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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商兴农战略背景下，农产品电商直播作为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农产品销售的关键模式，正释

放巨大潜力。本研究聚焦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策略，分析其在数商兴农中的重要意义，探究现存问题，

如直播内容同质化、专业人才匮乏、供应链不完善等。通过案例分析与理论研究，提出针对性策略，包

括打造特色直播内容，结合农产品文化与故事，提升吸引力；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提高主播与运营团队

专业素养；完善供应链体系，保障农产品品质与物流时效等。旨在通过优化营销策略，更好发挥电商直

播在数商兴农中的作用，推动农产品上行，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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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Commerce Promoting Agriculture” strategy,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s a key model for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
culture and boosting the sal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unleashing huge potential. This research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3788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3788
https://www.hanspub.org/


胡梦凡 
 

 

DOI: 10.12677/ecl.2025.143788 978 电子商务评论 
 

focuses on the marketing strategies of e-commerce live-stream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a-
lyzes it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Digital Commerce Promoting Agriculture”, and explores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the homogenization of live-streaming content, the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the imperfect supply chain. Through case studies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targeted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creating distinctive live-streaming content by combining the culture and 
stori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enhance attractiveness;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
sional talents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ies of hosts and operation teams; and improving 
the supply-chain system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timeliness of logistics, 
etc. The aim is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e-commerce live-streaming in “Digital Commerce Promoting 
Agriculture” by optimizing marketing strategies, promote the upward flow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contribute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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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 2005 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到“电子商务”，到 2022 年提出实施“数商兴农”工程，再到 2024
年明确了“数商兴农”的发展方向，中央把握农村电商发展规律和趋势，发展农村电商的工作思路逐步

明确。农产品电商直播作为一种利用网络平台和直播技术，展示和销售农产品的新型营销模式。具有低

成本、高效率、广覆盖、强互动等优势，能够有效解决农产品销售难、农民增收难、农村消费升级难等问

题，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和路径。然而，在数商兴农背景下，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策略面临诸多挑

战和问题。 

2. 数商兴农背景下农产品电商直播环境分析 

2.1. 政策环境：数字乡村建设政策矩阵 

国家层面围绕“数商兴农”战略出台系列政策，形成多层次政策支持体系。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

确提出“实施‘数商兴农’工程，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农业农村部《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

(2022~2025 年)》则细化直播电商在农产品流通中的功能定位。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人才

培训等配套措施(如浙江“村播计划”、四川“电商助农十条”)，为农产品直播提供制度保障。然而，政

策执行中仍存在区域协调不足、标准体系缺失等问题。 

2.2. 经济环境：农村电商基础设施投入 

农村电商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为直播营销奠定基础。近年来，农村网络覆盖率显著提升，物流配送

体系日益完善，冷链物流也在逐步发展，这为农产品电商直播提供了有力支撑。农村电商服务体系也在

不断健全，电商培训、物流仓储等配套服务日益完善，降低了农产品上行成本，提高了运营效率。在这

样的经济环境下，农产品电商直播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成为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

量。但中西部偏远地区仍面临物流成本高、支付渠道单一等瓶颈，制约直播电商规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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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社会环境：消费者购买习惯变迁 

消费升级与疫情催化加速农产品线上化进程。2024 年上半年，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达到 9.05 亿人，占

网民整体的 82.3%，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9.4%，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21.7% [1]，其中“原

产地直供”“可视化溯源”成为农产品出售的核心决策因素。Z 世代群体对“助农公益”标签的关注度大

幅度提升，推动“情感消费 + 社交裂变”模式兴起。但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稳定性、售后服务响应速度

的敏感度较高，直播场景中虚假宣传、货不对板等问题仍引发信任危机。 

2.4. 技术环境：5G + VR 直播技术应用 

新一代信息技术重构农产品直播场景。5G 网络实现乡村直播带宽从 10 Mbps 提升至 200 Mbps，支

撑 4K 高清直播与实时互动；VR 技术应用于“云采摘”“虚拟果园”等沉浸式体验，消费者通过 VR 设

备可以“漫步”在果园中，360 度观察果树生长状况，甚至可以虚拟“采摘”水果[2]，仿佛身临其境般感

受农产品的种植或养殖场景。区块链溯源技术(如蚂蚁链“农产品身份证”)增强消费信任，大数据算法优

化用户画像精准度，但中小农户技术应用能力不足，智能化工具渗透率不足 30%。 

3. 数商兴农背景下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的现实困境 

3.1. 标准化与质量管控短板 

我国农产品生产主要以家庭为主，规模小、生产水平不高，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且农产品生产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如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各地区自然资源迥异，导致农产品品质差

异较大，标准很难界定。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报告数据显示，直播电商领域存在

显著的商品质量风险，38.58%的受访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遭遇过质量问题，其中农产品质量问题占比高

达 62.3%。与此同时，虚假宣传类投诉占比 23.19% [3]，集中表现为“产品功能夸大”“产地信息造假”

“规格参数虚标”三类违规行为。产品质量与传播效果不符在电商直播助农中造成的负面影响深远，它

不仅削弱了消费者对直播渠道的信任，损害了品牌声誉，还可能引发消费者投诉和法律诉讼，从而对农

产品的品牌形象和市场表现造成长期伤害。如 2024 年相继被打假的“东方甄选西梅汁泻药事件”、“小

杨哥五常大米事件”、“东北雨姐红薯粉条事件”等备受关注，形成持续性市场创伤。诸如此类质量与宣

传的双重失信效应对电商助农产生了重大链式冲击。 
该问题根源多元，主要包括监管缺失致商家违规、利润驱使下的质量牺牲、供应链管理疏漏导致质

量下滑，以及信息不对称限制消费者全面评估，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产品标准化与质量传播效果与

实际脱节[4]。 

3.2. 专业化人才结构性短缺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农产品直播营销作为农业与电商深度融合的新兴模式，为农产品打开

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然而，这一领域却面临着严峻的专业人才短缺问题，严重制约着其进一步发展。 
农产品直播营销的专业性，决定了对从业者有着多元的能力要求。他们不仅要像传统直播主播那样，

熟练掌握直播话术、互动技巧、节奏把控，还得精通农产品知识，从各类农产品的独特特性、生长周期，

到储存、加工和食用方法，都要了然于心。然而，在农产品电商直播中，很少有能够真正地结合农产品

特点的直播内容，大多数主播只停留在为消费者讲解农产品的表面知识，未曾向消费者呈现出农产品的

深层内涵，导致直播内容过于大众化，使得消费者产生视觉疲劳，甚至降低了他们的购买欲望[5]。同时，

精准的市场分析、有效的营销策略制定以及熟练的电商运营能力也是必备技能。如此高的专业门槛，使

得培养合格人才的难度大大增加，人才产出速度远远跟不上行业的迅猛发展。另外，农产品直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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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和待遇也使得人才吸引力不足。许多农产品产地地处偏远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网络条件、办

公环境欠佳，生活便利性也大打折扣。而且，农产品直播行业的薪资结构往往与销售业绩紧密挂钩，收

入不稳定，这让不少求职者望而却步。再加上目前农产品直播营销行业处于发展初期，尚未建立起完善

的职业发展体系，人才看不到清晰的上升通道，职业发展受限，进一步加剧了人才的流失和短缺。 

3.3. 物流与供应链配套失衡 

农产品物流与供应链配套失衡现象集中表现为基础设施薄弱与协同机制缺失的双重困境。农产品运

输配送具有鲜度要求、时效性要求、环境适应性要求、冷链需求以及包装和标识的特殊性要求，同时，

不同的农产品在形状、质地、重量和体积等方面存在差异，通常需要使用不同的运输和包装方式，这给

农产品物流提出了难题。解决冷链物流问题也是一个挑战，需要企业投入大量资源和技术来保证农产品

的新鲜度，而农产品电商企业往往不具备这样的能力[6]。 
农产品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流通过程涵盖了种植户、收购商、物流企业、批发商、零售商等多个参

与主体，各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合作。信息不对称问题尤为严重，种植户由于缺乏对市场需求动态

的准确把握，往往依据经验进行生产决策，导致农产品的品种、质量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易出现供过于

求或供不应求的情况。物流企业与供应商之间也存在沟通不畅的问题，运输计划的频繁变更以及配送的

延迟，严重影响了供应链的稳定性和时效性。此外，各主体在农产品的包装、质检、运输等环节缺乏统

一的行业标准，导致操作流程不规范，产品质量难以保证，供应链的整体效率低下。亟待通过冷链基建

升级与数字化供应链重构破局。 

3.4. 品牌背书建设能力薄弱 

当前，多数农户和农业企业在农产品经营上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产品品牌化发展和市场竞

争力提升。在经营理念层面，很多主体还停留在“卖产品”的传统阶段，秉持“质量好自然有销路”的观

念，完全忽视品牌对于溢价能力、市场竞争力和消费者忠诚度的重要作用。这致使许多地方特色农产品

因缺乏统一品牌，只能以“散装”“贴牌”形式流通，难以在市场中获得有效认知。从产品特性来看，农

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消费者对品牌的辨识度较低，在购买时更习惯依据价格或产地(如“东北大米”“烟

台苹果”)来做选择，而非具体品牌。就像赣南脐橙，消费者往往只认产地，而非某个企业品牌。在销售

渠道方面，农产品销售仍主要依赖批发市场、商超等传统渠道，企业难以把控终端市场，无法直接触达

消费者并建立品牌形象。优质水果经中间商层层分销后，品牌信息在流通环节被不断弱化。在品牌塑造

上，农产品品牌故事以及地域文化内涵挖掘不足，品牌形象较为单一。以普洱茶为例，虽有一定文化属

性，但多数品牌仅强调“古树”“陈年”，缺乏对更深层次消费场景的塑造。强化品牌意识，促使农户和

农业企业深度认知品牌价值，是破解农产品同质化困境、打造差异化品牌的关键根基。只有让从业者充

分意识到品牌所蕴含的溢价能力、市场竞争力提升作用以及对消费者忠诚度的深刻影响，才能从源头上

为农产品赋予独特标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4. 数商兴农背景下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策略优化 

4.1. 产品标准化提升策略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产品标准化是提升产品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的重要举措。农产品标准

化提升关键在于构建全产业链协同体系。 
第一，严格把控原材料：原材料是产品品质的基础，与优质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确保原材料

稳定供应。同时，明确原材料采购标准，详细规定成分、规格、纯度等指标，比如食品行业对农产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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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药残留、重金属含量等严格限定。对每批原材料进行严格检测，运用先进检测设备和专业技术，以

国际标准和要求严格把控农产品质量。第二，规范生产流程：制定标准化生产工艺，详细说明生产步骤、

操作方法和参数，如电子设备生产中对焊接温度、组装顺序精确规定。引入先进生产设备和自动化技

术，减少人为因素干扰，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加强员工培训，让员工熟悉生产工艺和操作规范，

严格按照标准作业，确保产品质量稳定。第三，完善质量检测：建立全面的质量检测体系，涵盖原材

料、生产过程和成品各个环节。制定详细的质量检测标准，明确产品尺寸、性能、安全性等质量指标，

如汽车制造对零部件的强度、耐久性严格检测。运用多种检测手段，如物理检测、化学分析、无损检测

等，确保检测结果准确可靠。对不合格产品严格处理，分析原因，改进生产工艺，防止问题再次出现。

第四，统一品牌与包装：明确品牌定位和核心价值，围绕定位塑造品牌形象，确保品牌在市场中的独特

性和辨识度。制定统一的品牌视觉形象规范，包括品牌名称、标识、色彩、字体等，在产品包装、宣传资

料、广告等方面统一应用，强化品牌记忆点。规范产品包装设计，根据产品特性和运输要求，确定包装

材料、尺寸、结构等，保证产品在运输和储存中不受损坏，同时注重包装环保性，符合市场趋势和消费

者需求。 
农产品电商直播，应走出低价竞争的怪圈，致力于提供高品质、健康农产品，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7]。 

4.2. 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策略 

农产品直播营销发展迅猛，专业人才短缺却成了行业发展的“拦路虎”。构建“政企校村”四方联动

培育体系，整合各方资源，是破局关键，对推动农产品电商、助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 
政府要发挥引导支持作用，出台专项政策，设立人才培养专项资金，给参与培训的各方补贴，激发

积极性。搭建行业交流平台，定期举办峰会、研讨会，促进经验交流，明确人才培养方向。同时，强化市

场监管，制定行业规范与标准，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吸引人才流入。企业作为直播营销的直接参与者，

应与高校、职校紧密合作。把直播运营里流量转化、粉丝维护等实际案例融入课程设计，让人才培养契

合市场需求。另外，企业要完善内部培训体系，给新员工开展基础业务培训，给老员工提供进阶培训，

提升员工专业素养。学校作为人才培养主阵地，需要改革。根据市场需求，开设农产品电商直播、新媒

体农产品营销等专业，构建系统课程体系。加大实践教学比重，建设校内直播实训基地，让学生在实操

中掌握直播核心技能。还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引入企业人才兼职授课，鼓励校内教师赴企业实践。乡

村作为农产品源头，村集体要动员村民参加直播营销培训，提升村民认知。挖掘和重点培养有文化、沟

通能力强的本土人才，让他们成为农产品直播“代言人”，展现农产品特色与乡村文化。 
同时，注重多元化人才招募，打造专业化团队。不仅招募直播主播，还要吸纳农产品专业人才、电

商运营人才、市场营销人才、数据分析人才等。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相互协作，能从多个角度为农产品

直播营销提供支持。多方共同努力才能带动更多的电商有志之士投身农产品短视频直播，培育农产品直

播的带头人[8]。 

4.3. 物流冷链体系优化策略 

在我国农业发展进程中，农产品物流与供应链失衡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制约着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从仓储设施的简陋，到冷链运输的不足，再到信息协同的滞后，诸多短板使得农产品损耗率居高不下，

市场供需匹配度低。破解这一困境，构建“硬基建 + 软联通 + 数智化”协同体系迫在眉睫。 
硬基建是农产品物流与供应链的根基。完善的仓储设施是农产品保鲜、保值的关键。政府应加大对

产地仓储建设的资金投入，在各大农产品产区兴建具备温控、湿控功能的现代化仓库，让易腐坏的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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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有适宜的存储环境，减少因储存不当造成的损耗。同时，大力发展冷链运输基建，增加冷藏车、冷藏

集装箱等设备的保有量，构建起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冷链运输网络，确保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品质稳

定。此外，优化交通枢纽与物流节点的布局，让农产品能够高效、顺畅地流通。软联通则是提升供应链

协同效率的纽带。这里的软联通涵盖了物流标准的统一、企业间的合作以及人才的培养。统一物流操作

标准，让农产品在装卸、搬运、运输等环节都有规范可循，减少因标准不一导致的效率低下和货物损坏。

加强物流企业、农户、供应商以及经销商之间的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资源共享、

风险共担。注重培养既懂农业又熟悉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专业人才，为行业发展注入智力支持。数智化

是推动农产品物流与供应链变革的新引擎。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农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数据

进行收集与分析，精准预测市场需求，指导农户合理安排生产，避免农产品滞销或供应短缺。借助物联

网技术，实时监控农产品在仓储和运输过程中的状态，如温度、湿度等，一旦出现异常及时预警并采取

措施。通过人工智能优化物流配送路径，提高配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硬基建为农产品物流与供应链提供了坚实的物理支撑，软联通促进了各环节的协同合作，数智化则

赋予了整个体系智慧与活力。只有将三者有机结合，构建协同体系，才能打破农产品物流与供应链的失

衡局面，推动我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4.4. 品牌建设能力强化策略 

在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中，品牌建设与推广是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的关键策略。品牌不仅是

一个标识，更是产品质量、文化内涵和消费者信任的综合体现[9]。在同质化严重的农产品市场中，强大

的品牌可以有效降低消费者的决策成本，提高产品溢价能力，形成品牌效应，进而扩大产品知名度。农

产品品牌建设需以“文化赋能 + 标准筑基 + 数字驱动”为核心，通过差异化定位、全链路品控和技术

创新，实现从“卖产品”到“卖品牌”的跨越式升级。 
文化赋能是赋予农产品独特魅力与价值的关键。深入挖掘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特色和文化价值，将地

方特色文化元素融入品牌设计，打造具有独特识别度的品牌形象[10]，能让农产品摆脱同质化竞争。例如，

宁夏枸杞有着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和千年种植历史，将养生文化、传统种植智慧融入品牌宣传，使消

费者不仅购买到枸杞，更体验到传统养生文化。举办与农产品相关的文化节庆活动，如江西赣南脐橙节，

展示当地风土人情、种植技艺，加深消费者对品牌文化内涵的理解，增强品牌认同感，赋予农产品更高

的附加值。 
标准筑基是农产品品牌赢得市场信任的基石。在生产环节，建立统一、严格的种植和养殖标准，规

范农药、化肥使用，控制环境因素，确保农产品品质稳定。例如，阳澄湖大闸蟹制定了严格的水域环境、

蟹苗标准、养殖周期等规范，保证了大闸蟹的鲜美口感和独特品质。加工环节，对清洗、分拣、包装等流

程制定标准，提升产品一致性。建立完善的质量追溯体系，让消费者通过扫码等方式获取农产品从产地

到餐桌的全过程信息，增强对品牌的信任，提升品牌形象。 
数字驱动为农产品品牌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偏好、购买行为和市场趋

势，精准定位目标客户，制定营销策略。运用“溯源直播 + 短视频”，展示农产品生产过程，利用 VR
技术打造“云农场”体验，让消费者更直观了解产品。绑定“助农公益”等标签，开展公益活动，提升品

牌形象和好感度，如拼多多“多多助农”直播间每单捐赠助力乡村教育。综合利用线上电商平台、社交

媒体，线下展会、专卖店等渠道，扩大品牌影响力，提高产品销量。 
在数商兴农战略纵深推进的背景下，农产品品牌建设已进入“文化定调、标准定质、数字定效”的

新阶段。这个过程中，需要警惕文化符号的过度消费、标准体系的刚性缺失以及数字鸿沟的扩大风险。

未来的竞争，将是农业文化解码能力、标准话语权掌控能力、数字生态构建能力的综合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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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农产品电商直播在数商兴农的浪潮中，已然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从发展趋势来看，形式、

场景、技术与内容的不断革新，让农产品电商直播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活力，持续拓展着农产品的市

场版图。展望未来，它深度融入乡村产业，精准对接市场供需，吸引人才回流，为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

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宏大蓝图里，农产品电商直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切

实解决了农产品销售的难题，增加了农民收入，还带动了乡村产业的协同发展，促进了乡村文化的传播，

为乡村的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等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多维度的支持。 
尽管当前农产品电商直播仍面临着诸如产品质量把控、直播人才短缺等挑战，但随着政策的持续扶

持、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市场的日益规范，这些问题都将逐步得到解决。相信在未来，农产品电商直播

必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创造更多的发展奇迹，助力乡村实现全面繁荣，让乡村

成为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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