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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农村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兴的电商模式，逐渐成为推动农村经

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本文运用SWOT-PEST分析模型，对农村直播带货的发展现状、优势、劣势、

机会、威胁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外部环境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农村直播带货在

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就业岗位、带动旅游业发展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也面临着基础设施不足、人才短

缺、设备不先进等劣势。同时，国家政策支持、消费升级、数字技术发展等为农村直播带货带来了新的机

遇，但政策波动、信任危机和安全问题等也构成了潜在威胁。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外部环境的影

响下，农村直播带货的发展既面临着挑战，也蕴含着巨大的潜力。通过深入分析，本文提出了相应的策

略建议，以期为农村直播带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助力农村经济的繁荣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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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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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streaming e-commerce, as a new e-commerce model,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SWOT-PEST 
analysis model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dvantages, disad-
vantages, opportunities, threat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technology of rural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rural live-streaming e-com-
merce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provid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However, it also faces disadvanta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frastructure, talent shortages, and outdated equipment. At the same time, national pol-
icy support, consumption upgrad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ve brought new op-
portunities to rural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but policy fluctuations, trust crises, and security is-
sues also pose potential threa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environments such as politics, econ-
omy, society, and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faces both chal-
lenges and huge potential.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tra-
tegic suggestion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live-stream-
ing e-commerce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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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乡村产业、乡村文化、乡村生态、乡土资源等大量被开发[1]。
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移动设备的广泛普及，直播带货这种新兴的电商销售模式在近年来迅速兴起，

并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农村直播带货也随之应运而生。它不仅为农村产品提供了更广阔的销售市场，

也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突破

5800 亿元，其中直播带货占比超 35%，成为激活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引擎。然而，这一新兴业态在快速

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资源整合不足、产业链协同性弱、可持续性存疑等结构性矛盾。为了全面、深入地了

解农村直播带货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从而为农村直播带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策略建议，本文

运用 SWOT-PEST 分析模型，对农村直播带货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通过明确农村直播带货在发展过

程中的内部优势和劣势，以及外部环境所带来的机会和威胁，旨在为农村地区更好地开展直播带货活动，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2. 农村直播电商发展概述 

2.1. 我国农村直播发展现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农村电商直播展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

头[2]。近年来，农村直播电商在中国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相关研究报告指出，2023 年中国直播电商市

场规模达到 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2%。平台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国内外互联网巨头纷纷进入农村电商

市场，为农村电商直播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各地政府也积极引导农村电商直播的发展，建设

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村电商平台。利用大数据、大流量的网络背景，以抖音、快手、淘宝等平台为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28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瑞 
 

 

DOI: 10.12677/ecl.2025.1451286 393 电子商务评论 
 

营销跳板，运用“网红+”“明星+”等运作模式，结合购物者需求，掀起了“直播带货”的狂潮[3]。农

村直播带货的市场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并打破了传统农产品销售的时空限制，通过网络直播将农产品直

接展示给消费者，拓宽了销售渠道，提高了销售效率。直播助农更是显著提升了农产品销售效率和农民

收入水平。但相对应的问题是部分农村地区的网络覆盖不足、物流配送体系不完善，影响了农产品的及

时运输和销售，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普遍短缺，直播销售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不统一，影响了消费者的

购买体验和信任度。总的来说，我国农村直播带货在政策支持、市场规模、技术应用、消费者接受度、物

流配送、品牌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仍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2.2. SWOT-PEST 分析模型 

SWOT-PEST 模型是一种综合分析工具，用于评估一个组织、项目或业务的内部优势、劣势、外部机

会、威胁，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宏观环境因素(见表 1)。综合分析内部和外部环境，帮助组织

全面了解自身的优劣势和外部环境的机会与威胁，从而制定更加科学和合理的战略。在本篇文章中，帮

助农村直播行业的发展提供最佳方案。 
 

Table 1. PEST-SWOT model matrix table 
表 1. PEST-SWOT 模型矩阵表 

PEST-SWOT 模型矩阵表 

PEST-SWOT 模型 政治(P) 经济(E) 社会(S) 技术(T) 

内部因素 
优势(S) SP SE SS ST 

劣势(W) WP WE WS WT 

外部因素 
机会(O) OP OE OS OT 

威胁(T) TP TE TS TT 

3. 我国农村直播电商发展的 SWOT-PEST 分析 

3.1. 优势(S) 

3.1.1. 政府的政策支持有利于促进农村直播发展(SP) 
政策赋能乡村振兴，构建农村直播带货全链条支持体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农村直播带货

的发展，如《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和《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为农村直

播带货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024 年财政部对农村直播基地建设给予 30%补贴，推动通过直播实现年

销售额突破 20 亿元，促进了电商的有利发展。 

3.1.2. 农村直播电商促进农民收入增加(SE) 
直播带货打破了传统销售模式的地域限制，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运输、仓储和营销成本，提高

了农产品的利润空间。同时直播带货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销售渠道，增加了农产品的销售量和价格，让

农民通过直播直接接触到消费者，更简单明了地让农民营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 5 年高

于城镇(2024 年达 8.2%)，叠加直播渠道缩短流通链路，使特色农产品价格竞争力提升 20%~30%。 

3.1.3. 农村直播电商利于就业和旅游业的发展(SS) 
直播带货模式涵盖主播、运营、客服、仓储等多领域人力资源需求，为农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吸引了外部人才回流乡村，减少了农村空心化现象，还能够增加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和直播产业的

发展相辅相成，从而带动促进了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同时通过直播带货展示原产地农作物的种植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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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文化和生活方式，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和消费，促进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3.1.4. 农村电商直播技术普及(ST)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移动设备的广泛使用，为农村直播带货提供了便捷的技术支持。5G 技术的普及

和直播技术的不断升级，如高清直播、VR 直播等，提升了直播效果和用户体验。AI 技术的迅速发展更

是为重新定义了电商直播，与直播技术的充分融合更加注入了全新的体验。 

3.2. 劣势(W) 

3.2.1. 电商直播政策监管不足(WP) 
电商直播的核心问题一是法规层级偏低，农村直播带货市场尚未形成成熟的监管机制，产品质量参

差不齐，存在虚假宣传、流量造假等问题。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2024 年直播带货投诉量达 123.7 万

件，同比增长 68%，其中虚假宣传、货不对板占比超 45%，但因证据链认定标准缺失，实际立案率不足

15%。二是跨部门协同乏力，直播产业链涉及市场监管、网信、税务等多部门，权责边界存在交叉，而部

门之间又没有很好的协调配合机制，从而影响了电商直播的发展。 

3.2.2. 基础设施薄弱对农村电商直播的制约(WE) 
农村电商直播存在很严重的物流配送问题，农村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配送效率低，整体

的网络覆盖不足，截至今日，仍有很多村庄未完成村村通快递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仍是难题，同时

冷链物流不完善，农鲜产品运输损耗率高，在运输过程中容易损坏变质，难以保证其新鲜度。 

3.2.3. 人才短缺阻碍了农村直播电商之路(WS) 
由于农村艰苦的环境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农村产业发展不完善，与城市相比有着较大的差

别，越来越多的人们离开农村。专业直播人才的短缺使得许多农产品直播内容单一、吸引力不足，无法

有效吸引和留住观众[4]。农村地区缺乏具备电商知识和直播技巧的人才，主播的专业度和规范性不足，

影响了直播带货的效果。大多数农村农产品缺乏品牌意识，品牌效应难以形成，产品辨识度和市场竞争

力较低。 

3.2.4. 直播设备落后，技术水平低下(WT) 
部分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影响了直播的流畅性和稳定性。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实现

网络的全面覆盖，并且部分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影响了直播的流畅性和稳定性[1]。网

速慢，直播效率低下，在农民遇见直播困难的时候，由于缺乏专业电商直播的知识和农村人才的外流，

不能高效快速地解决，影响了直播效果，也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体验。 

3.3. 机会(O) 

3.3.1. 乡村振兴为农村电商直播提供新机遇(OP) 
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23~2035 年)》引领下，农村直播正从单纯的销售渠道升级为数字乡村建设

的重要抓手。中央财政 2024 年新增 200 亿元农村电商专项扶持资金，对县域直播基地建设、冷链物流升

级等给予高度补贴。国家继续出台支持农村电商和直播带货的政策，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人才培养

等，为农村直播带货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3.3.2. 消费升级带来的市场规模扩大(OE)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逐渐发生变化，更加注重食

品的品质和安全性。绿色、健康、特色农产品因其天然、无污染、营养丰富等特点，受到了消费者的青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286


李瑞 
 

 

DOI: 10.12677/ecl.2025.1451286 395 电子商务评论 
 

睐。农村直播带货通过直观展示农产品的种植、采摘、加工等过程，增强了消费者的信任感和购买意愿，

随着直播带货的普及和社会对农村电商的认可度提高，农村直播带货逐渐被社会接受和认可，直播市场

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 

3.3.3. 社会认可度提高，推动了返乡创业(OS)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绿色、健康、特色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更加注重食品的品

质和安全性。农村直播带货也逐渐被社会接受和认可，为农村直播带货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由于直播需要多领域人才，也促进了人才返乡，减少农村空心化现象，为电商发展提供了未来持续发展

的机会。 

3.3.4. 技术发展与平台的支持(OT)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农村直播带货提供了技术支持，提升了直播

效果和用户体验。各大直播平台不断优化其功能，为农村主播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如流量扶持、

培训指导等。更是极大程度上帮助了农民进行直播产业带货。AI 技术的应用，更是减少了地点和时间的

限制，无间断进行 24 小时直播，较少投入的同时，还增强了消费者的新奇体验。 

3.4. 威胁(T) 

3.4.1. 政策环境波动(TP) 
直播行业受到相关法规和监管的约束， 农产品电商直播也不例外[5]。政府政策的变化可能对农村直

播带货产生不利影响，如税收政策的调整、监管政策的加强等。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

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法规，对主播带货提出严格要求和规范，并对主播偷逃税问题进行打击。这

些政策的实施，虽然有助于规范直播带货行业的健康发展，但对于农村直播带货来说，也可能带来一定

的压力和挑战。税收政策的调整可能会增加农村直播带货的运营成本，影响农民的收入和积极性。 

3.4.2. 市场竞争加剧(TE) 
随着直播带货的普及，农村直播带货市场竞争愈发白热化。许多农户、商家都加入了“短视频 + 直

播”带货行业，导致直播内容同质化严重，缺乏更深层次的信息挖掘[6]。价格战频发，农民利润微薄。

部分主播为引流，不惜压低价格，损害了农民利益。同时，市场竞争也对直播内容和形式提出了更高要

求，需要不断创新，提升产品吸引力。农村直播带货需资金投入，然而，农民和小农户常因信用记录缺

失、抵押物不足及金融机构贷款手续繁琐，面临资金短缺。这限制了其规模扩大与技术升级，影响了直

播带货的持续发展。 

3.4.3. 夸大宣传导致信任危机(TS) 
在社会层面上，在当前的农村直播带货市场中，部分消费者对其信任度较低，主要原因是存在夸大

宣传、产品质量不稳定以及售后服务不到位等问题，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此外，农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由于缺乏统一的质量检验标准和有效的市场监管，消费者难以判

断农产品的真实品质，这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风险，使得消费者在购买时更加谨慎。 

3.4.4. 网络安全问题对农村电商直播的挑战(TT) 
直播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快，农村主播和运营人员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新技术，否则可能被市场淘

汰，而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学习能力弱，这对于他们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同时，网络直播极大程

度地依赖于电脑等设备，直播带货涉及大量的交易和数据，网络安全问题如数据泄露、支付安全等可能

对农村直播带货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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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直播电商发展策略 

4.1. 加强政府政策支持与监管 

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农村直播电商发展特点，出台更加细化和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对于资

源匮乏型地区，设立网络专项补贴；在东部沿海地区，推供应链生态化改造计划；文旅融合型地区，实

施农旅直播场景开发奖励。政府应继续出台并完善支持农村直播带货的政策，如提供税收优惠、财政补

贴、信贷支持等，降低农村直播带货的运营成本，提高农民和小农户的参与积极性。完善监管机制，建

立健全农村直播带货的监管机制，加强对直播内容、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的监管，打击虚假宣传、

流量造假、产品质量不合格等行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升消费者对农村直播带货的信任度。在

中央，省级和县级层面层层递进，发展直播专项资金，给予直播效益好的企业土地与税收优惠，县级方

面给予更加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4.2. 形成智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电商直播的销售与最终落脚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完善，加强物流配送，加大对农村物流基础设施

的投入，完善农村物流网络，提高物流配送效率，特别是加强冷链物流建设，确保农产品的新鲜度和品

质。在东部沿海地区，供应链智能化升级，进行自动分拣，例如，甜城脐橙应用区块链技术后复购率提

升 27%，配合智能分拣设备可将人工效率提升至 800 kg/小时。在中西部资源匮乏区域，推行无人机配送，

2023 年甘肃采用该模式后，物流成本下降 40%，偏远村庄配送时效从 5 天缩短至 2 天。而在山区少数民

族区域，实现方言智能翻译，将少数民族语言支持功能纳入智慧物流补贴考核指标。极大保证消费者的

购买体验感，建设“三位一体”冷链网络，实现“采摘–预冷–分拣”一体化。实现智慧物流体系的重

构。提升网络设施，进一步普及和提升农村互联网技术，确保网络的稳定性和流畅性，减少直播过程中

发生的意外，给消费者带来不便的同时也为农民带来了难题，提升网络质量。 

4.3. 促进教育和人才培养 

数字经济时代农村电商直播发展过程中人才是第一生产力，高水平人才储备程度直接影响着该地区

农村电商发展质量[7]。针对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农村直播电商，制定个性化的培训计划。例如，对于以农

产品销售为主的地区，重点培训农产品展示技巧、种植养殖知识讲解等；对于以乡村旅游推广为主的地

区，侧重于旅游景点介绍、文化故事讲述等培训内容。进行人才梯队建设，构建分层培养体系，打造基

础层，进阶层，精英层，加快人才建设任务。同时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城乡差

距，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才回乡，对返乡创业直播人才给予“三免两补”政策。其次是加强教育

的重要性，可以与高校联合，新生直播电商等专业，帮助培养专业对口的人才，开展针对农村直播带货

的培训项目，提高他们的电商知识、直播技巧和运营能力，为农村直播带货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新思维。

此外，培训内容应结合当地农产品，多一些技能操作，少一些理论[8]。同时开展“最美乡村主播”评选

活动，获奖者纳入“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推荐名单，提升职业荣誉感。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应对农

村直播带货面临的人才短缺问题，推动农村直播带货的健康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4.4. 加强网络安全 

在数字乡村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农村直播电商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然而，随着直播带

货、农产品电商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网络安全风险也相伴而生。不断克服外部威胁，减少由于网络安

全导致的农村直播事故的发生，是必须重视之处。需采取系统性方案，一是推广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建

立农产品电商平台安全监测中心，推动直播平台建立多因子身份认证、数据加密传输、交易风险监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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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屏障，特别对农产品溯源信息、消费者支付数据等敏感信息实施分类分级保护。二是建立协同监管

机制，由网信、商务、农业部门联合制定农村直播电商安全规范，对虚假流量、伪劣商品等乱象开展专

项整治；三是适当用方言、顺口溜等乡土化方式普及安全知识，让网络安全更大众化，更普及化。只有

筑牢网络安全屏障，才能让手机真正成为“新农具”，让直播电商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5. 总结 

本文运用 SWOT-PEST 模型分析法，从政治政策、经济、社会和科技等 4 个维度对农村直播电商进

行综合系统的分析，对制定未来农村直播电商发展策略具有针对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9]。农村直播

电商应尽快抓住当前大数据的风口，政府应强化政策引导，完善法规，为农村直播电商筑牢发展根基。

同时，持续升级基础设施，尤其是网络与物流，以提升直播体验和配送效率。在经济层面，要充分发挥

直播电商对农村经济的拉动作用，助力农民增收，改善生活。人才振兴是关键，需加强培养与引进，打

造专业队伍。网络安全防护也不容忽视，要多管齐下，确保交易及信息的安全。各方协同努力，定能为

农村直播电商营造健康发展环境，让它在乡村振兴中释放更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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