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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电商基地直采来了，怎么办

今天，我们从一件看似和合作社无关的事情说

起。近日，作为我国最大的数字经济体，阿里

巴巴集团专门成立数字农业事业部，这件事耐人寻

味，也应引起我们农民合作社朋友们的充分重视。

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电商发展迅猛，日新月

异，已进入一个全面的引爆期。据统计，2018年全

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1.37万亿元，同比增长30.4%；

全 国 农 产 品 网 络 零 售 额 达 2 3 0 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3.8%。近年来，阿里、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集

中发力农村市场，极大地带动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

展。电商销售产品的结构类型从以耐储存产品为主

导，向冷冻链逐步完善下的生鲜产品转变。其实，

以电子商务为标志的数字经济带给涉农产业的更大

影 响 ， 则 体 现 在 重 组 产 业 组 织 体 系 ， 升 级 产 业 链

条，提高农业产业的能级和效率。如今，不论是农

产品生产追溯系统建设，还是利用大数据的生产过

程监管，“互联网+ ”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使用创造

了新型农业生产形态，特别是新的订单农业（电商

基地直采），给高品质生态和有机农业增添了“数

据”生产力，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也满足了消费

升级需要。

不难发现，农村电商的发展正在从农产品网络

零售走向电商的基地直采。过去，农产品（或更广

义地称为“农货”）电商，主要是一些生产经营者

（主要是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合作社，还有龙头

企业、新农人）自己在淘宝、天猫、京东等电商平

台上开店零售；近年来，不仅阿里、京东、拼多多

等 电 商 平 台 集 中 发 力 农 村 市 场 ， 更 涌 现 出 许 多 社

交电商（譬如现在我们常见的“微商”）来经营农

产品，这就进入了农产品“电商基地直采”的新阶

段。所谓“电商基地直采”，就是电商企业不再满

足于做交易平台，而开始自营业务，自己主动地到

农业源头端建基地、定合约，与农产品生产者建立

直接的产销联系。所以说，电商基地直采是农产品

电商的现实趋势，也标志着进入电商企业对农业产

业进行全链路数字化赋能的新阶段。

再深入观照，阿里数字农业事业部是阿里经济体

助农的组织升级，其业务核心（或曰支撑点）一是基

地模式，二是“产—供—销”结合的中台体系。

阿里提出要打造全新的“基地模式”，在全国

落地1000个数字农业基地。传统农业长期存在着环

境不确定性、小农生产分散性、品控非标准性，以

及农产品流通长链路、利润薄等结构化问题。而阿

里的“基地模式”，就是在农业源头端建立数字化

基地，打造数字农场，通过科技升级基地，实现数

字化管理。

实际上，阿里数字农业事业部最重要的也是最

创 新 的 则 在 于 ， 统 筹 集 中 阿 里 经 济 体 强 大 的 中 台

资 源 ， 建 立 产 、 供 、 销 三 大 中 台 ， 全 方 位 赋 能 农

业，全链路升级农业。具体地说，在“产”上，深

耕农业源头，建立数字化基地，打造数字农场；在

“供”上，打造农业供应基础设施中台，与菜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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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通过大数据建立农产品流通新型供应链中台；在

“销”上，建立全新的农业数字分销平台，组织线上

线下销售端以订单模式反馈供应链中台。这就意味

着阿里将进一步聚合阿里经济体中13个涉农业务生态

（如村淘、淘宝、天猫、蚂蚁、菜鸟、钉钉等）的力

量，专注于推进中国农业数字化转型和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众所周知，阿里作为我国最大的数字经济体，

拥有强大的中台体系和资源。如果说以往阿里所谓的

“中台体系”只是在自己内部用，那么现在它已将这

个体系拓展到更广大的农村。

那么，这件事以及其中反映出的涵义对于我们

农民合作社事业的实践者们又有什么启示呢？

第一，既然农产品电商开始进入电商基地直采的

新阶段，这就意味着未来几年内，农业源头端的“头

部”主体（也就是一些有规模、标准化、高品质的农

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将会迅速地与各种各样的电商企

业（特别是一些“头部”电商企业）对接起来，不仅

获得销路，还会获得这些电商企业带来的各类助农资

源，从而获得更大更快的发展。换言之，农业源头端

的“头部”主体的好机会来了。

第二，既然电商基地直采主要针对农业源头端

的“头部”主体，那么就必然对小农户产生一定的

排斥。相对而言，小农户的农产品不仅规模小，而

且品质不稳定，标准化程度较差，这就不太符合电

商企业的基地直采要求。电商企业除非出于社会责

任感，否则不太会主动青睐小农户的。

第三，这就给农民合作社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

命题。所谓机遇，就是小农户完全可以在合作社和

联合社的框架下组织起来，通过产能集聚来扩大规

模，通过“几统一”来实现标准化，通过加强品控

来追求高品质，这样，照样可以获得电商企业的关

注，照样会迎来电商基地直采的机会。所谓命题，

则是电商基地直采往往意味着来自市场端（而且是

强势市场力量）的高标准、高要求，这就要求合作

社及其成员们必须转变思想，开阔视野，转换生产

机制、经营机制、管理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以适

应市场的要求和变化，这也就意味着合作社及其成

员们今后生产要更认真，经营要更合规，管理要更

严格，利益联结要更市场化。

合作社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