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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商直播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业态，正逐渐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其核心作用机制在于借助直

播平台，将农产品直接推向广阔的消费市场，从而有效缩短了传统销售环节中冗长的供应链条。这种模

式不仅降低了成本，还能让农民直接与消费者对接，实现农产品的快速流通，进而助力乡村经济的振兴。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农村电商直播的发展仍面临诸多困境。本文以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为例，探

析该地区的农村电商发展现状，深入剖析农村电商直播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并探讨其

有效的发展路径。旨在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推动农村电商直播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经

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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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commercial format,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ing is gradual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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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ts core mechanism lies in the direct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the broad consumer market with the help of the live broadcast platform, which effec-
tively shortens the lengthy supply chain in the traditional sales link. This model not only reduces 
the cost, but also allows farmers to connect with consumers directly, so as to realize the rapid cir-
cul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n help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rural economy. However,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proces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ing still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Taking Lishui District,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deeply analyzes the chal-
lenges faced by rural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ing in help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iscusses its 
effective development path. It aims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strategi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
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ing, and help the prosperity 
of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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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10 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

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在 2021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提出有效衔接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战略是一项重点工作，“支持农产品流通企业、电商、批发市场与区域特色产业精准对接”。党的二十大

报告继续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

动。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在这一宏伟蓝图中，农村产业的振兴被赋予了至

关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电商作为一种新兴业态，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强大的带货能力，为乡村产业

的转型升级开辟新路径。 
因此，深入探析农村电商如何有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通过剖析其作用机理、现实困境及成功案例，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新的思路和实践参考，是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全面振兴的进程中，贡献一份智慧与力量的必经之路。 

2. 农村电商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作用机理 

电商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一股推动力量，直播电商凭借独特的商业模式及高效的传播渠道，为乡村产

业振兴提供了强大驱动力。直播平台的广泛辐射与实时交互机制，助力乡村产品跨越地域壁垒，迅速拓

展市场，实现销售渠道多元化及产品附加值的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乡村市场的广阔性及消费者需求的

多样性，也为直播电商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与潜力空间。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构成了直播电商与乡村产

业振兴的良性循环，对促进乡村振兴与电商产业的深度融合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与实践价值。 

2.1. 电商直播拓宽了农村产品的销售渠道 

伴随着科技水平的持续攀升和全球化的深度推进，电子商务已广泛渗透至社会各领域，对传统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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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和经济格局产生深刻影响[1]。在这一背景下，电商直播卖货异军突起，不仅开拓了网络直播的新领

域，而且为农村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传统的农村产品销售模式往往受限于地域和渠道，难以触及

更广阔的市场。比如，农民往往对市场需求、价格波动等信息掌握不足，同时消费者也难以获取关于农

产品的质量、安全等方面的信息；农村地区交通不便导致物流体系薄弱，昂贵的运输费用等导致了大量

农产品滞销；农产品从土地到消费者手上需要经过许多环节，涉及到中间多个经销商，经过层层加价，

又加之缺失监管，最终导致流通时间过长，价格虚高等等问题。这些销售瓶颈阻碍了农产品提高市场竞

争力，限制了农民的收入水平，直接导致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滞后。而电商直播通过其独特的实时互动

和直观展示功能，打破了这一瓶颈。根据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2]，直播通过实时可视化

展示农产品生产流程，解决传统模式中消费者对质量、安全的信任难题。直播可以迅速吸引大量消费者

的关注，实现销售范围的扩大。其中的互动环节也增强了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感，提高了购买意愿，从

而促进了乡村产品的销售增长。直播的“场景具象化”比图文电商更能降低消费者决策风险[3]。利用网

络平台，农产品销售者甚至可以给消费者直播农产品的生长环境、加工过程，让消费者身临其境，“参

与”到产品生产过程中，深化了消费者的购买体验。根据阿里数据显示，农产品直播退货率比传统电商

低 21%，足以验证其信任构建效果。同时，借助电商平台，农产品可以直接触达消费者，省去中间商壁

垒，缩短销售链条，降低销售成本；直播的实时互动性让消费者还可以直接和卖家沟通，提出需求，增

强消费者的参与度和满意度。电商直播有效拓宽了农村产品的销售渠道，有力地提高了农村产品的竞争

力，带动了农产品销量上升，促进农村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 

2.2. 电商直播提升了农村产品的品牌知名度 

在电商直播中，主播们通过生动的讲解和展示，将乡村产品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传递给消费者。

基于品牌社群理论，主播通过“在地化叙事”，如讲述乡村故事，将农产品转化为文化符号，实现溢价

[4]。这种直观且富有感染力的传播方式，也使得乡村产品在消费者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首先，

对于农产品本身来说，农产品销售者通过直播展示优质产品，零距离与消费者进行线上互动，直接拉近

了乡村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不仅增加了农产品曝光度，还提高了其销量；在解决传统销售渠道狭窄的

同时加强了农产品的品牌塑造，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其次，在直播过程中，农产品销售者不仅仅是

推销产品，更多地是讲述品牌故事，展示品牌文化，促使消费者建立对该品牌的认可；在持续的直播推

广下，农产品可以逐步树立品牌形象，提升品牌价值，最终形成长期的品牌效应。在此基础上，平台拓

宽农产品直播渠道，优化推送机制，开展相关的购物福利活动等也可以进一步地强化农产品的品牌影响

力。例如，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于 2023 年发布的《中国农产品电商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抖音“山货

上头条”项目带动了 60%复购率，充分体现出电商直播增强了用户黏性。 

2.3. 电商直播促进了农村产业的转型升级 

随着电商直播的兴起和普及，农村电商可加速农业产业链整合，是加快传统农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器。

电商直播创新了农产品经营和销售模式，通过订单式销售、基地直采等方式，优化农产品的生产、加工、

销售全产业链条。不仅如此，电商直播还推动了农业和其他产业的融合，如催生“农业 + 文旅”新形态，

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价值链，还促进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户增加收入。同时提升了农民生产

经营的积极性，有效保障农村生产环节劳动力资源使用情况，实现农民增产创收、共同富裕的目标[5]。
传统农村产业一直聚焦于简单的畜牧业和种植业，电商直播使得农村产业看到了农业和城市之间的联系，

单一的农业发展开始与其他行业进行融合并趋于多元化，有力改善了农村经济的单一发展模式。直播电

商的出现带动乡村产业开始注重产品的品质和差异化竞争。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乡村产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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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进行创新和改进，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同时，电商直播也为乡村产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信息和消费者

反馈，有助于乡村产业及时调整生产策略，优化产品结构。这种基于市场需求的转型升级，不仅提高了

乡村产业的竞争力，也为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南京市溧水区农村电商直播现状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电商助力农村发展也已深入到南京市溧水区。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溧水区的电商直播发展态势良好，并取得一定成就，成为县城电商发展的优秀范例。

近年来，溧水区持续探索电商助农新模式，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推动农产品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不

断地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充分依托网络平台资源，为乡村振兴赋能。 
在经营规模方面，南京市人民政府 2024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溧水区共有电商主体 835 家，店铺 10,336

家。近年来，溧水区注重加强农村电商人才支撑，开展各类电商促销费活动，培育新型线上消费场景，

同时通过抖音，京东等平台带动农民就业，以期做好品牌宣传。溧水区联合京东零售，举办京东 POP 沙

龙会，指导该区农产品产业入驻京东线上平台开设网店并提供运营导流服务。目前，溧水区已有十余家

农户以及专业合作社与京东零售达成合作意向。此外，溧水区电商还联合农商行、建行等金融单位，叠

加数字人民币红包政策支持，开展“互联网 + 农产品”出村进城线上助销活动，已推动农产品销售额超

百万元。 
在特色农产品上，溧水区专注于培育优质粮油、特色林果、设施蔬菜、有机农业、特种水产、优质禽

畜、休闲农业等七大特色农业。值得一提的是，溧水的农业示范园区拥有全国最大的规模化草莓种植基地

和国内领先的黑莓种植基地。此外，富财圩螃蟹、富硒农产品也是溧水区的标志性农产品。依托区内电商

培育基地，溧水区举办的“五莓(梅)”农产品直播电商培训、农产品直播电商带货大赛等致力于打造区内“网

红产品”。溧水区辛庄县域电商产业集聚区也因其“五莓”产品跻身江苏省县域产业集聚区前列。 
在农村电商人才培养方面，根据南京市农业局的发布，溧水区每年投入 1200 万元用于扶持直播电商

人才创业和培训。近两年，溧水区政府携手妇联，掀起了一股赋能乡村振兴的热潮。妇联积极开展直播

技能培训，通过“变现实操班”等多样化的形式，帮助乡村女性掌握直播带货的核心技能，成功实现就

业 100 余人，溧水区的女性主播们不仅成功带货超过一亿元，更是成为了助力家乡发展的新标杆。 

4. 溧水区电商直播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的挑战 

4.1. 人才短缺问题突出 

溧水区电商发展方面的人才短缺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村电商人才匮乏，一方面是

人才引进和留存困难。溧水区农村电商发展面临高素质人才不足的挑战，以水晶村为例，电商专业技术

人才的缺乏导致销售技术指导和服务难以满足需求，限制了电商业务的扩展和效率提升。与城市电商相

比，农村电商在吸引人才方面处于劣势，存在“引不来、留不住、难培养”的困境。这不仅影响了电商业

务的持续发展，也制约了创新能力的提升。溧水区经过政府短期培训后人才留存率仅有 35%，仅能满足

基础技术需求；对比之下，山东省商务厅《2022 年山东省农村电商发展报告》的数据表明，山东曹县大

集镇在“引入 MCN 机构 + 返乡创业补贴”模式下将人才留存率提高至 85%，年孵化电商企业 200 家。

由此可见，单纯依靠政府培训难以突破人才短缺瓶颈，需要在政策支持和市场化运作的双重机制下保障

人才引进和留存。 

4.2. 农村电商基础设施薄弱 

一方面，溧水区的物流配送体系还不够完善。一般来说，农村地区的冷链物流发展缓慢，生鲜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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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运输和保鲜能力不足，生鲜农产品等对时效性要求高的商品难以保证品质，直接导致此类农产品损

耗较高，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农村地域相比之下更为广阔，人口更为分散，物流网点难以全面覆盖，导

致快递无法直接送达。例如，水晶村缺乏完善的快递寄存站点，村民需要到镇上寄收快递，物流配送在

镇、乡第三级“最后一公里”阻滞，限制了农村电商发展[6]。另一方面，信息服务平台不健全。相对于

城市电商，农村地区获取信息渠道有限，溧水区电商从业者不能及时了解到市场需求、价格走势和行业

动态；同时，溧水区的农村电商公共服务平台也不够完善，电商企业和农户电商获得技术支持、政策咨

询和市场推广等服务的渠道难免受限。电商服务站功能不全也导致无法为村民提供便捷的电商服务，影

响了电商的普及和效率。 

4.3. 商业模式和市场竞争问题 

在商业模式上，农村电商大多采用传统的电商平台模式，缺乏差异性和创新性。这导致电商发展模

式可复制性强，没有结合农村特色进行深度优化。这一不足直接导致多数电商企业对于品牌建设和创新

的重视程度不足，部分农产品缺乏自主品牌，溢价能力被削弱。例如，溧水晶湖大闸蟹仍在采用传统直

播带货模式，依赖低价竞争，几乎没有打出品牌故事，导致只有溢价率和复购率并不可观。反观高淳区

固城湖螃蟹，采用“文旅 + 电商”营销模式，开发了诸如“螃蟹主题民宿”的项目；高淳区人民政府 2024
年十月发表的数据显示，该区已成功将溢价率和复购率分别提升至 35%和 55%。所以溧水区刚刚发展起

来的晶湖大闸蟹要走的路还很远[7]。不仅如此，企业在新技术应用方面能力有限，未能借助区块链、人

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提升运营效率。以部分电商企业为例，线上线下融合不足，导致“线上–线下”协同

优势无法充分发挥，运营效率低下。模式同质化进一步加剧了竞争激烈程度，甚至催生恶意竞争现象。

部分电商企业为吸引消费者、获取流量，在直播带货中出现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甚至虚假标注品

牌和产地等不良行为，严重破坏市场信任和商业原则。市场监管总局 2023 年抽查数据显示，农村电商直

播虚假宣传率达 23%，较城市电商高出 12%。 

4.4. 农产品销售环节有待优化 

目前，尽管新型销售模式如电商逐渐兴起，但大部分农产品仍旧依赖传统的销售渠道，如农贸市场，

批发商等。线上销售渠道在拓展上不足，农产品的销售范围受限，中间环节较多，导致农产品附加值低。

此外，农产品销售在售后服务上有所缺失，缺乏完整的售后服务体系，这也影响了客户购买体验和忠诚

度。另一方面，由于产品流通环节复杂，新鲜蔬菜等农产品的保鲜难度大，缺乏配套的储藏和保鲜设备，

导致农产品腐损率高，部分达不到统一的标准，质量参差不齐，影响消费者体验。溧水区农业农村局《2023
年农村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情况通报》中提及：“全区现有冷链仓储容量 12 万吨，覆盖生鲜农产品流通环

节的 15%”；溧水区统计局《2023 年农业经济运行分析》也指出：“因冷链设施不足，果蔬类农产品产

后损耗率约 28%”。 

5. 溧水区农村电商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对策与建议 

溧水区的农村电商所面临的挑战是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这些问题和挑战制约了该区农村电商

的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逐步完善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引进电商人才，优化

产品销售环节，提升品牌质量等，推动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 

5.1. 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提升培训精准性 

农村电商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优秀人才返乡

创业就业，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这一措施的逻辑在于，通过教育和政策双重驱动，解决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4880


张倩 
 

 

DOI: 10.12677/ecl.2025.144880 220 电子商务评论 
 

农村电商人才匮乏的根源问题。针对农民和返乡人员开展实操性强的培训，如直播电商、短视频电商、

社群电商等，降低电商创业门槛。同时，邀请专业电商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帮助解决网店注册、产品包

装、摄影美工等创业初期的难题。通过精准培训和技术支持，提升农民和返乡人员的电商实操能力，降

低创业风险。以乡镇为单位，优选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加强精深加工，形成产业规模效应，提升农

村电商的吸引力。这一逻辑在于，通过产业集聚和品牌效应，增强农村电商的竞争力，吸引更多人才和

资源。 

5.2. 加强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电商服务站点功能 

该区政府应加大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投资力度，改善网络覆盖质量和速度，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加快

光纤宽带接入工程进度。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提高生鲜农产品的储运能力。例

如可以效仿山东寿光的“田头冷库 + 共享物流”模式，农户以合作社为单位共享冷库，可以有效降低使

用成本，如果努力将生鲜损耗率从 25%降至 10%，如果按溧水区年农产品产值 15 亿元计算，年增收可达

1.5 亿元。此外，可以尝试在行政村试点升级 5G 服务站，配备产品溯源信息，开通“一键代发”功能，

降低快递成本。这一措施的逻辑在于，通过完善基础设施，解决农村电商发展的硬件瓶颈，提升物流效

率和服务质量。将乡村电商服务站点打造成综合服务站，叠加多项便民业务，适当提高偏远地区补贴，

增加收入以稳定运营。 

5.3. 推动品牌化和差异化竞争，促进线上线下资源融合 

溧水区电商企业、农户需要强化品牌意识，挖掘地域文化，讲好“产品故事”，提升产品附加值。

政府应当鼓励企业结合当地特色，开发具有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避免简单的价格竞争。通过品牌化

和差异化策略，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可以避免同质化竞争。以溧水晶湖大闸蟹为例，政府可以申请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同步注册商标；也可以与文旅结合，开发螃蟹文化节，参考阳澄湖模式推出蟹八件

文创礼盒，提升产品溢价率。另外，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整合线下资源，提升运营效率，利用线下实体

店提供体验服务，线上平台进行销售推广。这一措施通过线上线下资源的整合，提升运营效率和用户

体验。 

5.4. 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以技术赋能信用提升 

加强对农村电商市场的监管，规范市场秩序，打击虚假宣传、低价倾销等行为。政府应出台相关政

策，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一措施的逻辑在于，通过政策监管，维护市场秩序，

保障消费者权益。溧水区可以开展“透明直播间”工程，效仿淘宝、抖音等平台覆盖市场监管总局的“全

国网络交易监管系统”，对虚假宣传实施弹窗警告；同时政府可以制定“信用星级评定”制度，发布《溧

水农村电商信用评价标准》，对五星商家可给予优惠政策，如商家可获平台流量倾斜和银行贷款利率优

惠。不仅如此，政府也应协同执法，增设电商督察员，以协助完善区域市场监管体系。 

5.5. 发展产业融合，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 

鼓励企业利用多种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进行销售，如短视频推广、社群电商等。同时，加强与大型

电商平台合作，建立特色农产品专区。这一措施通过多渠道销售，扩大市场覆盖面，提升销售效率。推

动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等环节协同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例如，发展农产品精深加

工，开发预制菜、休闲食品等多元化产品。这一措施的逻辑在于，通过产业链延伸和产品多元化，提升

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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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党的二十大已为新征程建设好发展好农村提供了科学指引。农村电商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动力，

其优势在于给农村农业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美好前景[8]。南京市溧水区农村电商发展态势呈上升趋势，但

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溧水区应立足当前农村电商发展难题，充分发挥其与南京市的地理邻近优

势，以打造高水平电商区域为目标，多措并举：加强电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精准培育专业人才；优化

电商销售环节与环境，营造诚信经营的电商生态；提升区域品牌知名度。推动溧水区农村电商高质量发

展，为乡村振兴事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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