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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直播电商作为数字技术与商业创新的结合体，成为乡村振兴的全新引

擎。“村播”作为应运而生的新型助农模式，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的价值与销售量，促进了产业融合发展，

推动了创新创业发展。然而，由于“村播”方兴未艾，其面临着人才缺口、设施落后以及政策支持力度

不够等问题。因此，通过深入分析农村直播的价值意蕴，并提出针对性的实践路径，对于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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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live-streaming e-commerce—a prod-
u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ommercial innovation—has emerged as a new en-
gin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Village live-streaming”, a novel agricultural assistance model born from 
this trend, has effectively enhanced the value and sales volum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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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drive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However, due to its underde-
veloped state, “village live-streaming”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talent shortages, outdated infrastruc-
ture, and insufficient policy support. Therefore, by conducting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value impli-
cations of rural live-streaming and proposing targeted practical pathways, this approach holds sig-
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facilitating the mod-
erniz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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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村播”是一种网络直播活动，主要指农村地区的农民或相关从业者通过互联网平台，以直播的形

式向观众展示和销售当地的农产品、手工艺品等特色商品，同时介绍农村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和自然

风光。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要想运用好直播平台这个“新农具”，通过“村播”促进农民实现增收的

“新农事”[1]，就要通过强化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加强政府的引

导作用，从而进一步激发“村播”的发展潜力，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2. “村播”助农的价值意蕴 

2.1. 提升农产品价值与销售量 

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村播”通过技术赋能使村民从传统生产主体转型为数字化市场参与者，

形成以村民主体性为核心，依托直播媒介实现农村资源与消费市场的深度融合，构建了提升农产品价值

与销售量的新范式。 
一方面，在传统电商模式下，农产品流通遵循“生产–收购–加工–分销–零售”的线性价值链，

农民处于价值链底端，市场信息传导迟滞且价值分配失衡。“村播”则通过双重机制重构农产品价值链：

第一，村民作为直播主体将生产过程具象化，这种带货场景化更强、互动性更充分、展示更透明化的模

式，更适应农产品非标准化的特点，也能够带给消费者不一样的消费体验，从而使他们更愿意为高品质

的农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第二，实时互动机制消解传统供应链中的信息差，使消费者需求直接反馈至

生产端，村民可以根据消费者的反馈和需求，及时调整种植和养殖策略，实现农产品的定制化生产，进

一步提升其价值。 
另一方面，农村直播降低了交易成本，缩短了供应链。在传统电商模式中，农产品需要经过多级经

销商的环节，这不仅增加了成本，还可能导致农产品的新鲜度和品质下降。而“村播”作为直接连接生

产者和消费者的新型范式，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农民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同时也让

消费者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购买到新鲜、优质的农产品。 

2.2. 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与“村播”相比，传统电商仅仅实现对“货”的销售。而“村播”通过重构“人”“货”“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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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拓展乡村产业的产品种类和服务模式，促使农业与乡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实现多元化发展，进

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2]。 
一方面，直播技术通过沉浸式场景呈现，推动农业资源向旅游经济转化。实时镜头将农田等变为“可

视化景区”，例如，江西婺源通过 24 小时油菜花慢直播，使农耕景观转化为旅游 IP，带动民宿预订量爆

发式增长；这种“所见即所得”的传播特性，构建起“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社群传播”的闭环，使农业

生产空间升级为沉浸式体验经济载体，促进了农业与旅游的融合发展。 
另一方面，直播平台成为传统文化传承的创新场域。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原主任汪向东指出，

直播助农，改变了品牌营销的维度、深度、温度。除了将农产品优良品质广而告之外，还传递着乡村特

有的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从“卖产品”到“传文化”，品牌营销变得更有温度[3]。村民在直播间里的

文化叙事重构了农产品价值体系，一坛酱菜承载着祖传工艺故事，一筐柑橘凝结着地域文化记忆。这种

文化赋能使农产品突破物理属性，成为可传播、可体验的文化媒介。观众在购买行为中完成文化认同，

生产者通过内容创作实现文化价值变现。 

2.3. 推动创新创业发展 

在数字经济下，“村播”推动乡村经济结构升级，并以数字化重组生产要素激活创业动能，双向赋

能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村播”在创新层面推动了乡村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直播创业迫使农民学习和

掌握数字技术、市场营销和品牌管理等技能，从而提升了自身的人力资本。这种在实际运营中不断试错

和优化的结果积累的技能和知识，比传统的外部培训更为有效。农民内生能力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当前

的创业项目，也为未来的可持续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农村直播重构了创业要素，将传统的地

理和市场限制转化为优势，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农民可以通过直播

展示传统的手工艺品制作过程，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收益，促进非农创业。此外，农村直播还推动了

乡村经济结构的优化。随着直播业务的发展，相关的支持产业如物流、包装、运营等也应运而生，形成

了一个完整的创业集群。这种集群效应不仅提高了创业的效率，还带动了整个乡村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村播”正重塑乡村创业生态，通过数字技术重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为乡村振兴注入

全新动能。它打破了传统创业的地理局限与资源壁垒，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流量转化

为新农资，在田野间催生出蓬勃的创业浪潮。直播平台消解了城乡数字鸿沟，农民无需专业设备，一部

智能手机即可连接全国市场。直播间取代实体店铺，算法推荐替代街头叫卖，使创业成本从数十万元降

至万元以内。田间地头、家庭作坊直接变成商业场景，农产品的生产、展示、销售环节在镜头前完成闭

环。这种“轻资产创业”模式让留守妇女、返乡青年、退伍军人等群体快速切入市场，投入到创业浪潮。

同时，农民在直播实践中掌握选品策划、粉丝运营、数据分析等现代商业技能，使农民完成从生产者到

企业家的蜕变。此外，“村播”作为一种新兴的创业模式，还为农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吸引了

大量的返乡创业者和新型职业农民。 

3. 乡村振兴视域下“村播”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3.1. “村播”电商知识薄弱 

农民直播专业化素养欠缺与知识储备不足，成为制约“村播”发展的关键瓶颈因素。 
首先，农民对电商运营的基础逻辑普遍缺乏系统性认知，许多人仅将直播视为“对着手机卖货”的

简单行为，却对流量分配机制、用户分层逻辑、平台算法规则等核心要素一无所知。他们往往陷入“盲

目开播”的困境——不懂通过数据分析调整直播时段，不会根据粉丝画像优化选品策略，更缺乏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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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设定位、内容垂直度、粉丝粘性维护等长效运营概念的把握。同时，在直播过程中所能输出的优质内

容也较为有限，无法很好地把握各种直播视频节奏，导致直播间常常出现“自说自话”式的单向输出，

既抓不住平台流量扶持的节奏，也难以精准触达目标消费群体[4]。 
其次，直播技能与内容表达能力的匮乏严重削弱传播效果。农民面对镜头时普遍存在语言组织散漫、

情绪调动僵硬、互动应答模式化等问题，既不会设计有起承转合的故事脚本，也不擅长运用悬念设置、

痛点挖掘等叙事技巧。在视觉呈现层面，多数直播画面构图杂乱、光线昏暗，产品展示多停留在“拿在

手上晃两下”的初级阶段，既不懂得通过特写镜头突出农产品纹理细节，也不会利用场景化布置营造采

摘、加工等沉浸式体验，导致优质农产品的特色难以被有效传达。 
最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市场洞察与产品策略的缺失。许多农户选择产品时盲目跟风，缺乏对消

费趋势、客群偏好、竞争格局的基本研判，既不会挖掘地域文化赋予产品的独特附加值，也不懂得通过

品质分级、组合套餐、情感包装等方式构建差异化卖点。当同类农产品扎堆直播时，往往陷入“比谁嗓

门大、价格低”的恶性循环，最终损耗产品利润空间与品牌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对电商生态

的认知往往还只停留在交易环节，忽视售后服务体系、用户评价管理、供应链响应能力等配套能力的建

设，这种碎片化的知识结构使得直播带货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闭环。 

3.2. 农村配套设施不完善 

“村播”虽被视为撬动乡村经济的重要杠杆，但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短板却成为难以跨越的现实壁

垒。 
首先是农村网络基建的滞后性。许多偏远农村仍存在信号覆盖薄弱、网络带宽不足、传输稳定性差

等问题，导致直播过程中频繁出现画面卡顿、音画不同步甚至断播现象，直接影响用户观看体验。即便

部分村庄实现光纤入户，高负荷的直播数据传输需求仍可能挤占有限带宽，使得高清直播、多机位切换

等提升内容吸引力的技术手段难以施展。这种“数字鸿沟”不仅削弱了直播内容的呈现质量，更让农民

在起跑线上就与城市主播形成技术代差。 
其次是农村物流体系的梗阻。农村地区仓储节点稀疏、冷链运输缺失、配送成本高昂等问题尤为突

出。农产品从直播间下单到送达消费者手中，往往需要经历县域中转、多级分拣等低效流程，导致生鲜

类产品损耗率居高不下，消费者收货时效也难以保障。部分村庄因山路崎岖或配送量不足，甚至未被纳

入主流物流网络，迫使农民采用“快递进县城自提”的折中方案，这种割裂的供应链严重制约了直播电

商的规模化发展。同时，农产品的流动基本上是从生产单位向集散中心、城市汇集的单向流动，物流成

本较高且基本无法通过整合业务实现单位成本的降低。农产品采收的时效性，进一步增加了收获期的物

流压力[5]。 
最后，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售后服务的系统性缺失。农村地区缺乏专业的客服团队、质检体系和退换

货处理机制，当出现产品规格不符、运输破损等问题时，农民往往陷入“不会处理、不敢承诺、不能及

时响应”的被动局面。消费者维权通道不畅导致的差评累积，不仅损害单一直播间的信誉，更可能引发

对区域农产品品牌的信任危机。这些基础设施的短板形成环环相扣的制约链：网络卡顿降低流量转化

效率，物流滞后削弱消费体验，售后缺位阻碍口碑沉淀，最终使得农村直播陷入“投入产出失衡”的恶

性循环。 

3.3. 相关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村播”作为数字化助农的新兴模式，其发展潜力受制于政策支持体系的碎片化与执行效能的不足，

这一结构性矛盾深刻影响着农民参与的深度与可持续性。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349


封苏晴 
 

 

DOI: 10.12677/ecl.2025.1451349 830 电子商务评论 
 

首先，政策宣传与触达机制存在显著断层，许多惠农直播扶持政策往往停留在文件层面，未能通过

农民可感知的渠道下沉到田间地头。基层政府缺乏对电商政策的通俗化解读与精准推送，导致农民对流

量补贴、创业贷款、税收减免等利好政策知之甚少，甚至因信息不对称而误判准入门槛，错失发展机遇。 
其次，法律法规的适配性与指导性不够完善，当前针对农村直播的监管框架大多沿袭传统电商规则，

未能充分考虑农产品的非标属性与农民主体的特殊性。例如，农产品质检标准模糊使农民在直播宣传中

频触“虚假宣传”红线，而消费者维权规则与乡村物流时效的不匹配又让农民陷入被动担责的困境，这

种制度性风险抑制了农民的创新试错意愿。 
最后，针对农村直播的长效保障体系尚未成形，缺乏专门针对农民主播的权益保护机制，例如账号

被盗维权难、平台流量规则变动引发的经营波动等问题缺乏政策兜底，使得农民在遭遇风险时极易退回

传统销售模式。这些政策短板的叠加效应，实质上构成了“隐性门槛”——农民既要应对市场风险，又

要消化政策认知与适配成本，最终导致部分优质农产区的直播生态始终停留在“小散乱”的初级阶段。 

4. 乡村振兴视域下“村播”助农的实践路径 

4.1. 强化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电子商务与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结合已经成为当前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6]，“村播”的可持续发

展亟需构建“内生培育 + 外部输血”的双轨人才机制，其核心在于激活农民自身潜力与优化乡村人才生

态的协同共振。 
首先要破除农民参与直播的知识壁垒，通过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的电商培训体系，将抽象

的平台运营规则转化为方言土语中的实操指南，让农民在接地气的教学中掌握选品策略、直播话术、粉

丝运营等核心技能。同时引入“陪伴式成长”模式，由驻村技术员手把手指导农民完成从账号搭建到数

据分析的全流程操作，避免传统填鸭式培训“一听就会、一播就废”的困境。 
其次需以政策杠杆吸引人才返乡潮，针对熟悉电商逻辑的乡村青年、返乡大学生等群体，设计“创

业孵化 + 流量扶持 + 供应链保障”的组合激励包：在资金层面提供低息贷款与直播设备补贴，降低创

业试错成本；在资源层面对接区域公共品牌与物流渠道，破解个体农户单打独斗的局限；在荣誉层面设

立“乡村带货达人”等称号，增强人才扎根乡土的价值认同。 
最后，更重要的是要搭建“新老共播”的协作生态，引导返乡青年将短视频剪辑、热点营销等新型

技能与传统农户的农产品知识、乡土叙事优势相结合，既避免“新人”因缺乏对产品的了解导致的内容

悬浮，也防止“老人”因技术脱节造成的传播低效。 

4.2. 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 

“村播”并不是靠一部手机和一盏补光灯就能做好的，它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善乡

村的商业环境，让数字化真正融入乡村社会。 
首先要解决的是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以县域为单位，精准地加强网络建设。不仅要让光纤进村，

还要优化基站布局、增加宽带，确保在多人同时直播时画面依然流畅不卡顿。同时，政府可以通过补贴

降低农民的上网费用，解决“有设备却没信号，有信号却用不起”的问题。 
其次，要为农村直播打造专门的“数字新基建”，比如建设村级云直播共享基地，配备智能绿幕、多

机位导播和实时数据监测等专业设备，让农民无需自购高昂器材即可产出高清内容，从技术层面释放他

们的创造力。 
最后，物流网络的现代化升级是打通农产品销售的关键。需要围绕农产品的销售需求，重新构建仓

储和配送体系。在产地建设预冷库和分拣中心，用冷链技术保持生鲜产品的品质；在运输过程中，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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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企业在村里设立网点，利用大数据优化配送路线，让偏远山村也能实现“今日下单、隔日送达”；在

销售终端，可以探索“社区团购 + 直播预售”的模式，通过规模效应降低物流成本，让农村特产以合理

的价格进入城市家庭。 

4.3. 加强政府引导作用 

“村播”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支持来打破城乡之间的障碍，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好“规

则制定者”“秩序维护者”“资源调配者”的角色，通过制定政策消除市场盲点，整合资源激发潜力，加

强监管维护生态健康。 
首先，政府应该认识到农村直播在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与其他方面如产业规划、就业帮助、品牌

建设等结合起来。例如，在巩固脱贫成果的过程中，可以对有潜力的农户进行直播电商能力培训，并给

予流量支持，让直播成为防止返贫的新动力。 
其次，政府需要完善质量监管体系。政府需要建立从“田间到屏幕”的全链条质量控制机制，制定

适合农产品特点的直播营销规范，明确产地溯源、品质分级、售后响应等环节的标准。同时，建立动态

抽检和信用评级制度，通过“红黑榜”公示来促使大家遵守质量规定。此外，搭建政企数据共享平台，将

市场监管部门的检测数据与直播平台的商品信息库连接起来，实现跨平台的质量监控，防止不良商家破

坏市场秩序。 
最后，政府需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政府可以为“村播”提供资金源支持，包括拨款、低息或

无息贷款、降低贷款门槛等方式减少村民的融资困难[7]。只有当政策精准地解决农村直播中的痛点，形

成“基础设施有人建、质量风险有人管、发展资金有来路”的良好循环，才能让农村直播的星星之火汇

聚成照亮乡村振兴之路的可持续光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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