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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消费新蓝海 

1.1  农村互联网发展现状 

1.2  农村网购崛起 

                                                             
1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4 年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告》，2015 年 6 月 



农村网络消费研究报告（2015） 

5 
 

2  农村网络消费发展的六大动因 

2.1  农民收入逐步增加 

2.2  落后的线下商业体系 

表：农村传统购物渠道优劣势分析

渠道 优势 劣势 

农村小卖部 

 分布广泛，购买方便 

 价格便宜 

 可赊欠 

 可选择范围小 

 假冒伪劣产品较多 

农村供销社 
 产品质量保证 

 购买方便 

 可选择范围小 

 物价较高 

农村集市/庙会 
 可选择范围较本村大 

 价格便宜 

 假冒伪劣产品较多 

 集市时间固定，不能天天随时购买 

乡镇商店/县城商场 
 质量相对保证 

 可选择范围较本村大 

 选择范围依然有限 

 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交通成本 

附近大中城市  产品质量保证  选择范围依然有限 

                                                             
2
 《新华网：2014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67 元 实际增 8%》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2/26/c_1275204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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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选择范围大  时间和交通成本高 

 大中城市商场物价较高 

2.3  互联网向农村加速渗透 

2.4  国家政策推动 

2.5  电商巨头下乡 

2.6  亲情消费 

                                                             
3
 《我国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宽带通信网络》http://field.10jqka.com.cn/20150703/c5743343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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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商巨头如何下乡？ 

3.1  农村淘宝模式 

 

 

                                                             
4
 《中国 TOP100 城市“游子亲情指数”》http://www.aliresearch.com/blog/article/detail/id/197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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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农村淘宝：从 1.0 模式到 2.0 模式 

农村淘宝“县-村”服务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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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长征第一村的农村淘宝合伙人】 

26 岁的钟琳，是福建省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居民，也是农村淘宝服务站的

合伙人。他 2012 年毕业于泉州海洋职业学院轮机专业，因为家中老人需要照顾，

他放弃做海员的梦想，回到村里改行做快递。2015 年 4 月，农村淘宝入驻长汀

县，钟琳报名申请成为中复村服务站合伙人，顺利通过。 

钟琳千方百计帮助村民节约开支。钟琳帮村民采购设施农业相关材料，例如

帮菜农网购尼龙爬藤，不仅节省了成本，还保护了环境。他还曾经帮种植大户采

购的 1000 只育苗盘，市场上售价 1200 元，网购价最终砍到 700 元，节省了 500

元。6 月上旬，策武镇的群众要网购家电，钟琳指导当地合伙人在淘宝网的家电

促销活动中领取优惠券，在标价 999 元的基础上，再为农民朋友节省了 100 元。

钟琳的店里，准备了皮尺、鞋拖，随时可为网购的群众量衣服鞋子的尺寸。 

长汀首批合伙人建了一个通信群，通过“钉钉”即时通信软件进行在线交流，

钟琳经常在线上指导其他合伙人如何下单更省钱、更便捷。由于经验丰富、做事

细致，钟琳还被阿里巴巴指定为长汀首批 24 个服务点的“代理团长”。 

3.3  其他电商下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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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网络消费结构分析 

4.1  农村网购消费者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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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农村居民最喜欢购买什么商品？ 

表：2014年双十一城乡消费 TOP10品类

表：农村淘宝 2015年上半年销售品类 TOP10

排名 一级类目 

1 大家电 

2 移动/联通/电信充值中心 

3 女装/女士精品 

4 厨房电器 

5 男装 

6 手机 

7 洗护清洁剂/卫生巾/纸/香薰 

8 鲜花速递/花卉仿真/绿植园艺 

9 女鞋 

10 住宅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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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农村居民最喜爱的家电品牌 TOP3

品类 品牌 

空调 美的、格兰仕、海尔 

电视机 TCL、长虹、海信 

冰箱 容声、海尔、美的 

洗衣机 海尔、小天鹅、格兰仕 

4.3  生产性需求显著 

【案例：凉亭也能送进村】 

2015 年 5 月，福建尤溪县下川村准备在村里的小公园建造 3 个凉亭，本来

准备跑 100 多公里去厂家选材下单，结果到村里新开的村淘网上一点，不到十天，

三个凉亭就送上门了，商家还负责上门安装好，总共花了 4 万块钱，比线下便宜

了一半。以前村民们在网上买个小东西也要跑到县里自取，这次买这么大个东西

居然还能送上门安装，下川村的村民们都觉得很兴奋。“刚听说要买凉亭的时候

我心里也没谱，去淘宝上一查不但有还很便宜，”下川村的村淘合伙人林长景说，

“本来担心送货麻烦，后来一问还包邮，所以村里没看多久就定了。” 

据菜鸟网络负责人表示，目前菜鸟已经在所有农村淘宝服务站实现了商品送

货入村，在大家电领域，即便是拉萨、日喀则这样的藏区也可以进行大家电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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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阿里巴巴平台上的大家电送货入户服务，已经覆盖全国 3000 多个区县。

在一些特殊地区，除了汽车、卡车、铁路等运输工具，牛车、拖拉机等运输载体

也将会用于家电配送当中，少数配送员经过人工扛运，最终实现“送货入户”。

5  发展农村网络消费的价值与挑战 

5.1  农村网络消费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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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发展农村网络消费的挑战与建议 

                                                             
5
 广东工业大学新闻网，http://gdutnews.gdut.edu.cn/content.aspx?id=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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