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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短视频+直播+电商”新零售业态探讨
强亚男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8

【摘 要】：“短视频+直播+电商”是一种新零售业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对于促进农产品销售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

过文献资料法，对乡村开展“短视频+直播+电商”的新零售业态进行了系列分析，主要分析了优势，并提出了问题和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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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村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

的发祥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已

进入实施农村振兴“三步走”战略的第二阶段——坚持特色

振兴道路，系统解决重大问题。2021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的意见》，继脱贫攻坚之后第一书记再次肩挑重担。同时，

2020 年，直播电商正全面爆发，伴随疫情洗礼，“短视频+

直播+电商”的新零售业态加速兴起，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

消费方式。

本文作者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短视

频+直播”进行主题检索检索出 4314 条文献，可以看出，学

术界对“短视频+直播”研究保持着高度的热情；进一步以

“短视频+直播+电商”为主题在上述结果中检索，只检索出

十几条。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短视频+直播+电商”这

种新零售业态的优势及目前存在的不足，从而针对性地提出

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乡村振兴提供借鉴与指导。

1 “短视频+直播+电商”新零售业态的兴起

短视频是指在不同的新媒体平台播放的视频内容，时长

普遍较短，数秒至数分钟不等，内容是分享各种技巧、幽默、

时尚等话题。截至 2020 年 12月，中国短视频用户量有 8.73

亿，较 2020年 3 月增长约 1 亿，占网民整体的 88%。

而网络时代到来，电视直播逐渐被网络直播取代，成为

“直播”的代名词，直播的概念有了新的拓展和发展，一般

通过一个独立的信号采集设备(音频+视频)进入导频(导频

设备或平台)，然后利用网络上传到服务器，发布到各类网

站以供人们观看。

据艾媒咨询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到 2020年底，中国

预计将有 550万流媒体直播用户。随着 5G、人工智能等信息

技术的发展，还有各种互联网头部平台的涌入与垂直领域应

用的发展，视频流产品的用户数量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2 “短视频+直播+电商”的优势

“短视频+直播+电商”作为电商销售的一种新模式，它

能够动态地介绍、展示、推荐商品，通过实时互动的方式激

活用户感性消费,提升用户体验，进一步激发消费者购买欲

望，并且实现即时购买。此外，“短视频+直播+电商”简单

易学、成本相对较低，能使农民直接参与其中，具有造血功

能，它有以下优点：

2.1农产品“短视频+直播+电商”的设备和技术相对简单，

进入门槛较低

“短视频+直播+电商”一般只需要一台电脑或一部智能

手机，通过有关直播平台办理简单的注册手续即可实现，具

有成本低、简单易学的特点。我国已然实现了全球领先的农

村网络覆盖，因此，“短视频+直播+电商”的基本条件已经

具备。且从内容来看，农产品主播通常是农民或者农业工作

者，即便对技能有所要求，更多是是本色出演，技术难度不

大。

2.2“短视频+直播+电商”的实时性和真实性缓解了农产品交

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

从农产品的生产到消费者的餐桌，这中间的多个环节中

都存在着许多信息不对称现象，比如农产品的供需信息不对

称、价格信息不对称等。且现在的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更

多集中在健康、有特色，直播可以让消费者更加直观地看到

农产品的生产环节及存放的环境。生产环节直播可以使消费

者实时看见农产品从生产到包装、运输的各个环节，等同于

实时监控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这样就能充分了解产品的原产

地，种植的环境，使消费者买得明白、吃得放心。

2.3农产品直播具有趣味性与互动性，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

相较传统的电商，直播的形式超越了“图片+文字”的

宣传模式，为消费者带来身临其境的感觉，具有更加生动的

宣传效果，对一些消费者来说，观看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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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乡村旅游的体验。而且直播中的互动，拉近了主播和消

费者的距离，增强了相互的了解和信任，甚至会产生友情，

这种友情让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其推荐的产品。

2.4 农产品直播降低了交易成本，帮助农民实现了增收

“短视频+直播+电商”的新零售业态下，农民可以跨越

多重中介直接面对消费者，减少了传统销售模式带来的资源

浪费问题，同时消费者清楚地观看产品生产、加工、包装等

整个过程，明白其中的不易和价值，从而接受优质优价，同

时口碑效应显著，进而打开农产品知名度，提高销售量，增

加销售收入。

3 “短视频+直播+电商”的问题

农产品“短视频+直播+电商”为农村经济发展增添了新

活力,但在带来销量增加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

表现在以下方面：

3.1 夸大宣传，以次充好

农产品直播销售中,一些主播进行虚假宣传、货不对板成

为一种新的隐患。有一些主播以贫困地区的农产品滞销、农

民损失惨重来博取消费者的同情心，而消费者收到的却是质

量低劣的农产品，伤害了消费者的助农爱心。

3.2 标准化程度不高

“短视频+直播+电商”中农产品的标准化、物流的标准

化及售后的标准化程度普遍较低。农村地区长期以来存在市

场化水平较低，产品分级不严，品控粗糙等现象，导致消费

者在直播间里看到的产品与实际到手的有差异，或者不同批

次差异较大。

3.3 品牌意识不强

多数农户倾向于种植多种农产品，没有把农产品品牌建

设作为其长期发展目标；从直播者角度看，缺少对农产品文

化内涵的挖掘，直播的产品特色和优势不明显，缺少市场竞

争力，更难卖上好价钱。且难以持久吸引顾客，影响回购率。

3.4 配套服务跟不上

乡村地区农产品的供应链比较落后，影响了农产品的保

鲜和配送。另外售后服务体系不完善，购买者与客服联系不

畅，有的客服不能及时反馈甚至不反馈消费者的信息，降低

了消费者对农产品直播的信任度。

3.5 平台监管不完善

庞大的主播群体素质良莠不齐，有些主播带货存在虚假

宣传、数据造假，有些主播以助农为噱头，销售质量低劣的

农产品，另外“短视频+直播+电商”“以主播带动观众”的

推广模式，也会使部分素质不高的主播为了吸引观众作出违

规行为。平台对售卖的农产品缺乏严格准入审核和统管理，

一些农产品在没有通过检验检疫的情况下流入市场，存在较

大的食品安全隐患。

3.6直播内容同质化

农产品直播逐渐形成几种固定展示方式，如直播农作物

施肥、打药、浇水、采摘、分拣、包装、运输等过程，内容

千篇一律，缺乏创新，容易引起消费者的审美疲劳，缺乏内

容创新。

4 “短视频+直播+电商”新零售业态的建议优化路

径

4.1搭建专属平台

可通过政府政策扶持、企业和社会力量的技术支持、资

金投入等综合措施等，打造具有我国特色的助农直播平台或

者专属通道。现有的直播平台在助农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但有些主播一方面为吸引买家而不断对农产品压价，另

一方面又收取比较高的提成，导致农民实际收入不高。因此，

政府与电商平台应共同搭好农产品直播平台，让更多的市场

主体参与到直播助农中来，将利润向农民倾斜。与此同时，

降低现有助农直播平台中的各种费用，或开辟专门的助农通

道，将其放在首页进行引流推广，减免或暂时不收取平台费

用，让农民积极踊跃地参与直播。

4.2加强直播监管力度

可以借鉴其他产业全时段直播的方式，每天 24 小时监

控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今年疫情期间，武汉建设中的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据统计，火神山医院建设

的直播总播放量超过了 1 亿。如果把这种在线直播的模式引

入到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使消费者每时每刻都能看到生产情

况，知道产品的真实情况，买得更放心。

4.3打造本地直播明星

网络名人可以带动一个村庄的发展，如四川理塘的丁

真。可根据贫困地区的文化特点、地域特点、农产品特点等，

打造具有本地特点的网红人物或团队，进行“短视频+直播+

电商”销售，带动地域经济的发展。

5 结语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振兴则国家兴，在乡村振兴

大发展的阶段，开展“短视频+直播+电商”的新业态零售，

帮助农民朋友们学会使用这种新技术，为乡村振兴战略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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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地提供了可能性，通过技术培训，为农民赋能，培养农

民朋友们的乡村振兴能力，让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

乡村振兴的推动力，托起更加美好的乡村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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