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式迭代 电商屡创奇迹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
展，互联网+成为创新的重要推手，
为商品交易提供了平台和动力；同
时，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也在很大
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一大批知
名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
等。 在电子商务领域，尤其是农村
电商领域的“卖货郎”，就是在互联
网+技术的广泛应用环境中崛起的
一家企业。

据悉， 创立于 2015 年的深圳
市前海卖货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注于工业品下乡和农产
品进城的农村电商平台，总部设在
深圳市南山区软件产业园。截至今
年 11月，“卖货郎” 已在全国建立
了 272 家县市级运营中心、3 万家
线下终端零售店， 网上交易额近

20 亿元，带动农村就业 4 万多人，
成为中国农村电商的践行者，为农
产品交易发展提供了详尽的大数
据。

“卖货郎”以“卖出大不同”作
为企业发展理念，致力于成为中国
农村电商的引领者，多年来一直在
为中国农村电商的发展和模式创
新进行积极探索。 2018 年 5 月 20
日，“卖货郎”CEO 马科展在深圳
举行的郎品商城上线暨项目推介
会上表示，“卖货郎”凭借专业化的
精英团队，秉承创新服务专业守信
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构筑服务“三
农”的互联网电商平台，为客户创
造价值，为员工提供创业平台。

据长期参与电商运营的专家
介绍，“卖货郎”成功采用“线下实
体店+线上智能电商”的销售模式，

有效地解决了农产品上行的问题，
助力农产品进入城市市场，打通农
村扶贫最后一公里，从而实现农民
增收， 对农村扶贫有着积极意义。
党的十九大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总目标是逐步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农村电商再次站到了产业
的风口上，引发众多资本和媒体的
关注。“卖货郎”作为一个从最基层
农村走出来的电商品牌，借助资本
市场的力量， 做大做强自身平台，
为中国农村电商打通上行和下行
通道注入了新的活力。

河南省周口市人大代表、“卖
货郎”执行总裁张玉生表示，通过
五年多的发展，紧跟电商时代步伐
的“卖货郎”成功打造了集总部信
息中枢、运营中心、终端店于一体
的智能化电商平台。按照“卖货郎”

战略规划，未来三年，他们将开设
1000 家县市级运营中心、10 万家
线下终端店，重点开拓云南、贵州、
内蒙古、新疆等老少边穷和革命老
区，助推当地的优质农产品进城和
电商扶贫。

“卖货郎”作为一个从基层农
村走出来的农村电商品牌，有着对
农村、农民、农业的深厚感情。“卖
货郎” 计划到 2022 年在一二线城
市设立 3000 家生鲜农特终端店，
推出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助力贫困
地区的农产品上行，为提升城市居
民生活质量、实现贫困地区农民增
收和农创扶贫作出自己的贡献。几
年来，“卖货郎”的运营模式和盈利
模式已被市场认可，“我们有做大
做强的目标、勇气和信心”，张玉生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

几年来，“卖货郎”致力于成为
中国农村电商发展的践行者和引
领者。 展望未来，“卖货郎”将秉承

顺势、迎合、连接、共赢的商业精
神，立志打造中国农产品电商品牌
新旗舰。

“卖货郎”：构建上下行通道 打造电商新旗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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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的诞生与发展是新中国 70
年商贸服务业一个突出亮点。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变革中，互联网与
各领域的融合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力量。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电子商务领域
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机。 从 2000
年开始到现在，电子商务在我国走过了 20
多个年头，如今我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已
经稳居全球网络零售市场首位。

十年间交易总额增长近九倍

2005 年，商务部发布的首部电子商务
发展报告《中国电子商务白皮书（2003
年）》提到，20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在互联
网用户规模持续扩大的基础上，风险资本
进入互联网产业，各类电子商务网站纷纷
出现。 网上交易进入实际应用阶段。 2000
年以后，我国电子商务真正进入实际应用
阶段。

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
院院长李鸣涛介绍，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首先得益于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伴随网民
数量的快速提升形成了庞大的网上消费
市场，网络购物等电子商务应用也迅速成
为网民最主要的网络应用。

有了良好的生长土壤，电子商务的规
模不断扩大， 运营模式与形态越来越丰
富，电商企业也越来越多。

李鸣涛介绍，2000 年以后， 我国电商
迎来了市场快速成熟发展的时期。“尤其
是 2008 年以后， 伴随智能手机的快速普
及，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移动电商快速成为
最主要的网络消费入口，同时智能设备可
以实时定位的技术优势也进一步拓展了
电商的服务范围，团购、网络订餐、旅游电
商等服务领域电商开始崭露头角。 ”李鸣
涛认为，2008年以后我国电子商务迎来了
黄金时期。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 年我国
电子商务交易总额仅为 3.4 万亿元，2018
年电子商务交易额就已达 31.63 万亿元。
这十年期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增长
了近九倍。我国的网上零售规模则从 2008
年的 0.13万亿元猛增到 2018 年的 9 万亿
元。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也对消费与经
济形成了强大的拉动作用。 据有关机构测

算，在网络零售额中有近四成是电子商务
带来的新增消费。 一方面，电商带来的购
物便捷性、商品多样性、消费公平性等特
点都有力拉动了消费增长。 另一方面，电
商是带动性很强的先导性产业，电商促进
了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带来大量的就业
机会，成为创业创新的主要领域；同时
电商也拉动了仓储 、数据中心、宽带网
络、快递物流业、电商教育培训等相关产
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经济发展新动力的
作用。

业态模式不断创新

电子商务在不断地前进，也带来了流
通方式的创新。 从最初单纯的线上交易，
拓展到后来的线上与线下结合的 O2O，再
到如今的新零售业态，电子商务企业的业
态也在不断丰富， 除了电商交易平台、垂
直电商，如今社交电商也逐渐成为电商主
流模式之一。

李鸣涛也深切地感受到了电子商务
的变化之快。 近年来，伴随移动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
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电子
商务回到线下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
必然。

在数字经济时代，电子商务也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 电子商务推动供给侧改革，
帮助传统生产制造企业数字化升级，实现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另外，网络零售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出
现。2016 年，以微商、网红电商等为代表的
社交电商迅速成为重要的电商新形式。 在
移动直播全民化、网红经济快速爆发的背
景下，形成了图文、音频、视频直播全方位
的场景化营销，网络零售与社交化平台进
一步交叉融合。

无论是新零售、社交电商也好，还是
B2C、C2C 也罢，这些或许都不是电子商务
的最终表现形态，它的演变与创新将会继
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这既是我国重要的政策引导方向，也体现
了技术发展趋势的必然走向。 未来在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驱动下， 电子商务也
会在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中不断创
新模式、提升体验、扩展空间，朝着基于
多载体支撑、泛在化交易、持续创新方向
不断演变。

“卖货郎”执行总裁张玉生

2000 年开始，我国电子商务真正
进入实际应用阶段。

2008年， 移动电商快速成为最主要的
网络消费入口，团购、网络订餐、旅游电
商等服务领域电商开始崭露头角，电子
商务迎来了黄金时期。

从最初单纯的线上交易到后来的 O2O，再
到如今不断壮大的零售新业态， 电子商务
在不断地创新发展。

2008 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
仅为 3.4 万亿元； 到 2018 年，这
一数字就达到了 31.63万亿元。

我国网民由 1997 年的 62 万人激增
至 2018年的 8.3亿人。 2018年我国
智能手机拥有量达 96%， 比全球平
均拥有量高出 6%。

2019年“双 11” 全网成交额为 4101 亿
元，超过 2018 年“双 11”的 3143 亿元，
其中天猫交易额 2684亿元。

作为直播大年，2019年“双 11"期间， 有 1.5
万主播同时出动。 天猫有超 50%的商家都会
选择用直播的方式来卖货。

2019 年,电商社交化的趋势越来越明
显, 目前全国社交电商月活跃用户量
达 1.7亿人。拥有 6.48亿用户的智视
频行业存在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

在出货量大、收益高、吸引眼球等利好
下，各种各样的电商节也越来越多，如
“6·18”“双 12”“黑五”……

2019 年 1-9 月份， 全国网络零售总额达
73237亿元，同比增长 16.8%。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为 29.67万亿元，其中 43.8%是通
过网络消费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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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网上消费市场逐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