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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10月上市，你现在就可
以下单。”7月15日，青岛万家农户
葡萄专业合作社销售部经理孙磊在
网上回复网友的询问。

孙磊说，消费者现在在网上预
定，到 1 0 月葡萄成熟时，合作社便
会采摘、发货。两三天之后，购买者
就可以享用到来自原产地最新鲜的

“泽山一号”葡萄。这就是目前生鲜
类农产品最为火爆的销售方式———
网上预售。

预售能节约成本

减少损耗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大力发
展农产品网上交易、连锁分销和农
民网店。一时间，生鲜类农产品成为
大小电商追逐的热点，其中，网上预
售成为主要销售方式之一。

现在，虽然苹果还挂在树上，张
永辉就在网上张罗着卖苹果。这个
潍坊裕辉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当家
人，已有多年的网上销售经验，预售

是第二年。“先订购，后采摘，再发
货，这是预售的基本流程。”张永辉
说，通过网络平台，消费者先支付2

元定金可预订 1 件 ( 1 0 斤 ) 苹果，8

月中下旬，购买者支付尾款，收到货
款后，他就组织社员开始采摘、分
拣、筛选、包装，然后通过快递将苹
果送至消费者手中。

在张永辉眼里，网上预售好处
一箩筐。最大的好处就是节约了冷
库租金。冷库租金几乎是年年涨，让
他觉得有点吃不消。“前年入冷风库
每斤苹果的费用是一毛八，气调库
是每斤不到 3 毛，去年就分别涨到
了 2 毛和 3 毛。”每年一二十万元的
冷藏费成了合作社一个很大的负
担。从去年起，他将苹果网上预售
后，这块费用就减了不少。

预售的另一大好处是可以在短
时间内完成发货，减少损耗。张永
辉说，樱桃是一个典型的不耐储存
的果蔬产品，常温下从采摘到食用
的最佳时间在 3 天左右。实行预

售，果农可根据预订量来确定采摘
量，摘下来马上发货，损耗自然就
少。

“除了销售额的3%左右由网络
平台分成外，就没有其他费用了，而
且线上销售能确保款项准时到账，
不用再犯愁三角债。”张永辉说。

网店大小不同

销量天差地别

3 0 天，张永辉售出苹果 2 8 9

件。临沂兰山区的赵金泉就没有张
永辉幸运，他从今年年初起，就在
网上发布预售西瓜的信息，但到 7

月 6 日，仍然没有一个人下单。
刚开始，赵金泉把目光盯在了

产品的“源产地直供、新鲜采摘、绿
色有机”上。但真正创业后，他才意
识到，农产品电商生意很不好做。

赵金泉的网店只是一家芝麻小
店。店铺里只有一样产品——— 西
瓜，而且非常“简陋”，一张西瓜
照片外加三言两语的介绍。“在现

实中，有钱人光顾的是名品店，网
上也一样，他们常去的也是大网
店。”这样的芝麻小店自然难以吸
引高端生鲜果蔬的消费群。

单打独斗不行，赵金泉想到了
与其他电商联手，但作为新手，赵
金泉吃了不少亏。好的电商很难找
到，即使找到了，大的电商也常常
轻视合作社的规模和产品质量。这
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和一些小的电
商合作。“有些公司看我们是农
民，价格压得离谱。”赵金泉说，
有的电商提出的要求很苛刻，比如
有个电商曾找他采购 1 万斤西瓜，
前提是他要垫付全部货款并承担所
有产品损耗。

其实预售不顺的不止赵金泉一
人。7月17日，记者看到，就是在淘宝
网同一页面上，同样标注“山东预售
苹果”的147家店铺中，成交量也是天
差地别，有的30天预售1150件，有的
则寥寥无几，90%的卖家月销量不足
5件，66%的卖家销量为零。

破解推广瓶颈

抱团预售是捷径

6个月前，孙磊就把今年的葡萄
预售信息挂到了网上，但到现在，半
年多过去了，仍无一人下单。

这家位于平度市大泽山镇的合
作社，主要以实体批发为主。孙磊
之所以上网预售，只是希望能够依
靠自身稳定的货源，摸索一种新的
销售模式。“葡萄对配送条件要求较
高，预售时消费者也看不到实物，许
多人下单时自然会有所顾虑。”

“其实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
在于推广工作做得不到位。”张永
辉说，前两天，美国车厘子在天猫
搞预售的事就很说明问题。美国 5

个车厘子主产区联合在一起，请来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为其助阵，眼
瞅着 4 0 万斤车厘子很快就被预售
完了。回头看咱们，一个地方的特
色水果成熟的时候，网上卖家不
少，但都是单打独斗，自己拉客
源，打品牌，有时候还互相拆台，
给差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联合起
来，一起将产品推向其他地区呢？

其他生鲜电商也认为，在农民
保证品质的前提下，抱团进行网络
预售是一种推广捷径。在他们看来，
果农或菜农可根据预订量来确定出
货量，这种办法不仅降低了销售风
险，而且还减少了中间环节，利润更
高，产品的覆盖半径也更大。

因为长期从事自给自足的小农
经济，导致分工不足，中国多数村庄
的规模并不大。“阡陌交通、鸡犬相
闻”，是对传统村庄的生动概括。在
过去，往往一两个大家族就构成了
一个村庄。以山东的行政村为例，大
点的村庄有两三千人，小点的只有
一两百人，多数都在 500-2000 口人
之间。有个别地区，一个 3 . 6 万人的
乡镇却有 100 多个村，村庄的平均
人口只有两三百人。在地广人稀的
西部地区、山地地区，村庄的规模
更小。随着农村“空心化”的加
剧，村庄的实际规模更是小得可
怜。

不是说小村庄就没有希望，而
是小村在经济发展、社会管理上成
本更高，不占优势。从国内来看，
发达村庄很少是仅有几十户的小
村，一些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村庄，
往往都是些大村。因为村庄规模越
大，涌现人才的机会越大、购买公

共产品的平均成本越低。从日本的
经验来看，村庄合并也是一个大趋
势。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曾有三次
大规模的市町村合并。仅在2003年
到2010年底，日本市町村的数量从
3229 个减少到 1727 个，缩减了近
一半。在这个过程中，人口较少村
的数量逐渐减少，人口较多村的数
量不断增加。合并之后，裁撤了管
理人员，降低了自治成本，农村中
图书馆、体育馆等公共设施的利用
率上升了。在国内，也进行过类似
的合并，但是力度和范围不如日本
这么大，单个村庄的规模还是太
小。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一个两三
百人的村庄，连最基本的村间路面
硬化、自来水“户户通”的资金都无
力筹措，更不用提发展集体经济了。
可以说，大村庄才有大未来。

要实现“大村庄”，不仅要集
中居住，还要进行深层次的产权制
度改革。村庄合并，要将村庄的经

济功能与社会管理功能剥离，将村
民与股东相区分。改制后，村庄的自
治组织主要从事社会管理职能，在
完成政府交办事项，如社保、治安等
事务外，还要发展一些公益事业。以
大村庄为前提，随着城乡统筹发展
的推进，一般公共服务由公共财政
负担，向农村延伸，在公共交通、水
利、教育等方面做到城乡同一水准。
除了“吃标准餐”外，村庄还可“开小
灶”，兴办各类事业，如本地民间文
化保护、农业技术培训、旅游业推介
等。兴办这类事业，其财源应来自于
上级政府的财税返还，也可通过事
业立项，争取上级的补助金。村庄自
治主体，还应有法律所赋予的自主
财源，例如对旅游景区、沙石采挖
厂、工业企业等可直接征税，因为这
类企业对所在社区具有负外部性。
例如在苏南一些村庄，村集体已经
在按照企业开票收入的固定比例，
以“管理费”的名义获取财源。

随着村庄规模的扩大、功能的
丰富，村庄自治机构要聘请专门的
技术人员进行管理。以日本为例，
日本农村自治机构雇员的薪资水
平，与国家机关雇员的薪资水平差
不多，一些技术性职务的报酬还要
高于国家公务员。只有这种高薪
资，才能吸引年轻人留在农村地区
工作。对于现在的大部分村庄来
说，年轻人的离开，使得村庄愈发
没落，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另外一
些地方，一些在外能人衣锦还乡，
不计较什么报酬，倒是将一些村庄
治理得非常出色。农村自治组织，
需要和其他职业岗位竞争人才，要

靠薪酬、成就感和职业环境打动年
轻人，不能仅仅靠乡土感情。

中国现在也有一些超级村庄，
凭借一些大型企业，有了高标准的
福利设施，有了高素质的管理团队。
但是，这些超级村庄的模式不可复
制，今后也更难复制——— 只要稍加
了解，就会发现这类超级村庄的发
家史，几乎都可上溯至大办乡镇集
体企业时期；最近一些年崛起的，多
数是城郊“卖地生财”村。因此，要办
更多的事，要更多地自我积累，必须
要将村庄的规模扩大。

现在，一些地方正在做村庄合并
这项工作，将有条件的几个小村合并
成大村，让公共服务下乡，让产权进
一步明晰，形成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尽管动机曾经遭人怀疑，尽管出现了
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个方向始
终是没错的，成功的例子也数不胜
数。村庄合并这一点，动摇不了。

◎新农村建设系列评论之二

大村庄才有大未来
本报评论员 花宇

生鲜农产品网上预售，课题一箩筐
如何做好推广，如何抱团营销，如何避免陷阱，都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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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山西省潞城市中华东大街
服务热线： 8008065189 4006536111
公司网址： www.tianjigroup.com

天天脊脊化化肥肥头头条条新新闻闻大大赛赛

中中国国驰驰名名商商标标

平均 40% 左右的毛利，不断把人
们的眼光吸引到网上生鲜产品销售上
来。短短两三年时间，一批批电商倒下
去了，但一批批新的电商又争先恐后
地冒了出来。其中既有如天猫、京东、1

号店等电商大佬，也有大大小小的合
作社、家庭农场及个体农户。

采访中，记者就碰到一个这样
的合作社。合作社地处胶东，生产
大樱桃和苹果。今年4月，这个合
作社和一家电商合作，在网上预售

大樱桃，结果遇到了麻烦。
合作之初，电商以合作社的生

态大樱桃为卖点，吸引来大量消费
者下单。只是后来，市场上大樱桃
价格大幅下滑，电商与合作社重新
商谈樱桃价格时没有谈拢，合作告
吹。最终电商以一半不到的价格向
另外的合作社采购了大樱桃。

当消费者以预售价拿到樱桃
后，发现樱桃不仅个小，新鲜度也
差，消费者大为不满。合作社认为这

大大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多次与电
商沟通，但一直没得到满意的答复。

以上内容均为合作社负责人所
述。偏听偏信是新闻从业者的大忌，
所以记者曾试图联系另一方，但未能
联系上。采访不到另一方当事人，记
者无法对这件事作出判断。只是如果
这件事是真的，大家会怎么看呢？

在商言商，无可非议，只是君子
爱财，要取之有道。网上生鲜销售既
是个大行业，又是个长期没做好的

行业。之所以长期没能做好，有人认
为这个行当涉及到供货、保鲜、配送
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
题，都会影响到最终产品。其实，除
了上述因素之外，记者觉得还有一
个更重要的问题长期为电商们所忽
略，就是商品的货真价实。采访中，
有消费者表示，电商的宣传与实物
之间是否相符是他们最担忧的。作
为消费者，他们追求的一定是物美
价廉，但也接受物美价高，但无法容
忍的是偷梁换柱，以次充好，对销售
欺诈更是深恶痛绝。

货真价实，说白了就是要讲诚
信，诚信既应体现在电商与消费者之
间，也应该体现在电商与电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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