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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直播带货助农模式的创新研究 
包王淳  刘美琦 

（大连科技学院 辽宁省大连市 116000）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中国政府的重要举措，为实现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而提出。在这

一背景下，直播助农作为一种关键的发展模式备受瞩目，能否凭借直播带动农产品生产与消费的协同发展是建立在传

统农业和现代科技能否合理融合之上的。电商平台直播形式，打破了地域和信息的限制，让消费者能够通过互联网实

时了解到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和质量保障措施，从而建立起了相对更为直接和信任的消费者-生产者关系。本文以直播

带货销售模式为引，逐步展开分析乡村振兴战略下电商助农的发展现状，发掘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善对策，

以期为研究农村直播助农领域的政策制定和实践指导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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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助农模式的创新研究 

1.生鲜农产品直播营销模式概述 

直播助农是指主播通过直播平台，着重宣传推广某

一地区的农产品或某一商家的农产品。通过直播平台连

接农产品生产者和市场，收集并发布各类农产品的市场

需求、供给份额、地区价格差异等信息，便于农户充分

了解市场情况；利用直播平台连接消费者与农产品生产

地，使消费者充分了解商品的生长环境，生长情况和深

加工制作过程，放心购买。互联网平台以农产品种植基

地与物流配送体系为基点，充分发挥农村天然的外部条

件、农民自身的耕作经验，直播形式有效拉近顾客关系

，开拓新型消费模式；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的影响力，为

地方农产品创立独特的产品品牌，打造高效的农产品产

业链条，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2.电商直播助农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政策在农产品直播方面给予了强有力

的支持。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及，要培育乡村

新产业新业态，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

品”出村进城工程，鼓励发展农产品电商直采、定制生

产等模式，建设农副产品直播电商基地。 

 

图 1 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 

由图 1 可见 2019-2023 年期间直播交易额呈稳步

增长态势，逐渐成为消费者购物的主要途径之一。

2021-2023 年，选择在抖音与快手观看直播电商的人

次及其购买转化率均呈稳步增长态势，2023 年两大内

容平台直播电商观看人次达 5635.3 亿，购买转化率达

4.8%。据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相关数据显示 2024 年年

货节网络零售额更是高达 1.2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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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直播电商用户规模及其占网络购物用户规模的比例 

由图 2 可见中国直播电商用户规模持续升高，且网

络购物用户规模比例稳步上升。2023 年 6 月短视频用户

规模达到 10.3 亿人，占网民规模的比例为 95.1%，短视

频用户渗透率极高。2023 年 6 月直播电商用户规模达到

5.3 亿人，占网络购物用户规模的比例达到 59.5%，直播

电商已成为网络购物用户购买商品的重要途径之一。 

3.直播助农存在的问题 

3.1 直播内容局限，产品体验感差 

直播助农大部分只关注了农产品的生产日常，内容

重复单一，无法维持吸引力。缺乏文化内核，无法长期

有效吸引消费者。一些直播助农平台缺乏技术支持，很

难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无法满足消费者消费

需求，致使产品滞销，不利于经济发展。消费者无法有

效了解到产品质量和市场价格的相关信息，对于产品缺

乏认知，缺乏产品体验感。现况下无法做到让消费者买

的安心，吃的放心。 

3.2 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直播带货中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大多依靠主

播的主观介绍评判产品，对于线上商品无法形成自己的

主观认知。而主播常常以福利，特价，秒杀等直播手段

引导消费者激情下单。生鲜农产品进入市场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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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模糊，所需提供的质量证明相对其他产品而言较少

，销售比较自由。对于这类生鲜农产品的品质，质量不

设有特别高的硬性要求，面向群体广泛，有需求的农户

可以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中，种植水平高的那部分农户

的农产品消费者接受度自然就高，而相反有些农产品的

标准度会低于平均水准。面对这样的情况，平台对于产

品进行检测时标准难以统一，具有较高难度。在质量一

般的情况下，相比于其他种类产品而言农产品本身同质

性高，产品本身缺乏吸引力，难以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

望，无法有效促使消费者完成消费。 

3.3 缺乏品牌效应 

大多农产品均由个体商户进行直播售卖，产品曝光

率低，消费者关注度低。相应视频直播无法垂直消费群

体。无法有效对接目标市场，不利于寻找需求消费群体，

不利于打开市场拓宽销路。大多数助农产品为个体小品

牌，知名度较低，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消费者对于品牌的了解和认知度有限，很难形成品牌忠

诚度。导致消费者对该品牌的信任度降低，购买欲望降

低，以至于影响到农产品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 

3.4 售后无门，维权困难 

直播电商平台维权渠道不明晰，售后体系不完善。

直播带货中常出现虚假宣传，收到的商品货不对板，发

货延迟等情况。消费者购物后，维权困难，主播不处理，

商家不接待，两者间互相“踢皮球”情况常有发生。对于

消费者而言，维权成本高昂，需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和资

源，甚至超过商品本身价值。现况下消费者无法享受权益

保障，得不到良好的消费体验，消费欲望逐步降低。 

4.完善直播助农的发展策略 

4.1 充分结合乡村文化提升消费者参与度 

直播电商助农是落实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为

农产品销售市场开辟了新赛道。因此，应将直播内容与

美丽乡村文化相连接，将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以中华

悠久的传统文化结合农民的日常生活，播种与采摘过程

进行相应直播，将多形态、多特色的乡村生活推广出去

，展示农产品背后的真实乡土故事。对于农产品的种植

和采摘进行相应短视频拍摄，并进行相应产品介绍。让

消费者充分了解该商品的绿色种植过程，产品基本信息

。为提高产品的透明度和可溯性，直播过程中将农产品

的生产过程和质量信息展现给消费者。 

4.2 加强质量监管，分级有序筛选 

助农地区，农产品种植地相对分散，基础设施落后

，产品标准参差不齐。农场种植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更能有效解决这一现况。而目前更需要直播平台前期对

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的分级筛选，才能有效减少产品质

量差异，保障消费者消费体验。消费者仅仅凭借相关网

络图片决定是否购买，与实物存在一定差异，尽量着实

拍摄相应产品介绍短视频，分级细致拍摄，尽可能缩小

相应差异。对接各类农产品主体，进行严格筛选，统一

进行分级售卖，提高产品标准化。健全平台体系，加大

质量安全监管。 

4.3 美食博主带货，延长产业链 

直播过程中选对主播类型最为关键。合适的主播可

以精准对接有需求的目标客群，有效实现营销率的转化

和提升。对于农产品，选用美食博主进行推广。精准对

接对菜品有需求的消费人群，做到垂直消费群体。相比

于干瘪的原料内容，制成色香味俱全的菜品，有效的提

升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生鲜食品保质期较短暂，可延

长产业链，制成加工品。充分利用分层筛选的模式，对

于不同质量的农产品，进行区分利用。对于不易保存的

农产品进行加工。对于这一类加工品的开发后市场接受

度，可以利用直播过程中互动环节，作为福袋或是购买

后的赠品，进行调研。此类行为有利于提升直播趣味性，

更好的吸引消费者。 

4.4 完善直播售后，保障基本权益 

农产品直播带货高速发展，能否提升消费者购物体

验感，提高复购率，吸引回头客；取决于是否注重售后

服务体系建立，消费者权益是否被保障。为维持好商家

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农村电商直播企业、经营者利用

网络平台销售农产品时，应当完善好售后服务体系，保

证农产品包装安全；按时产品发货，物流信息透明化，

保障货物按时送达消费者手中；及时处理消费者退换货

问题，耐心解答其售后相关问题，做到与消费者全程沟

通与跟进，表明商家对于产品的重视。才能维持好商家

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提高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感，有效

提升消费者的复购率；从而降低消费者的差评与退货率，

保证稳定吸引消费者购买更多的农产品。 

5.结束语 

生鲜农产品直播销售平台是助农行动不可忽视的一

大广阔市场。作为生活必需品，生鲜农产品直播拥有广

大市场。该直播市场目标客户庞大，面对层出不穷的新

型营销模式，如何把握好、经营好、发挥好是关键所在。

能否用科学方法协调好农产品、直播平台、消费者三者

间的关系是生鲜农产品能否成功营销的核心要点。未来

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和相应技术的不断进步，以直播带

货这一形式的农产品生产与消费的协同发展有望迎来更

大的发展空间，为农业供应链升级和农村经济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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