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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商务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本文件归口管理部门：辽宁省商务厅（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17号，024-86892298-9187）。

本文件起草单位：抚顺市富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抚顺市抚顺县苏子村，024-5410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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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农产品电子商务经营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县域农产品电子商务业务经营的基本原则、平台建设、商品信息发布、人员管理、物

流、质量溯源、经营风险等的原则和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县域农产品经营企业电子商务经营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811 电子商务基本术语

GB/T 35411 电子商务平台产品信息展示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811-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县域农产品电子商务 County-level agricultural e-commerce

以销售本县或周边县域所产出的农产品为主要业务的电子商务。

4 基本原则

4.1 当农产品不耐储藏或运输困难时，可在县域范围内建立电子商务模式。

4.2 保持农产品的“鲜”和“自然成熟”汇集消费需求大数据，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是县域农产品电子

商务模式的建设宗旨。

4.3 为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收益，县域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体现了“吃得到”“看得到”的特点。

4.4 休闲农旅是助推县域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的发展目标的一种模式。

4.5 统一的质量标准、统一的包装是外在特征。

4.6 宜结合“品牌馆”“特色馆”等线下展示馆建设。

4.7 通过开展到店自提、互动活动，增加客户体验感。

4.8 建设县域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可考虑平台建设、商品信息发布、人员管理、服务质量、物流管理、

分拣加工、质量安全溯源管理等因素。

5 平台建设

5.1 硬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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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硬件系统建设时主要考虑服务器的托管或租赁，如经营品种、用户等信息量较少，亦可购买服

务器空间。

5.2 软件系统

电子商务软件系统可根据自身的经营特色设定功能。可考虑的功能包括：

——可追溯。实现生产节点数据和图片公布、二维码追溯、物流定点跟踪功能；

——基础管理。实现人员的权限分配、岗位设置，用户注册等功能；

——仓储管理。实现库存管理、储存环境管理等功能；

——财务结算管理。实现采购、直营、分销等过程的财务管理等功能；

——在线交易。实现在线的报价、下单、结算、支付等功能；

——电子门票系统。为实现休闲农旅的有关功能。

5.3 数据库

数据库建设时主要考虑：

——平台建设单位在防入侵、防攻击、备份、灾难恢复等方面的能力；

——平台运营后可选择适当技术进行数据库备份。

5.4 经营许可

建设平台时，主要考虑的经营许可可能包括：

——服务器托管或租赁时服务商的资质许可；

——经营品种主要为自产自销产品时的 ICP 经营许可或备案；

——备案的域名。

6 商品信息发布

6.1 农产品信息发布

可按收获时间、农产品成熟时间提前把农产品信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发布，发布的信息可参照GB/T

35411，包括：

——农产品品名；

——销售农产品时的规格；

——价格；

——产品介绍；

——产品图片；

——商标或品牌；

——支付方式和运输费用的说明；

——产品识别信息，如许可证、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商品条码，地理标志保护标识，自愿性认

证证书等；

——退换货条件；

——可能涉及到的警示内容或潜在危险说明；

——其他信息。

6.2 农产品信息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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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布的农产品信息，考虑其收获情况、成熟情况，可设置负责页面更新和维护的专门人员，一般

由客服人员负责。

7 人员管理

7.1 分类及职责

7.1.1 县域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中人员按管理层级可分为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其中：

——管理人员负责法律法规要求的工作、质量把关、制定标准和制度、岗位培训等工作；

——操作人员负责本岗位的作业、标准和制度实施情况反馈等工作。

7.1.2 县域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中人员按所从事业务可分为运营人员、客服人员、仓储人员。其中：

——运营人员负责产品商品信息发布、美工、活动、策划、详情页制作等工作；

——客服人员负责接订单、回访、处理投诉等工作；

——仓储物流人员负责入库、出库、库房管理、库藏管理、分拣、包装、装载、物流配送等工作。

7.2 能力提升

参加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组织的电商知识培训，是提高县域农产品电子商务人员能力的有效方式。

经营企业亦可通过招聘、轮岗等方式提升员工的能力。

7.3 能力评价

对人员能力进行评价，可考虑所在岗位的重要性、业务完成难度、客户反馈情况等因素，设定评价

的周期和频次。

8 服务质量

8.1 农产品质量

县域农产品电子商务销售的农产品质量因素可能包括：

——表观质量。可能包括农产品的大小、瑕疵、颜色、口味等；

——外购质量。从附近农户采购的农产品的质量要求；

——包材质量。可从保持农产品表观质量方面，宜采用食品用包材，一般选用纸质、塑料材料；

——农产品安全质量。包括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要求；

——其他质量包括但不限于农药残留、超过最大残留限量情况、毒性情况等。

8.2 服务质量

县域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服务质量因素可能包括：

——服务质量管理制度。规定服务过程中服务质量的构成、职责划分、顾客抱怨和投诉的时候的

处理流程和结果公布等；

——收集的客户反馈信息。从平台、线下等多种渠道收集的客户的反馈信息，如客户满意度调查、

服务质量评价、农产品质量评价；

——服务质量监测。根据服务质量评价、农产品质量评价、服务过程日常检查或抽查的结果、解

决争议或客诉的效果，对总体服务质量的监视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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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流配送

9.1 物流配送宜由经营者自行完成。必要时，可选择具有符合自行配送时限的服务商。

9.2 根据配送农产品的实际情况，可配备冷库、冷藏车、保温箱等设备，定期清洗维护。配送过程可

采集温度、发生异常情况可报警。

9.3 物流运输车辆宜设置定位跟踪设备，实现跟踪路线、交付地点，查询车辆状态等功能，便于与客

户沟通交付时间和地点等信息，便于优化车辆管理。

9.4 运输车辆保养可根据车辆使用年限、行驶里程等因素设定固定的时间间隔。

9.5 为保证农产品物流的时效，当日采摘（出库）、当日包装、当日配送到客户是基本的要求。

9.6 夏季、冬季的时候不宜使用第三方物流。冬季气温在-2℃至时-5℃，配送时间不宜超过 2小时；

低于-5℃考虑加温或保温措施，避免农产品出现冻害。

10 分拣加工

10.1 设备管理

分拣加工设备（如选果机.打包机等）可实行当班操作人员当班检查、当班维护保养的方式进行日

维护，宜“漆见本色铁见光”。可采用专人负责的方式进行月维护。

10.2 分拣加工

10.2.1 不宜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仅进行分拣、分等、洗净等初加工。

10.2.2 可从防止错配、漏配、多配问题出现，保鲜，保自然成熟的目的，对不同农产品制定分拣标准。

按照不同农产品的分拣标准对分拣现场管理，管理内容可能包括：码放不科学（重物压轻物、大货压小

货、重物压易损物等）、摆放零乱（混放、散放等）等。

10.3 包材使用

礼盒装包材设计和使用可考虑环保、减量化、可再生、可回收的需要，使其满足有关限制过度包装

的强制性标准要求。宜使用箱板纸、瓦楞纸箱、可降解塑料、纸塑或铝塑复合材料，使其具有保鲜、抗

压作用。

11 质量溯源

11.1 可采用“条码+二维码”方式生成追溯码，可配备条码打印机，热敏打印机。

11.2 质量追溯码编码内容可包括：

——条码（追溯查询码）。显示出库农产品的品种、批次等信息；

——二维码。显示产品名称、生产厂商、等级、装箱时间、入库时间、出库时间、分销商、种养

殖记录、对应产品获得的有关证书等。

12 经营风险

12.1 降低县域农产品电子商务经营风险的方式可包括：

——引导用户阅读用户协议；

——合理提示交易风险、责任免除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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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用户信息的保护；

——提供服务过程中的有关凭证；

——接受行业和政府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其他可以降低经营风险的管理方式。

12.2 常见的经营风险现象包括：

——广告宣传中出现了体现营养功能、最、第一等不当内容；

——标签不规范；

——对执行标准实施不到位的风险；

——对新食品原料（如药食同源）界定不清晰；

——其他常见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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