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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贫困县到网红县
      ——山东曹县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

财政部办公厅｜朱晓文

近 年 来，随 着 电 子 商 务 加 速 赋

能农业数字化发展，农村电商成为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山东省菏泽市曹

县从贫困县到网红县的“华丽蜕变”

恰是电子商务助推乡村振兴的生动     

实践。

曹县曾是山东省贫困人口最多、

脱贫任务最重的县。随着“互联网 +”

时代的到来，曹县通过发展电子商务

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演出服产业基

地”、2020 年“中国淘宝村百强县”、

“全国第二大淘宝村集群”，电商企业

超 5000 家，网店 6 万余家，其中亿级

店铺 6 个、千万级店铺 100 多个，带动

30 万人就业、5 万人返乡创业、2.5 万

人脱贫。2020 年，曹县电商销售额近

200 亿元，占县域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43.12%，目前已形成演出服、木制品、

农副产品、汉服四大产业集群和全国

唯一的木制品跨境电商产业带。2021

年 5 月，曹县意外在网络走红，新华

社、《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对曹县“出

圈”走红背后快速崛起的电商经济进

行了报道。

“一核两翼”的发展模式

曹县开创了欠发达地区“一核两

翼”可复制、可推广的电商模式，即以

农民大规模电商创业为核心、以电商

平台和服务型政府为两翼，打破欠发

达地区缺人才、缺资本、缺商机的典

型困境，借助“互联网 +”带动产业振

兴、人才回流、治理提升。

（一）早期成功的电商带头人“以

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20 世纪 90 年

代的曹县大集镇丁楼村，经济薄弱、

产业稀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村

民以加工制作影楼服饰为生，主要靠

肩挑人扛、摆摊设点、上门推销维持

生意，销量十分有限。2009 年，在影

楼服饰厂做缝纫活的村民周爱华听朋

友说可以在网上开淘宝店卖衣服，就

说服丈夫拿出 1400 元，装网线、买组

装电脑，从影楼作坊拿货销售，点燃

了曹县做电商的第一把火。后来大量

订单纷至沓来，生意火爆。受此启发，

全村人都做起了淘宝生意，并很快扩

散到周边村落。不仅年轻人有活干，

就连年逾六旬的老人晚上剪线头，一

个月也可以挣两三千元。

（二）电子商务为村民创业提供

了低门槛平台。一根网线、一台电脑

甚至一部智能手机，就能把小乡村链

接进大市场。在市场激励作用下，早

期电商创业者的致富“神话”吸引大

批人才和资本回流。2015 年，在巴西

做小商品生意的孙志国回村创业，在

孙庄村开设了 500 平米的演出服加工

厂。由于产品质量好，2019 年服装加

工厂流水达到 500 万元。2017 年，山

东大学经济系毕业的石兴军辞去国

企工作返乡做电商，年销售额从最初

的 20 万元发展到现在的 400 余万元。

2018 年，在乌鲁木齐做跨境贸易的尹

啟行得知家乡电商蓬勃发展的现状

后，返乡做电商，如今已拥有 1 家淘

宝店、2 家天猫店、1 家拼多多店。 

（三）县委县政府适时发力、因势

利导，助推电商企业提档升级。电商

这一新兴模式出现后，曹县县委县政

府敏锐意识到“互联网 +”无疑会助

力曹县经济实现“弯道超车”，立即制

定出台一系列扶持和引导措施。一是

构建“支部 + 电商”新生态。在农村党

组织实施党员和电商能人“双培养工

程”，把电商能人培养成党员，把党

员培养成电商能人，实现双向带动，

带领村民发家致富。二是补齐公共服

务短板。牵线搭桥引来 30 多家快递

公司，通过谈判将快递价格降至首重

2.5—2.8 元。在全县 27 个乡镇建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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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服务中心，疫情期间正式启用曹县

电子商务物流公共服务中心，与原有

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体系形成有效闭

环，降低物流成本。政府出资修缮村

庄公路，推行光纤入户，建立淘宝园

区，形成产业集群。三是定期开展电

商培训。“十三五”期间，共开展“千

村万人大培训”1000 余次，培育出懂

运营、会管理、善营销的电商生力军

5 万余人。同时邀请浙大、南开等高

校专家学者，为电商企业开办电商知

识讲堂。四是打造资本支持新优势。

在县委县政府协调下，县域内各大银

行支行从 2017 年起相继推出“电商

贷”“店铺贷”“极速贷”等贷款产品，

有效解决电商户融资难、担保难、融

资贵的问题。2018 年与蚂蚁金服签署

合作协议，截至 2020 年末，为电商户

累计放款 66.67 亿元，服务人群 33.96

万人，个体电商户贷款额度最高达

152 万元。疫情期间，蚂蚁金服网商银

行对曹县淘宝商户推出免费“0 账期”

活动，极大缩短回款周期，为商家提

供了宝贵的现金流。

“困则思变”的转型道路

随着演出服电商掀起热潮，曹县

的传统木制品、农副产品等也纷纷“触

网”转型，成为三大电商支柱产业。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

仅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也给农

村电商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曹县的三

大电商支柱产业同样受到冲击，亟需

转型。

（一）演出服产业 ：从表演服到

汉服的产品转型。随着淘宝村的日渐

成熟，曹县演出服市场步入红海期，

逐渐暴露出产品同质化严重、质量参

差不齐、“山寨”侵权现象时有发生

等问题，而疫情冲击使这些问题越发

突出。数据显示，2020 年上半年，曹

县演出服销量同比下降 90%。危机面

前，电商带头人们开始想方设法转

型。从大连理工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

的胡春青博士将目光投向近年来日

益受年轻消费群体追捧的汉服。为避

免与江浙一带华美精致、价格昂贵

的汉服竞争，他选择走平价路线。同

时，他意识到汉服在规制和审美上都

远高于演出服，对衣服原创品质要求

更高，若无版权意识，只是跟风设计

大品牌的汉服则会因“山寨”问题而

饱受市场诟病。于是他坚持打造原创

品牌，招聘设计师、组建服装生产队，

先后设计出 42 款汉服款型，获得 12

个版权专利。在他的带动下，曹县淘

宝店纷纷向汉服转型，“戏服村”摇身

一变成了“汉服村”。目前，曹县汉服

商家已经超过 2000 家，当地经电商渠

道卖出的汉服已占据全国汉服线上销

售量的 1/3。

（二）木制品产业 ：从 B2B 到 B2C

的渠道转型。曹县林木资源丰富，加

工历史悠久，林木制品、草条制品产

量和出口量居全国第一，棺木制品甚

至垄断了日本 90% 的市场。目前拥有

各类加工企业 6000 余家、木制品网店

2 万余家，木制品网络销售占淘宝、天

猫的 40% 左右，跨境电商销售占阿里

巴巴中国木制品销售额的 12%。疫情

期间，传统木制品外贸企业的订单锐

减。陈义明创办的宇光工艺品有限公

司是曹县电商兴起初期就触网转型的

外贸企业。与传统外贸企业类似，宇

光工艺的线上业务基本是企业对企

业的 B2B 业务，而企业对个人的 B2C

业务较少。疫情期间，大批外贸订单

遭退订，将曹县不少木制品外贸企业

逼至危机边缘，宇光工艺面向欧美市

场的商超订单也被接连取消。偶然一

天，陈义明在浏览亚马逊网站时，看

到在阿里巴巴平台上以批发价购买其

产品的客户，将产品挂在亚马逊平台

调研报告

大连理工大学材料学博士毕业的胡春青返回大集镇做服装淘宝店主。

李欣  摄  来源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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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卖得很火，价格翻了几番，这对

陈义明触动很大，当即决定进军亚马

逊，开辟面向个人的 B2C 线上市场。

由于进驻亚马逊对技术和设备都有严

格要求，他高薪聘请专业技术团队精

心运作，很快第一家亚马逊店铺“开

张”。之后他组建设计团队，专门研究

外国人的消费偏好，开发出风格简约、

实用性强的产品，在国外成为爆款。

疫情期间，曹县不少类似宇光工艺的

以 B2B 业务为主的跨境电商企业于危

机中育先机，巧妙借助亚马逊平台打

开全球零售市场，为其开辟销售渠道、

拓展消费市场、赢得发展机遇奠定坚

实基础。

（三）农副产品产业 ：从传统电商

到直播电商的模式转型。曹县是“中

国芦笋之乡”，目前种植面积达 15 万

亩，加工企业发展到 24 家，20 多种产

品出口美国、德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

区，是我国最大的芦笋种植、加工和

出口基地。疫情期间，曹县芦笋电商

户的线下线上订单均减少，为适应直

播营销、短视频营销等营销新形式的

出现，曹县传统电商开始向直播电商

转型。大量农户走进田间地头，借助

抖音、快手、淘宝直播等短视频平台，

向全国消费者介绍推销自家芦笋产

品。为提振企业信心、助力复工复产，

曹县县长梁惠民也走进直播间，为芦

笋直播带货。同时，曹县县委县政府

围绕特色产品着力打造八大直播基

地。如在 E 裳小镇打造播播鱼直播培

训基地，发挥网络营销、品牌策划及

培育网红主播达人的作用 ；在千姿花

卉打造网红花木直播基地，通过培育

本地网红，带动花卉及相关农产品的

销售 ；在魏湾镇万亩荷塘打造农产品

直播基地，展销并促进荷叶茶、大米

等农产品销售。

思考与建议

从“一核两翼”的发展模式，到

“困则思变”的转型道路，曹县电商助

力乡村振兴之路，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借助“互联网 +”实现均等发展、助推

传统产业完成新旧动能转换的探索实

践。电商作为新型交易模式，打通了

乡村产品上行渠道，将长期被边缘化

的乡村地区纳入生产与消费的区域网

络系统，有利于充分利用乡村资源禀

赋和有效激发乡村产业动能。进入发

展期后，政府及时介入并实施一系列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关键举措，进

一步促进了电商产业的繁荣。

未来农村电商如何进一步赋能乡

村振兴，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一）培育区域电商品牌，着力塑

造核心力量。目前，农村多数电商从

业者还处于模仿、复制阶段，产品同

质化现象严重。政府要注意引导培育

区域电商品牌，塑造核心竞争力，尤

其是在电商市场日渐饱和、先发优势

逐渐褪去的转型阶段。一是引导电商

从业者增强品牌意识，注重原创设计，

通过电商培训增强原创意识和原创技

能。二是实施区域品牌打造计划，通

过订单式生产、“品牌化”加盟等方式，

打造地域品牌。三是引导电商企业

注册商标、登记版权，提高法律保护

意识。

（二）培育电商新生业态，着力规

范电商秩序。随着直播带货、短视频

营销等电商新业态的出现，虚假宣传、

刷单造假、数据注水等直播乱象也逐

渐出现。在引导转型的同时，政府应

出台相关办法遏制种种乱象。一是借

助直播电商新业态，培育区域网红品

牌，提高产业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

二是依托抖音、快手、淘宝直播等社

交平台发展粉丝经济，最大限度释放

新媒体红利。三是规范直播带货，遏

制虚假宣传、恶意评价、敲诈勒索等

行为，保护良好营销环境。

（三）完善园区配套设施，着力形

成集聚优势。乡村产品普遍存在小、

散、非标等问题，农村小作坊思维普

遍，农户各自为战、缺乏统筹，因此

无法在网购市场凝聚特色、快速形成

特产认知。同时，生鲜类农产品尚未

形成稳定的仓储配送体系，规模化发

展受阻。因此，一是需要尽快建立集

在线交易、冷链运输、金融支持于一

体的电商产业园区。二是引导农户向

园区聚集发展，降低仓储和物流成本，

规范运营秩序。三是加快实施县域农

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

程，加快田头小型仓储保鲜冷链设施

的建设进度。

（四）加强人才内培外引，着力壮

大电商队伍。一是推进产学研一体化

建设，引导企业与就近高校合作，开

设定向专业，为跨境电商、直播带货、

设计研发、运营提升等提供人才保证。

二是组织企业家培训班，开设企业管

理、财务管理、运营管理等课程，培养

一批有想法、能作为的电商企业家队

伍。三是继续“千村万人”培训工程，

不断更新培训内容，提高培训对形势

变化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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