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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化浪潮与政策扶持的加持下，农产品直播电商迅速崛起，已然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

力量。然而，其发展进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产品质量受自然条件和生产技术影响，难以标准化，引

发需求侧信任危机；偏远地区物流配送存在困境，电商直播内容同质化严重、形式单一，且专业直播人

才稀缺，极大地限制了行业发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需构建完善的质量追溯与标准体系，优化农村物

流配送网络，鼓励直播内容创新并加强人才培养，为农产品直播电商注入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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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etus of the digital wave and policy support, the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of agricul-
tural products has risen rapidly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
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owever, many problems have also emerged during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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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rocess.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is affected by natural conditions and production tech-
nologie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standardize, which has triggered a trust crisis on the demand side.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logistics and distribution in remote areas. The content of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is severely homogeneous and the forms are monotonous. Moreover, there is a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live streaming talents, which greatly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quality traceabil-
ity and standard system, optimize the rural logistics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 encourage innova-
tion in live streaming content, and strengthen talent cultivation, so as to inject lasting impetus into 
the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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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渗透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直播电商逐渐成为农产品流通模式革新的核

心驱动力。当前，我国农村电商发展势头强劲，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

展工程”，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与此同时，5G、AI 等技术重构了农产品交易场景，直播电商通过突破时

空限制，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直观呈现给消费者，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直连，大幅缩短供

应链并降低中间成本。然而，农产品直播电商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也面临质量监管缺位、物流设施滞后、

内容同质化等现实困境。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其演进逻辑，解构发展痛点，并提出突破路径，为行业可持

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2. 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农产品直播电商的研究集中于营销模式、政策支持及技术应用等方面。在营销模式方

面，有学者指出农产品短视频直播带货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创意和专业性不足、真实性难保证、同

质化严重等问题，应深化内容创新，如加强农产品知识普及、引入创意元素与互动环节等提升直播吸引

力[1]。姚洪珊提到农产品电商直播销售存在产品质量和溯源、物流配送、主播专业性与诚信度等问题，

建议建立严格质量控制体系、优化物流配送网络、提升主播专业素养和诚信意识[2]。在政策与发展方面，

有学者认为政府应加强监管，制定相关政策和标准，保障消费者权益，同时电商平台应提供更多支持和

服务。 
国外在农产品数字化营销领域的研究多聚焦于供应链优化与消费者信任构建。研究聚焦于欧美

“Farm-to-Table”模式中的数字化创新，强调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农产品供应链，提升农产品质量追溯能

力，比如有的学者研究指出通过先进技术实现农产品从农场到餐桌全程信息透明，增强消费者信任[3]。
不过，国内外研究均对政策适配性、可持续性运营关注不足。国内研究多围绕当下突出问题提出应对策

略，而国外研究侧重于成熟数字化模式的经验分享，未来需进一步加强对农产品直播电商长期发展机制

及政策精准适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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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现状与特征 

3.1. 发展现状 

农产品直播电商，作为新兴商业模式，已成为农产品销售重要渠道。近年来，农产品直播电商的市

场规模持续扩张。互联网普及、移动设备广泛应用，促使农产品电商直播市场规模与用户数量双双增长，

众多农民与农业企业投身其中，各电商平台也大力推动。以 2024 年为例，全国农村和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分别达 2.49 万亿元和 0.59 万亿元，增速超网零总体[4]。直播形式日益多样，除传统带货，互动问答、场

景体验等新型模式不断涌现，增强趣味性与互动性，提升消费者认知与购买意愿。例如部分主播会在直

播中设置问答环节，解答消费者对农产品种植、营养价值等方面的疑问。 

3.2. 发展特征 

从发展特征视角审视，农产品直播电商呈现出三大显著态势。其一，市场规模扩张强劲。随着互联

网全方位普及以及移动设备的深度渗透，消费者线上购物倾向日益凸显，为农产品直播电商构筑起广阔

的成长空间。援引艾媒咨询数据，2020 年中国农产品直播电商市场规模攀升至 3000 亿元，预估到 2025
年将成功跨越 8000 亿元大关。其二，参与主体多元协同。农户能够借助直播平台，生动展现农产品的种

植、养殖细节，增强产品可信度；网红主播、明星凭借自身影响力，拓宽农产品销售版图；电商企业与农

产品加工企业则依托供应链、品牌等优势，全方位推动农产品线上流通。其三，营销模式创新迭代。在

传统产品展示、讲解及促销基础上，创新性地融入社交营销等模式，借助社交媒体的传播效能，实现口

碑传播与裂变式营销，主播与观众实时互动，极大提升消费者购买意愿。 

4. 农产品直播电商现实困境的多维解构 

4.1. 产品质量与标准化困境 

农产品生产受自然条件、种植技术、管理水平等多因素影响，难以达成标准化与规模化生产模式，

致使产品质量呈现较大离散性。例如，不同产地的同种水果，在甜度、口感及外观等品质特征上存在显

著差异。在直播销售场景下，消费者实际收到的产品与直播间所展示的样本之间，易出现较大偏差，这

无疑会引发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信任危机[5]。 

我国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尚处于完善阶段，缺乏严格统一的质量检测标准以及行之有效的监管手段。

部分不良商家受利益驱使，采取以次充好、虚假标注产品信息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利润，而监管部门由于

现有体系的局限性，难以及时察觉并惩处此类违规行为。此外，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进展缓慢，消

费者难以获取产品从生产源头到销售终端的完整信息链条，无法对产品质量进行全方位、全流程的有效

监督。 

4.2. 物流配送困境 

农村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物流网点在地理空间上的覆盖程度较低，特别是在偏远山区，

快递服务难以实现全域覆盖。诸多乡村区域尚未设立快递站点，致使村民在邮件的收取与寄发过程中面

临诸多不便，这不仅显著增加了物流活动中的经济成本，还大幅延长了时间成本[6]。如此状况，不仅会

对消费者的购物体验造成负面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产品电商直播业务的市场拓展范围。 
农产品具有易腐坏、保鲜周期短暂的特性，故而对冷链物流服务有着较高的需求。然而，现阶段我

国冷链物流行业发展相对滞后，资源在区域间的分布呈现出不均衡态势，多数农村地区的冷链设施处于

匮乏状态。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农产品在冷链环境下的流通比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大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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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运输及储存过程中因缺乏完善的冷链保障而发生腐损，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7]。此外，高

昂的冷链物流成本进一步压缩了农产品的利润空间，极大地影响了电商直播从业者的积极性与参与度，

对农产品电商直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阻碍。 

4.3. 直播内容与人才困境 

当前，农产品电商直播领域存在内容同质化现象，呈现出较为严峻的态势。大多数主播在直播过程

中，仅对农产品的外观进行常规展示，且在价格介绍方面也流于表面，直播内容普遍缺乏创新性与深度

挖掘[8]。他们未能充分探寻农产品所蕴含的深层次故事以及独特的文化内涵，致使直播内容难以对消费

者产生持续的吸引力，无法有效维系消费者的关注度。更为严重的是，部分主播为追求流量与关注度，

采取夸大农产品功效、进行虚假宣传等不当手段。此类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对整

个农产品电商直播行业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扰乱了市场秩序。 
农产品电商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高度依赖既精通农业专业知识，又熟悉电商运营模式与直播技巧

的复合型专业人才[9]。然而，农村地区由于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在培养此类复合型人才方面面临诸多困

难与挑战。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的工作环境、薪资待遇等方面与城市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这使得农村地

区在吸引外部专业人才流入时面临较大阻碍。人才的短缺直接导致农产品电商直播的运营水平难以提升，

营销策略也较为单一，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电商直播行业的创新发展进程，阻碍了行业向更高层次迈进。 

5. 农产品直播电商持续发展的突破路径 

5.1. 强化产品质量与标准化建设 

农产品质量是直播电商发展的核心，相关部门应建立严格的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利用物联网、区

块链等技术，对农产品从种植、养殖到加工、销售的全过程进行信息记录与跟踪。如山东省政府联合技

术公司开发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寿光蔬菜”质量追溯平台，在直播过程中，主播可实时扫描产品二维

码，向消费者展示从种植到运输的全过程数据，消费者也能通过手机 APP 清晰了解农产品的产地环境、

施肥用药情况、采摘时间、加工流程等信息，实现产品质量的全程可追溯，极大增强了购买信心[10]。这

一模式为农产品质量追溯提供了有效范例，确保消费者能获取真实、全面的产品信息，提升对农产品质

量的信任度。 
推动农产品标准化进程，政府相关部门联合行业协会、农业科研机构等，制定统一的农产品分级、

包装、质量标准。以安吉白茶为例，当地政府联合电商平台，通过直播展示安吉白茶的采摘、制茶过程，

结合当地的竹海风光和禅茶文化，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品牌，同时注重标准化生产，提升了产品品质和市

场竞争力[10]。标准化生产不仅有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稳定性，还能提升品牌形象，促进农产品直播电商

的可持续发展。 

5.2. 优化物流配送体系 

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农产品直播电商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大对农村地区道路建设的投入，改

善交通条件，提高大型运输车辆的通行能力。同时，大力发展冷链物流，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农村冷

链设施，如冷库、冷藏运输车辆等，以满足生鲜农产品对运输温度和环境的特殊要求，政府可通过专项

基金支持冷链物流技术研发与设备更新，提高冷链物流的智能化水平，降低运营成本。同时，整合冷链

物流资源，建立区域冷链物流联盟，实现资源共享与协同运作，提高冷链物流的配送效率。如广东省农

业农村部门与物流企业合作，在主要消费区域建立了一系列智能化前置仓，配备物联网感应设备和 AI 控
制系统，可根据直播销售数据实时调整库存和温度，订单生成后能自动选择最近的前置仓进行配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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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缩短了配送时间，降低了农产品损耗率[10]。 
优化物流配送流程，提高配送效率。物流企业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现

物流信息的实时跟踪和管理。同时，建立高效的配送团队，提高配送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意识。例如，

一些物流企业推出的“定时达”“冷链专送”等服务，满足了消费者对农产品配送时效性和新鲜度的需

求。此外，还应完善物流售后服务，及时处理物流过程中的问题，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11]。 

5.3. 创新直播内容与培育专业人才 

丰富直播内容是吸引消费者的关键。主播应突破传统的产品介绍模式，融入更多元素。主播应自觉

挖掘农产品背后的故事、文化内涵，创新直播内容形式。比如，结合当地的农耕文化、民俗传统，开展特

色农产品直播活动。在直播中，主播不仅介绍农产品的特点与优势，还讲述农产品的种植历史、传统种

植方法以及与当地文化的渊源，增加直播的趣味性与文化底蕴[12]。同时，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

现实(AR)等技术，为消费者提供沉浸式的购物体验，如通过 VR 技术让消费者仿佛置身于农产品种植基

地，直观感受农产品的生长环境。 
专业人才是农产品直播电商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高校和企业应加强合作，建立多元化的人才培

养体系。一方面，政府可将直播技能培训纳入相关政策实施范畴，整合资源，联合高校、培训机构等专

业力量，在农村地区开设常态化的直播营销培训课程依托农村职业教育体系，邀请行业专家、资深主播

进行授课，不仅要涵盖直播操作技巧，还要包括营销策略、内容创作、数据分析等专业领域，帮助农户

构建系统化的直播运营思路，培养本土专业人才[13]。另外一方面，直播平台也可定期开设直播学院，聘

请经验丰富的主播担任导师，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全流程的直播运营指导。 

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农产品直播电商作为数字化与乡村振兴融合的创新实践，已从新兴业态发展为农村经济转型升级的

重要动力。然而，农产品直播电商发展中面临诸如产品质量受自然和技术影响，标准化程度低，监管不

完善；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差，冷链不足，影响生鲜农产品流通；直播内容同质化，缺乏文化与技术创新，

复合型人才短缺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强化质量追溯与标准化，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构建透

明体系，提升产品溢价；优化物流网络，政府与社会资本协同完善冷链设施，借助智能化提升配送效

率；推动内容创新与人才培养，挖掘农产品文化价值，运用 VR/AR 技术，构建“政校企”联动的人才

孵化机制等突破路径。这些路径不仅回应了现实痛点，更从制度、技术与文化维度为行业可持续发展

注入新动能。 

6.2. 展望 

未来，农产品直播电商的发展将呈现三大趋势：其一，技术驱动下的模式革新。随着 5G、AI 与元宇

宙技术的普及，直播场景将进一步虚实融合，消费者可通过沉浸式体验深度参与农产品生产全流程，推

动“云种植”“云养殖”等创新模式落地。其二，政策与市场的协同深化。政府需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农

产品电商标准体系与数据安全法规，同时通过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手段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商平台

则需强化社会责任，构建公平透明的交易环境。其三，全球化与本地化并行的市场拓展。在国内市场趋

于饱和的背景下，依托跨境电商平台推动特色农产品“出海”，同时深耕区域文化 IP，打造差异化品牌，

形成“一村一品”的生态格局。我们要抓住这些机遇，在技术、制度与文化的共振中开辟新路径，为乡村

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提供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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