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评“北京电商
消费扶贫”新模式

业务背景及基本情况
北京市分行纾解痛点、创新赋能，借

助首都资源优势，凝聚起社会各方面力
量广泛参与扶贫，以“政府指导，金融助
力，电商先行”为执行原则，用金融创新
手段深度释放首都北京消费扶贫潜力，
创新出“建行+善融+地方政府+地方扶
贫龙头企业+贫困户”多位一体的消费扶
贫服务新模式，打造出11个对口支援地
区的特色分馆，引入当地龙头企业12
家，为北京市定点支援的8省90县的百
余种帮扶产品提供了上行的通道。

主要做法及成效
该模式以善融商务平台为主、金融

扶贫服务为辅，全面实现扶贫产品的在
线展示、网上交易、在线支付、物流跟进
等一站式电商服务；通过帮助企业扶贫
店铺运营，提供商户辅导、营销推广和信
贷支持等综合化扶贫服务，解决扶贫协
作和对口支援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得到
了北京市政府、市支援合作促进会、市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一致认可。

“北京消费扶贫特色产品馆”的建设
以消费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为主要抓
手，作为北京市政府及北京市支援合作
办首家认可的线上扶贫特色产品馆，建
行北京市分行坚持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供
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打通贫困地区“优
产”与北京“高销”绿色通道。

其运营采用“1+3+N”运营模式，一
个展示展销体验推介平台，线下、线上、
社会动员三种营销主题模式，引入N个
市场资源要素品牌对接，全面打通扶贫
产品全产业链条。在G端、B端和C端
三个方面发力，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扶
贫工作。

履责启示及感想
“北京电商消费扶贫”新模式为银政

协作项目，是北京市分行与北京市支援
合作办合作打造的“建行+善融+地方政
府+地方扶贫龙头企业+贫困户”电商扶
贫新模式。

一是“北京电商消费扶贫”新模式
是一种基于银政、银企合作的扶贫模式，
加强了银行与当地政府、大型企事业单
位的合作关系，深化双方的联系，为后续
双方其他业务的合作打下牢固基础。

二是通过“北京电商消费扶贫”新模
式的推广和开展，不仅极大拓宽了扶贫
地区的产品销售渠道和范围，同时将扶
贫精神通过线上线下的宣传深入到首都
消费者的内心。

三是“北京电商消费扶贫”新模式是
北京市分行对消费扶贫模式的探索，对
于后续开展乡村振兴工作具有借鉴意
义，许多乡村地区企业同样面临规模化
程度不高，不具备电商运营经验，缺乏专
业的电商运营人员等问题，借鉴“北京电
商消费扶贫”模式对于乡村地区优质农
产品的上行具有很大的帮助。

案例微评：
“北京电商消费扶贫”新模式作为建

行北京市分行履行国企担当、践行扶贫
承诺的工作缩影，为北京市政府及北京
市支援合作办打开了消费扶贫的新思
路，为北京市对口支援地区的产业帮扶
提供了有力支撑。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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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陶

近日，以“创生品质平台 乐享数字
消费”为主题的2021中国（成都）平台
经济大会暨第十一届移动电子商务年
会在蓉举行。《疫情后时代电子商务创
新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也重
磅发布。

围绕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直播电商及农村电商的最新发展
趋势，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
院长李鸣涛看来，电商领域在抗疫保
供、促进消费、助力出口及促进数字化
转型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充满
不确定性的时代，电商正努力给社会带
来一些确定性”。

全球“疫”霾之下，线上消费习惯加
速养成，全球线上零售市场实现了逆势
增长。eMarketer数据显示，2020年全
球网上零售规模达4.213万亿美元，增
长25.7%。

据相关预测，2021年，中国网上零
售规模或将连续第8年稳居全球榜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
季度，全国网上零售额91871亿元，同比
增长18.5%，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4%的同比增速。其中，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75042亿元，同比增长15.2%。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22.1%。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电子
商务发挥联通线上线下、供需精准匹
配、产销高效衔接等优势，在市场保供、
疫情防控、复产复工、促进消费、稳定就
业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李鸣涛
表示。

报告指出，在国内网络零售市场持
续扩大的同时，我国跨境电商也保持高
速增长态势，进口增长势头强劲。今年
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到
8867亿元，同比增长28.6%。

“在疫情全球蔓延、贸易下行压力
加大的背景下，跨境电商发挥新业态作
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成为了推动双循环的重要组成。”李鸣
涛表示。

当前，直播电商呈现爆发式增长态
势，已突破万亿规模，增速超过了传统
电商。

那么，直播电商在加速发展的过
程中呈现出哪些新的趋势？李鸣涛指
出，2021年，我国的直播电商呈现出
规范化、生态化、精细化、产业化的发展
趋势。

就规范化而言，电商直播行业市场
秩序进一步规范，直播电商行业规范化

进程迈上了新台阶。就生态化而言，截
至去年12底，我国直播电商相关企业注
册数超过了8000家，主播从业人员约
123万，MCN机构数量约2800家，产业
生态正加速形成。就精细化而言，李鸣
涛认为，“直播电商进入了精细化运营
时代，服务商向细分化发展，从业人员
更加专业化。”。

就产业化而言，李鸣涛表示，全国
各地以打造直播电商基地作为发展方
向，形成行业集群效应和全国有影响力
的直播产业基地。同时，直播电商通过
采取柔性供应链、高标准品控等多种方
式，有效提升质量和效率，加快与产业
链供应链融合。

在上述大趋势之下，国货品牌的迅
速“出圈”和社区团购的发展尤为引人
瞩目。

李鸣涛表示，电商高速发展推动商
业数字化升级，为新品牌高效孵化夯实
了基础，国货品牌孵化周期不断提速，
新国货借助直播快速破圈，国潮文创品
牌加速引爆。

此外，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发布的
《2021社交电商创新发展报告》显示，
2021年中国社区团购市场规模预计达
5870亿元，同比增长400%，社区团购呈
爆发式增长。

□ 李乔宇

生鲜电商市场正重新热闹起来。日
前，T11生鲜超市宣布完成一亿美元B轮融
资，此轮融资由阿里巴巴领投，鸿为资本跟
投，A轮独家领投方和玉资本（MSA）本轮继
续加注。尽管部分融资消息仍未被证实，
但相关消息流出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资
本对于生鲜电商行业的积极关注度。

中国品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朱丹蓬
表示，生鲜消费群体在2019年至2020年
的大浪淘沙之后，行业格局趋于稳定，因
此出现过一段相对“安静”的时光。同时

他表示，生鲜电商行业融资潮的出现也
意味着这个行业仍然是一个较“重”资产
的行业。在产业链建设的过程中，生鲜
电商平台们仍然需要资金的支持。对于
投资人方面而言，生鲜消费行业或许仍
然有着较为明确的投资机会。

老虎国际投研团队方面介绍，生鲜
消费行业是受疫情催化呈现爆发式增长
的一个行业，但生鲜电商渗透率仅仅只
有14.6%。同时，行业头部趋于集中。据
介绍，当下生鲜消费行业主要以初创公
司和商场连锁为主，生鲜电商TOP5平
台市场份额超过50%。

“买菜、吃饭都是刚需行为，这两年
用户习惯已经被培养，供应链体系建设
基本完成，行业内的玩家们度过了最困
难的时期，从而推动行业进入到快速发
展期”。老虎国际投研团队方面表示，在
经历了去年重新洗牌之后，可投资的头
部企业已经浮出水面，行业较强的确定
性和稳定性将吸引资本加速入局。

老虎国际投研团队方面同时坦言，
疫情防控常态化状态下，这一赛道其实
是有所降温的，行业内部竞争日趋白热
化，依靠广告和团购来吸引消费者，低毛
利、履约成本高企成为常态。

生鲜电商渗透率不足15％行业再掀融资潮

直播电商呈现四大发展趋势

本报讯 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联合农业农
村部信息中心在京发布《2021全国县域
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全
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总体水平达
37.9%，较上年提升1.9个百分点。

经对全国2642个县(市、区)相关数
据综合测算，2020年全国农业生产信息
化水平为22.5%，其中江苏省、浙江省、
安徽省分别以42.6%、41.6%、41.6%位居
前三。

2020年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信息化水平为22.1%，排名全国前10位
的省份中有8个省份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分别以
85.1%、63.5%、45.5%居前三。

2020年全国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占农产品销售总额的13.8%，应用信
息技术实现行政村党务村务财务“三
务”综合公开水平为72.1%，“雪亮工程”
行政村覆盖率为77.0%，县域政务服务
在线办事率为66.4%，电商服务站行政
村覆盖率达到78.9%，县均农业农村信
息化财政投入近1300万元，县均农业农
村信息化社会资本投入超3000万元，县
级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服务机构覆盖
率为78.0%。

《报告》分析表明，到“十三五”末，农
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村

网络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农业生产信息
化稳步推进，农产品电子商务异军突起，
乡村治理数字化成效凸显，信息化服务
加快普及，发展环境持续优化，数字乡村
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为“十四五”期间
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快速发展、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报告》同时指出，农业农村信息化
发展虽然取得积极进展，但仍然处于较
低水平的起步阶段，面临诸多困难和挑
战，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项，主要表现在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
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资金投
入不足等方面。报告还对“十四五”时期
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作出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