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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意味着我国基层贫困治理工作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新阶段。作为一种扶贫的创新

形式，直播带货拓宽了贫困地区产品的销售渠道，增加了贫困群体收入，也增强了官方的亲和力，促进

了各方良好的互动。本文基于直播带货的扶贫成效，从创新扶贫方式，激发贫困对象内生脱贫动力；创

新治理格局，增强基层相对贫困治理主体合力；创新产业扶贫体系，筑牢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产业基础；

创新工作方式，为基层相对贫困治理注入活力四个大的方面提出若干直播带货助力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

创新路径，以期我国各地基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做好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创新工作，

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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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letion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means that China’s grassroots pov-
erty alleviation work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relative poverty alleviation. As an innovative for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live streaming sales have expanded the sales channels of products in impover-
ished areas, increased the income of impoverished groups, strengthened official affinity, and pro-
moted good interaction among all partie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ive-
ness of live streaming sales, and explores innovative poverty alleviation methods to stimulate en-
dogenous poverty alleviation motivation among impoverished individuals; innovate governance 
patterns and enhance the joint efforts of grassroots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entities; innovate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system through industries and build a solid industrial foundation for ad-
dressing relative povert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innovate working methods and inject vitality 
into the governance of relative povert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t proposes several innovative paths 
for live streaming sales to assist in the governance of relative povert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while achieving the results of pov-
erty alleviation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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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

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1]。基层主要是指农村，基层作为我国治理体系的末梢，其治理效果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和国

家的发展。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脱贫攻坚的重心转向“相对贫困”，这意味着绝对贫困

的消除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结束，我国并不存在贫困问题，而是意味着我国基层贫困治理工作在 2020
年后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扶贫治理新阶段，相对贫困治理与绝对贫困治理相比，存在贫困人口识别难

度大、贫困状态多维度以及动态性等特征，其治理工作的难度比绝对贫困治理难度更大。如何在乡村振

兴背景下做好基层相对贫困治理工作、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我国新阶段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

面对我国贫困状态的转变，基层贫困治理宏观背景的转变，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方式也应该，进行相应

的调整，有必要对我国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进行创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商直播带货涌入人们的视野中，并逐渐成为主流的营销方式之一，也得

到了国家层面的支持与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中指出要促进农副产品的直播带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中

指出：“农村电子商务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是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2]，这说明了国家

鼓励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的发展。作为互联网技术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转变的产物，学术界也论证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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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直播带货在基层贫困治理中的成效，有学者以内蒙古为研究区，证实了农村电子商务能够促进贫困

户稳定脱贫[3]。也有学者的研究证实了互联网的使用能够降低家庭进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有效缓解

家庭的贫困程度[4]。 
以上内容都说明了电商直播带货在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舞台上大有可为。但是鲜有学者研究电商直

播带货是如何助力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创新路径，电商直播带货作为基层治理方式的一种新形式，本文

聚焦电商直播带货助力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创新路径这一主题，对相对贫困、基层相对贫困治理和直播

带货等基本概念的定义进行界定，并以协同治理理论和技术赋能理论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分析电商直

播带货的扶贫成效，结合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容与特征，提出若干电商直播带货助力基层相对贫困治

理的创新路径。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相对贫困 
贫困问题在所有国家均存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只是其状态会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

我国有关相对贫困的概念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提出来的，在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前我国主要用“绝

对贫困”的概念。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对贫困的概念，有必要先对绝对贫困的概念进行理解。绝对

贫困是指“缺乏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收入，既包括了食物消费支出，也包括了非食物消费(教育、居住、

健康等)支出，表征为一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水平低于一定时期社会接受的最低标准”[5]，是一种生存型贫

困，即贫困主体的生存和温饱问题不能得以满足。通过对现有的文献梳理，发现学术界对于相对贫困的

界定存在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将相对贫困的内涵理解为除了生存贫困之外的贫困状态，也就是说个人

或家庭的收入虽然能够解决其基本的生存需求，能够解决温饱，但是无法达到当地标准下大多数人能享

受到的其他生活状态，比如说消费、住房、医疗、出行等方面的状态，可以说，相对贫困是一种发展型贫

困，具有贫困人口识别难度大、贫困状态多维性、治理工作长期性等特征。 

2.1.2. 基层相对贫困治理 
基层相对贫困治理是属于基层治理的一个方面，根据相对贫困的概念，我国的基层主要是集中在农

村，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理解为在政府的宏观主导下，调动全社会各方的力量和

资源，相互协调配合，针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采取针对性的扶贫措施，从而解决基层相对贫困问题，

实现农村人口全部脱离相对贫困状态的目标。基层相对贫困治理具有治理难度更大、相对贫困人口识别

更加困难等特征，面对我国贫困状态的改变，如何保证脱贫人口不返贫、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并做好基

层相对贫困治理的创新工作是后脱贫时代值得深思的问题。 

2.1.3. 直播带货 
电商直播带货实现了线上和线上销售方式的有效结合，实现了新兴技术与传统行业的有机结合。总

结现有定义，我们可以将直播带货界定为各类主体，例如明星、主持人、网红、博主等，通过淘宝、天

猫、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官方平台等，利用相关平台账号，开设网上直播间，

“化身”主播或者联合网红主播，线上面向全国观众介绍产品，为相关产品代言，以促进各种产品通过

互联网营销的一种方式。由于电商直播带货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和趣味性，能够实现与观众的良好互动，

及时解决消费者的疑惑，使得消费者能够获得良好的购物体验，逐渐成为人们推崇的一种营销方式。根

据本文的研究内容，文中所涉及的直播带货的内容主要是指农产品等一类的货物，更加注重直播带货的

扶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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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协同治理理论 
对于协同治理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社会发展背景下，政府、市场、社会、公民等构成治理

主体，以各自的力量与资源参与贫困治理中，相互协调配合，实现良好的公共治理局面。自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的基层贫困治理工作主要是在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基层贫困治理工作涉及范

围广，仅仅依靠政府力量是不可能达到如今的治理效果的。此外，对于后脱贫时代的基层相对贫困治理

工作，其存在动态性、多维性、相对性等特点，因此，为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做好基层相对贫

困治理工作，必须加强各方的合力。而协同治理实现了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目标，能够从多元主体的协

同行为当中实现 1 + 1 > 2 的效果，其有利于在基层相对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公众等多元

主体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治理的效果，从而使我国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工作在多方共同参与的框

架下进行，形成基层相对贫困治理合力。 

2.2.2. 技术赋能理论 
基于学术界现有的对于技术赋能理论的解释，发现学术界对技术赋能理论的概念都是先将技术和赋

能拆开解释，之后再得出有关技术赋能的含义，一般而言，“技术赋能”就是指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通

过技术扩散、场景改造和提供平台等方式，赋予个人和组织行动能力[6]。我国一直大力倡导互联网+、电

子商务的模式，致力于智慧政府的建设。而电商直播带货就是技术赋能的一种表现，各类主体利用互联

网进行各类产品的宣传与销售，其中包括各地特色农产品和旅游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极大的动力。技

术可以说是一种外源性要素，技术作为一种治理工具，通过技术对基层相对贫困治理赋能，可以说其赋

予并丰富了各地地方政府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手段，在后脱贫时代，技术赋能能为基层相对贫困治理提

供技术工具，可以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激活基层自身发展的活力，在未来基层相对贫困治理中大有可

为，为未来基层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充实了我国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工具。 

3. 直播带货的扶贫成效 

3.1. 打破销售区域限制，拓宽销售市场 

一些贫困地区往往有着丰富的农副产品，却因销售渠道受限无法顺利售出[7]。电商直播带货主要是

主播通过线上展示与讲解，消费者通过链接下单即可。同时，与图片或视频相比，直播带货能够使得消

费者通过屏幕就能实时直观地感受到产品的品质甚至是种植环境，直播带货全方位展示了产品的特点，

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直播带货也使得生产者、种植者“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产品的销售，使得

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够了解、购买到来自五湖四海的特色产品，推动了线上销售的同时也吸引了各地游

客慕名而来购买当地的特色产品，带动了当地线下经济的发展。因此，电商直播带货实现了“线上” + 
“线下”销售方式的有效结合，打破了传统线下销售区域的限制，增加了农产品的知名度，拓宽了农产

品的销售渠道和市场，有助于基层产业振兴的形成，从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3.2. 增加就业岗位，增加贫困群体收入 

完成一场直播带货需要主播、助播、管理、运营等多人配合，也需要人员对销售的产品进行打包，

这些都需要人力资源的支撑。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直播带货带来的红利除了使得更多的年轻

人回到家乡进行助农直播，也使一些农户、贫困群体、种植户化身“主播”进行带货，使越来越多的新农

人涌现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电商直播带货也促进了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的增长，帮助农民、贫困群体实

现了可观的收入，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5870.3 亿元。因此，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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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带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一大批的就业岗位，助牢了基层相对贫困治理人力资源、人才基础，扎实了

人才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注入了活力。 

3.3. 增强官方亲和力，形成良好的互动局面 

2020 年上半年，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农产品滞销，当地

经济发展受阻，各地政府官员创新工作思路与方式，走出办公室，进入直播间，为当地农产品代言，有

效缓解了农产品滞销的问题，使得农民实现增收，为如期实现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注入了极大的动力。

官方直播带货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很好地宣传了当地的特色产业、特色农产品、为贫困群体带来了

可观的收入，实现了造血式扶贫的方针政策。同时，通过查找数据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公众对于政府官

员直播带货的模式的反应都是正面的，不少网友纷纷留言直呼“县长亲民”“接地气”等，不少公众在观

看直播的过程当中纷纷表达了对政府官员直播带货的支持，形成了政府与公众的良好互动局面，拉近了

官员与百姓之间的距离，有利于提升政府官员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增强官方的亲和力。 

4. 直播带货助力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创新路径 

4.1. 创新扶贫方式，激发贫困对象内生脱贫动力 

对于后脱贫时代基层相对贫困治理工作来说，基层应该更加关注于贫困群体的内生式脱贫动力，各

地基层相对贫困治理可以借鉴电商直播带货的积极效应，达到“授人以渔”的效果。 
一是改变传统扶贫方式，利用直播带货催生更多的就业机会。传统的扶贫方式主要是根据贫困群体

的需求，缺什么补什么，主要是一种外生式的扶贫方式，由对直播带货的分析可以得知，直播平台有很

多形式，比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官媒等交流平台，因此，基层可以通过各类短视频和交流平台，

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贫困群体利用专业人员+视频讲解的方式加大对贫困农户的教育，提升贫困群体的整

体素质。同时，基层可以培育一批专业的、接地气的农民主播，开展直播技能培训，传授视频剪辑、账号

运营、拍摄等技术，使农村贫困群体能够实现就近就业，避免当地“老龄化”、“空心村”的出现。二是

提供专业培训，提高贫困对象的技能。各地基层首先应该实际考察适合当地种植的特色农产品、产业类

型，引入外部性资源，比如专家、技术等要素，指导当地的农民进行特色产业的种植。也可以通过专家

录制视频讲解，将扶贫对象集中进行学习，以使得贫困对象具备专业知识，使贫困群体自食其力，达到

扶智扶志双扶的效果，改变贫困群体“等靠要”的不良思想，激发贫困群体内生式的脱贫动力，为乡村

振兴赋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4.2. 创新治理格局，增强基层相对贫困治理主体合力 

从实践经验上看，多方力量参与基层相对贫困的治理，不仅有助于社会资源的配置与拓展资源的供

给，也有助于推动扶贫领域的模式创新。毫无疑问，直播带货的模式达到了政府、市场、社会、公众、贫

困群体的良好互动局面，正是有了多方的良好互动局面，直播带货才能够成为主流的营销模式之一。因

此，对于后脱贫时代的基层相对贫困治理，仅仅依靠政府主导是不够的，需要加强多方的协同。 
一是基层要利用好互联网这个平台，积极宣扬并加强社会其他主体参与公共服务的意识。政府要与

市场和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做到政市分开、政企分开，市场和企业能够完成的事务，政府就

不要干预，做好“掌舵者”的角色，使市场、企业能够以各自的力量与方式参与到基层相对贫困治理中。

同时，制定有关市场和社会参与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对市场、

社会行为的有效监督。二是市场、社会、公众、贫困群体需转变观念。对于基层相对贫困治理，我们都会

认为这是各地政府的职务，但整个社会是一个整体，缺了哪一方的力量，都不可能得以发展，因此，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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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社会、公众、贫困群体除了通过传统的纸质方式获得有关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容，也应该通过手机、

电视、媒体报道等积极主动了解后脱贫时代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相关内容，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良好

的相对贫困治理氛围。对于基层相对贫困的治理，只有加强政府、市场、企业、公众、贫困群体等多方主

体的合力，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企业带动，社会公众参与的治理新格局，未来的基层相对贫困治理工

作才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有效实现乡村振兴，早日实现我国提出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4.3. 创新产业扶贫体系，筑牢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产业基础 

产业是基层相对贫困人口实现持续增收的必要条件，也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相对贫困治理必不可

少的一个部分，只有基层相对贫困人口实现持续增收，才能达到良好的贫困治理效果，直播带货的积极

成效让我们看到了农村自身资源的扶贫潜力。 
一是搭建直播基地，形成规模直播产业。针对当地有特色农产品的地方，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和让消

费者“实地”了解农产品情况，有条件的基层可以根据当地的产业情况成立直播基地或直播示范点。同

时，要加强与电商平台、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的合作以及进行当地特色农产品的规模种植，营造良好的电

商直播发展环境。二是加强宣传，增加当地特色产业知名度。基层可以利用互联网以文章、视频等方式

宣传当地的农产品以及特色产业，打造当地的农产品、特色产业招牌，从而增加贫困农户的积极性，鼓

励农民种植农产品并通过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实现家庭增收。三是发展特色旅游业。我国目前已经实现让

贫困人口吃饱穿暖的状态，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日益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灵的栖息。因此，

基层可以立足当地实际，依托当地的乡风民俗、历史古迹以及故事等资源，打造特色旅游业，同时利用

互联网实现对当地产业的宣传，促进多产业的共同发展，从而形成多元化的扶贫产业。 

4.4. 创新工作方式，为基层相对贫困治理注入活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直播带货的主体从网红、明星等群体逐渐扩展为知名主持人、政府官员，其中，

官方直播带货是其治理方式的一种创新，因此，基层可以通过借鉴官方直播带货的积极效应，创新工作

方式。 
一是定期开展直播，宣传政策，了解群众需求。由于地域因素和工作性质的限制，一些群众对于政

策的疑惑并不能及时解答或者不能及时表达自己的诉求。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主体可以通过直播，与贫

困群体实现即时沟通，及时解答疑惑，实现政策及时有效地上传下达。二是根据当地情况组织开展直播

助农活动。官方自身有一种公信力，在人们的心中是权威的存在，由官方组织的直播带货助农活动，能

够使人们相信产品的质量，进而增加农产品的销售量和农户的收入。同时，由官方组织的直播助农活动

一般带有公益性质，这也能够节省成本，使农户的“钱袋子”能够更加富足。相较于基层的传统工作方

式，比如说入户走访等，直播能够增加基层工作方式的灵活性，进而为基层相对贫困治理工作注入活力

与动力。 

5. 结语 

直播带货作为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一种创新形式，不仅能够打破农产品的销售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带动当地特色旅游业的发展，增强当地的知名度，也能够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式脱贫动力和促进基层相

对贫困治理工作方式的创新，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与动力。同时，利用各类平台开启助农直播，不仅实

现了农民增收，还实现了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主体的良好互动局面，形成一种无形的基层相

对贫困治理合力，有效推动了我国农村电商的发展，也丰富了政务服务的内容，有助于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和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未来，直播带货助力基层相对贫困治理要获得持久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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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力，基层就应该明白，直播带货不止“带货”，更需要挖掘当地农产品、旅游产业背后蕴含的文化价

值，将当地的文化价值与农产品等有机结合，并不断完善升级产业链和做好品质保障和售后服务，才能

够形成直播带货助力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最后，对于基层相对贫困治理，既要巩固全面脱贫

攻坚的成效，防止脱贫人口返贫，又要对基层相对贫困治理进行创新。但有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对于

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创新并不意味着推翻之前所有的贫困治理经验，而是要以之前绝对贫困阶段成功的

贫困治理经验为跳板去进行创新，这样才能够将创新的风险降到最低。最终，才能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的基础上实现基层相对贫困治理的创新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进而实现全体人们共同富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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