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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扶贫是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
品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是社会力量
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

直播式消费扶贫是指利用网络直播的形式所开展的消费扶
贫，是消费扶贫的一种重要模式。

2019 年 12 月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部分贫困
地区遭遇了农副产品积压滞销的困境。面对这一难题，社会各
界开始积极探索有效的扶贫解困方式，其中，直播式消费扶贫
模式借助网络直播的高用户流量实现了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的快速
销售，既有效解决了农副产品积压问题，帮助贫困户增收，又
为其他社会主体提供了参与消费扶贫的便捷通道。国务院扶贫
办最新统计显示，今年扶贫产品销售已突破 1000 亿元，而直
播式消费扶贫在带动贫困人口脱贫增收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1  直播式消费扶贫模式在疫情期间的发展与作用
在疫情背景下，直播式消费扶贫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这种

模式既能够将贫困地区的农副产品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展示在消费
者面前，又能够让贫困人口迅速见到收益，同时也提高了主播
的知名度和直播平台的人气，因而充分调动了消费者、贫困人
口、主播和平台运营商的参与积极性，构建起政府扶持引导、
社会广泛参与、市场高效运作的创新性扶贫机制。

1.1多层次的组织主体合力开展直播式消费扶贫
面对疫情，各级政府、主流媒体、民间团体、电商平台、

扶贫企业等纷纷利用自身优势展开合作，组织多种形式的直播式
消费扶贫活动。今年4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湖北省扶贫办、腾
讯新闻等机构联合发起的为湖北贫困地区农产品“搭把手行动”，
5场扶贫直播的订单量突破59600件，带动消费扶贫总金额超过
345万元；5月21日下午，在中国记协、天津市委宣传部、津云
新媒体等机构联合开展的“老乡别急，我们帮你”消费扶贫直播
活动西青专场中，有近10万网友参与，销售额达到1002万元。

1.2多类型的网络平台积极助推直播式消费扶贫
疫情期间，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快手、西瓜视

频等多种不同类型的网络平台纷纷与贫困地区及助贫企业合作，为
扶贫直播活动提供销售渠道和空间，使直播式消费扶贫得以顺利开
展。淘宝的“村播”、“甘肃2020网络扶贫博览会”；拼多多的“净
土阿坝消费扶贫直播节”、“为喜德拼单”；抖音的“老铁来了”、“僵
小鱼与大主播开车去乡下”；快手的“百城县长　直播助力”、“谁都
无法祖蓝我夏丹”等直播式消费扶贫活动都取得了较好的扶贫效果。

1.3多元化的扶贫主播广泛参与直播式消费扶贫
在此次疫情催生下，社会各界参与扶贫的热情高涨，直播式

消费扶贫的主播呈现出多元化现象，贫困县领导、影视明星、节
目主持人、头部网红、企业家、知名人士、学生、贫困人口等群
体都参与到直播式消费扶贫中来。被网友称为“网红县长”的湖
南安化县副县长陈灿平从今年3月起已直播160多场，仅4月3
日一场直播，在就销售了4.1万单黑茶，总计255万元；6月7
日晚，湖南卫视携手芒果扶贫云超市、拼多多，推出《出手吧，
兄弟！》特别节目，为湖南贫困地区农产品直播。迪丽热巴、王
大陆等15 位明星变身“助销官”，为贫困地区带货1.0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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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疫情期间，直播式消费扶贫模式在带动贫困人口脱贫增收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后疫情时代，

直播式消费扶贫需要通过摆脱“道义经济行为”，优化产品品质与价格，建立一站式直播消费扶贫平台等策略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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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疫情时代直播式消费扶贫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疫情影响下，直播式消费扶贫模式的兴起，为中国的扶贫

攻坚注入了新的动能，但在其快速发展的同时，短期效应明
显，产品质量难以保证，缺乏监管等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
来。如今，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人们开始逐步恢
复正常生活。

2 . 1 摆脱“道义经济行为”，实现“实际消费”
直播式消费扶贫实质上是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将购买贫困地

区农副产品的行为赋予了道德内涵，促成了道义经济行为。而
这种“爱心消费”只能产生短期效应，想要切实促进贫困人
口稳定脱贫，就必须拓展需求端，增加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的实
际购买力。在扶贫直播的过程中，主播应该着重向观众介绍产
品的特色和品质，比如“绿色无污染”、“营养价值高”等，
以此来打动消费者，引导消费者在同类商品中选择购买扶贫产
品，并逐步培养消费习惯。只有摆脱了“道义经济行为”，
实现了“实际消费”才能既帮助了贫困群体，又满足了消费
者的真实需求，切实达到长效的扶贫目的。

2.2 优化产品品质与价格，提升贫困地区的市场竞争力
在直播式消费扶贫的过程中，农副产品一旦出现质量问

题，就会降低贫困地区的信誉度，甚至使政府公信力受损，让
消费者失去信心。因而积极推进贫困地区农副产品标准化生产
与检测，逐步实现品牌化管理，才能真正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在优化产品品质的同时，优化产品价格，使其更加合理化，也
能够提升消费者对于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的认可度，提高其市场竞
争力，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数量和购买次数，实现贫困地区农副产
品的持续性消费。

2.3加强部门协作，建立一站式直播消费扶贫平台
直播式消费扶贫除了要解决需求与供给的充分对接这一核心

问题外，配套和服务也需要不断完善，那么，由政府牵头，各级
扶贫、商务、运输等多部门协作，建立一站式直播消费扶贫平台
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平台可以通过资源整合，将全
国各个贫困地区的农副产品通过分时段直播的方式集中呈现给消
费者，同时消费者也可以在商城进行产品回购，有利于培养“实
际消费”，这样既解决现有扶贫直播的短效性问题，也解决了由
于直播平台过于分散，消费者想参与却不知道去哪里参与的问
题。另一方面，平台可以以县市为单位，将贫困地区的部分农副
产品统一回收、分拣、包装、储存，然后在平台上统一定价、销
售、运输，并保证售后，这样就可以使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的品质
得到保证，并逐步形成品牌效应。

直播式消费扶贫在疫情期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后疫情时
代，直播式消费扶贫也将利用自身优势，寻求可持续发展，为脱
贫攻坚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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