当前在中国多数省份，农资消费者中种植散户还占有相当大的
一个比例，其居住区的分散性，种植结构的复杂性，造成产品使用
时间、数量、品种的高度分散，加上其较低的文化水平，构建平台
的基本工具——电脑的普及不足或不会操作，这是目前农资电子商
务不能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农业电商瓶颈

农业电商现状



农业电商现状

03  传统经营模式与电商平台交易的矛盾
       目前多数农资产品都采用层层分销模式，价格与利润体
系较为固定，而农资电子商务交易模式却要打破这个体系：
如果价格差别不大，那消费者基本不会冒风险购买，得罪原
有的人情关系；如果价格较低，加上电商平台较强的宣传性，
则必然快速冲击传统营销模式和盈利体系，所以局域内新老
模式只能选择一种。



不变革就无出路，
要么变革，要么
死亡。

鸡蛋从内打破是
新生，从外打破
是毁灭。

能够存活下来的不是最
强大的物种,也不是最
聪明的物种,而是对变
化做出最快响应的物
种”——达尔文

我们没有选择，只有只
有适应变化，拥抱变化，
引导变化。目前是：干
对比干好重要。

刻不容缓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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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达到6.69亿人，

其中手机网民已达到4.02亿人。越来越多的人培养了信息时代的消费习

惯，通过PC及各种手机App获取社交、消费、工作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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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互联网用户普及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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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电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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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互联网用户中，约有50%来自网
络购物群体，中国电商消费行为习惯已
经形成。城市电商的今天就是农业农村
电商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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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电商的机会



农业电商的机会

据《农村电子商务消费报告（2014）》显示，中国农村电商消费
市场近年来持续扩大，预计全国农村网购市场规模2014年将达到
1800亿元，2016年将突破4600亿元。

农村电商与互联网用户占比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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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全国70%的人口和50%的GDP，2013年农村互联网用户
增速达13.6个百分点，农村电商与互联网用户迅速增长。



农业电商的机会

互联网、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等先进技术快速发展，颠覆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更为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互联网思维、互联网行为方式正在使人们的目光习惯
性地从生活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随着运营商3G、4G
在农村的布局，农村居民对电商需求日益增加。

淘宝网上有近60万个网店来自农村，更有众多农民
借助网络销售牛羊、蜂蜜等的成功案例。这都证明：
农业也能和着时代的节奏，抓住电子商务发展的机遇。
电商模式，是农业市场未来长久的发展方向。



三、农业电商的特点



平 台

        构建拥有一个良好的稳定电子商务网络平台。规划不断加入的农资企业

和不断丰富的网上交易产品去完善。同时要注意物流和产品展示等细节问题，

让用户可以得良好的体验，才能使这个平台得到发展。

平台：没有严格的B2B\B2C\C2C\C2B的限制



物 流

     物流能力的强弱，决定了购买能力和销售利润的大小，所以前期可以选择
成熟的物流企业进行合作，是很有必要进行的一项工作。此外就近配送减少
了物流成本，降低了销售费用，也不失为一个好对策。

物流：最后一公里不是问题，最后100米才是问题。



支 付

随着网上支付方式的盛行和对基层农民的普及，网上支付也成为农民网购的
主流支付方式。为了使农村市场的支付方式多样化，引入第三方支付平台，
如支付宝、财付通等。增加货到付款方式，或当地益农社POS机刷卡模式。

支付：先款后货PK先货后款



技术及售后服务

       对于农资电商，消费者关心的也是其服务能力，比如说有关

物流配送、售后安装、退换货和与订单相关的服务等等。农化服

务可能会通过短信、语音、视频等多方式实现，面对农民遇到的

问题，准确的判断和指导。还要考虑产品技术支持的服务，这将

直接影响到产品的使用效果，影响到农民的种植收成，因此未来

农资电商的发展需要过硬的农资产品服务体系支撑。

技术与售后服务：涉农电商出售的产品只是50%



区域性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群体在收入观念，文化水平很多方面都有差

异，电商平台立足当地，在资源规划，配送体系建设，市场推广等育分考虑

这一现实，现取有重点的区域化战略。在很多细节性、技术性的困难都很容

易克服。

区域性：品种和地域千差万别



监 管

      一旦假冒伪劣农业生产资料流入市场，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安全与消费者

的健康，企业品牌、经济受损，客户最终会失去对电商市场的安全感。假冒

伪劣产品的危害性，大于普通的日用消费品。

   

监  管：农业投入品是高度管理的产业；

现在问题来了——什么样的电商才能适应目前的监管？



四、新农邦的实践与思考



神州农易：以综合服务带动电子商务

新农邦的实践与思考



神州牧易：强力突破，以金融和超值满意服务做好前期启动。

新农邦的实践与思考

强力突破



监管服务创新：为了确保品质安全，专门设
立网上执法总队；交易与执法系统无缝链接，
每一样产品均可追溯和实时监管。

互联网金融创新：交易数据、信用记录、
信息化物联网监管均可作为融资的信用值。

机制创新：（一+二+N模式），搭
建合作共赢价值分享生态链

模式创新：不囿于约定俗成的模式，
适应畜牧业特点。

 体系创新：线上线下结合。整合、集
成传统经营服务系统，形成合力。

新农邦的实践与思考



平台展示：形成闭环，能够相互衬托，交互价值

金融服务平台 资讯平台

知识平台 服务平台

展示平台

SNS平台

新农邦的实践与思考



技术服务 电子商务

信息服务与技术服务能
有效提升农牧业企业养
殖管理水平、增强人员
素质，降低运营成本，
促进交易形成。

信息技术实现农资流
通全程可控、可视、
可查，交易质量更有
保障，增加消费者信
任度与消费粘性。

企业、市场大数据分析更能及时
映射问题，有效规避风险。

加强技术服务

新农邦的实践与思考



新农邦的实践与思考

先建体系：益农社及新农邦村级服务站，乡镇站及县级区域服务中心

区域物流配送及信息服务中心



结合农村实际需求，

探索出3+1站点搭建

模式，在城市、县

（区）、乡镇及农村

部署不同标准与服务

特色的信息服务中心

站、标准站、专业站

和简易站。

模式：适应农资、农产品特点的模式

新农邦的实践与思考



监管服务创新：为了确保品质安全，专门设立
网上执法总队；交易与执法系统无缝链接，每
一样产品均可追溯和实时监管。

新农邦的实践与思考



        农业电商的开展不仅有利于商品信息的快速传播，同时可以通过网络和多媒体技术满

足各地不同的农业生产技术的需求，有效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打破地域经济发展不均

衡，提升经济数字化发展水平和综合管理能力，提升农村经营主体的幸福指数，切实成为

助推“三农”事业发展的巨大引擎力量。

新农邦的实践与思考

发展农业电商既是时代所需，又是责任所迫！

农业电商的兴起既是偶然，又是必然！



让农业变成高效快乐的产业

让农村变成和谐美丽的家园

让农民变成富裕而有尊严的群体

为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电子商务体系
而砥砺进取，不懈努力！



感谢各位的聆听！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