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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的发展速度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目共睹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传统营销模式也正在转变。目前，我国发展

农产品的销售受到了社会各方面影响因素的限制，就导致了农产品的销量比较低，甚至在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农产品滞销的

现象。目前我们所接触的网络营销是对传统网络营销的改革，我国的农产品也在与今天所流行的互联网与直播相结合，这

样一来就形成了“互联网 +农产品”、“直播 +农产品”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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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农产品直播行业现状与农产品网络营销现状
1.1 农产品直播行业现状
“直播”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主流，我国

截止 2020年 3月，全国总计有 6万多的农民入驻了直

播行业，成为了一名农产品直播带货的农村主播。因为

我国农产品销售的经营模式主要还是以个人为主、并不

集中，也有部分农民依靠第三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

间商进行农产品的销售，但是这样的经营模式就会让农

民处于劣势地位，因为农民在农村地区获取信息的能力

不够，在价格方面就会很被动。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

各行各业的人都投入到了直播行业中来，并且也运用得

很好，但是我国目前的农产品直播运营的模式依旧存在

着诸多问题。

1.2 农产品网络营销现状
在这个互联网普遍的时代，“网上购物”已经掀

起了一番又一番的“热潮”。由于再这样的环境中，农

产品行业也在逐渐地向网络营销上面发展，就我们平时

所熟悉的京东、淘宝等平台都可以进行农产品的线上销

售。由此，我们可以将农产品传统营销模式与现在流行

的农产品网络营销模式放在一些相比较，我们会发现：

网络营销的方式，农民可以与顾客建立联系，可以在第

一时间就获知外界对于农产品的需求，而传统营销则会

让农民远离顾客。我国兴起的“互联网 +农产品”、“直

播 +农产品”模式以及在逐渐的进入我们的生活，但仍

然有不足之处。比如说农村农产品直播营销的专业人才

的缺乏、部分农村地区的网络环境有待改善。

2 农产品实施“网络营销 +直播”的必要性阐述
2.1 时代发展需求
现代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以及互联网在各方面的广

泛研究应用，传统的农产品销售就面临着更新迭代，使

得短视频和网络营销出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产品进

行网络营销以及直播销售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趋势。农产

品销售需要与时俱进，实施农产品的线上销售以及现在

所流行的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进行营销。互联网和短视

频软件的出现，将农产品的线下销售转变带来互联网上。

农产品利用网络、利用直播拓展了农产品销售的线上渠

道，也提高了农产品的销量，减少了农产品的浪费数量。

2.2 消费者需求

我们正处于互联网时代，从互联网的应用时段开

始到 2020年 12月，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快要接近 10亿。

由于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网络在生活中的

广泛应用，人们的购物的“主战场”也转移到了网上。

现阶段人们对于购物多以网上购物为主，网上购物又可

以分为电商购物平台和短视频直播等模式，近几年，随

着我国电子商务的不停翻新与极速开展，我们的生活中

的娱乐项目也增加，最火的就是抖音了，现在也有非常

多的人在抖音上进行农产品的直播销售，抖音直播的销

售方式让农民与顾客的联系更为贴近。抖音直播销售可

以让顾客清楚的感受到我们所卖农产品的质量，这样的

方式克服了时间、地域限制，让人们不管何时何地都可

以购物，仅利用手机、电脑等终端就可以进行交易，让

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在互联网 +的背景下，中国网民

规模越来越庞大，并且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也正在呈直

线式的逐年提高。在此环境下，我国的农产品必须要完

成传统营销模式向网络营销的转变，这样才能迎合大众，

适应时代，确保农产品行业的发展。

3 农产品“网络营销 +直播”存在的问题
(一 )专业人才的缺乏。

首先，农产品直播人才的缺少。目前我国的农产

品直播多以现场切开农产品以展示它的质量，或者有当

地的领导代言，流程与内容大体一致，观众容易产生视

觉疲劳。所以在农产品直播方面还需要一些新颖的人才

和内容，而农民则对直播相关知识不了解。其次，农产

品网络营销人才的缺少，网络营销是提高当地农产品销

量的一种方法。[1]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 70.4%，其中农村地区

互联网普及率为 55.9%。[2]就这个数据来看，似乎还

是可以的，但仍有部分农村地区的农民对互联网的知识

以及技术都不了解。这一代年轻人向往着大城市，都不

愿意回到农村生活，留在农村中的多是 60＋的老人和

小孩，没有人将互联网营销相关知识及人才带到农村来，

就造成了我国农产品的网上销售工作进度缓慢，没有大

的发展。

（二）农村基础设施落后

首先，互联网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正在乡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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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建设，但仍然有部分偏远的农村地区，还没有实现

互联网的全覆盖。这样的情况就造成了农民无法及时获

知外界对于农产品的需求以及农产品市场的最终消息，

无法保证消息的时效性。其次，我国农民的文化水平不

高以及生活水平拮据。农民无法完全相信网络，对网络

的信赖度不够，对网费也持节俭的态度不愿意将自己的

辛苦钱花费在网络上面。

（三）农村物流配送体系落后

农产品的网上销售主要依赖于互联网，顾客在网

上下单付款后，卖家就需要联系物流将买家所购买的产

品进行包装和配送。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物流配

送服务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而且我国目前的农产品销

售多以个体农户为主，这就要求意味着我国农产品的生

产是分散的、较小企业规模的，物流配送服务需求小、

不集中，这就必然会造成农村物流配送体系的一定缺陷。

在运输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温度、时间的关系造成农

产品的腐烂现象，所以农村地区的农产品物流配送问题

还有待解决。

（四）农产品的标准体系难以规范

一个产品要想在市场中畅行，就需要实现标准化。

同样地，农产品的销售不能只依靠农贸市场，要向着跨

域地域的目标而前进，政府以及个体就要加快农产品制

定标准化体系的步调。[3]在我们生活中实际的农产品

网上销售，因为我国的农产品大多是以个体农户为单位

进行生产和销售的，所以农产品的销售就会因为地域、

需求、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农产品种类繁多，所以农产

品的标准化体系难以得到统一的规范。

4 针对农产品“网络营销 +直播”问题提出的建议
（一）培养相关人才，提高农民互联网能力

当地政府应当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组织农民进行

互联网知识与技术的学习，在短视频营销和直播方面，

可以多组织一些妇女来进行短视频的运用学习，因为这

一人群对抖音这类短视频是最熟悉的，她们闲暇时间都

会使用抖音。帮助农民在合适的情况下进行互联网的学

习，培训农民可以正确发布、收集信息的能力，这种统

一召集培训的方式可以从中选择优秀的人进行培养，这

为当地政府后期继续培养相关人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农村物流服务体系的完善

农村物流配送问题于农产品的网络营销不是一个

小问题，更是农村电商发展的瓶颈，农产品要想实施网

络营销就需要克服这一困难。当前我国农产品的生产地

域与时间并不集中，呈零星式分布，所以就需要与第三

方物流进行合作来实现农产品的运输。在运输的过程中，

要注意依据大多农产品的储存时间较短、易腐烂等特点，

使用保鲜等技术，以保证产品在送达买家手中时依然一

个新鲜的状态。

（三）加强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近些年，国家对与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问

题也开展了相关的工作，所以在农村发展地区的网络技

术基础教育设施建设上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因此，农

村网络环境也在更新一幅新的面貌，实现了网络的覆盖。

而部分地区虽然已经实现了网络的全覆盖，但是网速很

慢，并且经常出现网络延迟的情况，这种现象就极大的

打击了网民的积极性。针对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网络迟缓

的问题，政府部门应该继续基础设施的完善，促使农村

地区的互联网发展速度跟上国家发展步调，与其同步，

提高农村互联网普及率。

（四）加快制定农产品的标准化体系 

由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消

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加快

农村地区农产品标准化体系的制定。[4]所以各地政府

应该积极配合，并联合当地农村合作社，为当地的农产

品创建自己当地农产品的品牌。在农产品的品质检测方

面，当地政府必须也有必要加强农产品质量的管理制度

和打击力度，引进先进科技，开展农村地区农产品网络

营销工作，增加农产品市场的占有率和市场竞争力，促

进发展 [5]。

（五）与短视频平台合作，使用名人效应

随着短视频的发展，网络上面出现了各式各样的

网红主播，当地政府可以邀请一些短视频上面的红人来

进行农产品的销售。目前我国的短视频带货多以化妆品

为主，农产品方面的人很少，所以我们可以与短视频平

台、热门主播进行合作，来带动农产品的向外发展。

总结
要想在今天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中随着一起进步，

那么，农产品施行“直播 +农产品”的模式就会成为必

然的发展趋势，只是实施时间的早晚问题。“互联网 +

农产品”模式就是指利用互联网进行农产品的线上销售，

不仅拓展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降低了农民的销售成

本，还让农民与顾客建立了联系、与外界市场建立了联

系，能够及时的获知外界关于农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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