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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农产品直播带货已经成为助力乡村振兴重要抓手的背景下，农民作为农产品直播主角，因文化水平有

限、直播带货起步较晚等原因，在直播带货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在粉丝需求洞察、直播素养、数据意

识及产品质量方面存在不足。文章在人、货、场、文四个维度提出针对性建议，为其提供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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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that the live stream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farmers, as the protagonists of the live broadcas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in a disadvantaged position in the live broadcast due to their limited cultural level 
and the late start of live streaming. They are deficient in fan demand insight, live broadcast litera-
cy, data awareness and product quality.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in the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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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 of people, goods, field and text to provide them with practical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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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三五”时期，农村电商全面起步，交易规模持续快速增长，电商扶贫成效有目共睹，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深入推进。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期间指出，电商作为新兴业态既可以推销

农副产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又可以推动乡村振兴，是大有可为的[1]。2023 年，在乡村振兴这一宏观

战略的指导下，中央一号文件就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提出了新要求，

强调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鼓励发展农产品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

模式，建设农副产品直播电商基地[2]。利用互联网和直播平台，农民主播将农产品直接呈现给消费者，

拓展了销售渠道，增加了产品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此举对于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产品高质量发展以及

增加农民收入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在直播带货中，农民主播仍面临洞察需求、直播素养和产品质量等

方面的挑战。在未来的发展中，仍需通过加强直播技能培训、完善基础物流设施、打造农村文化特色等

措施，以进一步发挥农民直播带货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2. 农民主播的直播带货现状 

自 2016 年开始，快手、蘑菇街、淘宝等平台相继推出直播功能，标志着直播电商产业链的初步构建。

之后两年，该行业经历了迅猛扩张，各大平台逐渐完善了基础设施。在 2019~2020 年，直播电商平台呈

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加速了闭环式路径的形成，推动了平台电商运营向更加精细化方向迈进。在 2021
年至今，受到疫情的催化作用，直播电商行业迎来了爆炸性的增长，进入了全民直播的新时代，农民主

播也逐渐在直播电商平台上崭露头角，为整个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农民主播或称为“新农人”是指从事农业生产或具有农村生活背景的素人主播，他们通过手机、摄

像机等设备在网络直播平台向观众展示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养殖方法和加工方法等内容，以达到引

导粉丝产生购买欲望，进而购买自己直播间产品的销售目的[3]。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显示，2022
年，全国农村网商(网店)达到 1730.3 万家，同比增长 6.2%，其中开通直播的就有 573.2 万家，占 33.1%。

今年 9 月份，快手宣布发起村播“繁星计划”，计划在未来 3 年培育 100 万名“村播”。许多地方也积

极探索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主播”，农民主播的规模得到较快扩充。 
农民主播的直播带货品类一般为农产品，《2023 年上半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发展报告》显示，上半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 1.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5%。农村电商呈现快速扩张，农产品销售线上渗透

率持续走高的发展态势。农产品直播不仅传递农产品的基本信息，还通过直接互动的方式与观众进行交

流，回答问题、讨论产品特点，并提供实时的购买渠道。农产品直播通过克服地理限制，打破了传统农

产品销售中的中间环节，为消费者提供了便捷的购买途径，同时也促进了农业信息的传播和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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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提高农业产业的水平和效益。 

3. 农民主播在直播带货中存在的问题 

直播运营通常可分为前期策划、中期执行和后期复盘及售后三个阶段。在前期策划中，能够科学合

理的洞察，并满足私域流量中粉丝群体的需求是确保直播成功的关键；在中期执行中，主播对沉浸式直

播氛围的创造以及直播环境秩序的维护至关重要；在后期复盘及售后中，结合销售数据的转化评估直播

质量，发现不足并制定改进计划，及时跟进农产品售后服务是重要环节，科学系统化的直播运营有助于

提升直播效果和影响力。然而，在直播带货中，农民主播仍在粉丝需求洞察、直播素养与沟通技巧、数

据复盘及产品售后方面存在不足。 
(一) 前期：粉丝需求洞察之困   
私域流量中的老粉丝是促成直播间销售目标达成的核心力量，然而，农民主播在洞察并满足这一群

体的需求方面仍存在困难。首先，农民直播带货起步较晚，对直播媒介的熟练使用程度不够，缺乏对受

众画像的洞悉能力，又因教育水平有限，难以及时了解消费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导致农民主播们

难以提供精准的产品或服务。其次，与具有专业直播团队支持的明星网红、政府官员直播相比，农民型

主播通常以家庭为单位运营直播，妻子负责主播、选品，丈夫则负责商品上下架以及售后，一人分饰多

角，导致分工不明确。最后，农民主播多为个体农户，由于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从事田间劳动，直播只是

他们的副业，缺乏时间精力及时了解用户喜好和短视频的制作技巧，因此，在短视频的制作方面，他们

大多是跟风模仿，导致内容的同质化，缺乏特色，难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 
(二) 中期：直播素养与沟通技巧不足 
农民主播与粉丝在互动沟通方面是否愉快不仅影响直播间的形象、观看人数，更会影响直播间的销

售数据。农民主播虽具备淳朴、有亲和力的独特人设魅力，但在直播素养方面仍有不足。首先，在直播

中，农民主播们口语化程度过高，过度使用口语化词汇、俚语，而忽略了家乡方言的普通话表达，这导

致粉丝难以理解主播所要表达的意思，常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局面，从而影响了沟通效果；其次，农民

主播们虽精通农业生产、农产品特性方面的知识，但缺乏将这些农业知识精简提炼、简要概括的能力，

不能及时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最后，农民主播对电商直播运营规则、直播间的市场营销规则掌握不足，

常导致直播间人气较低或直播间被封号等情况，进而影响了农产品的销售。例如，农民主播因为不熟悉

利用红包雨、幸运星、福袋等及时调动受众兴趣的玩法，因此，也就无法抓取受众注意力。 
(三) 后期：数据意识与产品质量问题 
在后期复盘方面，农民主播由于时间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主播在直播后缺乏反思和总结意识，

导致无法及时了解观众兴趣、购买习惯和行为偏好，也无法提高自身的直播沟通技巧。在农产品售后方

面，首先，因农村物流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尤其是偏远山村，道路崎岖，农产品配送时间过长，影响了

消费者的购买体验。其次，农产品生产难以做到标准化，由于农产品的种植主体不一致，农产品的批次

不同，导致直播间所展示的产品与消费者所收到的产品经常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一点也造成消费者就

农产品品质与经营主体之间产生分歧[4]。最终带给消费者产生不愉快的购物体验，进而向平台投诉维权。 

4. 农民主播在直播带货中的优化对策 

直播带货作为新时代线上营销活动，是对传统营销方式的颠覆。成功的直播带货要求人、货、场以

及文的综合有机运用，主播与观众的互动、产品的选择和展示、直播带货的环境设置以及区域文化特色

的传播，共同搭建了沉浸式直播带货场域，促进观众产生购买欲望，进而实现农产品销售和推广的目标。 
(一) 人：提升农民主播素养，加强直播技能培训 
随着直播电商的规范化和健康化发展，越来越多人对农村和农民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也对农民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2051


杜春娥，刘灿 
 

 

DOI: 10.12677/jc.2024.122051 326 新闻传播科学 
 

主播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主播不仅要掌握专业技能，还要具备良好的个人素养和职业操守，展现

出良好的形象。首先，农民作为直播的主角，要不断提高自己文化素养，积极了解并学习互联网知识，

培养互联网思维。在直播前充分调研粉丝的需求，真正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看待问题。其次，在产品讲解

时，主播要力求用消费者能听懂、能理解的话术进行农品外观、品质、功效以及种植技术的阐释；在直

播中家乡方言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主播人设特色，但同时也要注意消费者对方言含义的理解。最

后，政府要加快构建农村直播电商人才培养体系，为农民主播提供专业的直播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在直

播技能、产品展示、销售技巧以及内容创作方面的能力；提供搭建农村电商实践平台，如建立直播电商

合作社、设立农产品直播平台等让农民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直播知识；为鼓励农村电商直播人才培训的

参与，政府可提供培训补贴和奖励机制[5]，例如，为参加培训的农民提供一定的培训费用补贴，或者通

过考核认定，给予相关证书和荣誉称号。此外，社会各方应积极推动农民企业、电商平台、农民主播建

立合作关系，加强资源整合，共同推动农民主播培训的发展，全面提高农民主播培训的质量和水平，促

进农村直播行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二) 货：保证农产品品质，完善物流运输设施 
在直播中，农产品质量是影响观众购买意愿的重要因素。农民主播不仅要保证农产品质量，还要重

视物流和仓储的建设，这也是许多农产品销往城市的关键环节。首先，要规范农业生产，制定农产品生

产标准，严格杜绝以次充好，虚假宣传等现象的出现，高品质产品才能赢得消费者信任，有利于农产品

直播的长远发展。其次，在现有农产品直播中，挂车的农产品多为初级产品，这也是导致出现售后问题

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对农产品的深加工，这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还可以有效

减少售后问题的发生。最后，加强农村基础物流运输网络建设，加大对供应链冷藏技术的投资与改进。

尤其是偏远山村道路设施建设，打通农村和城市交通网络，使农村与城市互联互通，加快智慧新农村建

设，使农产品走出山村，走上人们饭桌。例如，中国邮政“以农村电商为协同点，以商流、物流、资金

流三流合一、三流协同、三流互助为抓手，打造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的物流优势，创建以自有网点

为依托、农产品直销为特色、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特色电商平台。”中国邮政发挥自身资源禀赋，不断

拓宽电商扶贫、金融扶贫的领域，带领村民走向致富道路。 
(三) 场：创造多元化直播场景，缓解观众审美疲劳 
直播间作为一个集社交、休闲、购物为一体的线上场所，其中场景氛围影响消费者的感官体验和消

费体验，最终影响直播间农产品的销售效益。首先，农民主播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不同类型

的直播内容。例如，唱山歌、跳广场舞、讲解农业技术等，通过这些形式可以让观众们了解到不同类型

的农村生活方式和劳动场景。其次，在农产品直播中，农民直播场景多选择为田间地头等天然户外场景，

缓解了观众长期观看工业影棚直播场景的审美疲劳，带给观众仿佛置身世外桃源的别样体验。最后，除

了将直播场景设在农村户外，也可以将其设在农村室内，给城市观众展示直观的农村生活气息，感受农

民淳朴且温馨的生活状态，通过全方位、多维度展示农村生产生活，给观众营造一个真实接地气有感情

的直播间，打破线上沟通的距离感。例如，美食直播赛道的黑马蜀中桃子姐，通过将美食教学与农村家

庭生活元素相结合，视频画面从粗糙简单的灶台到庭院屋外，集市乡村，拍摄镜头从普通的食物转移到

家庭成员，给观众呈现出一幅真实有人情味的直播画面，这样自然而平凡的人设和生活得到了千万粉丝

的喜欢。 
(四) 文：打造农村文化特色，增强直播竞争力   
在面临农产品市场同质化问题突出的情况下，打造文化特色可以提升农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为

产品建设独特的品牌形象，提高农产品竞争力。首先，主播可以依靠自己独特的农业文化和传统，在直

播中展示当地的传统习俗、风土人情和特色农产品，让观众更深入了解当地的农业文化。其次，主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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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直播带领观众参与到农耕活动中，感受农耕的辛苦与收获的乐趣，增加观众对农业的认知和体

验，促进观众与农产品的情感连接，依靠地域文化特色，为观众提供造独一无二的直播体验，增强直播

竞争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例如，“东方甄选看世界”抖音直播间探索文旅直播，主播一边体验各地

风光，一边讲解当地人文历史，已相继进行了陕西、贵州、宁夏、新疆、山东、海南、云南、浙江、山

西等地的专场文旅直播活动，今年 11 月，东方甄选走进河北，向全网观众推介河北深厚的历史文化和风

土人情，力荐农副产品、旅游商品等河北好物。统计数据显示，活动期间，销售额近亿元，直播观看人

次突破 1.5 亿次，抖音“东方甄选河北行”话题播放量突破 1.4 亿次，相关话题 8 次登上微博热搜，全网

曝光量超过 7 亿次。 

5. 结语   

我国的农民主播直播带货行业近年来得到了迅猛发展，这是农村电商和农村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党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成果。通过直播带货，农民主播有机会展示乡村的独特文化和传统工艺，

传承和弘扬乡土风情，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自信与自豪，农民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展现出的乡村精神和坚韧

不拔的品质，彰显了乡村文化的魅力和力量。他们通过努力奋斗和创新，以自己的方式为乡村振兴贡献

力量，成为乡村发展的代表和文化自信的标志，为乡村振兴战略注入了文化的力量，为实现乡村的全面

发展和美好生活目标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外，由于农民直播带货起步较晚，在其发展过程中仍会面临不

少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但是由于农业直播带货涉及到农业生产、

农产品加工等诸多环节，因此其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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