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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特色农产品直播带货现状及其优化策略研究
张明霞　韦秋玉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广西 崇左 532299）

摘要：近年来，直播电商被推上风口，直播电商也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会。广西是我国农业大省之一，直播电商也促进

了广西农产品的销售，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本文从广西特色农产品直播带货现状入手，分析当前农产品直播存在的问题，从整合人才培

养资源、完善直播电商基础设施、打造广西特色农产品 IP 为突破口，提出相对应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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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开始，直播逐步进入到我国大众的视野中，而直播

与电商平台的不断融合使得直播带货这一词语慢慢进入到广大消

费者心中。所谓直播带货，是指通过一些互联网平台，使用直播

技术提供商品展示、咨询答复、导购的新型服务方式。自 2019 年起，

越来越多的新媒体平台开始加入直播功能，社交电商的逐步兴起 

，如问答类平台知乎，短视频类平台抖音、快手等也纷纷在加入

直播功能后开启了电商功能，在直播间购物慢慢地成为了大家的

消费习惯之一。直播带货的兴起也给农村市场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尤其是对于农产品的销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推动农村电

子商务产业链和价值链转型，促进农、工、服务业有效融合。然而，

通过对广西特色农产品电商直播的实地走访调查，发现该行业还

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电商直

播未来更高速、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一、广西特色农产品直播带货现状

（一）广西特色农产品概况

广西地处南方沿海，北回归线横跨其中部，属于亚热带季风

气候区，因此具备独特的气候优势，是国内众多亚热带农作物的

主要产地，农产品资源丰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广西水果资

源丰富，2020 年我国水果产量为 28692.4 万吨，广西水果产量为

2785.74 万吨，广西水果产量占比 10% 左右。其中甘蔗、香蕉、

芒果等水果产量都远超其他省份。除此之外，柳州螺蛳粉、横县

茉莉花、灵山荔枝、桂林罗汉果等特色农产品的销量也逐步打开

了销量。2020 年，广西三次产业在全区生产总值贡献率中，第一

产业贡献率占比 22%，而全国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贡献率为 9.5%，

是我国农业大省之一，其务农人员及农业经济的比重远超出我国

平均水平。

（二）广西特色农产品直播带货的现状

随着我国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农民在感

受互联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开始意识到农村电商能有效地帮助农

产品销售。尤其是直播带货兴起之后，许多农民摇身一变成为了

各大直播平台的主播。2021 年 9 月，淘宝公开数据显示，淘宝直

播平台累计已有 11 万农民主播，开播超过 230 万场，通过直播带

动农产品销售超 50 亿元。 商家或利用直播宣传农产品的种养殖

过程，或利用直播宣传农产品的现场采摘情景，由于产品真实，

价格实惠，引起顾客的兴趣，关注率和购买率也比较高。许多特

色农产品也借此契机进行品牌推广，如“武鸣沃柑”“好欢螺螺

蛳粉”“容县沙田柚”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得到了不少关注。

除了农业生产商主动进入直播带货领域以外，广西区也大力

推动农产品直播带货活动，努力打造区域性特色农产品标杆。广

西各地县长或其他政府官员都纷纷进入电商直播平台当起了主播。

截止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广西已有 40 名县长、市长进入本地的特

色农产品直播间助农卖货。部分官员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纷纷

穿上了当地的特色服装，并进行了才艺展示。具有行政职务的政

府工作人员现身直播间无疑是对所销售产品最好的质量担保与背

书，提高了消费者对直播间特色农产品的信任，增加更多成交机会。

但是，从全区特色农产品的角度出发，其代言的比例较低，影响

面不大，且由于直播带货过程中，其对于产品的解说、直播专业

词汇的使用、企业的了解、口音等与专业主播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二、广西特色农产品直播带货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专业农产品直播人才

一场成功的直播间需要一位核心人物把控直播的走向，主播

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因此，不少主播通过良好的口碑在直播界

脱颖而出，受到观众的喜爱。然而，广西农产品直播间大部分主

播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农民主播。首先，广西农民主播普遍存

在文化水平较低，语言表达能力欠佳，地方口音浓重等现象。主

播在介绍特色农产品时用词平淡，遇到专业词汇时会用家乡话代

替，导致外地顾客听不懂产品的特色，不利于后期订单成交。其次，

由于大部分人首次接触直播大多是出于从众心理，缺乏对直播领

域的了解，对于观众喜爱的内容也缺少研究，大部分直播画面粗糙、

简陋，且大部分直播间对产品展示的特写镜头较差，由于设备简

单、灯光反射等原因，观众难以看清产品的特写镜头，导致大部

分农产品直播间的观看人数难以破百。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主播

与观众互动较为单一。农民主播自身缺乏留住观众的话术和技巧，

直播间的互动方式多以弹幕问答为主，但大部分时候主播在介绍

产品时难免出行自说自话的情况，未能及时留意弹幕，导致观众

停留时间较短，难以培养忠实顾客。

（二）农村直播电商平台配套设施与服务不完善

广西特色农产品大多以生鲜类水果为主，对货物运输方式要

求较高。尽管我国近几年对于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了投入力度，

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部分地区、部分时间段内仍然存在运输

困难的问题。尤其是广西偏远山村交通不便，物流基础设施几乎

为零，农产品走不出大山，外面的产品也难进来。现有的广西特

色农产品目前在运输方式上主要以公路运输为主，费用较低，但

由于路况不同导致生鲜类产品在运输过程中难免受到一些损失。

在运输的硬件设备上，由于冷链运输设备昂贵，冷链物流体系的

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冷链运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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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西农产品品牌特色不突出

1. 存在特色农产品品牌困境

广西特色农产品的产地品牌效应远远高于产品品牌效应。大

部分观众都对武鸣沃柑、百色芒果、桂林罗汉果、容县沙田柚、

灵山荔枝、柳州螺蛳粉、桂林米粉等强调产地的产品比较熟悉，

忽视了塑造代表性企业品牌的重要性。且目前缺乏知名度高的特

色农产品品牌，尽管广西的特色农产品品牌种类繁多，但是农产

品生产商对品牌文化建设缺乏重视，使得自身产品虽然受到很多

人喜欢，但是由于没有品牌的加持，无法实现品牌效益和品牌溢价，

导致难以突破销量瓶颈期。

2. 农产品质量不稳定

从地理环境来看，广西丘陵山地多，农产品产地较为分散且

每户人家的产量较少，难以形成专业化、标准化、集中式的一体

化种植体系。且由于农产品的特殊性，难以形成十分标准化的规

则去评定农产品的好与坏，消费者通过不同渠道购买同一产地的

产品难以保证质量完全一致。且消费者线上购买农产品，无法触

摸、品尝实物，只能通过直播平台观看，部分农产品质量难以统

一，导致农产品在直播间展示时容易出现不尽人意的效果。如抖

音博主“疯狂小杨哥”在直播间销售西瓜时便出现了瓜瓤未成熟，

西瓜皮过厚的现象，导致直播解说与实物不符合。除此之外，部

分农户可能在直播间夸大产品的宣传或者发货时使用其他批次的

产品发货，使得顾客收到货物之后发现产品与直播间的不一致，

出现心理落差，难以形成重复购买行为。

图 1 部分直播间农产品展示质量参差不齐

（右为抖音主播“疯狂小杨哥”）

三、广西特色农产品直播带货优化策略

2021 年 7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广西

直播电商“四个一批”行动的工作方案》，此方案明确了未来广

西直播电商将培育一批示范基地，壮大一批龙头企业，孵化一批

有影响力的电商品牌，培育一批引领作用强的直播带头人。由此

可见，广西高度重视直播电商的发展，此项方案的提出将给广西

农产品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因此，为了更好地抓住本次发展机遇，

结合广西农产品直播带货现状提出了以下优化策略。

（一）整合农产品直播人才培养资源，重视直播团队建设。

近年来，广西已有上百名县长、市长在广西农产品直播带货

中出镜，为商品的顺利成交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入挖掘其大量

成交的原因可知，政府在直播间背后起到了背书作用，政府官员

的出行提升了直播间的可信度。但是，这种依靠政府官员壮大直

播产业的模式并不长久，农产品直播带货模式要走得更快、更远

还要依靠地方农户的力量。充分整合现有的人才培养资源，发挥

地方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助力培训农民的直播能力，使地方农

民掌握基础的直播营销知识；以“二元制”人才培养为契机，举

办大学生农产品电商直播创新创业比赛，为行业、企业、农村地

区培养匹配度更高的专业人才。 同时政府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吸

引更多大城市的优秀直播人才加入到广西农产品直播行列中，打

造一支有特色的优秀直播团队，引领广西农产品直播的发展。

（二）以市场需求为中心，政府为主导完善直播电商基础设

施 

由于广西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区内直播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比

较缓慢，而直播电商的发展要求加快数字乡村、智慧农业数据中

心建设，扩大电商直播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因此，应

根据广西农产品市场的实际需求对症下药，由政府牵头，吸引本

土大型企业投资，共同搭建完整的直播基础设施。将农产品生产

者、直播平台、物流体系有机的融合。整合县域物流仓储建设资源，

为农产品电商直播提供更专业的物流服务，提升农产品规格的标

准化、使用率及一站式运输比重。此外，直播对于网络要求较高，

而广西的山区、丘陵较多，因此加快对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迫在眉睫。 

（三）加强品牌建设，打造广西特色农产品 IP

消费者对于广西农产品的认知不能仅依赖直播间的主播讲解，

还要提升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直播带货提升到品牌的高度，注

重打造农产品 IP。产品 IP 化将通过与顾客产生情感共联从而带动

顾客消费。因此，广西特色农产品在直播带货期间要高度重视农

产品的品质，确保产品对外的形象保持优质状态。在此基础上适

当融入广西各地文化，如少数民族的传统、地方标志性建筑物或

借用名人效应等方式，进一步增加特色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围绕

农产品，结合产品当地的广西特色旅游资源、果园、农产品种植

示范基地等优势资源，借助直播的方式，宣传当地人的生活风采，

加深消费者对农产品 IP 的了解，建立更深的情感连接，走入消费

者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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