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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省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模式创新与路径优化问题。采取社会经济学与科技创新理论，

运用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方法对陕西省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的现状、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展开分析。

发现要实现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模式的创新与路径优化，不仅需要从政策环境、技术创新、市场拓展、

还要从品牌建设等多方面发展从而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推动产品转型升级。同时提出一系列切实

可行的优化路径，包括强化农产品质量监管、创新销售模式、培养专业人才等，为陕西省乃至全国农产

品电商直播营销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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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novation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the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mar-
keting mod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Shaanxi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
zation. By adopting the theories of social economics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using empir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methods,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existing prob-
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Shaanxi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to achieve the innovation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the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marketing mod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in 
multiple aspects, including the policy environ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rket expansion, 
and brand building, so as to enhance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ro-
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a series of practical optimi-
zation path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novating the sales model, and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even across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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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在我国政策的大力扶持以及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双重驱动下，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作为一种

“新模式”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占据独特的核心地位。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电商发展，相

继出台了《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电子商务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引导农村电商从“单

打独斗”转向“协同发展”。在此宏观背景下，陕西省作为农业大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大力推进农产

品电商直播营销，以实现农业产业升级、农民增收的目标。 
陕西省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诸如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品牌知名度

不高、营销渠道较为单一等问题。本文在乡村振兴框架下谋划陕西农产品电商直播的升级路径和现实意

义。从学术层面来看，本文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农村电商理论体系进一步拓展农产品营销领域的研究视野。

从实践层面而言，本文为陕西省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提供了创新模式与发展路径，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推动农业产业发展转型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筑牢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主要关注于电子商务助力精准扶贫研究层面、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优化与农村电商发展研究层面和

农产品销售模式创新研究层面：一是聚焦电子商务助力精准扶贫，解决农村贫困地区发展难题；电子商

务的物流与信息优势使得其在农村精准扶贫中具有显著作用，进而促进农村地区产品销售，有效提升农

民收入[1]。二是聚焦乡村振兴，解决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优化与农村电商发展问题；陕西省农产品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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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营销的发展不仅展现出显著优势，但也暴露出物流、品牌、人才、内容和监管等方面的不足，进而

造成乡村经济活力受限，她强调通过优化物流、品牌、人才、内容和监管等策略，将有效促进陕西省农

村现代化进程和乡村振兴[2]。陕西农村电子商务因“互联网+”的深化改革而形成多元化发展模式，并通

过 SWOT 分析揭示了其发展现状，进而强调持续更新电子商务认知、优化服务体系和培育人才对于推动

陕西农村电子商务持续发展的关键作用[3]。三是聚焦乡村振兴，解决农产品销售模式创新问题；强调脱

贫攻坚后周至县农民增收主要依赖园林水果，然而农产品销售不畅成为乡村振兴的掣肘，因此提出优化

销售渠道、完善冷链物流、精准种植和强化品牌宣传的建议，使农产品销售畅通进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的有效实施[4]。 
纵观国内外研究可知，电子商务助力精准扶贫、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优化与农村电商发展、农产品

销售模式创新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有力支撑。存在待解决问题如下：1) 精准

扶贫模式需创新。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电子商务对精准扶贫的助力，但模式创新不足，缺乏针对不同地区

和产业的差异化策略，难以实现精准扶贫的长期可持续性[5]。2) 农产品直播营销待完善。农产品电商直

播营销虽取得一定成效，但物流、品牌、人才、内容和监管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亟需优化整合，以提升

营销效果和乡村经济活力[6]。3) 销售模式创新待深化。农产品销售模式创新虽有所探索，但深度不足，

未能充分结合市场需求和产业特点，导致农产品销售不畅，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7]。为解决

上述三个问题，本文首先基于陕西省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的相关数据，对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的现状、

存在问题以及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其次，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了农产品电

商直播营销模式创新与路径优化的理论框架，并针对陕西省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的实际问题提出了相应

的解决方案；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分析了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中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品

牌建设等方面的关键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最后，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对优化路

径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创新模式与优化路径能够有效提高陕西省农产品电

商直播营销的效率和效益。具体而言，本文的创新点包括：一是提出了基于社会经济学与科技创新理论

的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路径优化模型；二是构建了包含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品牌建设等要

素的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创新体系；三是提出了针对陕西省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的实证分析，为相关政

策的制定和实践提供参考。构建了融合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框架，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3. 理论框架 

以社会经济学与科技创新理论为宗旨，构建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模式创新和路径优化的大纲。社会

经济学理论着重强调经济活动和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注经济行为背后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因素(见
图 1)。在该领域助力我们深入了解农产品、消费者和电商平台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农产

品销售与营销策略的影响。科技创新理论则面向于专业技术创新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着重专业技术

创新在促进农产品产业升级和社会经济增速的提高。聚焦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前沿了解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AI)等技术在农产品销售与实际营销中的应用，并探讨如何利用专业技术发展传统农产品转型

升级(见图 2)。 
基于上文分析，提出以下理论假设及框架分析：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模式创新与路径优化，需要充

分考量社会经济学和科技创新两个方面的因素。社会经济学因素涵盖市场结构、消费者行为、品牌建设

等；科技创新因素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AI)等技术在理论框架的实践应用。这两个方面的因素

相互交织、协同作用，共同推动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模式创新与路径优化。 
该框架的适用性体现在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模式创新与路径优化的内在

机制，为后续分析提供理论支撑(见图 3)。但该框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一、社会经济学和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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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在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研究；二、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

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模式存在差异，该框架的普适性有待验证(见图 4)。针对这些局限性提出以下改进方

向：一、深入研究社会经济学和科技创新在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二、结合不同地区、

不同产业的实际情况，对框架进行细化调整。 
本文基于社会经济学与科技创新理论，依托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模式创新与路径优化的理论框架，

力求构建陕西省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模式创新与路径优化框架下的深度探索(见图 5)。 
 

 
Figure 1. Innovation framework map of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图 1. 农产品电商直播创新框架图谱 

 

 
Figure 2. Dual-wheel driv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图 2. 双轮驱动协同机制 

 

 
Figure 3. Latitude analysis 
图 3. 纬度分析 

 

 
Figure 4. Value evolution path 
图 4. 价值演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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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Stage analysis 
图 5. 阶段分析 

4. 论证 

本文聚焦乡村振兴战略下陕西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模式创新与路径优化升级问题。基于前文所述的

社会经济学与科技创新理论，本篇将进一步阐明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模式创新与路径优化的内在机制为

进一步优化这一问题；本篇将以电商助力精准扶贫、农产品电商直播优化模式以及创新驱动农产品销售

模式变革三个角度切入，通过对经典理论支撑精准扶贫的探讨并分析政策与技术对电商扶贫的推动作用，

揭示研究主题与学术背景的差距并评估精准扶贫理论面临的争议，为构建电商精准扶贫的理论解释框架

提供依据。同时本篇还将对农产品电商直播优化模式进行分析研究，从政策引导下的电商直播发展探索

优化机制，剖析典型案例的细节并评估各层面理论的适用性。此外本篇还将深入探讨创新驱动农产品销

售模式变革，分析理论适用所存在的争议与局限性，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从而借鉴行业发展与政策制定针

对于农产品销售新模式下进行的宏观评价。通过多角度的系统分析力求揭示陕西省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

模式创新与路径优化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为后文讨论奠定坚实基础。 

4.1. 基于社会经济学理论的电商精准扶贫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探析 

基于社会经济学理论，精准扶贫构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性创新基石。经典理论如马克思主义关于

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制度经济学关于资源配置与效率的观点，为精准扶贫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马

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精准扶贫的宗旨在于通过提升贫困地区的生

产力，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制度经济学则强调资源配置与效率的重要性，精准扶贫通过优化资源配

置，提高贫困地区的经济效益，进而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政策上我国为支持农村发展电商，构建“电商政策生态系统”如出台《电子商务法》、《关于促进乡

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等，为电商精准扶贫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在技术方面随着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AI)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实践应用，重构信息不对称格局为电商精准扶贫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

支持。在政策和技术的双重保障下，推动了电商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并依托于此提高了贫困地区

农民的收入水平。 

4.1.1. 理论支撑的三维结构 
市场导向理论与供应链管理理论构成基础框架，在陕西洛川苹果电商实践中，78%的直播商户通过

实时需求反馈调整供货策略。品牌建设理论在眉县猕猴桃产业的应用显示，地理标志产品溢价可达 30%。 

4.1.2. 学术脉络的承继与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研究团队对 2018~2024 年陕西 12 个县域的数据跟踪调查推导：传统扶贫理论

在直播场景中呈现三个转向——从政府主导向平台赋能转变、从资源输导向价值共创演变、从单点帮扶

向生态构建转型。 

4.1.3. 理论局限的田野验证 
在安康富硒茶产区调研发现，现有理论对非标准化农产品的解释存在缺口。42%的直播纠纷源于产

品分级标准缺失，这要求在社会资本理论中嵌入质量共识构建机制 1。 

 

 

1本团队初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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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政策驱动下农产品电商直播的多维路径优化——基于产业链协同视角 

政策的鼓励在农村电商直播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支持农村发展电商出台政策就是为了加

速发展农村电商的规范化、规模化。这些政策为电商直播提供政策保障、降低创业门槛、促进电商直播

的普及和推广。一、政策引导推动电商直播平台落实规范化运营、提高用户满意度；加强市场监督管理，

政府保障了用户权益也提高了电商直播的信誉度。二、政策引导电商直播产业链的完善，促进相关产业

的协同发展；政府鼓励电商平台与农产品生产者、物流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等进行合作，并形成了完整

的电商直播产业链。三、政策引导还促进了电商直播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为电商直播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人才和技术支持。 

4.2.1. 政策工具包的实效分析 
陕西省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培育我省经济发展新动力，结合《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

2021~2023 年出台的电商直播措施中，流量补贴政策使中小农户触达率提升 65%，但人才政策存在县域

差异——关中地区培训转化率达 82%，而陕南地区仅 57%。2023 年一季度全省电子商务交易额为 3156.6
亿元，居全国第 11 位，同比增长 11.0% [8]。 

4.2.2. 产业链重构的四个支点 
生产端：榆林小杂粮产业带通过预售模式将库存周转率从 45 天缩短至 18 天(同脚注 1)。 
流通端：区块链溯源技术使汉中香菇物流损耗率下降 23% (同脚注 1)。 
营销端：AR 场景营销使延安苹果转化率提升 40% (同脚注 1)。 
服务端：客服机器人使商洛核桃售后响应速度提升 3 倍(同脚注 1)。 

4.2.3. 政策适配性的实证检验 
对陕西 107 个电商示范村的跟踪数据显示：税收优惠政策对年销售额 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效果显著

(成本降低 12%)，但对小微主体激励不足(仅 3.7%感知明显) (同脚注 1)。 

4.3. 创新驱动农产品销售模式变革的理论挑战与实践困境——兼论政府–市场–技术的协同

逻辑 

创新驱动农产品销售模式变革的研究中，以社会经济学与科技创新理论为分析为本文提供理论基础，

但仍存在一些实际局限与潜在问题。第一，社会经济学理论在分析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模式时会过于强

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忽视了政府的政策引导、市场监管等方面。在分析农产品电商直播领域时政府

的角色不仅体现在提供政策支持，还包括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第二，科技创新理论

在分析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应用在农产品电商直播时会忽视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之间是否匹配的问题。

在分析农产品电商直播领域时技术创新需要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否则会导致技术在投入时与实际时效

益不符。第三，关于创新驱动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模式变革的理论研究，仍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应如何平衡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如何确保农产品质量与安全等。 

4.3.1. 理论解释的断层地带 
在武功县猕猴桃直播基地观察发现：传统供需理论难以解释“冲动消费占比 38%”现象，需引入社

会临场感理论；现有技术接受模型对 50 岁以上农户的解释力不足(R2 = 0.32)。 

4.3.2. 协同机制的建构路径 
农产品销售模式创新需突破“政府–市场–技术”的线性关系见表 1，构建动态协同网络。当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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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理论需回应多元主体交互中的权责重构，而技术赋能的最终效能取决于能否在政策护航下实现“农

户价值创造–市场价值转化–社会价值共享”的闭环。 
 

Table 1. Analysis of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表 1. 协同机制分析 

主体 功能定位 协同案例 

政府 基础设施建设者 杨凌农科城 5G 基站专项 

平台 数字生态构建者 抖音“山货上头条”陕西专场 

农户 价值创造主体 米脂小米合作社 IP 孵化 

4.3.3. 实践困境的破局之策 
针对三原县蔬菜直播中的质量纠纷(年均 23 起)，建议：建立政府背书的质量认证体系(已有试点使投

诉率下降 65%)、开发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智能品控系统(试验准确率达 89%)、构建农户信用积分制度(同脚

注 1)。 

5. 结论 

本文深入乡村振兴视角下陕西省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模式创新与路径优化以“技术驱动”与“路径

优化”问题为切入，通过构建理论框架、实证分析、案例研究等方法，提出适合陕西省农产品电商直播

营销发展的“新模式”。重点在于揭示陕西省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模式创新与路径优化的内在机制，从

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品牌建设等多个层面进行分析，为陕西省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开辟“新

路径”。接下来探索方向：一是深入探索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模式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适用性和差

异性；二是关注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中的消费者行为和需求变化，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三是加强农产

品电商直播营销中的风险管控，确保陕西农产品电商直播行业的循环发展。 
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不仅要丰富农村电商直播营销的理论，还要为拓展农产品电商直播

营销寻找“新视角”；并为陕西省农产品电商发展提供“新模式”和“新路径”，有助于提高农产品市场

竞争力，促进陕西农产品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乡村振兴。本文对于构建陕西省乃至全国的农产品电商直播

营销模式创新与路径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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