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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不断向农村地区延伸，农村电商的发展日益完善，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量。直播电商

是农村电商基于运行模式的一种全新探索，因此本文以东方甄选直播带货农产品为例来探讨农村电商赋

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现实困境和发展策略选择。结果发现，农村电商有助于从促进农村产业现代化

转型升级、乡村人才孵化、传递乡村知识和情怀、推动农业绿色生产以及完善乡村组织体系建设等方面

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以及组织振兴。但是目前农村电商的发展还存在产

业规模小、分布散、发展薄弱、农村电商人才队伍不够壮大、行业制度规范体系不够完善等现实问题制

约乡村振兴建设。据此，本文也提出了未来农村电商的路径选择，即：推动农业转型和农村电商市场协

同、强化农村电商人才培养和优化农村电商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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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tension of the Internet to rural area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erfect, becoming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is a new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operation mode of rural e-commerc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akes Dongfang Zhenxuan’s live streaming sal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practical dilemma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choices of rural e-commerce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was found that rural e-commerce 
helps to empower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talent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eco-
logical revit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by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and up-
grading of rural industries, incubating rural talents, transmitting rural knowledge and emotions, 
promoting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organizational 
system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such 
as small industrial scale, scattered distribution, weak development, insufficient growth of rural 
e-commerce talent team, and incomplete industry institutional norms, which constrain the con-
struc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lso proposes path choices for future 
rural e-commerce, namely: promoting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ural e-commerce market 
synergy, strengthening rural e-commerce talent cultiv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rural e-commerce 
system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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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是十九大作出的关乎我国三农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村电商是伴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

数据等高新技术发展起来的，以农产品销售和同业产业链延伸为核心内容，在农村地区开展的电子商务

活动[1]。在过去的发展中，农村电商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带动农民就业等

方面初显成效，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1]。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工程”，为我国农村电商新阶段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直播电商是农村电商基于运行模式的一种全新

探索，利用淘宝、京东、拼多多、东方甄选等大型电商平台以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打通营销渠道

以达成营销目的的一种新型电商形态。相较于传统的农村电商来说，直播电商的形式更加立体丰富，更

容易激发消费者的视觉和听觉，通过增强消费者的互动参与感，使得农产品同步带货成为可能，从而也

为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2. 文献综述 

关于农村电商和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一方面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具有积极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

农村电商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信息透明度，促进了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农村地区的流动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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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动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和互动[2]。有的学者认为农村电商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购物方

式，有效地满足了农村居民的多样化选择[3]。还有的学者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农村

电商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分析。展进涛等[4]人基于 2014~2020 年全国 1809 个县以及淘宝村数据分析了农

村电商的收入效应和溢出效应。张添洋等[5]人基于要素流动视角实证分析了农村电商对城乡一体化发展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尹志超等[6]人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了电商下乡能够显著缩小农村家庭消

费不平等。另一方面，农村电商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殷光华[7]指出农村电商存在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在“看得见、摸不着”的情况下，一些商家为了降低成本，可能出现质量不过关、服务不到位的情况；

或是在产品生产或采购环节中存在质量控制问题，导致产品存在缺陷。孙伟等[8]人认为农村电商存在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农户难以了解到农产品的具体价值浮动，从而引发农产品恶劣营销事件的频发。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关于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研究多集中单个途径的研究，对于农村电商

赋能乡村振兴整体性、全面性的作用机制还需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直播电商成

为农村电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东方甄选又为直播电商搭建了多样化的电商场景、为直播带货提供了机

会和场地。基于此，本文将以东方甄选直播电商为例，对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现实制约

以及路径选择进行深入探讨。 

3. 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 

3.1. 农村电商促进产业现代化转型升级 

农村直播电商的快速发展为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转型提出了新要求，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

一是直播电商推动产业链优化升级。电子商务作为连接农产品生产与销售、农户与市场的重要媒介，使

得原有的市场供应由线下转移到线上，由地区交易拓展到全球交易，农产品的仓储和运输借助科学的物

流管理使其更加有效，优化农产品的产、供、销等多个方面全产业链条。二是直播电商促进农业产业融

合。东方甄选为使产品全方面、多角度的呈现给消费者会将直播场景设在田间地头，并且通过短视频的

方式记录农产品的生长发育过程，以此有助于消费者对产品的生产、销售等方面拥有更加直观、清晰的

了解，同时丰富多样的乡村面貌也呈现在大众面前。例如，东方甄选 CEO 带领团队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原

产地上游，一户一户的考察，一件一件的挑选。用购物的心态，为用户严格挑选最符合甄选标准的产品。

在这一过程中也使得更多的人被原生态的乡村风貌和恬静的田园生活吸引，从而带动了当地乡村旅游业、

非遗产业、康养产业等多产业融合发展。 

3.2. 农村电商孵化乡村人才，提高农民收入 

农村直播电商的迅速崛起，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的人才动力。农村直播电商带来的巨大收益吸引

了一些有资金、有知识、有人技能的企业家和人才纷纷参与到乡村产业的发展中来，带动农民致富创业，

并且借助直播电商的流量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以此形成直播助农的良性循环。例如，东方甄选主播董

宇辉由新东方教师转变成卖货主播得过程中，不仅创造销售奇迹，而且收获了大批粉丝。双语教学对于

新东方的老师来说，并非难事，但用在直播带货中，确实奇事。与此同时，董宇辉自带的文化气息，让

农产品有了故事载体，在情感的共鸣中，玉米、大米成了童年的回忆，牛排、猪肉、鸡翅成了奋斗的故

事，在共情中，实现了用户与产品的连接。东方甄选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帮助农民，不仅实现了自身价

值也为乡村振兴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3.3. 农村电商传播乡村知识和情怀 

乡村具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人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乡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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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短视频和直播的火爆，借助农村直播电商的优势，东方甄选运用直播平台讲好农村故事，通过弹幕、

评论等方式与用户实时互动，在介绍产品的同时将其背后所蕴含的传统技艺、生产的自然环境以及丰富

多样的民俗活动等呈现给用户大众，甚至传播到全球各地，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乡村的魅力。同时东方甄

选主播时刻传递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东方甄选用数字助农的方式助力农业产业化，帮助广大

农民朋友，这是用行动传递家国情怀。这种情怀是可以和广大网友产生内心共鸣的，情怀的共鸣是最强

的粉丝凝聚力。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直播电商与乡村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乡村知识和其内含的情怀

依托直播电商传播，也提升了乡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4. 农村电商推动绿色生产 

随着农药、化肥等的大量投入使用，农业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乡村

振兴的重中之重。农村直播电商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够倒逼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从而促使农

村生态环境改善。一方面，新时代条件下，人们追求健康安全的生活方式，也因此更加注重农产品的品

质。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者开始注重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化学品、污染

物等的投入使用，逐渐走上绿色可持续的农业发展之路。另一方面，东方甄选主播通过向消费者分享绿

色安全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农户间接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农村收入水平的提升也促进了乡村

环境治理，大大提升了乡村生态文明水平，加速了“美丽乡村”的建设。 

3.5. 农村电商完善乡村组织体系建设 

在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的过程中，基层组织发挥着基础性力量的作用，是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桥梁

和纽带，也是有效开展乡村各项工作的关键。农村直播电商充分激活了乡村市场活力、基层干部的领

导力和农民群众的创造力。不少乡村干部纷纷现身抖音直播间，开展“官员直播带货”活动，以身示

范，充分发挥自身的责任担当，为农村直播电商经济新业态健康发展提供了便利和保障[9]。例如，山

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原副县长李守东通过在东方甄选直播帮助当地农户卖蒙阴蜜桃[10]。不仅解决了农产

品滞销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产品的品牌价值。部分地区相继成立直播电商协会，连接市场

和农户，针对性的定制农村直播电商相关的培训方案，乡村主播扶持计划等，为农村直播电商的发展

营造良好氛围。 

4. 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电商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助推器，然而新事物的发展也伴随着一定的现

实制约，接下来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困境与阻碍。 

4.1. 小、散、弱问题突出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小规模分散生产和经营是乡村振兴发展的一大制约。农村电

商将农产品从集贸市场转移到互联网，拓宽了农产品的营销渠道但同时也极易出现农村电商产业小、散、

弱的问题。许多农村电商经营者为个体经营或者是家庭作坊，规模化程度较低。虽然有些地区发展了村

镇服务站，但是由于人员流动程度较大、信息瓶颈未打通、管理不完善等问题存在，未能发挥出预期经

济效益，甚至出现服务站点变“空壳”的现象。尤其是偏远闭塞的地区农村电商小、散、弱的现象更为

突出。农产品生产、销售受环境影响程度较大，基础条件较为落后的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限

制，刚刚进入农村电商领域的企业和个体更易分散在不同的村庄或乡镇。同样，农村电商的经营和管理

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面对市场环境下激烈的竞争能力不足，进而导致农村电商发展薄弱。在以上各种

现实问题的存在下，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存在一定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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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农村电商人才队伍不够强大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虽然农村电商的发展有利于乡村人才的培育和壮大，但是就目前发展状

况来看，农村电商人才队伍还存在不够强大的问题。农村电商的发展需要有互联网技术、运营推广、数

据分析、美工设计、物流管理、互联网金融等方面的人才参与。东方甄选的带货主播大部分都有着十几

年甚至几十年教龄的教师转型过来，所以其知识储备程度都不是一般的主播可相提并论的。这是独属于

左手提升产品能力，右手提升文化能力的东方甄选的特色，他人是无法复刻的。然而农村地区多存在老

龄化、空心化的现象，农民上网操作水平较低，很难利用互联网创业。并且很多地区从事农村电商的人

员为未经过系统化、专业化培训的人，尤其缺少直播带货的技能。此外，很多农民的电商意识比较薄弱，

难以传统农业向数字化农业的转型，更多的依旧是在固有的经验中生产、加工和销售产品。因此，农村

电商亟需农业专业化种植技术、农业系统化推广技术、农业科学化管理技术的人才推动农业转型和农村

经济可持续发展。 

4.3. 行业制度规范体系不够完善 

农村电商是一个涉及市场、产业、包装、物流、售后服务等多个方面的系统工程，这也使得该行业

对产品质量、个人隐私、科学管理的要求更高。加强农村电商行业领域的制度体系建设对于构建良好的

农村电商生态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农村电商的发展并不长，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度也比较缺乏。比如，

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一些商家“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难以保证产品如期发货、售后问题

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和反馈等都会对消费者的购物体验造成负面影响，并且产生信任危机。另外，农村

电商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建设会涉及到多级政府和多个相关机构，一些部门在参考国家关于农村电商的政

策制度时，未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具有一定针对性的落实举措。不同地区农村电商的

发展水平和实际需求不尽相同，地区政策制度趋同化难以满足农村电商发展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 

5. 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解决措施 

5.1. 推动农业转型和农村电商市场协同 

农业转型有利于引起农村电商市场的变革，农村电商模式的更新变化又会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根据

地域、资源、经济状况的不同，将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加工、绿色食品等产业融合起来，针对性的打

造独具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品牌，推进农产品就地转化和农工商结合。对于分散程度较高的电商产业要加

强政府的帮扶、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力度。 

5.2. 强化农村电商人才培养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才也是发展农村电商的基础和保障。强化农村电商人才培

养，一是联合政府、高校和企业搭建电子商务培训和实习基地，多渠道打通农村电商人才交流障碍。二

是培养有利于发展农村电商的本土人才。本土农民更熟悉农产品的特性以及当地的营销环境，加强对本

土农民的培训力度，增强农民电商技能和销售技巧，培养一批农民网红，为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坚实的人才支撑。三是建立健全人才社会保障机制。加大对人才引进的资金投入，并做好对相关人才的

配套优惠扶持政策，提供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人才倾斜资源，全力打造农村电商和乡村振兴发展人才库。 

5.3. 优化农村电商制度环境 

突破农村电商发展的制度困境需要构建农村电商行业发展的长效监督机制。一是完善直播平台入驻

和营销全过程监管机制，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及时收集用户反馈，适当提高对商家的管控水平，对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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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播的不良行为、违规行为做出相应的处罚，建立健全用户监督举报机制，规范营销过程。二是构建

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加大对互联网平台农产品质量和广告宣传的审查力度，最大程度上杜绝假

冒伪劣商品。三是在国家政策的领导下，法治与德治双向发力，结合地区发展特色因地制宜制定乡村营

商环境的具体制度规范。 

6. 结语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农村作为经济最为薄弱的地区，振兴农村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应有之义，更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2024 年，我国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并

提出农村电商已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为我国农村电商新阶段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农村电商是以平台为媒介的新型产业模式，依托于平台和互联网信息技术，能够突破地域限制，实

现信息共享，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弱化农村资源不足问题。从而利于从促进农村产业现代化转型

升级、乡村人才孵化、传递乡村知识和情怀、推动农业绿色生产以及完善乡村组织体系建设等方面赋能

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以及组织振兴。本研究发现目前农村电商的发展还存在

产业规模小、分布散、发展薄弱、农村电商人才队伍不够壮大、行业制度规范体系不够完善等现实问题，

这些现实问题制约乡村振兴建设。据此，本文也提出了未来农村电商的路径选择，即：推动农业转型和

农村电商市场协同、强化农村电商人才培养和优化农村电商制度环境。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

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农村电商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研究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

的机制与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农村电商产业作为农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承担起振兴农村经济的重担，搭起城乡协调发展的

桥梁，为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未来农村电商的发展还需要全社会人员的共同参与来推动其发

展和完善，促使其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大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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