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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语

由吉林参威科技有限公司投资20亿元的快大人参交易市

场于2014年开工建设，项目占地810亩，集人参加工、仓储、交

易、物流、科研、监测、电子商务于一体，目前已完成投资8亿

元，入驻的人参流通企业、商户700多户，年交易额达到48.98

亿元，交易总额占南长白山区的40%，建成全国最大的恒温冷

库，冷链仓储人参现货价值20亿元。通化县人参市场交易规

模全国第一，交易量位居全国首位。如此庞大的交易额离不

开销售平台共享的推动，因此以通化县人参交易为例研究信

息平台共享在农产品销售中的作用有其代表性。

目前，我国农产品销售还面临诸多问题。销售形式面临

改革。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各行各业，尤其是

销售业都顺应时代的潮流产生了不少的变化，各种新型的营

销方式层出不穷。在互联网大潮下，究竟什么样的销售方式

更胜一筹，农户们都在探索。信息不对称，供给和需求不能有

效结合，导致小农户找不到合适的销售渠道，在供应链中处于

弱势。小农小户独立经营，导致资源浪费，成本升高。小农户

在购买农资和销售农产品时，购买量和销售量很小，在价格上

不占优势，也浪费了人力物力。

二、平台共享在通化县人参产业园的初步实践

1.以新媒体产业为依托的“直播形式”销售平台共享

电商与新媒体直播结合，扩大销售范围。直播卖货是近

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的销售方式。随着直播行业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人养成了看直播的习惯，一些知名度较高的“主播”

也拥有了自己的粉丝群体。因此一些“主播”开始不满足于直

播所挣得的“打赏”收入，而通过“直播卖货”的方式盈利。在

通化市快大人参产业园中，商户将“直播卖货”的形式与人参

等名贵药材的销售相结合。利用网络直播受众多，方便快捷

的优势，扩大人参销售的渠道和范围，大大提高销量。直播渠

道共享，“赏金主播”专人专职，提高效率。在通化县快大人参

产业园内，人参及名贵中药材的直播销售方式不同于一般的

直播销售模式。普通的直播销售模式一般是“主播”自产自

销，或是自行从上游渠道中购买再加价销售。在快大人参产

业园中，产业园招募了一批专职“销售主播”，这些主播不需要

拥有货源，只需要经过专业人参知识的培训，即可在产业园内

直播销售。他们只需要在产业园内的各个商铺间游走，向直

播观众展示和介绍不同的人参和药材产品，观众选中即刻付

款，然后商铺老板打包发货。“赏金主播”从最终售价中抽取一

部分作为收入。专业的“主播”拥有娴熟的销售技巧和沟通经

验，可以保证最高效率让观众了解并购买产品，而商户通过产

业园提供的共享平台即可达成销售目的，节约成本，提高效

率。

共享的直播平台，一方面实现功能细化，在销售环节中各

个角色各司其职提高效率。商户不需要浪费时间发展新的销

售渠道，不影响其他的销售业务。“赏金主播”有良好的粉丝基

础和直播销售技巧，能够最大效率地销售人参及药材产品。

另一方面，“主播”也不需要囤积货物或是自行采购，降低了

“主播”销售的风险，从而降低“赏金主播”的销售成本，有更多

“主播”愿意参与其中。同时，对于消费者来说，比起一般的直

播销售模式，这种共享的模式更有助于进行不同产品的比较

和对比，更放心和安心。

2.构建人参销售网络，打造人参销售平台

快大人参产业园占地面积543498平方米。人参交易市场

15万平方米，共有商户791户，可容纳日交易量150多万斤，各

类人参产品及周边特产种类齐全。依托人参产业园巨大的资

源，建立“互联网+企业运营+金融+物流+农户”的一条龙式电

子商务平台——“参多多”，实现人参产品及制品的电子交易、

物流配送、融资贷款等全网络运营管理，其运行原理如图一所

示。在通化市大力实施“五转”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

提下，搭建一个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营销及创业平台，并

成为全国首家“人参网络村”。在网络经济迅速发展的环境

下，人参及人参产品还大多属于实体经济范围，而“参多多”平

台的搭建有助于人参交易走出这种困境。顾客可以通过网络

直接在商城中挑选人参产品进行下单，由快递直接送货到家。

这种人参交易的方式不仅方便了顾客，商城提供的售后服务

和自营保正品等服务也减少了顾客的后顾之忧，而且会为商

家带来更多的客源，增加销量，降低销售成本，从而增加利润。

3.举办人参交易集市，共享人参销售平台

快大人参产业园每隔一段时间便会举行人参交易集市，

在集市中会有来自全国各地顾客前来购买人参以及相关产

品。人参产业园中人参及其相关产品种类十分丰富，而且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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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会为前来购买人参的顾客提供系列服务比如免费提供住

宿，这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参加集市，扩大了集市的影响。人

参交易集市能够把零散的人参需求集中起来，实现交易信息

的共享，借助信息共享实现了人参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减

少了无用供给，降低了供过于求出现的概率。

三、平台共享在农产品销售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公众对直播售货存在误解，主播鱼龙混杂

由于直播售货是近几年随着直播平台的发展而逐渐兴起

的一种新兴售货方式，公众对其还不够了解，再加上某主播出

售虚假产品被捕等新闻的层出不穷导致原本就不够了解的公

众丧失对直播售货的信任。直播平台门槛低，有一台能上网

的手机便可以进行网络直播，这种便捷一方面为直播售货带

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门槛低导致主播

鱼龙混杂，很多主播不少卖假货，欺骗粉丝，极大降低了公众

好感度。

2.“参多多”交易平台还在建立初期，配套服务不够健全，

入驻商户少

“参多多”交易平台于2018年10月16日正式上线，还处于

建立初期，入驻商户仅有几家，网站的活跃量较低，知名度不

够，许多人还不知道“参多多”商城的存在。借助“参多多”进

行共享的销售信息还十分有限，对实际人参交易的还没有发

挥出该有的作用。

3.人参电商平台较小，网站设置方面存在问题

人参的销售状况与其平台的建设有直接的关系，目前，我

国的人参网络销售平台还比较小，主要限于“参多多”商城这

种交易网站，没有抓住如今网上销售的主要平台，如淘宝和京

东等老牌电商 ，服务的群体比较有局限性，这对其规模的扩大

有很大的影响。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

1.规范直播售货渠道，完善主播审查制度

针对主播鱼龙混杂的问题，要完善主播审查制度，对应聘

成为或已经成为销售人参的主播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不给

予和取消有诚信问题的应聘者和欺骗粉丝主播的销售人参的

资格，增加公众对于在产业园直播销售人参方式的好感度。

2.整顿人参供应模式，优化信息系统

争取将“参多多”打造成流畅的网络系统。目前我国的人

参供应途径比较单一，所以，要建立相应的平台用以推广产

品。首先，完善网络系统的建设，通过优化网络系统，形成网

络技术发达的商品销售途径，并且政府部门要给予供应链一

定的支持，如可以适当降低人参的税收，使其能更好地走向市

场。然后通过互联网技术，借助“参多多”平台建立生产连锁

店，扩大销售范围。同时还可以扩大快大人参产业园的知名

度，为定期举行的集市吸引更多的客源。

3.完善技术更新，加快共享平台建设

软件环境方面，在进行信息共享平台构建的过程中，要关

注信息交互的友好性，便于人参供应链各个节点之间生产信

息共享的便捷性，同时也要不断对软件进行更新升级提升生

产信息共享的效率；网络环境方面，互联网技术是优化网络环

境的主要保障，定期对信息共享平台的网络环境进行改造和

升级，减少平台由于网络不畅导致的信息共享效率低下的问

题。既要关注信息共享平台的研究技术，也要为保障平台提

供健康的运行环境，加强对信息共享的预测和控制，降低共享

的成本和风险。

4.降低费用吸引商家进驻网络平台，扩大网络交易平台

规模

通过降低入驻费用或者免费，甚至提供相关帮助和支持

的方式来鼓励更多的小商户入驻“参多多”线上人参交易平

台，以扩大规模。与此同时，设立线上“人参节”，或是旺季优

惠，以此吸引企业和个人用户。形成足够规模的互联网销售

平台后，全国各地的需求就能得到及时反馈，应用到来年的生

产当中去。同时，网络平台可以跟其他的产业园竞争，从而扩

大市场范围。

结语

通过销售信息共享，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商家及其产品，

利用网上销售人参，引导消费者到线下进行实体销售。智能

化人参销售平台的构建，能够改善人参销售现状、提高人参品

质、降低人参供应过剩和提高参农及商户生产效益，从而推动

人参产业信息化、品牌化、产业化和智能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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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人参销售信息共享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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