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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村播”模式

作为农村电商的新兴业态，通过直播技术重构农产品产销链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本文基于理论

与实践的双重视角，对“村播”模式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进行剖析，揭示了当前“村播”模式发展

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结果显示，“村播”模式的发展仍存在制度性障碍、产业性

瓶颈、市场性掣肘及主体性制约等问题，亟需制定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以推动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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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major strategy concern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 and it’s the gener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work of the “three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As a new form of rural e-commerce, the “rural live streaming” reconfigures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chai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rough live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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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ecting new energ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rural live streaming” mode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reveals the current dilemma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live streaming” mode, and puts forward 
a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practice pa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till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industrial bottlenecks, market constraints and subjective constrai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live streaming”, and it’s urgent to make targeted improvement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
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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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农村发展亟待加强。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意义深远的乡村振兴战略以来，这一战略便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

手，不仅关系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举措。在此背景下，互联网技术的

迅猛发展深刻变革着社会经济的运行模式。农村电商作为连接城乡经济的关键桥梁，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村播”模式借助直播平台，实现农产品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直接

对接，成为农村电商的新兴业态。它不仅打破传统销售渠道的局限，更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基于此，

深入探究“村播”模式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对现存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对策建议，对推动

农村电商可持续发展、深化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至关重要。 

2. “村播”模式 

2.1. “村播”模式的概念及发展现状 

近年来，电商及短视频平台向农村地区加速渗透，直播活动在农村地区悄然兴起，“村播”模式也

在此背景下逐步形成并发展。“村播”属于新型直播电商模式，其实质是以数字技术为依托，以农民、

返乡创业者、乡村合作社等为核心主体，借助直播平台展示乡村资源、销售农副产品、传播乡土文化的

一种新型乡村经济业态。该模式通过对生产、流通与消费关系的重新构建，将当地特色产品销售给全国

各地的消费者，从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为乡村振兴及农业现代化进程提供助力。从概念来看，“村

播”具有双重指向，既涵盖农村地区开展的直播活动，也指代从事直播工作的农村主播群体。“村播”

的早期形态表现为人们借助短视频对乡村生活进行记录与展示。而在当下，短视频平台与直播电商深度

融合使“村播”的电商属性愈发显著，成功在农村传统产业模式之外开辟出一条全新赛道。 
“村播”的发展目前呈现出鲜明的地域、主体与内容特征。地域维度上，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因

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差异，使“村播”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发达的经济基础、完善

的网络设施以及丰富的产业资源，推动“村播”向规模化与产业化迈进。如杭州已在 2024 年启动“村播

成长计划”，计划全年培育“村播”250 名，为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助力 1。而中西部地区则立足当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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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机成为“新农具”杭州今年计划培育 250 名“村播” [N]. 杭州日报, 2024-0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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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逐渐探索出特色发展道路。云南省昆明市的五华“村播小院”以“三个一”模式为核心，即打造品

牌展示阵地、培养优秀讲解员、构建共赢模式，仅两月内两场直播销售额就达 500 多万元 2。在参与主体层

面，农民、返乡新农人与地方政府共同构建起“村播”的多元生态，其中农民主播群体不断壮大，逐渐成

为“村播”的重要力量。在山东曹县，农民主播团队基于对汉服制作工艺的熟悉，将制作过程融入直播，

实现从生产者到“主播 + 经营者”的角色转型，2024 年带动当地汉服产业产值近 50 亿元 3。在直播内容

与形式方面，“村播”突破单一农产品销售局限，向文旅融合、技艺展示、知识科普等多元方向发展。 

2.2. “村播”模式较传统电商模式的优势 

“村播”与传统电商模式在“货”、“人”、“场”三个关键层面呈现显著差异。从直播产品来看。

“村播”模式主要围绕农村扶贫助农，产品集中于农产品、农村旅游及周边衍生产品；而传统电商直播

的产品范围极为宽泛，二者产品指向性截然不同。从直播人员来看，“村播”主体结构多元且具乡村特

色。农民作为乡村经济活动的传统支柱，实现了从单纯的农产品生产者跃升“主播 + 经营者”的角色转

型。新农人返乡为“村播”引入现代化运营理念。地方政府基于对本地产业的熟悉及乡土情感，直播为

本地产品与产业背书，增强消费者信任；而传统电商直播人员多为独立网红、MCN 签约主播或商家自培

店铺主播，同质化明显。从直播场地来看，“村播”打造了丰富多元且具乡村特色的数字化场景。通过

选取果园、工厂、农场等生产场地进行直播，能够更加生动直观地“向观众展示农产品的生产、采摘、

加工过程及农村生活。借助‘场’的重构，吸引消费者，将流量高效转化为销量，提升直播综合价值”[1]；
而传统电商直播多在专门搭建棚内完成，场景固定单调，缺乏对产品源头及真实生活场景呈现，难以给

消费者深度体验与情感连接。 

3. “村播”模式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 

3.1. 推动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从产业集群角度来看，产业发展需要通过专业化分工、协同创新和资源共享形成竞争优势。同时，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中也明确要求“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促进农民收入增长”[2]，“村播”模式正是推动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农村产业竞争优势的着力点。

它能有效打破农村产销信息壁垒，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主播借助直播镜头展示农产品信息，极大提升了

农产品生产信息的透明度和消费信任感。同时，消费者的实时反馈有利于农户灵活调整资源配置，实现

农产品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精准定位。“村播”模式能够重构农产品流通体系。以往农产品从田间地头

到消费者手中，需历经多级批发商、零售商，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严重失真滞后。而直播打破了传统多层

级流通信息阻隔，从价值链层面来看，农产品背后蕴含的绿色生产理念、乡土文化元素在直播中得以充

分挖掘与展现，实现价值跃升。“村播”带来的销售增长与价值提升，带动了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形

成以直播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此外，“村播”模式成为农业、电商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强力催化剂，

这种农业 + 电商 + 文旅的三产融合模式，拓展了农村产业发展空间，创造出更多新模式，有力推动农

村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起多元化、可持续的农村产业发展新格局。 

3.2. 加速农业农村技术现代化 

创新扩散理论指出，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需要特定的传播渠道和社会系统支持。一方面，数字技术的

 

 

2新华网. 云南: “村播小院”助力乡村振兴[EB/OL]. http://www.yn.xinhuanet.com/20250112/e9af7c2b8df84f968a1e9ddfa297477f/c.html,  
2025-01-12. 
3新华社. 这个频上热搜的山东小城, 如何持续制造消费“爆点”? [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2975294082416285&wfr=spider&for=pc, 202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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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与应用，正在深刻改变农业农村的发展模式，推动技术水平现代化的进程。“村播”对农村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要求，这反向推动了农村地区 5G 网络和千兆网络建设。高质量网络的覆盖不仅保

障了直播过程的流畅性，还极大地提升了乡村居民的网络使用体验。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大数据分析

有利于对乡村零散物流资源进行智能规划运输路线，确保农产品高效运输，建立完善乡村供应链体系，

降低物流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村播”模式为传统农业数字化转型构建了全新范式。“村播”带来的

市场反馈信息不仅成为数字化转型的数据基础，而且在经营管理层面，还推动了农业产业链各环节信息

数字化整合，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同时，“村播”本身作为数字化营销手段，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的发展逻辑，打破农产品销售的地域限制，精准塑造农产品品牌，全方位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数字

化、高效化转型，开创农业农村发展新局面。 

3.3. 促进乡村优质人才引育 

“农村电商行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人才支撑”[3]。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才是经济发展的

核心要素，人才的积累和提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首先，“村播”模式有利于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新

兴事业平台、农产品销路的拓宽、可观经济收益都成为有力诱因，吸引新农人投身“村播”实现自我价

值。在成就个人事业的同时，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形成人才回流良性循环，为乡村注入创新活力。其次，

随着“村播”在乡村普及，充分促进当地农民数字素养提升。据人力资本理论，数字素养的提升使农民

不仅能更好地参与村播销售，还能借此获取农业新技术、市场信息，优化生产经营，从传统生产者向具

备数字能力的新型农民转变，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最后，“村播”模式有力推动了“主播–农户”协

同发展。主播擅长营销，农户精于生产，主播依据市场反馈指导农户，农户为主播提供产品素材，二者

之间能够实现优势互补，达到协同发展的局面。这种协同，既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又能“造血式”

培养直播人才，促进乡村人才资源整合与高效利用，提升人才协作的整体效能。 

3.4. 实现乡土文化价值转化 

乡土文化承载独特历史记忆，在乡村振兴中意义重大，其传承与创新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

与传承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动力。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源具有经济价值，

通过合理开发和传播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村播”模式构建了乡土文化数字化传播矩阵。借助多平台

直播将乡村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田园生活场景全方位呈现，使乡土文化突破地域局限。短视频记录乡

村四季变换、传统手工艺制作过程，配合直播形成传播合力，以多渠道、多形式的传播让乡土文化触达

更广泛受众，提升其影响力与认知度，为价值转化奠定传播基础。同时，助力当地以乡村特色文化元素

为核心进行 IP 产业化开发。通过直播带货特色文创产品、举办文化体验活动，将文化 IP 转化为经济价

值，实现文化从无形到有形产业的转变，挖掘乡土文化商业潜力。此外，“村播”模式以文化与经济相

互促进的逻辑为指导，实现了文化认同与经济效益双维提升。直播中对乡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传播，有

助于增强村民文化自豪感与认同感。文化价值转化为产品销售、旅游收入等经济效益，村民因经济获益

更重视文化，形成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乡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4. “村播”模式助力乡村振兴的问题梗阻 

4.1. 政策性障碍 

在“村播”相关政策推进过程中，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问题凸显。一方面，基层政府多部门间

协调不畅，在“村播”政策执行中职责不清，出现推诿现象。另一方面，部分基层工作人员对政策理解

不深，执行缺乏精准度。面对复杂的“村播”业务，无法为农民提供有效指导，导致政策难以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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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玮伶 
 

 

DOI: 10.12677/ecl.2025.1461767 500 电子商务评论 
 

无法充分发挥对“村播”产业的推动作用，阻碍乡村振兴长期健康发展。与此同时，由于行业监管标准

体系的缺位，行业发展乱象丛生。当前，“村播”涉及农产品销售、文化传播等多领域，但缺乏统一规

范的监管标准。直播内容监管也存在空白，部分主播传播低俗文化、虚假宣传农产品，扰乱市场秩序。

监管标准体系的不完善，使“村播”行业缺乏健康有序发展的制度保障，制约其在乡村振兴中作用的有

效发挥。 

4.2. 产业性瓶颈 

在“村播”发展中，供应链“四缺”困境突出。首先，供应链链条较长，缺乏整合。“农产品从田

间至消费者需要经过多个环节，如收购、运输、批发等，成本层层叠加，导致农户利益被严重挤压”[4]，
且各环节分散，各主体间缺乏有效协同。其次，行业缺乏统一标准。从农产品种植养殖规范，到加工包

装规格，均无明确标准，致使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影响市场竞争力。再者，冷链物流缺失严重。生鲜农产

品在“村播”销售中占比渐升，可农村冷链设施建设滞后，大量农产品在运输储存中损耗，降低产品品

质与利润空间。最后，品牌建设匮乏。多数“村播”农产品无统一品牌规划，缺乏品牌故事与形象塑造，

难以在市场中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制约产业附加值提升与长远发展。此外，直播经济领域马太效应在

“村播”中愈发显著。头部主播拥有粉丝基础、流量扶持与资源优势，能获取更多的优质农产品资源，

享受更低的物流成本、更好的合作待遇。与之相比，众多中小“村播”主播因缺乏流量曝光，即便产品

优质，也鲜有人问津，难以吸引投资与合作。这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导致“村播”行业资源

分配严重不均，抑制了行业创新活力，不利于乡村产业借助“村播”实现全面振兴。 

4.3. 市场性掣肘 

在“村播”产业链中，农产品同质化竞争与市场化程度低问题交织，加剧了市场性风险。一方面，

农产品同质化严重。不同地区“村播”销售的农产品品类相似，缺乏特色。为争夺市场，主播常陷入

价格战，压缩利润空间，且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低。农村地区市场体

系不完善，农民市场意识淡薄。在生产环节难以依据市场需求精准调整种植养殖规模与品类。且营销

手段单一，依赖低价促销，忽视品牌塑造与渠道拓展。农产品分级、包装等市场化处理不足，难以满

足多样化市场需求。并且，当前“村播”模式下消费者信任机制脆弱，严重影响市场稳定性。因信息

不对称，消费者无法实地考察农产品生产过程，只能依赖主播介绍。部分主播夸大产品功效、隐瞒缺

陷，导致消费者感到实物与预期不符，降低信任度。农产品受自然因素影响大，不同批次质量有波动，

且农村生产标准不统一，一旦消费者买到劣质产品，便对“村播”农产品整体产生怀疑，从而加剧信

任危机。再者，“村播”涉及多方主体，售后责任界定模糊，消费者遭遇问题时，售后维权难以开展。

长此以往，消费者往往对“村播”望而却步，抑制市场规模的扩大，阻碍“村播”助力乡村振兴效能

的发挥。 

4.4. 主体性制约 

目前，“村播”主播队伍中“三低”现象明显，即专业度低、留存率低、创新力低。其中，专业度低

表现突出。多数主播未接受系统培训，对直播技巧、农产品知识掌握不足。直播时，讲解产品缺乏专业

性与吸引力，难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村播”工作环境相对艰苦，初期收益不稳定，加之缺乏完

善激励机制与职业发展规划，导致优秀主播流失严重。许多有潜力主播因看不到前景，转投其他行业，

阻碍优质人才积累与经验传承。同时，“在直播带货行业中，有一个主播获得了成功，那么其带货模式、

文案、形象、人设等都会成为其他主播争相模仿的对象”[5]。因此，多数主播单纯模仿导致其直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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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同质化严重，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此外，农户数字技能代际断层对“村播”主体性

发挥影响深远。年轻农户虽有热情与技能，但缺乏农业生产经验；年长农户熟悉农事，却因数字技能缺

失无法参与“村播”核心环节。这种代际间数字技能的巨大差距，导致二者之间难以形成合力，阻碍“村

播”模式在农村的全面推广与深化发展。 

5. “村播”模式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5.1.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强化资金保障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和强化资金保障是“村播”模式成功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具体可以从以下

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完善中央统筹–地方配套–村级落实的三级政策保障体系。中央层面发挥统筹引

领作用，制定宏观战略规划与政策导向，例如设立“村播”专项发展规划，明确“十四五”到“十五五”

衔接期“村播”产业发展目标，为其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地方政府依据中央政策，结合本地乡村特色

产业基础，制定配套实施细则。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可借鉴浙江“千村电商”工程经验，设立专项资

金，加大网络、物流设施投入，提升乡村硬件水平。村级组织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主力军，应

积极宣传政策内容，引导村民参与“村播”培训，主动对接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组织农户与平台资

源进行精准匹配，同时建立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并上报政策实施中的问题，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充分发

挥政策效能。第二，建立直播助农专项基金。以政府财政拨款作为主要支撑，引导社会资本如农业企业、

电商平台、慈善机构等参与投入。并明确资金使用方向：其一，扶持“村播”从业者，为其提供设备购

置补贴；联合专业培训机构开展定期专业培训，内容涵盖直播话术、短视频制作、平台运营等，培训费

用由基金全额承担。其二，助力农产品品牌打造，品牌项目的设计与包装升级等提供启动资金，以提升

其市场知名度与竞争力。其三，完善乡村直播基础设施，改善网络条件，在重点乡村建设标准化直播基

地。通过精准使用专项基金，解决“村播”发展中的资金瓶颈，激发乡村产业活力，促进“村播”模式

持续健康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 

5.2. 优化产业协同体系，推动品牌建设 

优化产业协同体系，为农产品的品牌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能有效促进农产品的销售，提高农产品

的品牌价值，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和路径。一方面，打造产品集群化、品控标准化、物流智慧化、营

销精准化“四位一体”供应链，是优化“村播”产业协同体系的关键举措。通过整合乡村分散的农产品

资源，依据地域特色与市场需求，实现产品集群化。品控标准化至关重要，应建立从农产品种植养殖源

头到加工销售终端的全流程质量控制标准，如针对水果类农产品，制定糖度、酸度、外观等详细指标，

引入第三方检测机构，每月对农产品进行抽检，将检测报告通过直播平台向消费者公示，从而提升消费

者信任度。同时，借助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构建农产品物流数据管理平台[6]，提升物流配送自动化

管理能力。以顺丰冷链物流为例，在农产品产地建设前置仓，利用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测仓库温湿度、货

物库存等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运输需求，优化配送路线，将农产品损耗率降低至 5%以下。此外，

要利用好直播平台算法分析消费者偏好、购买行为等信息，精准定位目标客户群体。另一方面，积极实

施“一村一品”品牌战略，有效推动乡村品牌建设。每个村要深入挖掘独特自然与文化资源，并结合本

地优势农产品，打造专属品牌，如云南哈尼梯田红米，依托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资源，打造“哈尼红米”

品牌。在品牌推广上，应借助“村播”平台全方位展示农产品，突出产品品质与特色。同时，通过举办

农产品文化节、线上品鉴会等活动，提升品牌知名度。“一村一品”品牌战略不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还能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带动乡村经济增长，实现产业兴旺与乡村文化传承的有机结合，助力乡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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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创新市场激励机制，完善信用体系 

“村播”模式与信用体系的完善相辅相成。首先，以平台流量反哺机制的构建激发“村播”市场

活力。直播平台作为“村播”的重要载体，掌握着大量流量资源。直播平台通过设立专门针对乡村直

播的流量扶持计划，对优质内容和销售业绩突出的主播进行精准流量倾斜。这不仅能够直接提升“村

播”从业者的收益，激励他们持续投入精力提升直播质量，还能吸引更多人才投身“村播”行业，形

成良性循环。同时，流量反哺机制也有助于挖掘乡村特色产品和文化，促进乡村产业与直播平台的深

度融合，推动乡村经济借助互联网实现快速发展。同时，要积极开发乡村直播信用体系。通过建立涵盖

主播、农产品供应商、物流企业等多方主体的信用评价体系，能够有效规范市场秩序。在主播信用评价

方面，建立“红黑榜”制度，考核内容包括直播中的诚信表现、对产品信息的真实披露程度、售后服务

质量等。例如，对夸大产品功效的主播扣取信用分，累计扣分多者给予暂停直播权限处罚。对于农产品

供应商，重点评估农产品质量稳定性、供应及时性等指标。物流企业则依据配送时效、货物完好率等进

行信用评级。该信用体系要充分借助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共享性、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追溯、开

放透明、永久记录、匿名和安全共存等特征[7]，为消费者提供可查询的信用档案。对于信用良好的主

体，在平台推荐、合作机会等方面给予优待；对失信主体实施限制流量、警告、封禁等惩戒措施。以此

激励市场主体诚信经营，增强消费者对“村播”的信心，促进其长期稳定发展，为乡村振兴营造良好

的市场环境。 

5.4. 推进人才振兴工程，健全认证机制 

开发“引育结合”人才工程是为“村播”模式注入活力的重要途径。在外部引进主播方面，村政府

可借助提供免费住房、给予生活补贴等优厚政策将具备丰富直播经验及先进营销技巧的专业主播作为技

术人才引进。同时，注重内部培育新农人。依托本地高校、职业院校以及各类培训平台，并深度参与淘

宝“村播计划”，对有意愿参与“村播”的农民开展系统培训。经过培训的新农人熟悉本地农产品与文

化，能以更亲切、真实的方式进行直播，与外部引进主播形成优势互补，共同推动“村播”事业发展，

建立起“输血式”到“造血式”的人才培养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此外，应建立主播认

证与评级制度，规范人才队伍。认证制度设置严格准入门槛，要求主播掌握基础直播技能、熟悉农产品

特性、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等。当地相关部门应制定统一考试大纲，将其分为理论考试和实践操作考核，

理论考试内容包括直播话术、农产品知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实践操作考核要求主播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一场完整的直播。对符合标准的主播颁发认证证书，确保从业者具备基本专业素养。评级制度依据

主播多方面表现进行动态评估，包括直播内容质量、销售业绩、诚信记录等问题，从而对主播群体分级

管理，对不同等级的主播给予不同的平台资源支持，以此激励主播不断提升自我，优化“村播”人才结

构，促进人才梯队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 

6. 结语 

新时代下，“村播”模式的出现为农村电商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有望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

量。这一方式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农村地区经济收入和社会发展水平，它为实现“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8]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该模式在发展过程中仍

面临诸多挑战，制约着其模式效能的充分发挥。为突破这些瓶颈，需要多维度协同发力。通过完善政策

支持体系、优化产业协同发展、创新市场激励机制、推进人才振兴工程等系统性举措，有望推动农村电

商实现高质量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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