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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农产品网络零售市场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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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4168.6亿元，较2018年增长24.8%。

市场规模：农产品网络零售规模持续增长

2015-2019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及同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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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零售额 2018零售额 零售额同比变化

品类结构：生鲜产品、粮油调味及休闲食品三大品类份额超70%，生鲜产品增速近50%。

➢ 生鲜产品、粮油调味、休闲食品网络零售额占比分别为26.3%、23.2%和22.3%；零售量占比分别为24.5%、28.1%和23.7%。

➢ 生鲜产品、饮料冲调零售额同比分别增加49.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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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结构：生鲜产品网络零售额突破千亿，迈入高速发展期

➢ 随着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升级、新电商平台在农产品产业带的加快渗透，生鲜产品网络零售额

以49.8%的增速高速增长，成为农产品网络零售市场的第一大品类。

1094.9
亿元

2019生鲜产品
网络零售额

生鲜产品 其他

2019年生鲜产品网络零售额及零售量占比

内环：零售额占比 外环：零售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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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特点：华东、华南、东北地区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

➢ 不同区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差异显著。

➢ 华东7省几乎占据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的半壁江山（占比47.4%），其次为华南地区和华北地区。

➢ 华东、华南、东北地区市场规模扩展较快，在全国的占比同比分别增加1.6、0.1和0.2个百分点。

2018-2019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分布区域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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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特点：陕西一骑绝尘，以76.2%增速跑赢全国；农产品电商化潜力巨大

➢ 17个省份的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增速超过全国平均，西部和北部省份加速发展态势明显。内蒙古、江苏、山东、河北和四川增速均超过40%。

➢ 9个省市农产品电商化指数超过全国平均，北京、上海超100%；绝大多数省份农产品电商化指数同比提高，市场增长潜力巨大。

2019年各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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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分布：不同渠道的品类结构差异明显

➢ 根据农产品电商平台及其经营模式的不同，将农产品网络零售渠道分传统电商平台渠道（如京东、天猫、淘宝等）、新电商平台渠道

（如拼多多等）和新零售渠道（如盒马鲜生、大润发等）三类进行分析。

➢ 传统电商平台渠道以休闲食品、粮油调味及生鲜产品为主，新电商和新零售渠道的生鲜产品占比均超过50%。

➢ 传统电商平台渠道的生鲜产品、新电商平台的粮油调味和传统滋补、新零售渠道的粮油调味和牛奶乳品的占比均有提高趋势。

2018-2019年传统平台电商渠道

农产品一级品类网络零售额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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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生鲜品类成为上行主力，农产品网络零售呈现结构性升级

➢ 生鲜产品的网络消费和零售市场渐趋成熟，消费者在不同平台也形成了差异化购物习惯。传统电商平台侧重于“大而全”的全量式长

尾供应，新电商平台更加聚焦于生鲜品类，不断发掘出新的增量市场，成为带动农产品规模化上行的新引擎。

➢ 结构性差异驱动农产品供应链前端升级。新崛起的新电商平台、新零售平台，更加聚焦生鲜产品的即时性消费，为上游产区对接批量

化的稳定订单，对于带动农村地区生鲜产品上行有着重要意义，也推动了农产品网络零售品类结构的优化升级。

➢ 新模式、新技术的应用，让农产品产区和消费者之间，形成了更加稳定的供需关系。以水果、蔬菜、鲜肉为代表的农产品网络消费崛

起，刺激更多生鲜产品在短上市窗口期内快速出村进城，让即时性消费需求变成了更加稳定的产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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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农产品网络零售品类与区域分析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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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品类：生鲜产品整体表现突出，坚果炒货增速放缓

➢ 生鲜产品是2019年农产品网络零售市场的亮点，各细分品类均显著增长，蔬菜、鲜肉、水果增速分别达109.3%、62.3%和44.5%。

➢ 调味品零售额占粮油调味的25.8%，调味品和面条/挂面增速分别达41.7%和53.8%。

➢ 休闲食品网络零售增速较低，其中坚果炒货、蜜饯果干的增速分别为8.3%和4.7%，显著低于农产品平均水平。

➢ 花/果茶、普洱茶、红茶保持茶类零售额前三，白茶、乌龙茶、黄茶等增幅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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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市场：优势主导品类各具特色
➢ 生鲜产品在海南、辽宁、山东3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的占比排名前三，分别为69.2%、51.1%、48.7%。

➢ 粮油调味在天津、黑龙江、重庆3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的占比排名前三， 分别为65.8%、62.2%、59.6%。

➢ 休闲食品在安徽、新疆、湖北3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的占比排名前三，分别为63.6%、62.5%、48.4%。

2019年生鲜产品在各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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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市场：不同品类头部省份的市场集中度不同

➢ 福建、浙江、云南、广东、北京和安徽 ６省份的茶网络零售额占全国的78.6%。

➢ 广东、安徽、吉林、江苏和北京5省份的传统滋补品网络零售额占全国的47.2%。

➢ 广东、北京、上海、内蒙古、江苏和浙江6省份牛奶乳品网络零售额占全国的87%。

2019年各省(区、市) 茶网络零售额在全国的占比
审图号：GS（2020）7270号

2019 年各省(区、市) 传统滋补网络零售额在全国的占比
审图号：GS（2020）7270号

2019 年各省(区、市) 牛奶乳品网络零售额在全国的占比
审图号：GS（2020）727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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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农村地区农产品网络零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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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利好：利好政策推动农村电商和农产品电商高速发展

➢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实施 “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

➢ 发展农产品电商是借助“互联网+”，实现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重要渠道，也是县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2019年农村电商总零售额17057亿元，同比增长26.6%；农村地区农产品网络零售额971.9亿元，同比增长35.9%。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农村电商 农产品电商 农村地区农产品电商

亿
元

2019零售额 2018零售额 零售额同比变化

17057
亿元

2019农村电商
总零售额

农村地区农产
品零售额同比

35.9%

2018-2019年农村地区电商发展情况



17

区域差异：东部沿海及中部省份农村地区农产品网销能力较强

➢ 分省来看：江苏、福建、山东的零售额排名前三，占比分别为13.5%、12.2%、11.4%。

➢ 增速来看：西藏、内蒙古、海南、江苏和广东零售额增速位列前五，均大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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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分布：百强县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及中部地区，贫困县表现突出

➢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百强县市分布在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江苏、山东各有14个县市、福建、浙江

有10个县市、安徽有7个县市；

➢ 贫困县的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26.8亿元，占农村地区农产品网络零售总额的13.4%，同比2018年增长51.1%；

➢ 列入百强的贫困县农产品网络零售额89.4亿元，占贫困县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的70.5% 。

2019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列入Top100县市的分布情况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列入Top100贫困县市的分省情况

省市 TOP100贫困县市数量（个）

河南 12

安徽 10

江西、陕西 9

云南 8

河北、湖北 7

湖南 6

内蒙古、四川 5

重庆、贵州 4

甘肃、广西、吉林、青海、山西 2

海南、黑龙江、宁夏、西藏 1注：贫困县指832 个国家级贫困县(含已脱贫摘帽县) 审图号：GS（2020）727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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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农产品跨境网络零售分析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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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表现：农产品跨境进口网络零售额增速低于全网农产品平均水平

➢ 2019年农产品跨境进口网络零售额约59.9亿元，同比增速7.2%，低于全网农产品网络零售增速。

➢ 农产品跨境进口网络零售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节假日和电商活动显著拉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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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分析：滋补类产品和咖啡/咖啡豆表现亮眼

➢ 一级品类中，滋补类产品占跨境进口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的35.9%左右，为最高；粮油调味、休闲食品和饮料冲调占比分别为14.8%、

14.7%和12.6%。

➢ 二级品类中，包括咖啡/咖啡豆、人参/西洋参、坚果炒货和蜂蜜/蜂产品在内的头部品类占跨境进口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的48.8%。

➢ 人参/西洋参、蜂蜜/蜂产品和咖啡/咖啡豆跨境进口网络零售额分别占全网同品类的20.4%、13.6%和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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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农产品“超级单品”网络零售市场分析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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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提出2025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农产品总交易额的比重将达到15%，年均增速

5.5%。农产品电商化水平的持续提升，需要政府部门、电商平台、产地等多方协作，把田间地头的土特产品改造成适合线上交易

的商品。

➢农村地区“最初一公里”物流基础条件的改善，传统电商平台对农产品上行市场的持续推动，为农产品的电商化和农产品供应链的

构建奠定了良好基础，优势产地的核心单品开始规模化上行，并形成带动效应。

➢新电商平台的新模式、新技术，推动了优势特色农产品网络化销售的加速发展，如拼多多等平台的“农地云拼”模式，将分散化的

长尾需求变成集中化的即时性消费，有助于农产品在很短的采收上市窗口期内出村进城。

➢农产品网络零售“超级单品”不断涌现，反映了在网络化交易的带动下，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的闭环式农产品供应链系逐渐

形成，集约化、规模化供应可显著降低农产品上行的边际成本，并带动产地其他农产品加快出村进城步伐，让利于供需两端。

电商平台超级单品的形成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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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2019年全国鲜食苹果网络零售量1.4亿件，零售额同比增长59.5%。8月份以后新产季苹果陆续上市，苹果网络零售规模不

断攀升。

➢柑橘：2019年全国鲜食柑橘网络零售量1.6亿件，零售额同比增长16.0%。柑橘网络零售市场走势呈现“V型”，冬春两季规模较

大，峰值出现在1月、12月，夏秋两季市场规模相对较小。

规模：苹果、柑橘零售量均突破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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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虾：2019年全国小龙虾网络零售量2471万件，同比增长44.5%。4-6月各地成虾连续上市，市场供应充足，网络零售规模远超

其他月份，3个月共实现全年网络零售额的58.9%，网络零售量的55.9%。

➢黑茶：2019年全国黑茶网络零售量794.5万件。第二季度黑茶零售规模显著高于其他时期。

规模：小龙虾零售量超2400万件，黑茶零售量近800万件

零售额

同比 +32.2%

零售量 2471万件

同比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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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平台纷纷布局农业农村电商，发挥电子商务的优势，突破物流、信息流的瓶颈，为农产品上行助力。

➢ 天猫、京东、淘宝与、拼多多等已经成为农产品网络零售的重要途径。

渠道：电商平台加快模式和技术创新，助力农产品上行

◆ 农村淘宝推出农产品直供直销新链路模式

◆ 建设数字农业基地，对农业进行全链路数字化升级

◆ 推动数字农业集运加工中心，辐射全国核心农业产区

◆ 推出“农地云拼”模式，将在时间、空间上分散的长尾需求，在短时间内汇集为批量订单

◆ 超短链帮小农户直连消费者，让小散农产品“拼”出大市场，不断催生新型超级单品

◆ 探索AI农业新模式，为上游种植业输出智能化方案，推动农产品品质提升和供需稳定

◆ 生鲜电商战略：通过大数据等技术，将农产品供需进行高效对接

◆ 打造京东农场：对农作物耕种管理收获全过程实施精准化、数字化管控

◆ 建立京东农场专属线上平台“京品源京东自营旗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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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网络零售超级单品逐渐成熟，新电商成为市场新引擎。
➢水果超级单品方面，新电商平台渠道与传统电商平台渠道已成抗衡之势，如拼多多平台柑橘、苹果、芒果的网络零售量占全网同品

类的38.6%、44.35%和32.3%。电商农产品供应链的逐渐完善，让各类时令水果的流通半径显著扩大，走入更多消费者的餐厅。
➢网红单品小龙虾，传统电商平台渠道仍占据绝对优势，天猫、淘宝、京东的小龙虾零售量占比分别为48.0%、18.4%、10.0%，而

新电商平台渠道市场份额也急剧扩大，如拼多多平台的零售量占全网19%。

渠道：新电商平台成为催生超级单品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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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网络零售苹果主要来自陕西、山西、山东、新疆、甘肃5省优势产区

➢陕西、山西、山东、甘肃、新疆产地的苹果网络零售额占比均超过10%，5省共占到苹果网络零售额的81.7%。

➢山西运城市产地的苹果网络零售额占比达17.4%，全国领先；山东烟台市、新疆阿克苏地区、甘肃天水市、陕西渭南市、陕西西安市产地

的市场份额紧随其后，也超过了9.5%。

苹果TOP10省份产地

排序 城市 零售额占比 所属省份 排序 城市 零售额占比 所属省份

1 运城市 17.4% 山西 11
凉山彝族自

治州
1.6% 四川

2 烟台市 13.0% 山东 12 宿州市 1.5% 安徽

3 阿克苏地区 10.7% 新疆 13 平凉市 0.8% 甘肃

4 天水市 10.0% 甘肃 14 铜川市 0.7% 陕西

5 渭南市 9.6% 陕西 15 陇南市 0.6% 甘肃

6 西安市 9.6% 陕西 16 三门峡市 0.5% 河南

7 徐州市 4.1% 江苏 17 临汾市 0.4% 山西

8 延安市 3.8% 陕西 18 庆阳市 0.3% 甘肃

9 咸阳市 3.6% 陕西 19 大连市 0.2% 辽宁

10 昭通市 3.1% 云南 20 丽江市 0.2% 云南

苹果TOP20产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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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四川产地柑橘网络零售遥遥领先

➢四川、广西、江西、湖北、湖南产地的柑橘网络零售额占比均高于5%，5个省份占比达76.5%。

➢四川成都市产地的柑橘网络零售额占比达22.4%；四川眉山市、广西南宁市、江西赣州市、湖北宜昌市产地的市场份额紧随其后，占比都

超过了8.0%。

排序 城市 零售额占比 所属省份 排序 城市 零售额占比 所属省份

1 成都市 22.4% 四川 11 郴州市 1.2% 湖南

2 眉山市 11.4% 四川 12 肇庆市 1.0% 广东

3 南宁市 11.2% 广西 13 柳州市 1.0% 广西

4 赣州市 9.7% 江西 14 玉林市 0.9% 广西

5 宜昌市 8.2% 湖北 15 昆明市 0.7% 云南

6 怀化市 3.6% 湖南 16 宁波市 0.6% 浙江

7 玉溪市 3.3% 云南 17 资阳市 0.5% 四川

8 内江市 2.1% 四川 18
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
0.5% 云南

9 桂林市 1.6% 广西 19 梧州市 0.3% 广西

10 台州市 1.3% 浙江 20 海口市 0.3% 海南

柑橘TOP10省份产地 柑橘TOP20产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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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网络零售小龙虾78.9%来自湖北、江苏优势产区

➢ 湖北、江苏产地的小龙虾网络零售额占比分别为52%和26.9%、安徽、四川、山东、湖南产地占比均超过2% ，6省市场份额共计92.7%。

➢ 湖北荆州市产地的小龙虾网络零售额占比达38.9%，远超其他城市；江苏泰州市、江苏淮安市、四川成都市、江苏宿迁市产地的小龙虾市

场份额紧随其后，也超过了3.0%。

排序 城市 零售额占比 所属省份 排序 城市 零售额占比 所属省份

1 荆州市 38.9% 湖北 11 滁州市 1.3% 安徽

2 泰州市 12.6% 江苏 12 益阳市 1.1% 湖南

3 淮安市 4.4% 江苏 13 济南市 0.9% 山东

4 成都市 3.6% 四川 14 苏州市 0.8% 江苏

5 宿迁市 3.4% 江苏 15 青岛市 0.8% 山东

6 合肥市 2.7% 安徽 16 连云港市 0.7% 江苏

7 盐城市 2.2% 江苏 17 烟台市 0.6% 山东

8 武汉市 1.8% 湖北 18 德阳市 0.5% 四川

9 常州市 1.7% 江苏 19 大连市 0.5% 辽宁

10 荆门市 1.4% 湖北 20 长沙市 0.4% 湖南

小龙虾TOP10省份产地 小龙虾TOP20产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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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云南黑茶占网络零售市场近70%的份额

➢ 云南产地的黑茶网络零售额最高，远超其他省份；广东、福建、湖南的零售额占比均超过5.0%。

➢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生产的黑茶最畅销，其网络零售额占比达34.6%；其次是云南省的昆明市、广东省的江门市，零售额占比均超

过10.0%。

排序 城市 零售额占比 所属省份

1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34.6% 云南

2 昆明市 15.6% 云南

3 江门市 10.8% 广东

4 普洱市 9.3% 云南

5 泉州市 8.9% 福建

6 临沧市 6.7% 云南

7 大理白族自治州 2.5% 云南

8 黄山市 0.6% 安徽

9 杭州市 0.4% 浙江

10 广州市 0.2% 广东

黑茶TOP10省份产地 黑茶TOP10产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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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苹果、柑橘的品牌集中度趋于提升

➢ 随供应链日益完善、品牌效应日益凸显，水果网络零售行业的品牌集中度呈现提升趋势。

➢ 苹果：2019年苹果零售额排名前100（TOP100）的品牌网络零售额占比达56.5%，相较2018年提高了11.5个百分点。

以拼多多为代表的新电商平台也涌现出一大批头部品牌，“芳业”“一起走吧”等苹果品牌迅速崛起。

➢ 柑橘：2019年柑橘TOP100品牌的网络零售额占比达27.3%，相较2018年提高了7.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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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小龙虾品牌集中度较低，黑茶品牌集中度略有下降

➢ 小龙虾：2019年小龙虾TOP100品牌的网络零售额占比达30.6%，相较2018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小龙虾TOP15品牌的网络零售额占比普
遍超过了0.3%，“红功夫”名列榜首，网络零售额占比达7.3%，“红小厨”、“星农联合”、“今锦上”网络零售额占比也超过了2%。

➢ 黑茶：2019年黑茶TOP100品牌的网络零售额占比达87.0%，相较2018年降低了3.3个百分点。黑茶TOP15品牌的网络零售额占比普遍超过
了1%，其中，白沙溪、安化黑茶零售额占比均超过了10.0%。

小龙虾品牌零售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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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明

➢本报告根据国家统计局、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欧特欧咨询等多渠道数据进行分析，覆盖了天猫、淘宝、京东、苏宁易购、拼

多多等十余个全国性主流电商平台，以及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新零售渠道的农产品网络零售监测数据，形成了本报告研究成果。

➢本报告中界定的农产品以初级农产品和初加工农产品为主，也包括部分与农业农村发展密切相关的深加工农产品和食品。分类

上，主要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同时为了数据采集的便利性和可靠性，参考了国内一线电商平台

销售端的商品分类，采用二级分类体系，共涉及8个一级农产品品类，48个二级农产品品类。将平台所有商品分类按体系标准

进行划分归属，后期随数据采集方式优化，将进一步调整和细化农产品分类标准。

➢本报告中界定的农村地区为下辖行政单元为乡（镇）、村的县级行政单元（包括县、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

区，以及贫困县），共计涵盖1933个县级行政区域，监测统计了注册地在上述县级行政区以内的电子商务商户销售农产品的

情况，以反映农村地区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出村进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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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获取方式

➢纸质版报告可扫描二维码填写邮寄地址申领。

➢ 更多报告内容可在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出村进城专题网页（http://www.moa.gov.cn/ccjc/）查看

http://www.moa.gov.cn/ccj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