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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深入探析官员直播带货现象的性质特点、其背后的互动仪式生发机制，解析

互动仪式的构成要素与互动结果，并探讨助农直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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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teractive ritual chain,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phenomenon of official live streaming sale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inte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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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 rituals, analyzes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results of interactive rituals, and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live str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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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媒介是人的延伸”愈来愈明显地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印证，尤其是“电子媒介

是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1]。近年来直播购物风靡全球，仅依靠手机便能实现一对多的实时交流和

互动，带动了电商产业飞速发展。 
官员跨界的身影也出现在直播间，一改平日不苟言笑的模样，为当地农副特产摇旗呐喊，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产品滞销，引领销量一路攀升。通过搭建场景化的直播平台，让“人、货、场”三要素得以联

通，而这一现象级的助农新方式，已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的关注焦点。 

2. 问题提出 

2016 年被称为我国的“直播元年”；也有人将 2019 年称为“直播电商元年”；2022 年，“直播带

货”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2020 年 4 月 20 日，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柞水县小岭镇金米

村的直播平台前，点赞当地特产柞水木耳，成了“最强带货员”。他强调，电商不仅可以帮助群众脱贫，

而且还能助推乡村振兴，大有可为[2]。 
早在 2016 年，中央网信办、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联合印发《网络扶贫行动计划》，已正式提出包括

农村电商工程在内的五大工程。2020 年，国务院扶贫办、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消费

扶贫行动的通知》，提出销售方式线上线下相结合，引导电商平台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积极开展电商助农、

直播带货等活动。2020 年召开的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解决扶贫农畜牧产品

滞销问题，利用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多渠道解决农产品难卖的问题。[3]” 
2020 年，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扶贫办等多个国家部委相继出台了《关于做好 2020 年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等政策，让电商进村与农副产品

进城相互调配[4]。 
乘着农村电商发展的东风，长期扎根本地产业的“互联网 + 农业”悄然占据直播平台，而各式助农

直播也在兴起，其中最吸引人们目光的便是以市长、县长为首的官员。他们凭借特殊的身份，为推动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踊跃投入网络直播。 
官员为家乡带货是一个较新的现象，相关研究还不多见，多数为个案研究。有研究从“互动仪式链”

角度阐述了网络直播 + 政务与用户的互动仪式特征[5]。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在官员直播带货的互动仪

式中，有官员身份的符号化的特征[6]。有学者指出，理解官员直播带货的三个关键机制分别为：情景需

求的内生动力、制度赋权的核心推力和技术赋能的外在促力[7]。还有学者认为，官员直播带货形成了“政

务直播 + 助农”的消费扶贫模式，形成了政务活动、农产品营销、网络社交三者融合的“政府 × 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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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运作模式[8]。 

3. 互动仪式链理论 

“仪式”指的是规范社会行为的秩序形式，其特征通常有群体聚集、定期举行、共同行动、程序固

定等，且承载着象征意义[9]。欧文·戈夫曼提出“互动仪式”的概念：是指一种表达意义性的程序化活

动，他从具体的微观互动的角度研究了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及其仪式问题[10]。 
兰德尔·柯林斯在戈夫曼的基础上，以情境为起点，从微观角度提出“互动仪式链”概念，当两个

及以上的人在同一空间相遇互动，他们之间的互动就是一种仪式；互动仪式的参与者在关注点与情感的

相互连带中，能够产生一种共享的情感体验与身份认同，进而形成新的社会定位与社会形象。他认为，

互动仪式是社会动力的来源，参与仪式的过程中产生情感的共鸣，从而促进个人的情感能量融合进群体

的情感能量，形成固有的情感符号，共筑群体内部的道德标准[11]。 
在互动仪式链理论中，有三个核心概念：互动仪式市场、身份符号、情感能量。互动仪式市场是一

个抽象意义上的市场，与现实生活中有形的物质市场的一样，它也是进行资源交换的场所。而这个市场

上最重要的资源，是身份符号与情感能量。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中互动双方参与互动的真正驱动力是

情感能量，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情绪体验，情感能量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个体在互动仪式中投入时间、

精力、物质、符号资本等各种成本，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情感能量的最大化。 
互动仪式的发生要满足四个基本条件：身体共在、排斥局外人的屏障、互相关注的焦点和共享的情

感状态。身体共在，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并都能通过身体在场而相互影响；排

斥局外人的屏障指的是，对局外人设定了界限；相互关注的焦点，指的是人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

对象或活动上，彼此知道关注焦点；共享的情感状态，指的是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基于以

上，将产生一系列结果：群体团结、个体的情感能量、代表群体的符号和道德感。多个个体围绕特定话

题和对象与其他不同个体在不同场景中展开的互动仪式相互联结，就形成了“互动仪式链”。 

4. 官员直播带货现象分析 

根据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

达 7.65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1474 万人，占网民整体的 71.0%。其中，电商直播用户规模为 5.26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1194 万人，占网民整体的 48.8% [12]。 

国内官员直播带货的源头，可追溯至 2016 年。淘宝携手湖南卫视所推出的节目《镇店之宝》，在“淘

宝、优酷、湖南卫视”三方联动直播。节目中，来自吉林、山西、福建等 7 个省份的 8 个地方官员“各

显神通”向全国网友兜售当地的农副特产[4]。自此官员直播带货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官员直播带货取得的亮眼成绩单已作为成功案例见诸各大媒体：山西临汾市推出“县级领导直播带

货”活动，9 天时间进行 85 场直播，带货总额达 3194.53 万元；“2020 广州直播带货年”活动中，广州

花都区两名年轻官员组成人气搭档，三天直播带动消费金额 6300 万元。抖音发起“市长带你看湖北”直

播等系列援鄂复苏活动，解封首月共带动 13 个城市热销特产 368 万件，销售金额达 1.72 亿元[13]。 
(一) 官员直播带货的性质、特点 
官员直播带货是一种政治传播、组织传播，传播的不仅是商品信息，还有地方政府形象。贾哲敏认

为，网络政治传播是“政治主体在政治过程中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一切传播活动”[14]。赵佩华认为，官员

直播带货“本质上是政治传播行为，是政治传播的创新实践。[15]”与其他网络直播中主播的个人传播行

为不同，官员直播带货是一种政治传播、组织传播。从传播内容来看，这类直播传播的不仅是作为商品

的农副产品信息，官员同时还充分挖掘当地特色，将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旅游等在内的地方公共信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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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传播给直播间的观众，这些信息属于政治信息；从传播目的来看，这类直播不是为了提升个人的经济

利益，而是在履行服务地方、促进经济创收的治理职责。 
官员直播带货是一种对等传播。严俊杰曾提出，从网络传播的属性来看，任何一个介入网络的个体

都是彼此具有同等地位的信息传递者和接收者，构成“对等传播”[16]。在直播间中，实时弹幕给网民提

供了与主播对等传播的可能，网民不再是被动地接收商品信息，而是能直接向直播提问并得到及时反馈，

同时其他网民的围观、就共同关注焦点发表看法，这种深度参与感让网民与主播的情感联结持续加重。 
与其他个人主播直播带货不同，官员直播带货不仅“自带流量”，能打好一手“乡情牌”，背后还

有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作为靠山，选品更有保障，为赢得消费者的信心注入了“强心剂”[17]；且政府

部门多数时候会考虑到困难程度，优先辅助困难农户，有公益性、公共性和服务性的特点，而购买农副

特产暗含的帮扶助农色彩，又能增进观众出于利他心理的幸福感，实现卖卖双方的良性循环。官员直播

拉动农副特产销售的同时，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也会增加农副特产的美誉度和知名度，为当地的农业、文

旅等产业提振信心。 
(二) 官方与民间话语空间的交叠 
已有的官方话语空间体现为，党政部门利用自身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账号作为渠道，

发布当地人关心的时事资讯，内容为通知公告、重要时政等宣传类信息。而官员作为带货主播，其特殊

的身份标识给网民带来新奇感，他们用家常话聊天的方式，介绍当地的民族特色、风景名胜、风土人情，

让观众在精神愉悦中购物，这无疑给当地带来了一次有效的形象推广。在直播中，官员主播对于民众的

发言、提问可以及时回应解答，提升了沟通的效率与质量，搭建了一个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相交融的有

效空间。 
德波曾说：“景观不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18]”与已有的官方

话语空间中正襟危坐的严肃形象不同，农产品的带货直播中，官员多展现为语言通俗易懂、笑容和蔼可

亲的形象，政治场域中的身份象征被解构了，塑造了人物形象的“反差萌”效果，有效拉进了与网民的

距离。“宝宝们”“老铁”“家人们”这样的称呼，对网络语言的大胆使用，展现了主播的幽默风趣，

打破了官员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 
官员通过直播不断收集并传播有关当前互动的反馈信息，使网民能将其作为信任决策的指南，即建

立“数字信任”[19]。从直播的实时互动以及产品销量能看出来，网民认可这一方式：“能感受到主播为

家乡产品代言的拼劲”“见到了官员‘鲜为人知’的一面”。或许网民对官员主播“前台表演”的关注

度早已超越了农副特产本身，而这一众人狂欢式的互动景观已达成了消费扶贫的目的。 

5. 官员直播带货中的互动仪式 

彼得斯指出，身体在场对于传播不可或缺；在《传播的观念史——对空言说》中写到“亲临而在场

恐怕是我们能做到的最接近跨越人与人之间鸿沟的保证。[20]”直播购物有效弥补了线上购物单一靠图文

视频展销商品的模式；在直播间，利用高清视频、VR、动画等新技术，不仅能增强观众的在场感，优化

购物体验，还能打造官民之间一种新型的沟通方式，更多维、立体、深入。 
官员主播与消费者进行深度互动是直播带货的重要仪式，也是一个类真实的表演过程。当政府部门

宣发出官员即将直播带货的信息，网民受到宣传所吸引，聚集在同一个直播间，将共同关注点聚焦为官

员推介的农副特产，且将未进入直播间的其他人排除在外，通过评论问答、点赞送礼等方式，在互动中

畅所欲言，网民的诉求得到主播的回应，彼此之间互为反馈。这种交互式体验让网民与官员主播产生一

定的情感连带[5]。当每个要素有效结合之后，并通过主播渲染热火朝天的购物氛围，群体兴奋逐渐发酵，

产生高程度的情感共享，最终诞生互动仪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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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互动仪式的构成要素 
1) 共同在场的群体聚集 
互动仪式生成的基础是群体聚集，直播实现了媒介即延伸的具身效果，增强了在场感，塑造了虚拟

在场的共同际遇，为个体“身体在场”形成群体聚集提供了可能，为互动的实现搭建了独特的场域。 
现代社会物理空间上让人们产生了距离遥远的区隔，人们迫切地在网络空间内靠拢。各地官员以解

决滞销产品为目的，以电商直播为契机，抓住了网民的心理，创设消费扶贫直播间，打破空间的藩篱，

建造了官民轻松对话的场域。 
2) 对局外人设立屏障 
柯林斯提出，“仪式互动过程对局外人设限能够减少噪音的传播，从而保证在互动仪式中的连贯性

和传播场域中的稳定性。[11]”在直播带货时，作为主播的官员和作为潜在消费者的观众都是局内人，形

成了一个利益高度相关的共同体，有着以情感为支撑、以经济为驱动的亲密关系，通过实时互动积攒情

感能量，并以购买力作为能量的释放。 
除了受到官员直播带货吸引的用户主动进入直播间；平台还利用大数据手段进行用户画像精准，推

送其感兴趣的直播，使得有共同兴趣的用户也能进入这个直播间，加上本地频道的流量助推，进一步扩

大这一聚集的群体规模，并将其区别于直播间以外的网民。 
3) 共同的关注焦点 
在观看购物直播时，除了手机屏幕这一现实焦点以外，主播和商品是观众的心理焦点。当官员变身

主播，自带的特殊身份对普通网民有着吸引力；其推介的商品也让观众好奇。而官员带货直播的时长一

般都长达几小时，期间观众每一次点进直播间，都能在影像和声音营造的购物氛围中被感染，加之购买

商品的便捷性，使得普通观众很容易转变成消费者角色。这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关注焦点，超越了

时空的限制，极大满足了用户对于共同关注点的需求。 
为了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不少官员主播选择强化自身的身份标识，通过穿着当地民族服饰、佩戴党

徽等，给这些信息都能强化官员的身份标识，也在视觉上创造新的焦点。 
4) 共同的情感体验 
官员直播间的观众，或是外地“游客”对直播地区的感兴趣，或是当地百姓对父母官感兴趣，或是

他乡游子对家乡特产感兴趣，这些共同的兴趣点都能凝结成共同的情感体验。 
而官员带货的直播间内，更深度的情感体验来自于官民互动。官员直播带货过程中，主播与用户间、

用户与用户间都能对直播的当前内容进行评论问答、点赞送礼，这种汇集多人的共时行为，能让每一个

参与个体产生共享共鸣的情感状态。且官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并非一次即止，而是持续不断、多次重复的，

这有利于主播与观众建立起长效、稳固的情感连接。 
(二) 互动仪式的结果 
1) 群体的团结 
集体的情感往往会储藏巨大的群体集合力量，通过情感体验所形成的情感共同体，增强个体成员对

于群体的依赖感。官员在带货的同时，也通过传递精神符号，催生了情感共鸣的互动仪式链的形成，发

挥了舆论引导的正向传播功能。2020 年“助力湖北”等直播话题使得用户在官员直播带货的过程中强化

了国家认同感，塑造了在特殊时期共克时艰的集体团结感[6]。 
2) 个体的情感能量 
官员主播拥有特定的身份作为资本，能激发观众特殊的情感能量。用户在对官员直播积极回应的同

时，也纷纷跟进购买商品，这给作为主播的官员身份资本带来了高额的情感回报，积累起的情感能量也

推动政府更加积极地利用直播平台向民众靠拢。官民间的互动更加和谐、多元化，参与者也都积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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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投入互动中，获得满足并能够产生强烈的群体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也为下一次的互动仪式储备了积极

能量[11]。 
3) 代表群体的符号认可 
柯林斯认为，只有当互动的双方都确定和理解各自的处境并能用符号进行沟通时，互动仪式才得以

顺利进行[6]。官员直播带货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由官员作为传播主体而形成的标识，这一代表性政治

符号可使参与直播的用户融入直播空间，将这种场景的政治符号粘贴在自己的认知中。而用户的资源符

号也会流向作为主播的官员，在这样的直播场景中，官员不再是一个威严的符号，而更像是一个风趣的

朋友[6]。 
4) 道德感 
作为主播的官员，通过直播带货，加深对为人民服务的政治道德感以及认知。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与基层百姓同在一个虚拟的直播场域中，官员更易形成道德感召，以达到凝聚力量、鼓舞士气的作用。 

6. 结论和余论 

实践经验表明，官员直播带货成为特定形势下互联网经济浪潮中一朵亮眼的浪花，虽不可能成为互

联网常规销售模式，但是是互联网销售模式的必要补充。 
而一些潜在的风险和问题，也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大多数官员是“半路出家”的新晋主播，其镜头

表现力、与网民的沟通能力等网感还有欠缺，主播业务仍需熟练；部分官员个人特色过于鲜明，直播的

重心发生偏移，演变为极具个人色彩的表演式政治传播，对于推广农产品的初心有所违背，也会引起观

众的反感；或是将时间过分投入到直播，引起网民“作秀、不务正业”的质疑，这些都有可能让直播陷

入舆论风波。如果产品质量把关没做好，又过度夸大产品，影响消费者体验，甚至陷入消费者维权的纷

争，这些都会让销售成果大打折扣。 
所以，在党政部门确定以直播的方式开展助农活动时，对官员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

需要官员强化互联网思维，积极尝试网络新鲜事物，全面学习直播的技巧，还要保障直播顺利开展背后

的选品、技术等无误，从采购、推介到发货和售后服务，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

面胜利后，乡村振兴成为举国行动的下一步，如何“通过网络走好群众路线”？官员直播带货这一方式

有待经受更多现实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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