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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商直播带货模式快速兴起，农村电商逐渐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农

业大省贵州，电商直播有效地突破了农产品传统销售的地域限制。本文以贵州省特色农产品直播带货的

典型案例为分析对象，探讨了农村主播在电商助农发展中的实际效果。研究发现，通过直播带货，贵州

辣椒、土豆、苹果等特色农产品的销量短期内显著提升，品牌认知度得到明显提高，带动当地农民收入

增长，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其中，主播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性、信任关系以及情感连接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研究同时揭示出主播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农产品质量不稳定、物流配送落后等问题，制约了直播

带货模式的长期发展。基于以上问题，提出了具体优化建议，包括建立主播标准化培训体系、加强农产

品质量管控、完善物流配送体系，推动贵州农产品直播带货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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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rise of e-commerce live-streaming sales, rural e-commerce has emerged as an essen-
tial driver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farmers’ income growth. This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Gui-
zhou, a major agricultural province, where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effectively overcomes geo-
graphical limitations inherent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 marketing. Using typical cases of 
live-streaming sales of special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Guizhou Provi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impacts of rural influencers on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live-streaming significantly boosted the short-term sales of specialty products such as 
chili peppers, potatoes, and apples from Guizhou, substantially enhancing brand recognition, in-
creasing local farmers’ incomes, and driving rural economic growth. The interaction, trust, and 
emotional connections between influencers and consumers were identified as critical factors con-
tributing to these successes. However, the research also highlighted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clud-
ing inconsistent influencer professionalism, unstable product quality, and inadequate logistics in-
frastructure, all of which hinder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the live-streaming sales model. To ad-
dress these issues, the paper suggests specific optimization measures such as establishing a stand-
ardized influencer training system, strengthening quality control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m-
proving logistics networks. These measures aim to foste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ive-
streaming sales of Guizhou’s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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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电商行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在

直播带货的兴起下，电商平台不仅成为了商品交易的重要渠道，更为品牌和消费者之间架起了一座互动

的桥梁。直播带货这一新型商业模式，打破了传统电商的“图文介绍”方式，通过主播的现场演绎和实

时互动，拉近了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距离，使得商品的销售更加生动和直接。 
在中国，随着国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地区的电商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贵州作

为一个农业资源丰富的省份，拥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如优质的土豆、苹果、辣椒、茅台酒等。然而，贵

州的地理环境较为偏远，传统的农产品销售渠道受限，导致大量优质农产品未能进入更广阔的市场，农

民收入提升缓慢[1]。电商的崛起为贵州农产品的外销提供了新的机遇，而直播带货模式的出现，更是推

动了这一转变。通过直播带货，贵州的农产品不仅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还迅速走向了全国甚至全球市场，

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的关注。 
农村主播作为电商直播的重要参与者，凭借个人的亲和力和影响力，成为了将农产品推向市场的关

键人物。通过与粉丝的互动、对农产品的讲解、对种植和生产过程的真实展示，农村主播将传统农产品

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给消费者，这不仅为贵州的农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还极大地提高了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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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农产品的认知度和购买意愿。 
尽管贵州农产品直播带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一模式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如主播的专业

性参差不齐、人才培养存在定位不明确、培训缺乏实践性、农产品质量控制、市场竞争激烈等[2]。因此，

深入分析电商视域下农村主播如何助力贵州农产品的推广，并探讨这一模式的优势与挑战，对于进一步

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理论回顾 

在扩散创新理论的视角下，直播带货被视作农产品流通方式的一种“创新”。Rogers [3]指出，创新

能否被快速采纳取决于其相对优势、可观察性、兼容性、复杂性 和可试验性五大属性。贵州特色农产品

的直播场景一方面通过“看得见的产地溯源”与“即时价格对比”凸显相对优势，另一方面借助实时弹

幕、成交数字与用户评价强化可观察性，从而加速了受众对新渠道的信任与采纳速度。 
S‑O‑R 模型(Stimulus‑Organism‑Response)源于环境心理学[4]，随后被 Eroglu 等人[5]引入零售领域。

该模型强调外部刺激(S)通过作用于消费者内部心理状态–情感与信任的“有机体”(O)，最终触发行为反

应–购买决策–“反应”(R)。在直播带货语境下，主播的产地走播、情感化讲述与秒杀氛围共同构成高

频刺激；观众在互动中产生的亲近感与信任感(O)直接推动下单(R)，解释了短时间内销量的大幅提升。 
线上信任理论补充了 S‑O‑R 的信任机制视角。McKnight 与 Chervany  [6]将线上信任拆分为 结构保证、

感知能力与感知善意。当物流延迟、质量管控薄弱或售后响应滞后时，消费者对“结构保证”的感知被

削弱，导致信任基础动摇，进而抑制重复购买与品牌忠诚。这一点为后文对“短期爆量与长期可持续性

张力”的分析提供了理论锚点。 

3. 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探讨电商视域下贵州农村主播对农产品推广的实际作用，尤其关注直播带货模式在销量提

升、品牌塑造[7]和农民增收方面的贡献。贵州作为农业资源丰富的典型省份，其电商直播带货经验对其

他地区具有借鉴意义。通过深入分析贵州农产品直播带货实践的具体成效与问题，不仅可为贵州电商的

发展提供有效的实践参考，更能为其他地区农村电商推广提供宝贵的理论指导。本研究致力于发现并探

讨的问题，如主播专业性提升、农产品品牌建设与质量管控、物流体系优化等，也将为政策制定者、电

商平台以及农村从业者提供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建议，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电商背景下的落地实施。研究

的目标包括：深入分析农村主播如何通过直播互动、信任建立以及情感营销提升农产品销量；通过贵州

辣椒、土豆、苹果等特色产品直播带货的案例，分析直播带货的市场表现与品牌推广效果；评估直播带

货模式面临的现实挑战，尤其是主播专业水平差距、农产品质量稳定性、统一出口农产品质量标准[8]、
物流配送问题；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优化贵州农产品直播带货模式的具体建议，包括主播培训、产品质

量管理和物流系统建设，以进一步推动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4. 研究方法 

4.1. 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是本研究的核心方法之一。通过分析贵州省内几个典型的农产品直播带货案例，探讨其成

功与失败的原因，总结出有效的直播带货策略，揭示农村主播在推广农产品中的作用与影响。根据贵州

省内不同类型的农产品直播带货案例，以及采用多维度对比框架，从产品品类(生鲜/加工品)、主播类型

(农民个体/MCN 机构/企业自播)、平台特性(抖音/淘宝/拼多多)三方面选取典型案例(表 1)，深入解构直播

带货的差异化效果机制，能够全面了解贵州不同农产品在直播带货中的表现。深入分析直播带货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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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营销策略，包括主播的个人品牌建设、农产品的包装与推广、直播内容的设计等。探讨如何通过直播

带货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结合案例中的销售数据和消费者反馈，评估直播带货对贵州农产品销量

的实际影响。通过分析产品销售的增长幅度、消费者的购买频次及其购买意图，了解直播带货对农产品

的长期推广效果。对比成功案例与失败案例，分析其中的关键因素。例如，成功的直播带货案例可能涉

及主播的专业性、产品的质量、直播内容的吸引力等；而失败的案例则可能与主播的信任度不足、产品

质量问题或市场定位不清等因素有关。通过这些案例的分析，本文旨在揭示贵州农产品通过直播带货模

式的运作机制，挖掘其中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为电商直播行业的优化与发展提供实践依据。 
 

Table 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ive-streaming sales cas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Guizhou province 
表 1. 贵州农产品直播带货案例对比分析 

维度 案例分组 代表产品 核心发现与机制分析 

产品品类 

生鲜农产品(易损耗) 威宁土豆 
痛点：物流成本占比达 35%，损耗率 > 15%即导致

复购率下降 40% 
突破点：产地直发 + 冷链补贴政策降低损耗至 8% 

深加工农产品 
(高附加值) 遵义辣椒酱 优势：标准化包装使客单价提升 50% 

瓶颈：同质化竞争导致流量成本攀升 200% 

主播类型 

农民个体主播 修文猕猴桃 信任优势：田间直播使转化率提高 30% 
专业短板：产品知识错误率达 25%影响复购 

MCN 专业机构 赤水竹荪 流量优势：投流 ROI 达 1:5.3 
信任危机：30%消费者质疑“非原产地直供” 

平台特性 

抖音(内容驱动) 罗甸火龙果 爆发力：短视频预热使单场观看量超 50 万 
局限：客单价低于 60 元难以覆盖成本 

淘宝(货架电商) 都匀毛尖茶 长尾效应：直播后店铺搜索量持续增长 30 天 
瓶颈：平台抽成挤压利润率至 12% 

4.2. 问卷调查及专家访谈 

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贵州农产品直播带货现象的理解，本研究先通过筛选主播户籍/常住/运营地需满足

是贵州省内注册企业签约主播或近 1 年 IP 定位贵州天数 ≥ 200 天。其次，主播必须满足近 6 个月直播带

货贵州农产品 ≥ 10 场。先按照关键词进行搜索，随机发放问卷进行预测试，随后正式发放问卷。专家访

谈的方式，收集相关从业者、学者和行业专家的观点，深入了解直播带货在贵州农村经济中的实际应用

效果和面临的挑战。在探究直播带货运作机制时，本研究运用目的性抽样与半结构化访谈方法，选取 12
名满足年直播场次超 50 场、粉丝量过万且覆盖贵州 9 个地州的农村主播，6 名负责贵州农产品类目超 3
年(抖音、淘宝、拼多多平台各 2 人)的平台运营者，以及 4 名参与省级农村电商政策制定的政策制定者作

为访谈对象。访谈提纲围绕效果评估、痛点诊断、政策需求三大维度设计，访谈全程录音记录，在 2024
年 3~5 月完成田野调研。分析阶段采用质性内容分析法，通过三级编码提炼概念、聚类主题、构建核心

范畴，借助 NVivo 12 Plus 软件辅助分析，并以 Kappa 值 0.82 的编码者间信度及三角验证法保障研究信

效度。访谈将采用半结构化的方式，既确保访谈内容的深度，又能留有足够的空间让专家们分享他们的

独立见解。访谈内容将被录音整理，后期进行内容分析，提炼出对贵州农产品直播带货模式有重要影响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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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证结果与讨论 

5.1. 数据及文本分析 

本研究通过问卷收集与专家访谈，发现电商直播模式在贵州农产品推广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并深

入揭示了农村主播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农产品主播样本基本情况如表 2 所示，在收集到的 35 个样本

中，农产品直播带货的主播性别比例接近均衡，男女比例为 1:1，这表明在该领域内，男性和女性的参与

度相当，性别差异不显著。年龄结构方面，主播主要集中在 26 至 45 岁之间，其中 26 至 35 岁的主播占

比最高，达到 55.56%，成为农产品直播带货的中坚力量。36~45 岁的主播占比为 38.89%，同样占据了较

大比例。总体而言，农产品直播带货领域以中青年主播为主，年龄结构集中，反映了该领域对中青年群

体的较强吸引力。经调查数据显示，农产品主播直播活动分布在 11 个城市，覆盖范围较广。遵义和毕节

是主播最集中的城市，合计占比 38.89%，表明这两个地区是农产品直播的核心密集区域；贵阳和六盘水

也占据一定比例，但活跃度低于遵义和毕节；黔南、铜仁等城市都是潜力城市，主播数量较少，但仍有

发展空间，建议加强政策支持以提升覆盖率。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your state’s sample of agricultural anchors 
表 2. 贵州农产品主播样本基本情况 

项目 分类 频次 比例 

男女结构 
男 19 52.78% 

女 17 47.22% 

年龄结构 

18~25 岁 2 5.56% 

26~35 岁 20 55.56% 

36~45 岁 14 38.89% 

46 岁以上 0 0.00% 

学历 

初中及以下 5 13.89% 

高中/中专 13 36.11% 

大专 14 38.89% 

本科及以上 4 11.11% 

前职业 

务农 7 19.44% 

务工 11 30.56% 

个体经营户 10 27.78% 

村干部 1 2.78% 

其他 7 19.44% 

 
贵州的“村播”兴起与社会发展的反哺密切相关。在政府扶贫与乡村振兴政策的有力推动下，贵州

经济持续增长，基础设施显著改善。与此同时，针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的

精准帮扶策略成效显著，保证了脱贫成果的可持续性。互联网的普及为乡村居民打开更广阔的市场与信

息渠道，吸引大量青年返乡，通过直播平台为当地产业注入新活力。研究表明，乡村主播均从网络教程

中学习直播技能，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村播”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同时，政府推出的乡村经济

扶持政策，诸如农村电商培训、直播平台扶持等，均为“村播”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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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甘于城市务工，而是返乡创业。根据访谈结果，“村播”直

播产品主要来源于自家产品和村民产品，有效促进了农产品销售与农村经济提升。通过直播平台，返乡

青年不仅拓展了个人收入渠道，实现经济自主，也带动家乡经济与文化传播，为乡村注入新活力。直播

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舞台，使乡村青年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增强了乡村的凝

聚力和自信心，为美好未来奠定坚实基础。 

5.2. 贵州农产品直播带货模式的优势与潜在问题 

直播带货在贵州农产品推广的整体表现可概括为“一强三弱”。“强”是传播效率：直播省掉中间

商，以极低成本直达消费者，并借主播实时展示与互动，让土豆、辣椒等原本不起眼的农货在数分钟内

完成“田间现场到购物车”的快速转化，品牌认知与差异化形象也随之积聚沉淀。 
“三弱”是结构性矛盾：主播能力断层使许多农民主播“会种不会卖”，田间实景虽增信任，却因欠

缺卖点提炼和话术设计专业性与真实性失衡；物流成本失控导致生鲜运费常高于货值，“订单分散、运

费攀升、低价压货、农户惜售、订单更散”的循环，使遵义辣椒等案例屡陷亏本[9]；政策落实偏差也让

冷链补贴未能覆盖贫困县，基础设施最薄弱的地区难破物流瓶颈，长期掣肘行业发展。痛点之上又叠加

四大现实难题：主播培训不足，影响复购；气候波动致质量不稳，品牌易受损；偏远乡镇缺乏冷链和末

端配送，消费体验不佳[10]；同质化竞争激烈，贵州农货在定位与附加值上尚无突出优势。 

5.3. 贵州农产品直播带货的未来发展路径 

贵州直播带货正帮助农产品出村进城，但要走得更远仍面临瓶颈。主播普遍缺乏系统培训，营销技

巧、产品知识和镜头表现都有短板，直接削弱了转化率，因此必须建立常态化、分层次的培训体系，打

造专业梯队[11]。农产品质量波动大，一旦出现瑕疵就会触发信任危机，拖累区域品牌，需要引入全过程

品控机制并与高信誉平台深度合作，同时运用区块链溯源公开生产、加工和物流信息，让品质透明可查。

山地物流成本高、时效差，制约消费者体验；政府应与企业共建冷链和智慧仓配网络，在偏远乡镇布局

“最后一公里”配送节点，并配套资金补贴与税收优惠。 
从长周期看，成熟的农村主播不仅是销售窗口，更是连接产地、平台、物流、金融的“赋能中枢”。

他们通过方言故事与直播溯源沉淀产地记忆；借实时互动收集市场信息，倒逼农户改进品控；利用流量

优势引入冷链、数字信贷等资源，推动供应链标准化与人才回流，强化乡村经济的内生动力。基于数字

经济浪潮，贵州可推广“电商平台 + 直播带货 + 区块链溯源”的一体化模式[12]，打造区域公共品牌、

完善行业标准，并引导多元自媒体渠道参与，共同做大品牌声量。 
综上，贵州村播的未来发展路径一是定期开展系统培训，提升主播专业度[13]；二是建立严格的质量

管理与区块链溯源双轨机制，稳固消费者信任；三是加快冷链和智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形成若干物流

增长极[14]；四是完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配套政策，为农村电商提供可持续外部环境。各方协力，贵

州直播带货才能在数字化、高质量赛道上实现长久发展，并为全国乡村振兴提供示范。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文献回顾、案例分析和专家访谈综合评估贵州农产品直播带货成效，发现电商直播在短

期内显著扩大了市场覆盖面、提升销量并增加农民收入，主播与消费者的实时互动与情感连接是销售转

化的关键驱动；然而，主播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农产品质量稳定性不足以及冷链与末端配送薄弱等瓶颈

限制了该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并暴露出现有理论在“真实性–专业性”张力、物流敏感度调节和品牌长

期沉淀机制上的空白。故研究建议建立标准化培训体系系统提升主播能力，构建全过程质量追溯机制保

障产品一致性，政府与平台协同完善冷链与智慧仓配网络，以多方协作夯实模式根基；未来需开展跨多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271


雷昊憬，熊宝冬 
 

 

DOI: 10.12677/ecl.2025.1472271 1051 电子商务评论 
 

个销售周期的纵向研究，从品牌资产积累、农户收益稳定性和产业生态韧性等维度检验直播助农的长期

贡献，为贵州乃至全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更具持续性的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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