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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商兴农”战略的纵深推进，直播助农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重构农产品产销体系，

激活乡村文化传播，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等方面发挥效用。然而，直播助农也面临着主播数字素养不足、

农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流量博弈异化行业生态、政产协同不力等多重掣肘。因此，需要通过实施数字平

权行动、构建农产品全链路标准化体系、完善配套服务、打造良性市场生态，推动直播助农从“流量红

利”向“产业红利”转型，实现数字经济深度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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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Digital Commerce Promoting Agriculture” strategy advances, live streaming support for ag-
ricultural products has become a key driver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effectively restructures agri-
cultural supply chains, activates rural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facilitates urban-rural resource 
flows. However, challenges persist: inadequate host digital literacy, inconsistent product quality, 
traffic competition disrupting industry ecology, and insufficient government-industry coordination. 
To advance this transition from “traffic dividends” to “industrial dividends,” measures include im-
plementing digital inclusion initiatives, establishing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traceability sys-
tems, enhancing support services, and fostering healthier market ecosystems—ensuring deep digi-
tal empower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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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提出实施“数商兴农”行动，推动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1]。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为

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2]。“数商兴农”是发展数字商务、振兴农业的简称，是指根据“商”与“农”互

联互促的经济规律，通过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赋能农村商务发展，以涉农商务数字化转型进一步促进农

业生产数字化和产业振兴[3]。作为数字经济与“三农”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直播助农在打通农产品产

销链路、激发乡村文化活力、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作为一种电商新业

态，直播助农在乡村实践中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深入研究直播助农电商模式的发展情况，厘清

直播助农的现实困境及发展路径，对于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数商兴农”视域下直播助农的价值意蕴 

2.1. 经济价值：助农直播重构农产品产销体系 

在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环境之下，智能手机逐渐演变为农村的“新农具”，直播电商活动成为农民的

“新农活”，数字技术成为推动农村发展的“新农资”[4]。直播助农革新了现有的农产品营销模式，农

产品销售流通向网络信息渠道转移，直观呈现出农产品品质与优势。生产者可直接对接消费者，实现“一

对一”“端对端”服务，推动农业生产从“以产定销”向“以需定产”的转变[5]，加速农业生产市场化

进程，有效缓解农产品滞销困境。此外，直播助农减少了中间流通与营销成本，提升农产品价格竞争力，

增加农民收益，形成完整价值链与规模效益，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2.2. 人文价值：助农直播搭建乡村文化新窗口 

助农直播不仅仅是农产品的销售平台，更是展现乡村风貌与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在助农直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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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超越了其单纯的商品属性，成为承载乡土风情、非遗技艺和农耕文明的独特媒介。直播平台的即

时互动与跨地域传播的特性，有效打破了城乡文化传播的时空壁垒。主播通过场景化叙事，将农产品背

后的生产故事、地域特色和人文底蕴转化为可消费的文化符号，成功激活消费者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

[6]。这种“文化 + 产品”的营销模式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形成了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进

一步激活了乡村文化价值，增强了乡村文化自信，促进了城乡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成为乡村振兴战

略中文化振兴与产业振兴协同推进的创新实践。 

2.3. 社会价值：助农直播畅通城乡全要素流动 

过去，城乡资源流动多呈现出单向性的特征，人才、资金从乡村流向城市，乡村发展受限。如今，助

农直播成为城乡要素流动的“双向通道”，促进了城乡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协同发展。一方面，通过助农

直播，城市的技术、资金和人才得以“下乡”，电商运营、数字营销等技能通过培训向农户普及，物联

网、大数据等技术也被引入农业生产；直播带货的吸引力还促使城市资本投资乡村产业，带动返乡创业

潮，同时将城市市场需求反馈给农户，推动农业生产理念向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助农直播通过数字

技术打破城乡壁垒，精准对接城市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引导农业生产向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

方向优化升级，实现了城乡要素的高速流通，让城市的“智”与乡村的“质”双向奔赴[7]，为乡村振兴

和城乡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数商兴农”视域下直播助农的现实困境 

3.1. 数字素养“跟不上”：数字鸿沟加剧主体素养结构失衡 

数字鸿沟的存在加剧了助农直播主体素养的结构性失衡。《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

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农民的数字素养平均得分低于城市居民 37.5% [8]。农民主播数字素养不足，运营

技能弱，导致直播内容同质化严重，削弱了平台用户的黏性。同时，专业运营策划人才短缺，县域 MCN
机构和策划团队供给不足，难以打造出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直播品牌并为助农直播提供有力支持。为

弥补专业运营策划方面的空缺，部分助农直播项目选择存在风险的代运营模式。代运营机构出于商业利

益考量，往往主导选品、定价及流量分配，甚至通过数据刷单、虚假宣传等短期行为追求 GMV，导致农

民主播在供应链管理、收益分配中逐渐丧失话语权，不利于助农直播的可持续性发展。 

3.2. 品质信任“落差大”：农产品质量隐忧阻滞供需相匹配 

农产品生产标准缺失、电商直播领域质量评估体系尚未规范化导致整体品质良莠不齐。一方面，由

于缺乏统一的种植、加工与品控标准，农产品在规格、口感、安全指标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农户

为追求短期销量，在直播中通过滤镜美化、夸大功效甚至以次充好，加剧“货不对板”情况的发生；同

时，农村冷链物流投入不足、运输体系不完备，致使保鲜要求高的农产品在运输途中易受天气等不利因

素影响，出现损坏与变质。多重因素的叠加，消费者收到的实物在品质、规格及外观上与直播展示相去

甚远。这种产品质量与传播效果不符的状况，削弱消费者对直播渠道的信任基础，损害品牌声誉，还可

能引发投诉乃至法律纠纷，对农产品品牌形象及长期市场表现构成损害。 

3.3. 流量逻辑“带偏了”：流量至上市场逻辑异化平台生态 

平台市场流量至上的运行逻辑制约着助农直播的健康发展。现行平台机制推崇“高流量打造高销量”，

导致缺乏资金、经验与流量资源的中小农户在平台生态中资源获取受限，处于被边缘化境地。这种资源

分配失衡使大量农户被迫陷入“流量竞争陷阱”[9]。过度追逐流量的导向诱发了部分农户的认知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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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将“涨粉”视为核心目标，削减了对农产品品质提升与品牌塑造的长期投入，进而促使助农直播内

容过度娱乐化、违背常识，偏离了直播助农的本质诉求，引发消费者抵触情绪，损害了产业的长效发展。

农产品直播带货的成功关键并非仅依赖流量，产品自身质量才是根本保障。因此，亟需通过多方协同努

力，重塑健康的农产品直播生态体系。 

3.4. 协同机制“拖后腿”：政产协同不力造成配套服务缺位 

基础设施建设在直播助农中发挥着基础性与先导性作用。然而，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对助农直播的服

务、管理、监督“失位”以及组织、规划“失策”，造成部分农村地区网络覆盖不全、电力供应不稳、道

路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直播活动的可及性与稳定性。另一方面，尽管各地政府出台了支持农村电

商直播发展的系列政策，但各项配套资金存在大缺口，其准入门槛高、遴选条件严苛，一般农户难以企

及，助农直播缺乏强有力的政府扶持。更为关键的是，政府、平台、农户等多元主体间缺乏高效协同与

资源整合机制，监管体系明显缺位，专项法规与标准体系尚未完善，导致直播市场乱象丛生。 

4. “数商兴农”视域下直播助农的优化进路 

4.1. 弥鸿沟，育人才，推进实施数字普惠的行动计划 

直播助农活动行稳致远的关键在于提升农民主播的专业能力。应当通过政府主导、平台协作，构建

分层级、场景化的农民主播培育体系，针对性地增强其运营技巧与内容创意制作水平。同时，以有效的

政策激励措施吸引专业人才下沉至县域，并充分发挥当地直播企业及设有相关专业高职院校在专项知识、

人才供给等方面的优势资源，推动这些机构深入乡村一线，扶持、孵化本地化 MCN 机构及运营团队建

设，切实强化内生发展动能[10]。此外，必须严格规范代运营合作机制，建立“资质审核–收益共管–风

险预警”的监管体系，通过合同备案制明确代运营机构的服务边界，禁止数据造假、低价倾销等短期行

为，在保障农民主体地位与农产品收益与权益的前提下，有效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对助农直播本质的侵蚀。 

4.2. 升结构，强品牌，构建农产品全链路标准化体系 

助农直播是实现农业产业链结构优化与品牌价值跃升的重要引擎，构建覆盖“产–供–销–服”全

链路的标准化体系有助于其效能的充分发挥。首先，以标准化驱动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挖掘直播助农的

多维价值，超越短期流量转化，强化助农直播上下游关联产业的业务协同，提升整体价值链附加值，释

放乡村产业潜能。其次，以标准化夯实品牌根基。作为产业链核心枢纽，助农直播必须向上畅通设备与

人才下乡渠道，向下联动农业生产端，实施覆盖种养、加工、品控全流程的严格标准化管理。最后，以标

准化体系保障长效助农效能。建立完备的行业技术规范、操作指引及精细化产品认证标准，并配套“惠

农保损”“时效保障”等标准化服务保障机制与售后响应机制。 

4.3. 弃博弈，精运营，打造互利共赢的健康助农生态 

为保障助农直播生态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亟需构建公平、透明、有保障的规则体系。其一，优化流

量分配。直播平台设立专属助农入口，对中小农户及优质产品实施倾斜政策，降低曝光门槛、提升可见

度，缓解资源差异导致的竞争失衡。其二，构建信用体系。建立主播信用黑名单，严惩虚假宣传、以次充

好。建立农产品质量白名单，对达标产品给予认证及优先推荐。其三，强化收益保障。积极探索“惠农专

线”免佣金，推行“基础佣金 + 绩效分成”弹性机制，联合金融机构开发适配产销周期的普惠金融产品，

缓解农户的资金周转压力。通过“流量扶持、信用监管、收益保障”三位一体的规则重构[11]，引导资源

向优质助农主体倾斜，实现消费者信任提升、农户收益增长、产业生态优化的共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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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优服务，促监督，强化“政企社农”四方联动机制 

推行直播助农新模式，政府需全方位建立合作机制，积极调动电商平台、技术企业、金融机构等社

会资源参与到直播助农中来。一是夯实基础设施，补齐农村网络、电力等数字基建短板，建立健全县乡

村三级物流体系，降低农产品流通损耗与运输成本，打通产品流通“最后一公里”；二是完善制度规范

体系，制定专项法规明确质量责任与处罚标准，构建信用体系并强化平台监管，优化行政服务；三是健

全协同治理机制，牵头成立“政府–平台–农户”三级工作专班统筹政策资源与危机响应[12]，引导电商、

金融、科研机构提供技术、物流、智库支持；四是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推动直播平台完善管理制度，重点

规范产品品质界定与隐私安全。通过多维度协同发力，为农村直播助农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5. 结语 

总而言之，在“数商兴农”工程的大力推进下，直播助农模式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一举措不仅为农

产品开辟了新的销售渠道，也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展望未来，随着 5G、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的不断融入，直播助农也将迎来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的发展机遇。直播助农的发展将聚焦于多维

度的综合提升。强化产品质量把控，确保消费者享受到优质农产品；深化内容创新，以更加丰富多元的

直播形式吸引观众；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构建专业化的直播助农团队；优化供应链体系，提升物流效率

与成本控制；同时，建立健全监管体系，保障市场健康有序发展。通过持续不断地探索与实践，直播助

农模式将日益成熟与高效，其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有望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推手[13]，
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加显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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