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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直播电商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为农产品销售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本研究以南京市

江宁区特色农产品直播电商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直播电商在助力农产品销售中的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

发现，江宁区在直播电商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面临品牌建设不足、供应链体系不完善、专业人才短

缺等问题。通过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多渠道销售体系、完善供应链体系、深化品牌建设、强化人才培养

等多元化策略，江宁区特色农产品直播电商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未来，江宁区应继续探索直播电

商与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通过政策支持、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手段，提升农产品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和直播电商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结果表明，直播电商是推动农产品销售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但

其发展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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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as an emerging business model, provides new ideas and approach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 sale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live-streaming e-
commerce of special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Jiangning District, Nanjing City, analyzing the di-
lemma and breakthrough paths of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 
sal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while Jiangning District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it still faces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brand development, an incomplete 
supply chain system, and shortages of professional talent. By constructing an integrated online and 
offline multi-channel sales system, improving the supply chain system, deepening brand develop-
ment, and strengthening talent cultivation,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for special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Jiangning District has achieved some practical results. In the future, Jiangning District 
should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and agricultural in-
dustries, and enhance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s and the sustaina-
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through policy support, technological in-
novation, and talent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product sale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its develop-
ment requires support and optimization from multipl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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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电子商务的普及，直播电商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逐渐

成为农产品销售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直播电商为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提

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也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然而，直播电商在助力农产品销售的过程

中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如品牌建设不足、供应链体系不完善、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

了直播电商的可持续发展，也影响了农产品品牌的市场竞争力[2]。 
南京市江宁区作为江苏省重要的农业经济区，拥有丰富的特色农产品资源，如土桥大米、盐水鸭、

翠冠梨等。然而，这些农产品在传统销售模式下往往面临市场开拓难、品牌影响力弱等问题。近年来，

江宁区积极探索直播电商与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通过搭建电商平台、举办直播带货活动、引入专业团

队等方式，推动农产品线上线下的联动销售。例如，江宁区供销合作总社与紫金农商银行合作，搭建“电

商直播”平台，邀请优质农业企业入驻，通过“直播 + 电商”的模式推广江宁特色农产品；江宁农业农

村局与龙虎网联合推出“百年幸福路 善田江宁行”直播带货活动，为谷里百果园的翠冠梨等农产品打开

了新的销售渠道。这些实践不仅为江宁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新思路，也为直播电商助力乡村振兴提供

了可借鉴的经验。 
然而，尽管江宁区在直播电商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品牌建设、供应链优化、人才培养等方面

仍存在不足，亟需通过多元化策略实现突破。本研究以江宁区特色农产品直播电商为研究对象，结合其

发展现状与实际案例，分析直播电商在助力农产品销售中的困境与突破路径，以期为江宁区及类似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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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2. 江宁区特色农产品直播电商的发展概况 

2.1. 产业基础 

江宁区位于南京市南部，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的优越地理位置，孕育了种类丰富、品质上乘的农

产品，在南京地区构成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其农业生产秉持生态化和特色化为核心发展方向，形成了

多个享誉省内外的特色品牌。在这一背景下，江宁区的农业产业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其中横溪街道的西

瓜产业历史悠久，被誉为“瓜中之王”。这一特色农产品皮薄汁多、口感甜美，不仅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更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殊荣。此外，江宁土桥地区的优质大米因粒饱满、香味浓郁的特点，采用

生态环保的种植方式，成为江苏省优质大米的重要代表。作为地方传统美食，湖熟板鸭凭借独特的腌制

工艺闻名，凭借其独特风味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现已成为地方特色品牌的杰出代表。这些优质农产品

不仅为江宁区的直播电商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也为电商推广奠定了有力的产品保障，充分体现了区

域农业产业与现代电子商务的深度融合。 

2.2. 发展现状 

2.2.1. 直播电商应用现状 
近年来，江宁区积极响应并积极布局直播电商这一新兴销售模式，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主体的协同

推动，已形成“线上直播 + 线下体验”的销售新格局。直播电商已成为推动农产品销售和提升区域品牌

知名度的重要手段[3]。江宁区借助淘宝直播、抖音、快手等电商平台，推广其特色农产品，通过主播对

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品质特点及消费场景的详细讲解，帮助消费者在互动中加深对产品的认知与信任。

以横溪西瓜为例，每年的“西瓜节”活动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吸引了大量消费者，不仅显著提升了西瓜

的销量，还进一步提升了横溪西瓜的品牌影响力，打造了区域农产品的品牌名片。 
此外，江宁区已构建起多元化的电商销售体系，不仅包括传统电商平台如淘宝、京东，还充分利用

社交电商平台的优势，如抖音、快手。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进一步拓展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同时，“社区团购 + 直播”模式也在江宁区范围内逐步显现，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便捷、灵活的购物选

择，进一步提升了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购物体验和购买意愿。 

2.2.2. 政府与市场主体的推动作用 
江宁区政府与市场主体在直播电商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创新，有效推动

了这一模式的落地与可持续发展。政府层面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设立专项补贴资金、搭建农产品直播

电商孵化平台等，为直播电商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在具体实践中，江宁区政府还组织开展了“善田江宁”主题直播活动，通过集中展示区域内特色农

产品和品牌，进一步强化区域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政府还注重提升农户和合作社的电商运营能

力，通过组织相关培训，帮助农户和合作社熟悉直播带货的操作流程和技巧[4]。在这一过程中，本地企

业和合作社积极融入直播电商发展大局，一方面引入专业主播进行农产品直播销售，另一方面通过建立

数字化供应链、开发专属品牌等措施，显著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此外，本地企业还注重优化产

品包装、增强宣传推广力度，并通过线上渠道提供更加个性化的购物体验，进一步提升了消费者对农产

品的满意度和购买意愿。 

2.3. 典型案例：“善田江宁”品牌 

江宁区积极引入优质农产品企业加入直播电商平台，形成了“善田江宁”品牌矩阵。与本地特色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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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企业合作，提供西瓜、时令水果、有机农产品等产品，确保了产品的品质和特色。这一区域性农产

品品牌，由江宁区政府牵头设立，依托直播电商，将地方特色农产品推向全国市场。旨在通过区域公用

品牌的建设，整合区内优质农产品资源，提升江宁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直播电商模式通过高互动性和直观的产品展示，显著提升了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选择能力和信任度[5]。

江宁区的“善田江宁”品牌在这一模式下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直播活动，“善田江宁”品牌逐步深入人

心，旗下产品销量稳步上升。横溪西瓜、土桥大米等特色农产品的订单量增长显著，同时为农户和合作

社创造了更多收益。通过江宁区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江宁区的农产品品牌“善田江宁”已成为区域

内具有影响力的公用品牌，吸引了来自城市和周边地区的消费者。 

3. 困境 

尽管直播电商在江宁区特色农产品销售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困境，

制约了其持续健康发展。以下是其中最为突出和亟需解决的四大问题。 

3.1. 冷链物流不足与标准化欠缺 

农产品直播电商作为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功运营依赖于完善的供应链体系[6]。然

而，江宁区在冷链物流和标准化生产方面存在显著短板，直接影响农产品直播电商的市场表现和可持续

发展。 
江宁区的冷链物流设施较为落后。这种不均衡的分布导致部分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易受外界环境影

响，造成品质下降。以江宁区本地种植的横溪西瓜为例，在冷链物流运输过程中，西瓜的保存温度、湿

度控制和配送时效都存在较大缺口，直接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体验，削弱了农产品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由于农户分散经营，生产规模较小，缺乏专业的农业生产管理，农产品的品控标准尚未建立，导致

同一批次产品在外观、大小、甜度等品质指标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不规范的生产方式严重制约了农产

品在直播电商平台上的吸引力和推广能力，影响了市场开拓和品牌建设。 
此外，江宁区的物流效率和成本效益仍有待提升。由于物流配送时效差，直播电商平台上消费者在

购买农产品时经常会遭遇配送延迟的问题，尤其是在旺季订单激增时，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同时，冷链

物流和物流系统的高昂成本进一步挤压了农户和电商平台的利润空间，导致市场扩张动力不足，限制了

农产品直播电商的可持续发展。 

3.2. 品牌建设不足 

品牌建设是直播电商中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7]，但江宁区的农产品品牌化建设仍处于初级阶

段，存在明显不足。尽管江宁区的特色农产品品类丰富，但各类产品的市场定位和品牌辨识度相对模糊，

缺乏差异化竞争力。具体而言，不同品牌的横溪西瓜在包装、营销话术和消费场景塑造上基本一致，导

致消费者难以形成品牌忠诚度。 
在内容创作方面，直播间的商品介绍内容尚停留在单纯的“产品展示 + 价格促销”阶段，缺乏能够

打动消费者的深度内容。例如，缺乏对产品背后的故事进行深入挖掘，未能有效传递产品的文化内涵和

市场价值。一些主播在内容创作上存在专业性不足的问题，仅依赖价格优惠来吸引观众，缺少高质量内

容的支撑，导致直播间的转化率和复购率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此外，江宁区在区域品牌建设方面也存在明显短板。虽然“善田江宁”等区域公用品牌具有一定的

知名度，但其覆盖面和市场影响力仍然有限，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广泛认知。这种品牌认知的局限性，

制约了直播电商在江宁区乃至更大范围内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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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内容运营能力不足 

直播电商对专业技能要求高，而江宁区在农户、合作社和主播层面的人才储备尚显不足。 
很多农户对直播电商的认知停留在浅层次，缺乏数字化思维和运营能力，难以精准理解平台规则、

用户需求和市场趋势。这导致他们在参与直播时无法主动适应电商生态。 
一些从事农产品直播的主播并未经过专业培训，缺乏对产品特点的深刻了解和直播技能的系统掌握。

他们难以通过语言表达、场景布置和互动技巧吸引观众，直播内容吸引力有限。此外，部分主播未能精

准定位目标消费群体，使得直播效率和销售转化率低下。 
除主播之外，直播电商还需要配备专业的策划、摄影、营销等多岗位人员。但由于江宁区本地相关

人才的缺乏，很多直播电商团队运作简陋，难以策划高质量、全流程优化的直播活动。 

3.4. 消费行为不稳定 

直播电商依赖于大促活动和流量引导，短期内可能吸引大量消费者，从而实现销量的爆发式增长[8]。
然而，这种模式容易导致销量“爆发式增长但后劲不足”的现象。例如，横溪西瓜直播活动虽然能在短

期内带动销量，但缺乏持续的内容创新和品牌积累，导致活动结束后销量迅速回落。这种短视的营销策

略难以满足消费者对长期稳定的产品体验需求。 
此外，直播间的消费行为具有较强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消费者在直播间的购买行为往往受到价格、

主播推荐等因素的影响，缺乏对产品的长期信任和品牌忠诚度。一旦竞争对手推出更低的价格或更具吸

引力的活动，消费者可能会转向其他品牌或直播间，导致销售稳定性下降。江宁区的农产品依赖直播带

货模式，但这种单一的销售模式容易受到平台政策变化和市场环境波动的影响。直播带货依赖于平台流

量和主播推广，如果平台政策发生变化或主播推广效果不佳，可能会对销售造成较大影响。 

4. 对策 

4.1. 完善供应链体系，强化冷链物流建设 

当前，随着直播电商的快速发展，供应链体系的完善已成为推动农产品流通效率提升的重要基础。

为了有效解决农产品在物流环节中造成的损耗问题，提升消费者的购买体验，需要优化供应链体系。 
加大冷链物流投入是保障农产品全程低温配送的关键。通过政府与企业共同参与，加大对冷链物流

设施建设和运输设备的投入，不仅能够确保特色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始终保持适宜的温度，还能降低运

输成本，延长物流时效。同时，引入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实现物流节点的智能化管理，提升物流

资源的使用效率。 
建设区域集散中心是优化物流网络结构的重要举措。在江宁区设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能够有效

整合区域内的物流资源，提高物流节点的承载能力和运营效率。通过优化物流节点的分布布局，构建多

层次、广覆盖的物流网络，进一步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提高物流效率。 
智能化物流管理是提升物流环节效率的关键技术。通过引入订单智能调度系统，对农产品的仓储、

运输和配送进行全流程智能化管理，实现物流资源的精准匹配和动态优化。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

物流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和解决物流中的问题，确保物流环节的高效、顺畅运行。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农产品在物流环节中的损耗问题，还能显著提升物流效率

和消费者体验，为推动农产品流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这些措施的实施也有助于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实现农产品价值的最大化，为农村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积

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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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深化品牌建设，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品牌建设是农产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的关键。通过加强品牌塑造，赋予产品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市场

辨识度，可以增强消费者的认同感和忠诚度。 
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应立足于产品的文化内涵。例如，通过挖掘横溪西瓜或土桥大米的历史、文化背

景以及地域特色，赋予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可以结合直播场景，生动呈现产品背后的故事，如西瓜种植

的历史、传统制作工艺等，增强消费者的代入感和品牌认同感。同时，可以通过短视频、直播互动等形

式，将这些文化元素进行创新呈现，让观众在直观感受中感受到产品的独特魅力。 
直播内容创新，将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产地风貌和文化内涵融入互动中。在直播中展示西瓜的生长

过程，带领消费者“穿越”到西瓜的田间地头，观察其生长环境和收获过程。同时，可以邀请农户或专家

参与直播，通过互动问答、产品品尝等方式，增强消费者的参与感和品牌记忆。此外，通过直播平台，可

以展示农产品的原料采购、加工制作等环节，让消费者全面了解产品的品质保障和文化价值。 
通过以上策略，不仅能够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价值，还能增强消费者的购买认同感和品

牌忠诚度，为农户增收、农业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4.3. 强化人才培养，提升电商专业化水平 

人才是直播电商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针对江宁区目前直播电商领域人才不足的问题，应采取多层次、

多形式的培训和激励措施，构建专业化人才梯队，为直播电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建立专项培训机制，由政府或行业协会牵头，组织农户、电商从业者的专项培训，涵盖直播技巧、

营销策略、平台运营等内容，帮助现有从业者提升专业能力。引进专业团队，吸引有经验的直播团队入

驻江宁区，为本地农产品品牌提供专业策划和直播运营支持，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带动本地人才成

长。此外，构建激励机制，对表现突出的直播间或主播给予补贴和奖励，激励更多优秀人才加入直播电

商行业。深化校企合作，联合高校和职业院校，设立直播电商相关专业或课程，培养专业化人才，为地

方电商行业输送源源不断的专业力量。通过以上措施，江宁区可以逐步建立起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电

商人才队伍，为农产品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提供有力支撑。 

4.4. 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多渠道销售体系 

单一的直播模式易受市场波动影响，构建多元化的销售体系能够有效提升市场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推动线上线下联动销售，将电商平台与线下体验式消费相结合，例如举办农产品展销会、田园采摘节等

活动，通过让消费者亲身接触和体验农产品，增强消费互动和信任感，从而促进线上线下的双向引流[10]。 
其次，发展新兴销售模式，引入社区团购、会员制营销等，通过社群裂变和精准营销，扩大消费者

触达渠道，提升销售效率。此外，借力社交媒体营销，借助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进行内容种草和品

牌传播，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展示农产品的独特优势和背后的故事，吸引更多潜在消费者关注和购

买。同时，优化消费者服务体验，提供一站式服务，包括售前的产品溯源信息、售后的物流跟踪和问题

解决，增强消费者信任和满意度，从而提升复购率。通过完善供应链体系、深化品牌建设、强化人才培

养和构建多渠道销售体系，江宁区特色农产品直播电商可以在当前困境中实现突破，为直播电商的持续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和长远的竞争优势。 

5. 结语 

直播电商作为新兴的商业模式，为特色农产品的销售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

力。通过江宁区的实践案例可以看出，直播电商在推动农产品销售、提升品牌影响力、促进农民增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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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具有显著作用。然而，要实现直播电商与农产品销售的深度融合，仍需在品牌建设、供应链优化、

人才培养等方面下功夫。 
未来，应以供应链优化为基础，通过整合资源、完善物流体系，提升农产品的流通效率；以品牌建

设为核心，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以人才培养为支撑，培育一批懂农业、

懂电商、懂营销的专业人才，为直播电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时，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应

共同努力，通过政策支持、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等方式，推动直播电商在农产品销售中的广泛应用，实

现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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