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 2020 年第 9 期 

名汇

一、引言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参已成为人

们喜爱的新资源食品之一，而人参安全问题也日益成

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吉林省是人参种植大省和出口大

省，对人参的种植安全非常重视。

2011年吉林省颁布《吉林省人参管理办法》，该

办法详细规定了人参种植、加工、经营的标准和操作

规程；但是在实施和推广过程中，一些参农种植户在

执行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按照规范化进行生产操作，导

致人参高农残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市场上鱼龙混杂，

扰乱了人参市场秩序，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

为了传承人参文化，扩大人参安全优质规范化生

产范围，增强参农对人参安全优质规范化生产意识，

提高长白山人参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传播老百姓食用

人参健康知识，研究人参规范化生产的可能，“参”

行天下App便为广大参农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信息交

流平台。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时代的参农能上

网、会上网、喜欢上网，有利于“参”行天下APP 软

件的应用和推广。“参”行天下APP软件共有7个板

块 ：“参天下” “参课堂” “参文化” “参保养” 

“参商城” “参专家” “我”板块等。推行“参”行

天下APP 的使用，将逐步提高人参质量，满足人们对

人参新资源食品安全的需要同时让参农了解掌握人参

规范化生产的技能。

二、研发背景

（一）政府对人参安全优质规范化生产的大力支

持和推广

吉林省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参的主要产区，人参

的产量占世界产量70%，占全国人参产量85%以上。人

参出口占世界总量80%以上。随着吉林省加快振兴人参

产业发展，省政府在2006年第3次常务会上提出《吉林

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人参产业发展的意见》，该文件

中指出要加强标准化人参生产基地的建设，严把质量

关，控制生产规模，统一生产标准，实施规范化种植

体系，保证优质充足的生产原料。从会议精神中我们

可以看出，政府对人参安全优质规范化生产的重视，

并从多方位、多角度规范人参种植程序和方法。2010

年吉林省颁布实施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振兴人参

产业的意见》，意见中指出坚持产业兴参、绿色兴

参、品牌兴参的产业发展理念。2015年3月27日在吉林

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过的《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中在种植管理中明确提

出，人参种植应当遵守人参标准化种植规程，进一步

明确了人参安全优质规范化生产的基本原则。

（二）人参种植行业带来的市场需要

随着2012年卫计委发布了《关于批准人参（人工

种植）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公告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的

规定，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资源食品。这一政

策的出台加大了人参的市场需求。人参从此成为了老

少皆宜的大众食品，人参茶、人参饮料在市场上随处

可见。人们的餐桌上也可以看到人参熬鸡汤、拔丝人

参、蜂蜜人参等美食。

（三）“互联网+”发展促进人参种植走向智能化

发展

在“参”行天下APP上商家把产品型号、图片和视

频进行设置，参农可以购买理想的商品。付款也可通

过网上进行转账支付，方便、快捷。“互联网+”的发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吉林省农村移动网络

慢慢实现全覆盖，农村网上购物、网上消费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移动网络的发展和推进促进了人参种植走向

智能化。以前在人参种植过程中的生产材料需要到实体店内去采购，路途远、沟通麻烦耽误务农时间，而且对

于规范化生产不是所有参农都能做到，导致了人参行业参差不齐，买参卖参都存在困难，因此，我们研发一款

“参”行天下APP，旨在“传承人参文化，服务参农生产生活”。通过全面丰富的APP板块设置，了解当今最

新人参资讯，传承人参文化，丰富老百姓人参药用功能和使用方法，建立直接便捷的购买渠道，规范人参生产

种植，提高人参种植技术，增加人参产量，增强人参市场竞争力，提高参农收入，为喜爱人参的朋友提供方便

快捷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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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促进了人参种植走向智能化发展，为发展集约型网

站、APP软件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未来在“我”板块设置中将人参忠实的消费者与

参农直接建立联系。

三、吉林省人参安全优质规范化生产的局限性

（1）资金投入不足问题。虽然吉林省政府出台了

相关规范化种植文件，但是由于小部分参农人参种植

栽培面积较大，又缺乏资金投入，导致在生产过程中

使用化学农药和化学肥料，使得人参质量下降，市场

竞争力不强，附加值不高，农民增收不显著。

（2）技术不规范。虽然龙头企业在生产人参过程

中符合GAP标准，实行检验合格市场准入制，但是大部

分参农种植人参比较分散，给管理和监管带来难度，

导致在人参种植技术不规范，缺乏对安全优质规范化

生产的认识。

（3）缺乏专业技术指导。在实地走访调研了解

到，一些小户参农在种植过程中遇到专业难题，要么

认识专业种植大户的打电话咨询一下，要么几个参农

约在一起商量商量，没有专业技术指导，导致技术上

存在断层现象。

四、开发“参”行天下App软件

（一）“参”行天下APP概述

“参”行天下APP通过设置内容板块，为人参规范

化种植提供技术指导，通过设置“参天下”、“参课

堂”、“参文化”、“参保养”、“参商城”、“参

专家”、“我”等7个板块为参农提供使用，为参农在

人参规范化种植上提供帮助和指导。参农可以通过观

看种植视频和相关文章了解人参规范化种植信息，规

范种植程序，建立属于自己的种植档案。特别是在为

人参喷洒农药的时候，使用什么农药，用什么样的规

格比例，通过查找“参”行天下视频或者文字材料进

行了解。规范人参种植程序和方法，使参农在人参种

植方面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二）“参”行天下APP板块介绍

“参”行天下APP主要由“参天下”、“参课

堂”、“参文化”、“参保养”、“参专家”、“参

商城”、“我”等板块组成。其目的是通过6大板块

和一个自我服务体系为参农提供人参种植规范操作规

程，使他们了解人参安全优质生产程序；为参农交流

人参种植经验提供一个平台，促进参农人参种植能力

的提升。

（三）“参”行天下APP板块功能模块的设计

“参天下”板块传播最新人参新闻资讯，比如：

人参文化节开幕、人参专家学术交流、人参赶集时间

等等，通过人参新闻使参农了解人参的最新资讯。

“参课堂”旨在传播人参安全优质规范化生产操

作流程、人参的形态、人参成分等知识；讲解人参在

病虫害后如何处理解决；通过专家简介、给专家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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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能设置，提高参农人参种植知识。

“参文化”讲述人参传奇，朗诵人参优美诗词，

重温采参老把头孙良的故事等，未来将不断创新人参

艺术，将人参种植与人参艺术巧妙结合，擦出创意火

花。

“参保养”板块传播人参的价值，介绍人参的品

种，使老百姓了解人参的药用功能和使用方法，如：

舌尖上的人参——人参汤、人参猪肾粥、拔丝人参等

菜品的制作工序。

“参商城”为参农和人参物资商家搭建桥梁，也

将“长白山”人参特产销售全世界。一是将通化人参

化妆品、人参保健品、人参制品等商品在网上进行销

售；二是人参生产资料的销售，将人参种子、农药、

朔料薄膜等材料进行销售。

“参专家”专家板块，为参农和人参种植专家、

研究人参学者、教授建立沟通渠道，使参农对人参种

植和销售问题、病虫害有了地方咨询。

“我”这个板块主要记录用户自己收藏的人参信

息、购买信息、消费记录、未来设置消费者自己订单

人参的生长状态等。推行“参”行天下APP的使用，将

逐步提高人参质量，满足人们对人参新资源食品安全

的需要。

四、调研市场需求预测与销售

（一）市场需求预测及供求关系分析

本软件设计与开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需要和吉林

省关于规范人参种植相关政策和文件要求，为保护和

合理开发种植人参起到辅助作用。本软件设计迎合参

农心理需要。目前针对参农设计开发的APP软件市场空

白，参农想了解人参种植的渠道狭窄，缺乏广泛性和

普及性。因此本软件开发的APP软件专门为参农服务，

提供人参种植相关技术和答疑解惑。

（二）产品销售方案与营销策略

本软件所在地通化有大型人参交易市场，利用参

农采购和买卖的机会加强对本产品APP的推广和营销。

本软件与农药、农作物生产工具商家进行合作。

一方面商谈投放广告事宜，一方面通过商家向参农进

行介绍和宣传。

本软件开展客户代理销售模式，客户代理可在吉

林省其他市县、辽宁省、山东省进行销售推广APP软

件，逐步加大本软件的市场份额，加大服务性优势的

宣传，提高本软件的下载使用率。

五、“参”行天下APP开发的风险及规避

（一）项目风险分析

随着国家和吉林省对人参种植行业的重视和关注

程度，针对人参种植行业的APP软件一定会研究开发出

来，占有市场份额。同时本项目受国家政策和市场波

动的影响，存在较大风险。

1.创新风险

针对本APP软件的创新功能，能不能被参农所接受

和使用，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本项目的开发能不

能跟上参农使用的速度是本项目面临的挑战。

2.市场风险

本项目的设计和开发，在市场推广上参农接受程

度存在一定的风险。市场上有多少用户和商家的广告

投资本身存在一定风险。

3.技术风险

本项目创新性比较高，对于产品研发技术要求也

比较高，因此项目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

（二）项目风险规避

1.创新风险规避

本项目在加大创新力度投入的同时做好市场调研

工作，了解市场上参农需要什么的软件，为参农提供

精准服务，从而增强参农的好奇心和接受心理，提高

软件的市场占有率。

2.市场风险规避

针对本项目市场风险，投入市场前做好充分的市

场调研，了解参农所需，投其所好，为参农量身定做

参农想要的APP软件。增强产品的市场适应能力和需求

量，从而减少产品的市场风险。

3.技术风险规避

针对本项目软件研发速度可能难以满足项目快速

发展的风险，因此我们将加大技术投入，坚持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形成一支稳定的、

高素质的团队。保持技术不断更新和发展，顺应时代

发展潮流，满足客户的需求。

六、思考与启示

该软件的开发为参农人参规范化生产提供了可

能，有效地减轻了在人参种植过程中的生产材料需要

到实体店内去采购、路途远、沟通麻烦的不便。同时

帮助参农更好地掌握市场行情，规范生产技能，足不

出户便可以轻松掌握技能。有效地帮助参农种植和售

卖人参，使得买参或卖参变得轻松，解决了资源匮乏

的问题，让每位参农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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