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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电商直播正成为农产品销售的新兴渠道。农民借助这一创新模式，不仅拓宽了销路，还

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然而，在探索过程中，农民专业化水平不高、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滞后、产销对接

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日益凸显。针对这些挑战，研究提出加强农民培训、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完善产

销对接机制等对策建议。深入分析表明，通过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和多方协作，农民电商直播创业有望

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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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ing is becoming an emerging channel for the 
sal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this innovative model, farmers not only expand sales, but also im-
prove the added val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problems 
such as the low level of farmers’ specialization, the lagging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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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and the imperfect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docking mechanism have become increas-
ingly prominent.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
ward to strengthen farmer training, promote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mprove the production-marketing docking mechanism. In-depth analysis shows that through policy 
suppor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farmers’ e-commerce entrepre-
neurship is expected to become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nd inject new momentum into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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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电商直播已成为农产品销售的重要渠道。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5870.3 亿元，同比增长 12.5%。这一增长趋势凸显

了电商直播在农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农民电商直播创业作为一种新兴模式，仍面临诸多挑战。

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农民电商直播的问题及对策，为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健康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

振兴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 农产品直播电商的崛起与行业特色分析 

2.1. 数字经济驱动下的农产品营销新模式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农产品营销的创新范式，电商直播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正在重塑农业价

值实现方式。这一新模式突破了传统农产品销售的地域限制和信息不对称，通过实时互动和沉浸式体验，

构建起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桥梁[1]。农民借助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将田间地头变身为直播

间，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靠屏吃饭”的转变。这种创新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渗透率，还激发了

农村电商生态的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能。 

2.2. 农民电商直播创业的主体构成与形式多样性 

农民电商直播创业呈现出多元化的主体构成和形式特征。参与主体不仅包括传统农户，还涵盖了返

乡青年、农业合作社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这种多元化趋势促进了知识、技能和资源的整合，提升了

创业的整体竞争力。创业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从个人单打独斗到团队协作，从单一品类到全产业

链运营，再到“直播 + 体验”等创新模式的出现，反映了农民创业者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把握和灵活应对

[2]。这种多样性不仅丰富了农产品电商直播的内容，也为不同背景、能力的农民提供了适合的创业路径。 

3. 农民农产品电商直播创业存在的问题 

农民农产品电商直播创业作为一种新兴模式，虽然发展迅速，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存在以下六

个方面的问题： 
(1) 农民电商直播专业化水平不高：农民电商直播专业化水平不足主要源于文化素质与创业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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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以及系统培训的缺乏。多数农民对互联网技术和现代营销理念的理解尚浅，难以有效利用直播

平台推广产品和塑造品牌[3]。现有培训体系往往忽视了农民的实际需求和接受能力，导致效果欠佳。这

不仅影响了直播质量和销售成果，还制约了农民在电商领域的长期发展潜力，阻碍了创新能力的提升。 
(2) 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与品控管理滞后：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与品控管理的滞后体现在质量参差不齐

和包装设计落后两个方面。缺乏统一生产标准和严格质量管控导致同类农产品存在较大品质差异，削弱

了消费者信心[4]。包装设计未能充分展现产品特色和文化内涵，难以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些问题

不仅降低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制约了农民电商直播创业的可持续发展，亟须引起重视。 
(3) 产销对接机制不健全：产销对接机制的不健全表现为“农户 + 合作社 + 电商”模式推广不足和

信息不对称问题。现有产销模式缺乏有效组织协调，难以实现规模化生产和集中销售。信息渠道不畅导

致农户难以把握市场需求，电商平台也无法准确了解农产品供给情况[5]。这种失衡增加了农产品滞销和

价格波动风险，严重影响了农民电商直播创业的效益和稳定性。 
(4) 农村物流配送体系不完善：农村物流配送体系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最后一公里”配送困难和冷

链设施不足两个方面。农村地区分布分散、基础设施薄弱，快递服务难以深入，导致配送成本高昂、效

率低下[6]。冷链物流设施匮乏使得生鲜农产品运输过程中容易损耗，影响产品质量和消费体验。这不仅

增加了流通成本，还限制了农民电商直播创业的市场覆盖范围和产品种类。 
(5) 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能力不足：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规模小、运营不规范，

以及与电商直播融合度低。资金、人才和管理经验的缺乏使许多合作社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影响力

[7]。与电商直播的融合不够深入，未能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和资源整合作用。这导致合作社在农民电商直

播创业中的支撑作用有限，难以为农民提供有力保障，制约了创业的可持续发展。 
(6) 农民电商直播创业支持政策有待完善：农民电商直播创业支持政策的不足体现在资金技术扶持

力度不够和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两方面。现有政策难以满足农民创业的实际需求，在资金支持、技术培训、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显不足[8]。电商直播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在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

保障、农产品质量监管等方面存在空白，增加了创业风险和不确定性。 

4. 促进农民农产品电商直播创业的对策建议 

4.1. 加强农民电商直播培训，提升创业能力 

构建多维度、全方位的农民电商直播培训体系是提升创业能力的关键。采用“线上 + 线下”混合式

教学模式，结合虚拟仿真技术，打造沉浸式学习环境[9]。课程设置应涵盖电商平台运营、直播技巧、农

产品营销策略、品牌塑造等核心内容，并融入数据分析、消费者心理学等前沿知识。引入“导师制”帮扶

机制，邀请成功农民网红和行业专家进行一对一指导，实现知识传递与经验共享[10]。建立培训效果评估

和反馈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持续优化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探索建立农民电商直播技能认证体系，为

学员提供职业发展路径。组织电商直播创新创业大赛，激发农民创新思维，培养团队协作能力。鼓励培

训学员组建互助小组，形成学习共同体，促进知识交流与技能提升。 

4.2. 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提高商品质量 

建立全程质量管控体系是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的核心。构建涵盖种植、采收、加工、储运全过程

的质量标准体系，引入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实现全程可追溯。推广精准农业技术，利用遥感、大数据

分析优化种植方案，提高产品品质一致性。在产地建立智能化质量检测站，运用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

实现农产品品质快速筛选。开发农产品品质评估 APP，为农户提供实时指导。鼓励农户参与制定地方特

色农产品标准，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和执行力[11]。建立农产品质量信用评价体系，将评价结果与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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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准入挂钩，激励生产经营者主动提高产品质量。组织开展农产品品质提升行动，通过科技创新选育

优质品种，改良种植技术。探索“区块链 + 农产品”模式，增强消费者信任。 

4.3. 完善“农户 + 合作社 + 电商”产销对接机制 

创新“农户 + 合作社 + 电商”产销对接机制是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关键。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和规模化经营水平。鼓励电商平台与合作社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签订

长期供货协议和提供技术支持，保障农产品稳定供给。构建农产品大数据平台，整合气象、市场、物流

等多维度信息，实现供需精准匹配。引入人工智能算法，优化农产品生产与销售预测模型，减少供需错

配[12]。推动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引导农户合理规避市场风险。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质量追溯体系，

增强消费者信心。发展定制化生产模式，实现产销精准对接。探索“直播 + 认养”“直播 + 众筹”等

创新形式，拓展农产品营销渠道。组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农产品产销对接会，搭建多元化交流平台。 

4.4. 加快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双向流通 

构建智能化、网络化的农村物流体系是畅通双向流通的关键。完善农村公路网络，提高交通可达性。

建设智能化物流配送中心，运用大数据优化仓储布局和配送路径。推广智能快递柜、无人配送车等新型

配送方式，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加强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引入相变材料技术，提升生鲜农产品保鲜

能力和运输效率。培育本土化物流服务企业，发展农村电商快递品牌。建立物流信息平台，实现车货匹

配和资源共享。推动农村物流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构建“互联网 + 农村物流”新模式[13]。鼓励发展

共同配送、众包配送等新型物流模式，提高配送效率。开展农村物流示范县创建活动，树立标杆。探索

“无人机 + 物流”在农村地区的应用，突破地理限制。 

4.5. 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电商直播中的纽带作用 

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电商直播中的纽带功能是提升农产品营销效能的关键。鼓励合作社组建专业

直播团队，整合农户资源，提升直播质量和效率。支持建设智能化农产品加工、包装、仓储等配套设施，

提高产品附加值。引导品牌化经营，运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偏好，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地方特色农产品

品牌。与电商平台、物流企业建立战略合作，构建稳定供应链。开展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农产品溯源体系

建设，增强消费者信心。推动合作社横向联合，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培育合作社电商直播带头人，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支持合作社建立农产品直播基地，提供专业化服务[14]。鼓励合作社探索“直播 + 体
验”“直播 + 认养”等创新模式，拓展营销渠道。建立合作社电商直播绩效评估机制，激励持续创新。 

4.6. 健全农民电商直播创业扶持政策，优化创业环境 

构建多元化、精准化的农民电商直播创业扶持政策体系是优化创业环境的关键。设立专项资金，提

供低息贷款和风险补偿，缓解资金压力。实施差异化税收优惠政策，根据创业者规模和发展阶段给予适

当减免。建立集培训、孵化、融资于一体的创业孵化基地，提供一站式服务。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

明确责任界限，保障消费者权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农产品品牌创新和文化 IP 开发[15]。构建基

于区块链技术的信用评价体系，为优质创业者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制定创业指导目录，引导合理布局和

差异化发展。建立创业服务平台，整合多方资源，提供全方位支持。开展创业大赛，营造良好创业氛围。

探索“互联网 + 政务服务”模式，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 

5. 结语 

农民电商直播创业是顺应数字经济发展大势、破解农产品“卖难”困境的创新举措。当前，农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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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直播已初具规模，为乡村振兴积蓄新动能，但仍存在诸多掣肘因素。下一步，应着力构建普惠性农民

创业政策体系，加快健全乡村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创新完善农民培训模式，畅通农产品产销渠道，强化

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引领，促进农民创业与乡村旅游、乡村治理等有机融合。唯有在良好创业生态中释

放农民创业活力，激发农民创业潜力，农民电商直播创业才能焕发勃勃生机，以创业之力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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