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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内蒙古农业品牌数字营销策略研究

安 锦 1     李小凤 2     郭金来 3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作出重要部署，强调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 年）》中提到培育

提升农业品牌，品牌是农业竞争

力的核心标志，是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表征，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

重要引擎，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内蒙

古“五大任务”中要把内蒙古建

设成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 , 要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发展

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牧业产业

化、品牌化。同时，《内蒙古自治

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中指出，实施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提质升级计划，推动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

化生产。基于此，推进农牧业品

摘  要 ：本文首先通过对数字营销内涵与特点进行梳理，分析内蒙古农业品牌数字营销现状。其

次，研究内蒙古农业品牌数字营销所面临的数字营销技术水平落后、缺乏优质的数字营销人才、品牌

传播渠道单一、数字营销内容匮乏和品牌特色不明显等困境。最后，从政府政策引导、大数据精准营

销、搭建数字营销平台、创新品牌数字营销内容、推进农业品牌文化数字化、提升品牌综合服务与体

验等方面提出内蒙古农业品牌数字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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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化是内蒙古新时期现代农牧业

发展的主攻方向，对全面提升农

牧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具有重

要意义。根据《农业品牌精品培

育计 划（2022~2025 年）》， 要 提

升品牌营销能力，推动营销新业

态创新，加强农业品牌数字化营

销。内蒙古地区作为国家的“粮

仓肉库奶罐”，拥有得天独厚的

农业资源，但是农业品牌数字营

销策略还存在不足。本文基于乡

村振兴战略，分析内蒙古农业品

牌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明晰数字

营销对农业品牌培育和推广的作

用，提出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下内

蒙古农业品牌数字营销策略应用

理论支持和相关建议。

一、数字营销的核心与

特点

数字营销指企业借助数字

化技术手段，包括互联网、移动

设备、社交媒体等，以低成本、

高效率、精准营销的方式，实现

用户获取、品牌推广、销售增长

等目标的活动和过程。数字营销

常见的模式包括搜索引擎营销

(SEM)、数据营销、内容营销、

社交媒体营销、短视频直播营销

和电子邮件营销等，其核心是以

用户为中心，通过数据、数字平

台、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锁定

潜在客户并提供个性化服务，提

高用户满意度，同时通过数据分

析、优化调整等方式不断提高营

销绩效。

数字营销具有以下特点和

优势 ：其一，更低的营销成本和

更高的 ROI。数字营销方式既可

以帮助企业减少广告费用、印刷

和邮寄费用等，也能更好地跟踪

消费者行为并进行分析，提高投

资回报率。其二，更高的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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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通过挖掘海量社交数据、在

线交易数据和搜索关键词数据来

进行用户细分，使广告投放更精

准有效。其三，更强的交互性。

数字营销可以与客户建立即时沟

通与互动，优化客户体验和提高

营销效果。

二、内蒙古农业品牌数字

营销现状分析

 

（一）农业品牌销售模式多

样化，网络销售额占比逐年上升

近年来，内蒙古多个有影响

力的农业品牌积极探索线上线

下的综合销售模式，区域公用品

牌纷纷入驻各大电商。2022 年，

敖汉小米参加阿里巴巴年货节期

间，入选李佳琦内蒙古乡村振兴

公益直播，直播间销售超 23000

单，累计 销售额超 80 万，小米

超 12 万斤。活动期间通过微博、

小红书等多个平台展开种草引

流，开展话题传播、创意视频传

播，通过用户真实测评、美食创

意等方式让用户了解敖汉小米品

牌。其次，全区 农产品网络 销

售额逐年上升。根据内蒙古电子

商务 促 进 会提 供的数 据，2022

年“6·18”期间，内蒙古农产品

网络零售额实现 11.02 亿元，同

比增长 18.29%，2021 年“6·18”

期间，实现 9.31 亿元，同比增长

17.27%。

（二）农业品牌营销呈数字

化趋势，品牌宣传更加广泛

内蒙古农业品牌营销也呈

现数字化趋势，借助多种数字化

平台和数字媒体，多元化广泛地

推荐品牌。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

厅指导，内蒙古品牌建设促进会

开通运维了“内蒙古农牧业品

牌”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头条

号、微博号、抖音号等新媒体

平台，推出了《内蒙古品牌推

介——品牌会客厅》等数字节

目，宣传农牧业品牌。蒙清农业

和京东农场开展合作，通过京东

大数据反馈了解客户需求，精准

营销。

（三）创新营销取得初步成

效，农业品牌形象获得提升

内蒙古农业品牌注重产品

品质的提升的同时，创新品牌宣

传推广方式，提升了品牌的曝光

率和知名度。政府通过“内蒙古

味道”推介和“蒙”字标认证，

建立起标准体系、制度体系和

推广体系，提升了内蒙古区域

公用品牌影响力。2019 年，内

蒙古有 11 个特色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

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涉及

粮食、油料、畜禽等品类。2022

年，“锡林郭勒羊”区域公用品

牌入选农业农村部农业品牌创

新发展典型案例，“科尔沁牛”

和“乌兰察布马铃薯”同时入选

《2022 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名单》。

三、内蒙古农业品牌数字

营销存在的问题 

（一）数字营销技术水平落

后，品牌运营能力受阻

内蒙古相对于其他一二线

城市，市场发展水平较低，数字

化转型相对滞后，一定程度制约

了数字营销技术在农业品牌领域

的应用。其次，数字营销技术需

要相应的基础建设作为支撑，内

蒙古在网络基础设施、云计算、

数据中心和平台等方面的投建仍

有欠缺。另外，一些企业在数字

营销方面的策划和投入还不够，

忽略数字营销的重要性和效益，

无法在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短

视频直播平台等渠道上展示自

己的品牌形象，导致品牌曝光

率低。

（二）缺乏优质的数字营销

人才，品牌营销创新能力不足

内蒙古地区缺乏专业的数

字营销人才和团队，限制了农业

品牌建设的创新能力和方法。由

于内蒙古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

缺乏高质量、专业的数字营销培

训机构和师资力量，影响内蒙古

数字营销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此

外，内蒙古主要产业以农牧业为

主，还包括能源、化工等传统行

业，与数字营销关联较小，相应

地对数字营销人才的培养相对较

少。因此，大部分企业无法针对

市场变化和需求进行精准的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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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和投放，无法运用数字化营

销手段对品牌进行多渠道宣传，

导致内蒙古农业品牌营销方式单

一，效果不佳。

（三）品牌传播渠道单一，

信息不畅通

由于受传统思维的影响较

大，许多内蒙古农产品企业数字

化营销的意识仍然较薄弱，对数

字营销、大数据技能掌握程度不

够。因此，内蒙古农业品牌推广

和传播仍然以传统广告媒介为

主，注重视觉包装、品牌发布

会、展销会、电视广告、报纸广

告等传统营销模式。数字化媒体

和平台利用率较低，社交媒体、

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直

播等数字化媒介是当前农产品营

销的主流平台，但内蒙古农业品

牌在这方面的创新和运用都比较

滞后。传统的品牌传播渠道导致

信息交互效率低，线上线下信息

不畅通，企业不能快速地将品牌

产销信息传播到广泛的消费者，

缺少有效地互动和沟通，不能及

时掌握品牌反馈和问题。

（四）数字营销内容匮乏，

品牌特色不明显

内蒙古农业品牌在内容营

销方面缺少新鲜、有趣、独特的

品牌故事，内容同质化较重，难

以让消费者记住和认同。其一，

很多内蒙古农业品牌缺乏长期的

持续性营销策略，内容更侧重于

短期效应，通过在各平台搜索内

蒙古各地标性和区域公用品牌，

发现公众号和短视频内容制作不

精良、更新频率低，缺少新意和

亮点。其二，数字化营销内容无

法全面展现内蒙古特色农业文

化。内蒙古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

和自然资源的地方，但当前内蒙

古农业品牌数字化营销狭隘，营

销内容仍以市场促销语言为主，

难以充分展现内蒙古农业文化的

独特魅力，限制了品牌的有效

推广。

四、乡村振兴战略下内蒙

古农业品牌数字营销策略 

（一）加强政府政策引导，

人才技术的支持

乡村振兴战略下，政府是农

业品牌建设的重要主体。一方

面，从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

制定符合内蒙古农业品牌数字营

销实际的利好政策，发挥好区域

公用品牌的示范作用，为农业数

字营销提供可持续发展环境。另

一方面，可以通过组织各类技术

培训、专家指导等方式，提高数

字营销领域人才的技术水平。各

大高校和研究机构也可以对内蒙

古农业品牌进行深入调研，提供

数字营销人才支持和技术保障。

同时，政府应鼓励和支持农业企

业、高校、农业合作社开展农业

品牌数字营销活动，如乡村振

兴主题的农业品牌数字营销比

赛，扩大数字营销的影响和实

践效果。

（二）利用大数据精准营

销，掌握农产品消费需求

数字营销的基础是数据，在

品牌塑造及宣传中，能准确反馈

市场需求，帮助企业从而制定更

合理、更直观的品牌战略。农产

品企业可以收集电商平台、社交

媒体、搜索引擎等各类触点上的

数据，获取客户的性别、年龄、

职业、购买行为、消费偏好、地

域分布、社交媒体活跃度等信

息，绘制目标用户画像。其次，

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对获取的购

买记录和消费行为数据进行分

析、清洗，挖掘农产品消费者的

兴趣点和偏好，投放定向广告，

进一步解决数字营销内容与用户

偏好的精准匹配问题，制定个性

化营销策略，提高广告的点击率

和转化率。例如，针对农产品家

庭消费者、个人消费者、注重安

全和绿色环保的消费者及年轻消

费者，大数据可以挖掘出最具影

响力和最适合品牌的社交媒体

渠道，构建线上场景化的互动媒

介，增强品牌传播效果。

（三）搭建数字营销平台，

创新品牌数字营销内容

其一，建设集产品、内容、

技术、服务、文化于一身的数字

平台，与农业品牌营销深度融

合。平台应嵌入农产品信息溯源

功能，结合物联网、云计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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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 LBS 地理信息等技术，

实现对农产品的全过程监管，确

保质量安全 ；开设电商服务，搭

建有内蒙古特色的线上农产品市

场，提供多种内蒙古农产品的销

售服务，注重用户体验和服务质

量 ；利用客户数据系统，通过消

费记录与内容浏览等多触点数据

积累，综合运用算法策略、可视

化工具对于客户营销数据进行多

维挖掘，构建平台农业品牌精准

营销。其二，运用多种数字化媒

体和渠道，利用微博、微信公众

号等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有关内蒙

古农业产品的新闻、话题、视频

和图片，建立品牌社群与消费者

进行互动，展示农业品牌的形象

和特色。通过抖音、快手、哔哩

哔哩等平台，创作有趣的内容包

括故事、短视频、漫画或直播，

介绍与内蒙古农业品牌有关的实

用资讯，例如产品的保存方法、

食用方法等，农产品从生产到运

输的全过程视频，打造品牌形

象，让消费者更加信任品牌。

（四）依托地域特色优势，

推进农业品牌文化数字化

内蒙古农业品牌需要因地

制宜，发掘地域自然和人文特

色，充分依托无污染的绿色资

源，创立符合现代消费者需求的

农业品牌。一方面，要充分利

用社会对“绿色食品”“地理标

志”等概念的认知，大力宣传锡

林郭勒羊肉、科尔沁牛、乌兰察

布马铃薯、兴安盟大米、河套向

日葵、赤峰小米、呼伦贝尔草原

羊肉、鄂托克阿尔巴斯绒山羊、

乌海葡萄、达茂草原羊、敖汉小

米等区域公用品牌，在消费者心

中树立内蒙古品牌农产品的绿

色、地域特色等优质形象。另

一方面，打造“数字农业品牌

文化”，推进农业品牌文化数字

化，要挖掘内蒙古农业品牌的历

史文化资源，例如“赤城峰味、

天赋河套、五彩土默特、源味武

川、薯都乌兰察布”等，构筑起

农业品牌的文化内核，创新互联

网传播手段，让农业品牌文化资

源实现更广泛的网络传播。

（五）推动农业特色旅游，

提升品牌综合服务与体验

内蒙古拥有独特的草原资

源和民族文化，推动内蒙古农业

特色旅游也为农业品牌推广提供

了有利条件。其一，政府应联合

农业品牌打造内蒙古农业特色旅

游，如草原文化、草原运动会、

房车文化、文化之旅等，发展定

制农牧业、创意农牧业、共享农

牧业、认养农牧业、云农牧场等

特色旅游新模式，创新农业品牌

营销场景。其二，利用数字化工

具和平台做好特旅游宣传工作，

打造内蒙古农业特色旅游网站，

制作和推广农业特色旅游景点和

农业品牌的宣传短视频，在社交

媒体平台上建立官方账号和粉丝

群，介绍当地风俗、民族文化和

农产品，邀请旅游 KOL 和 KOC

等博主来内蒙古游玩，在短视频

直播等平台上推广，带来更多的

话题热度和曝光度，让游客在沉

浸式感受内蒙古特色文化的同时

全方位认识内蒙古农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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