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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精准扶贫不断深入，扶贫面不断收窄，扶贫形式及内容日趋复杂，脱贫攻坚

进入“最后一公里”。本文聚焦电商扶贫创新为主脉络，重点选取甘肃省中天创客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经验总结法与探索性研究，深入分析传统电商扶贫

的现状和痛点。理论上系统地总结出以电商技能实训为抓手，以全国供应链和全国市

场为依托创新的“两头在外”商业模式，实践上解决传统电商扶贫模式在电商基础设

施落后、电商人才匮乏、物流仓储体系不完善的深度贫困地区里，不可持续、难以开

展的现状和痛点，并创新传统的扶贫模式，构建出“两头在外”电商扶贫新模式，带

动精准脱贫。 

 

关键词：电商扶贫、创新研究、两头在外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scop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narrowed, and the forms and contents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lex.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campaign has entered the “last kilometer”. This paper focuses on e-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novation selects Gansu Zhongti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experience summarization and exploratory research,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ain points of traditional e-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Theoretically and 

systematically we summarized the e-commerce skills train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national supply chain and the national market as the basis of innov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and final product market are both outside” business model. In practice, we solv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ain points of traditional e-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that is 

unsustainable and difficult to carry out in the deep poverty areas with backward e-commerce 

infrastructure, insufficient e-commerce talents and imperfect logistics and storage system. 

A new e-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of “supply chain and final product market are 

both outside” model is innovated to driv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Key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by E-commerce, Innovation Research, Supply Chain and 

Final Product Market Are Both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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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式背景说明 

1.1 研究背景 

随着中央政府提出 2020年是完成脱贫攻坚目标的最后一年，剩下的贫困地区大

多是脱贫路上的“硬骨头“，在此关键时期，传统电商扶贫难以发挥其电商人才培养、

物流配送全面覆盖等扶贫优势。不少深度贫困地区出现电商基础设施落后、电商人才

匮乏等问题，使销售农特产品为主的传统电商扶贫模式陷入瓶颈。 

福建省作为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拥有完备的电商物流体系、丰富的商品

供应链和广阔的消费市场，在国家政策支持和社会力量参与下，探索出大量造血式新

型电商扶贫模式，积累了创新电商扶贫领域商业模式的宝贵经验。例如，厦门市依托

厦门中达电商园，对口帮扶甘肃省临夏州，开展以电商技能实训为抓手，以全国供应

链和全国市场为依托的“两头在外”电商扶贫新模式，取得根本性的脱贫成效，其完

全具有向其他深度贫困地区推广复制的可行性和社会价值。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电商扶贫是我国开展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但在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面

对电商基础设施落后、电商人才匮乏和物流体系不完善的深度贫困地区时，却难以发

挥作用，使得这些硬骨头依旧卡在全面脱贫 2020这一关键时间节点。因此，针对这

些“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的深度贫困地区，我们希望总结出针对当地贫困户，符合

当地特点和实际的电商扶贫新模式，推动如期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具体研究目的如下：根据传统电商扶贫模式的现状和痛点，分析深度贫困地区开

展电商扶贫的主要瓶颈，结合中天创客商业模式创新的先进经验和措施，构建“两头

在外”电商扶贫新模式。 

 

1.2.2 研究意义 

在“三州三区”等深度贫困地区，传统电商扶贫模式发展陷入瓶颈，面对当地农产

品生产特点制约、电子商务基础设施落后、配套资金不足、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广等

问题，难以取得具有实效的、可持续的脱贫致富成果。电商扶贫行业亟需探索出适合

符合深度贫困地区特点、适合贫困人员、可持续造血扶贫的商业模式。 

本文通过整理福建省开展电商精准扶贫取得的先进经验，总结出针对深度贫困

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电商技能实训，提供商品供应、物流服务和市场信息的电商

扶贫新模式。通过对传统电商扶贫模式转型升级为“两头在外”电商扶贫的商业模式

创新研究，进一步总结出在全国其他深度贫困地区开展电商扶贫的新路径，为实现造

血式扶贫，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作出贡献。 

 

1.3 电商扶贫概念界定 

“电商扶贫”概念最早由汪向东（2011）提出，并于 2014 年系统地对概念进行明

确界定，认为电商扶贫即电子商务扶贫开发，就是将日益主流化的电子商务纳入扶贫

开发工作体系，直接作用于扶贫对象，创新扶贫开发新模式，改进扶贫开发绩效的理

念与实践，并包含直接到户、参与产业链和分享溢出效应这三种模式，简称“沙集模

式”。 

而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各种电商扶贫模式也是各式各样，包括：温州模式

（李柱，2011）；青川模式、义乌模式（唐家琳，2013）；遂昌模式（阿里巴巴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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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2013）；兰田模式（任君翔等，2012）；赶街模式（赶街网，2014）等，这些模式

虽然具体运营方式不同，但都旨在促进农村地区电子商务的发展、加快农村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构建电子商务平台、纠正贫困户对电商的偏见、依靠电商平台对接贫困户、

帮助售卖特色农产品进行电商帮扶。 

综上所述，本文对传统电商扶贫模式进行整理总结，以创新电商扶贫模式的中天

创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电商扶贫典型案例，进一步填充电商扶贫概念。本文认为电

商扶贫即充分利用电子商务特点，将主流化的电子商务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充分分析

西部贫困地区贫困原因，并采用强有力的解决实措，直接作用于扶贫对象，开发电商

扶贫新模式。 

 

2. 传统电商扶贫模式的现状及痛点 

2.1 传统电商扶贫模式的历程 

随着“互联网＋”战略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推进，电子商务在我国迅猛发展，各类电

商企业意识到农村将成为电商领域的新蓝海，开始投入资源布局农村电商市场。在电

子商务企业带动下，当地贫困村民开始接触互联网，部分农村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

人数不断增多，逐渐形成“淘宝村”。尤其在我国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数量超全国

一半以上的中西部农村，通过向东部发达地区学习先进电子商务理论技术和操作技

巧，能够在脱贫致富中发挥极高效用。 

 

 

资料来源：本文分析整理 

图 1. 传统电商扶贫模式发展图 

 

总而言之，电子商务发展带来的经济效应不仅仅是带动当地产业发展，更多是带

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电商扶贫的历程也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从网络贩卖农产品，

到带头学习电商技术与操作的电子商务领头羊，再到联合当地村镇形成“淘宝村”，

最终形成产业联盟。传统电商在扶贫领域帮助贫困县连接大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帮

助贫困人群就业创业，提升能力，增加收入，达到电商减贫作用，最终实现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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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2017年 

图 2. 电商减贫作用机制 

 

 

 
资料来源：二手资料 

图 3. 电商精准扶贫路径 

 

2.2 传统电商扶贫模式措施 

2.2.1 对接到贫困户、贫困村 

电子商务企业通过教育培训、资源投入、市场对接、政策支持、提供服务等形式，

推动贫困户、贫困村直接以电子商务交易实现增收，达到减贫脱贫的预期效果。其中，

最典型的方式是在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向贫困户提供网店，直接助其线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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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文分析整理 

图 4. 传统电商扶贫措施图 

 

2.2.2 电子商务产业链构建 

贫困地区政府大力支持电商扶贫，通过当地从事电子商务经营的龙头企业、网商

经纪人、大户、产业专业协会与地方电商交易平台等，构建起面向市场的电子商务产

业链，牵头引导贫困户利用电子商务开店或就业，从而达到减贫脱贫效果。此方法不

仅带动某地区行业经济发展，也帮助众多贫困户增收。 

 

2.2.3 发展产业溢出效应 

随着电商规模化的发展，规模经济效应很快会对一定区域产生积极影响。当地原

有的贫困户即使没有直接或间接参与电商产业链，也可从中分享发展成果。让具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不仅很容易在网销产业链中找到发展机会，而且电商带动新型城镇

化进程。建筑、餐饮、交通、修理等服务业快速发展，提供大量就业、创业机会；道

路、卫生、光纤入户、水电、公共照明等城市基础设施改善，电商园区建设给农民带

来住房条件的改善和服务便利化。这不仅惠及包括失去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在内的所

有村民，也让他们享受到电子商务发展的溢出效应带来的改变。 

 

2.3 传统电商扶贫模式的主要问题 

2.3.1 电商专业人才匮乏，贫困地区电商基础差 

(1)缺乏电商扶贫专业性人才 

电商扶贫涉及着整条电商链，从生产、推广到销售、物流再到维护、管理，均需

各类人才；而技术型、专业型人才，更多的选择在城市谋求发展，不愿留在农村。专

业人才不断流失，农村“空心化”问题突出。 

 

(2)电商专业人才培训难度大 

大多数贫困户因为自身知识储备不够和外部条件先天不足等原因致贫，贫困人

口不接受新的事物，操作能力薄弱，开展技术培训难度大。 

 

(3)电商意识薄弱，合作积极性不高 

一方面，由于区域基础条件的限制和自身思想的固化，网购、电子支付等概念对

贫困地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计算机操作能力很低的居民来说十分陌生，宁愿去小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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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集市消费，也不愿网上购物，缺乏电商理念和互联网思维。另一方面，部分贫困

地区长期过度贫困，农民习惯性得过且过，无实在的追求和脱贫想法，更倾向于接受

政府扶贫政策补贴，缺乏独立自主的意识，对电商扶贫政策，缺乏合作意向。 

 

2.3.2 电商扶贫资金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 

(1)开展电商扶贫的资金匮乏 

由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个体农户资金有限、电商前期投入成本高、收

入回报周期长、农产品生产销售有风险、农村的融资途径单一、不完善的产供销合作

体系、金融机构在贫困地区电商扶贫资金支持方面缺乏主动性等问题，造成了电商扶

贫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 

 

(2)开展电商扶贫相应基础设施不完善，大部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普遍落后和匮乏 

第一，贫困地区的网络覆盖率普遍偏低，光纤入户率不高，农村网络服务覆盖率

低下，网络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使电商扶贫变得十分迟缓；第二，运输周期长、物流设

施不全，直接导致市场无法打开，没有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无法形成产业规模，无法

发挥聚集优势；第三，贫困地区普遍缺乏先进的储运保质设施和手段，使农产品在长

时间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存在质量隐患。 

 

2.3.3 电商扶贫产业基础薄弱，贫困地区农产品品牌化程度低 

电商的核心是产品，产业基础是电商发展的前提。对于面临土地资源、水资源严

重短缺的问题贫困地区，不论是种植业、养殖业还是其他产业都难以发展，使得关乎

农户收入和竞争力的产品质量与品牌化程度，在资源的短缺，加工、包装、质检这些

基础工作上难以形成产业基础。即使有些贫困地区有优势较大、质量较好的产品或原

料，无法得到加工生产，品牌培育度不够，电商销售难度增大。 

 

3.商业创新模式 

3.1“两头在外“电商扶贫模式 

“两头在外“电商扶贫模式以电子商务为抓手，解决了东西两地政府探索贫困群

众就业、增收和脱贫的新思路，与西部地区缺乏电商产业基础之间形成的矛盾，是电

商扶贫行业的创新型商业模式。 

一方面，整合沿海的供应链和电商产业发展经验沉淀下来的培训资源，作为西部

地区产业发展的强支撑；另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创业成本较低，可充分利用待发展地

区的劳动力资源，并吸引农民工、大学生返乡创业，进一步缓解区域人口老龄化和留

守儿童问题。 

培养专业的电商人才是电商扶贫的前提，提升贫困地区人民自身的脱贫能力，带

动更多贫困人口获得发展空间，“两头在外“电商扶贫模式利用沿海成熟的产业发展

积累下的电商资源，培训贫困地区电商人才，整合沿海成熟且高度互联网化的产品供

应链资源，实现西部贫困地区人民的快速造血式脱贫。 

 

3.2 “两头在外“电商扶贫新模式的构建  

“两头在外“电商扶贫模式对口帮扶甘肃建档立卡贫困户青年群体，以贫困青年

电商人才培养为抓手，探索贫困青年就业创业，促进增收和脱贫的新路子。该模式通

过整合东部成熟的供应链和电商实训资源，以“培训、就业、创业”服务为核心，培

育优质电子商务支撑体系人才，通过供应链在外与市场在外的“两头在外”电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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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使没有产业基础和市场的西部贫困地区，可以利用电商平台将产品卖向全国市

场，帮助当地贫困青年就业、创业、增收和脱贫。 

 

 
资料来源：本文分析整理 

图 5. 电子商务支撑体系 

 

甘肃中天创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首家将传统电商扶贫模式创新为

“两头在外“电商扶贫模式的企业，通过此类模式，该项目不到一年时间共计培训优

质电商人才 500多名，带动 208人就业创业，累计开设电商店铺 193家。 

 

 
资料来源：本文分析整理 

图 6. 中天创客“两头在外”电商扶贫商业模式 

 

中天创客通过“两头在外”电商扶贫新模式，柔性整合全国供应链，卖向全国市

场，解决了销售产品单一等问题。以电子商务为抓手，建设电商孵化基地和开展电商

青年实训相结合，采取“培训—就业—创业”，打造“四个平台”的“互联网＋”产

业协作模式。当贫困户技能学成之后，可为平台输出劳务、技术等资源，解决其就业

问题，这些人在完成岗位工作任务之余，也利用平台资源开设淘宝店铺增收，协同发

展，这是由贫困户和企业共同创造的市场机会，突破传统的扶贫模式“授人以鱼”，

以“授人以渔”带动精准脱贫，“给大家造鱼塘”，带动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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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业价值体现 

“两头在外”的商业模式既拥有全国成熟的刚需产品供应链，又面向全国市场，

进一步充分利用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农民工、大学生返乡创业，进一步缓解

区域人口老龄化和留守儿童问题。“培训—就业—创业”的培养路径增长贫困地区青

年知识，打破固有认知。以东部青年带动西部青年就业创业，东西协作，为“脱贫攻

坚最后一公里”齐心协力，共赴前行。 

透过上述讨论不难发现，此模式可以灵活多变的运用于其他建档立卡户与低学

历、低资本的草根创业青年，适用范围广，发展空间大，同时，该模式针对性地解决

了贫困地区人民对电子商务缺乏足够认知、缺乏环境、政策、资源等方面的有效措施、

缺乏专业电商运营企业和配套的物流快递企业、没有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无法形成产

业规模、无法发挥聚集优势、电商基础发展滞后、电子商务人才匮乏等传统电商扶贫

行业的痛点问题。 

“两头在外“的商业模式，以电子商务技术为发展手段，以扶贫摘帽为最终目的，

打通了贫困地区商品的流通渠道，帮助贫困群众进行专业化的产业脱贫，有意识地开

拓电商渠道和培养电商运营人才，为西部贫困地区的电子商务应用普及和服务支撑

体系的建立提供智力支持，培养西部贫困地区电子商务土壤，进而推动当地特色产品

线上销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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