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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芬

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营销已是企业运营

的主要手段，作为人口众多的传统农业大国，我

国已经积极地在探索运用网络营销打造农产品的

核心竞争优势，以期不断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

力。目前，我国农产品网络营销还存在明显的缺

陷，但互联网思维的引入可以从源头解决农产品

网络营销的困境。

一、互联网思维概述

互联网思维的概念在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界

定。2011 年百度公司的李彦宏在一次演讲中最早

提到了互联网思维，但是当时的提出带有一定的

偶然性，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后来是小

米公司的雷军，在多个场合均有提到，但也是碎

片化的，总结除了几个关键词。现在关于互联网

思维的研究，许多学者是结合自己的研究内容和

互联网思维的精髓总结而成的。根据本文的研究

内容，采用的是和君集团赵大伟提出的概念，即

互联网思维是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科技

的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整个商业生态 ( 包括市

场、用户、价值链等 ) 进行重新审视的一种新型

的思考方式。赵大伟形象地将互联网思维称为独

孤九剑 ：用户思维、极致思维、简约思维、流量

思维、迭代思维、社会化思维、平台思维、大数

据思维和跨界思维。这九大思维被很多学者根据

不同的用处总结成不同思维方式。本文根据研究

所需，将互联网思维划分为 ：用户思维、传播思

维、营销思维和整合思维。

用户思维，即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满足消费

者的需求。用户思维强调将企业的价值链变成价

值环，而这个环的中心就是用户，企业所有的职

能部门，都要以用户为中心来运营。

传播思维，即消费者可以实时地将自己的感

受发布到网络，可以自己建立相关的讨论社群，

传播渠道不再受地理时空的限制。社会化的分享

效应也随之出现，其传播速度和范围也随之扩大。

营销思维，即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营销不能

单打独斗，要充分利用大众的力量。互联网思维

强调的是调动一切自己能调动的力量，在营销中

扬长避短，保证盈利结果。

整合思维，主要指将企业的内部和外部资源

进行重新组合，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益。整合后的

主要表现是去中心化，所有的资源在整合后都将

摘   要 ：互联网思维是充分利用网络的优势和便捷，对企业的生产要素进行统筹整合和优化组合的

思维方式。将互联网思维作为一种思维范式指导农产品进行网络销售，可以使农产品企业在营销过程中

更加关注用户需求，多方面扩宽宣传渠道，识别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跨界整合，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网

络营销的效果，进而促进农产品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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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作用。

二、农产品网络营销发展的困境

（一）网络销售的特征，易降低用户对于产

品安全性的信任度

农产品产品性质比较特殊，如产品的安全

性、农药含量、产地等等，使得消费者通过网络

购买时不能直接辨别优劣，只能借助相关渠道搜

集这些信息。而在网络上能够及时提供这些信息

的正是农产品销售企业或个人。因为利益直接关

联，他们提供的信息的可信度在消费者眼里并不

高。消费者也不可能为了购买农产品而去产地调

研，不能去体验、感触，且农产品大多是直接食

用的产品，因而会更加关注其安全性，但这种安

全性的来源通过网络很难得到保证。

（二）网络渠道的多样性，使得价格、质量

参差不齐

对于农产品来说，从生产到销售中间有无

数的第三方，网络的出现可以将第三方的数量变

成无数个可能。有网络直播，直接从生产地销售

的 ；也有二次购买后加工再销售的。消费者在购

买时不能单纯地通过商家描述就判断是何种渠

道。许多农产品是必须加工才能再销售的，再加

工的次数不同也使得产品的质量、价格不等。

在网络环境下，消费者有着较强的选择性与

主动性，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已有知识和经验

进行购买。农产品企业在营销时过分宣传自身产

品的质量和价格，使得消费者已身经百战、具有

了反营销的能力。

三、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农产品网络营销

对策建议

（一）以用户思维为指导，培育特色农产品

用户思维要求企业一切行为要以用户为中

心，尽可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当前，随着经济

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环

境污染的加剧，居民对饮食的要求从原来的吃饱

转变成现在吃的健康、吃的安全、吃的绿色，对

农产品的安全性、绿色性、营养价值等方面的要

求都大大提高，而且追求天然的、野生的农产品

消费已经成为主流，优质、安全、健康的绿色产

品供不应求。针对消费者当前的消费要求。农产

品企业应以用户为中心，大力发展绿色农业，这

也是市场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河南省各市县因地形气候的不同，都有自己

独具特色的农业生产资源和生产条件。农产品企

业要根据自己目标消费群的需求，深入挖掘更多

特色的绿色天然农业资源，做好特色农产品品种

资源保护等基础性工作。对绿色农产品产地的水

土资源、空气洁净度以及生产方法要尽可能地提

高标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其品质。

（二）加强网络宣传，贯彻传播思维

农产品的生产地均在农村，受技术和村民

知识的限制，产品在进行宣传时会受到局限。目

前的网络营销大多是通过网上店铺的运营进行推

广。电商的理想状态是全渠道电商，即通过打通

线上线下，将所有渠道进行无缝链接，最大可能

提升消费者的愉悦感。农产品在进行宣传时应尽

可能利用线上线下渠道，将微信、微博、APP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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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河南大力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努力

打造“一村一品，一乡一品”，逐步形成了特色农

产品产业区域化、专业化、集群化。并在这个基

础上，按照国家建设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的要求，

围绕特色粮经作物、特色园艺产品、特色畜产

品、特色水产品、林特产品五大类，创建国家级

特优区和河南省特优区，这些特优区最后会形成

一个个平台，农产品借由这些平台进行资源整合

重组，可以实现休闲观光、采摘捕捉体验、农资

生产等整体营销宣传。

除此之外，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网络平台，整

合各方资源，进行联合营销。大力发展“互联网

+ 农业”，依托互联网的信息、技术、销售平台，

如农村淘宝、拼多多、抖音等，使农产品摆脱传

统行业消息闭塞、流通受限制、农民经营分散、

服务体系滞后等缺点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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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工具利用起来，与网络店铺相结合，建立农

产品的专业讨论社群，形成粉丝分享效应。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超级分享裂变式的传播

效果已经远超传统的口碑传播效果。口碑传播主

要是熟人之间的传播。农产品想要走出去，大幅

度地提高销量，主要还需借助社会的力量。链接

整个社会的宣传渠道也有很多，比如当下较火的

抖音。一条 15 秒钟的高质量视频通过分享可以传

播给几百万人观看，带来流量的同时能快速宣传

相关产品。虽然农产品的生产大多在农村，但像

抖音这样比较火的 APP 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为其

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该农产品的特色和优势，

起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三）识别核心竞争力，发展营销思维  

农产品只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进而形成自

身的特色，才能具备核心竞争力。河南省地处中

原，地形多样，一直以来都是传统的农业大省，

物资丰富，不同的县域有不同的特色产品，如信

阳的毛尖茶叶、板栗，新郑的红枣，温县的铁棍

山药，灵宝的苹果等，已经成为地方特色农业的

名片。地方在识别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后，应用

营销的思维去经营壮大。核心竞争力主要是要形

成特色品牌以新郑红枣为例，在营销时能突出自

身的核心竞争力—肉厚、皮薄、味甜、核小，即

强调新郑红枣的营养价值—维生素含量极高。枣

树也被定位为新郑的市树，大枣已经成为新郑的

代名词。依托品牌效应，新郑大枣比外地枣的平

均价格要高出 30%--40%，其营销思维是以产品

树品牌，以品牌带地方产业，以产业反哺品牌。

（四）利用平台，进行整合营销

农产品的生产者大多比较分散，生产规模较

小。互联网思维强调利用相关平台，聚沙成塔，

形成规模效应。一家一户生产农产品，即使是特

色农产品，形不成规模，营销效果也凸显不出。

只有一个地区家家户户都生产一种特色农产品，

才能使规模形成优势资源，发展成特色产业集

群。在这个方面，政府应起到引领规划作用。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