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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领 市 场 风 尚 启 迪 财 富 智 慧

本报记者 蔡宇丹

巨额逆差下的上行渴望

10月 10日，全国农商互联大
会在潍坊召开。

各市分管副市长，新农人、淘
宝、京东卖家、冷链物流企业、农
产品流通企业悉数到场。当然还
少不了阿里、京东、苏宁、1 号店、
天天果园等电商平台大佬。

在手机端活跃的土特产群
里，潍坊当地特产“潍坊萝卜”、

“诸城板栗”、“青州蜜桃”不停地
刷着存在感。小伙伴们讨论的话
题是农产品上行———“很多农产
品，有地标性、有特色，但不为人
知。农人做电商有着天然缺陷，现
在电商流量真心很贵，缺运营、缺
推广……最后赔钱了。怎么避免
劣币驱除良币呢？”

重头戏在济南。
11 日，京东集团与山东省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郭树清和
刘强东出席签约仪式。这份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囊括了跨境电商、
电商扶贫、互联网+医疗卫生、彩
票、金融、政府公共服务等多个大
项，但最重要的板块无疑是智慧
物流和农村电商。

这份战略合作协议，比马云
来山东省签署的晚了 15 个月，比
苏宁张近东签的晚了 3 个月，但
京东开拓山东农村电商的步伐一
点不敢怠慢。

在城市销售额增幅放缓趋势
下，农村电商成为新的蓝海。数据
显示，2015 年全国电商交易总额
达 20 .8 万亿，网络零售额 3 .68
万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8%。在农业产业 10 万亿市场
中，电商渗透率不足 4%。

而山东张开双臂热情拥抱电
商大佬背后，是力促山东产品外
销的急迫心理。

来自阿里的数据显示，2015
年，山东在阿里巴巴平台上有效
买进 1747 亿元，有效卖出 1062
亿元，逆差达 685 亿元。这样一个
背景下，各方对山东农产品上行
抱有巨大期望值——— 山东农产品
在国内市场份额连续多年据全国
首位、地标产品数达 540 多个，产
值过千亿。来自山东省商务厅的
数据显示，山东全省年交易额过
亿元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180 个，
年交易额 3100 亿元，60% 的市场
建有信息中心，30% 的市场建有
电子结算中心。

章丘有机黄小米、临沂琅琊
绯蜜冬蜜桃、临清畈疃石磨面、大

泽山葡萄……这里面，谁会成为
下一个“楮橙”和“三只松鼠”呢？

渠道下沉是场内功比拼

在金丝小枣主产区乐陵朱集
镇，现在正是收获季节。李胡马村
村民王启忠将 200 多棵枣树结的
果子卖给了村里的阿里村淘电商
服务站，由服务站合伙人宋伟在
网上接单后销往全国各地。

在农村电商领域，乐陵市和
京东、阿里都有合作。从去年 11
月起，阿里已经在乐陵建了 31 个
阿里村淘电商服务站，为农户代
买各种生产资料，代卖农副产品。
齐鲁晚报记者观察到，这两大平
台在山东农村电商市场的开拓呈
现出战线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状态。

“阿里和京东，谁能在山东农
村发挥更大影响力，最终取决它
们真正能给农户解决多大实际问
题，在农产品上行做出多大贡
献。”乐陵市商务局的朱超日常工
作中经常和两家电商平台打交
道。他说，这就是一场最实在的内
功比拼，就看两家谁能更多地下
沉到村，扎扎实实建起一套与农
村电商相配套的服务体系。

这场“渠道下沉”的比拼，拼
的是电商基础设施铺设的广度和
速度，拼的是渗透率。两大巨头布
局在农村的最基础“神经元”，在
京东是乡村推广员，在阿里是村
淘服务站，这些农村电商的“播火
者”正随着双方紧密落子在山东
农村密密麻麻铺开。

目前，京东已经在山东 116
个县设立了县级服务中心，拥有
超过 25000 名乡村推广员，超过
90 个县建立了京东帮服务店。京
东帮承载的是京东自营家电业
务，为农村消费者提供配送、安
装、维修、包养、置换等，做电器下
行的配套设施。

而阿里的计划是在 3-5 年内
投资 100 亿元，建立 1000 个县级
服务中心和 10 万个村级服务站，
覆盖到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和六分
之一的农村地区。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齐鲁晚报
记者，阿里村淘开拓市场的模式
是直接派员工深入到县与政府和
村淘服务站对接，一人负责两三
个县，和县政府谈好后才去开发
下面村镇，县里会提供部分费用
用于村淘服务站建设。所以，阿里
在基层村镇布点与地方政府的配
合有很大关系。

在这个层面上，再过去看两
年前挑起京东、阿里模式之争的

那场口水战，答案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明晰。

这两年来，阿里自营业务越
来越多，对物流供应链的掌控和
布局越来越深入，模式越做越重；
而京东近一年来把自己的资源、
能力给更多的企业、合作伙伴、平
台使用。齐鲁晚报记者注意到，此
次京东集团与山东省签署的战略
合作框架中，特意强调了要深化
与山东省供销社的合作。而京东

“借道”的省供销社系统在计划经
济时代如日中天，目前有 35 万名
职工，12 万个经营服务网络，各
类连锁企业 451 家，配送中心
1065个，乡县村直营店 10740个。

在农村电商开拓路径上，两
家颇多相似之处，都积极与地方
政府合作，推出地方特产馆、乡村
服务站点，物流上携手中国邮政，
金融上与当地农商银行合作……
与此同时，两家围绕各自所长建
立起竞争壁垒，不同的基因让这
场博弈呈现出细节上的差异。

精品农业需要什么
样的平台

10月 10日，京东烟台馆负责
人邱晓宇来到全国农商互联大会

“寻宝”。
去年双十一，京东烟台馆苹

果单品销量 10 万单。从 2015 年
11 月到 2016 年 2 月，烟台馆总销
量达 30 万单。现在京东烟台馆上
线 200 多种当地生鲜类产品，而
整个京东平台目前上线 398 家特
产馆，其中山东地区特产馆 31
家，山东特产专营店约 50家。

“我想在这个展会上，抓到一
些好的农产品上线。”邱晓宇对齐
鲁晚报记者说。当年，楮橙就是被
本来生活网的买手发现，并包装
成功的。

选品是农产品上行的第一个
难题，在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的
现状下，这是对运营土特产馆的
第三方公司能力的一大考验。而
不管是京东还是阿里，地方土特
产馆运营模式大致相似，这个时
候与他们合作的第三方公司对农
产品价值的挖掘能力、精细化营
销能力尤其显得重要。“电商现在
完全变成一个传统行业了，我们
现在做的所有东西都已经是常规
手段，创新非常重要。”邱晓宇说。

“依托成熟买手团队的自营
直采能力，扁平化对接供应商，深
度挖掘精品。”在全国农商互联大
会启动仪式上，京东常务副总裁
蓝烨这句话表明京东高层对这一
问题认识已非常明确。

而另一方面，地方农产品急
需一场供给侧改革提高附加值。
这其中，经历了去年苹果滞销的
烟台果农深有体会。9 月 29 日，
为加快烟台苹果品种更新换代，
烟台农科院苹果研究所搞了一场
苹果选品会，70 多个品种亮相。
未来谁会成为像新西兰“爱妃”苹
果这样完全工业化操作，具有极
大商业价值的“网红苹果”呢？

“昆嵛雪果”就是烟台苹果中
的精品。这种苹果成熟后摘下袋
来，初雪降临时才从枝头采摘下
来，甜度非常高，4 两到半斤左右
的苹果 10 元一个，这个价位在国
内苹果中算高的，但还是低于新
西兰“爱妃”苹果单个十七八元的
身价。

这个价格无疑挑战了买家的
价格敏感。但在邱晓宇眼里这不
是问题，“我们只需要把产品质量
做好就好，其他的事交给平台。”
邱晓宇说，京东是做 3C 起家的，
客户集中于一二线城市，消费能
力相对高，能够接受高客单价，这
个好处大家一眼能看到。

“特产馆就是要做地方特产
标杆产品，当然是质量先行。”邱
晓宇说，高质量的终端消费人群，
正是优质优价的农产品渴望抓住
的理想消费人群。随着消费升级
的深入，京东平台这一大特点优
势将放大，这对做农产品精品的
卖家吸引力会越来越大。

现在，邱晓宇 90% 的电商业
务已转向京东平台。这位“老司
机”经历了电商平台流量红利从
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最初他在
淘宝上卖鱿鱼片等海产品零食
时，同类型产品在烟台只有十几
家卖家，仅仅过了一年烟台当地
做海鲜零食的商铺就上万了。“如
果一万个商家都做这个，同质化、
价格战避免不了。”邱晓宇有切肤
体会，这种商业环境直接导致本
文开头小伙伴深恶痛绝的“劣币
驱逐良币”的问题出现。

济南生鲜电商刘朝丽如今正
面临这样的纠结。她正在做一款
叫“21 度蜜”的红薯，这款家庭专
用烤薯出自她的老家莒南，5 斤
包邮卖 59.9 元，普通红薯在当地
收购价每斤才一两块钱。这种红
薯是山东省农科院合作开发出
的，种苗贵，亩产只有 3000 斤，烤
熟后可以用吸管吸着吃，甜度高
达 21 度，而新疆哈密瓜甜度才到
17.5 度，注册了“一亩地瓜”的商
标。但在淘宝上，这款红薯并不好
卖，无奈刘朝丽也在考虑开拓其
他渠道进行推广。

（下转 B02 版）

10 月 11 日，京东集
团与山东省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此前一年间，马
云、张近东已先行与山
东省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山东俨然已成电商
大佬的主战场了。

在京东、阿里与山
东省签的战略协议中，
农村电商是最重要板块
之一。对于这两大电商
平台来说，当城市需求
基本饱和，渠道下沉，深
耕农村市场已经成为共
同选择。在他们竞争的
主战场山东农村，一场
农产品的供给侧改革也
正进行中。对于山东省
而言，农产品电商对于
推进农村现代化和农村
供给侧改革，提高农业
的效率和竞争力意义巨
大。

当企业与地方政府
的诉求碰撞在一起，中
国最强两大电商平台如
何应对农村市场的互联
网改造，如何创造基于
互联网的农村消费需
求 ,如何进行扩张 ,其身
法和手段都堪称样本。
而他们进军农业电商的
路径 ,也都传承着各自
的基因和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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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商商巨巨头头博博弈弈农农产产品品上上行行
山东优质农产品能否在大平台上“鲤鱼跳龙门”

京东和阿里纷纷在村镇建立服务站点，比拼渠道下沉。（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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