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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农产品电商的逐步发展，农产品的生产销售渐渐发生了

改变：农户们不再局限于种植及采摘，有的支起手机支架变身主播，向全

国各地网友介绍家乡美食；有的则变身包装工人，从事农产品的装箱、打

包、贴单等工作。

贵州镇远县的龙勇把“群鸡赛跑”“土鸡上树”“吃虫比赛”等趣味短视

频发到抖音后，他的土鸡就变成了“网红鸡”；“00后”大学生莲讯毕业后回

乡创业，在抖音电商平台她去年一年靠直播销售2000余吨地瓜干……来

自山野乡间的美好已在短视频平台迅速破圈。

区域特色农产品
如何借力短视频走出去

莲讯不仅带动农副产品销售，还解决了产业链周边乡镇300余人的就

业问题，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当地的农村妇女和宝妈。

前有李子柒，后有张同学，农村题

材的短视频内容因为接地气、贴近自然

等特点带来了巨大流量。乡村生活和

田园风光的展示，吸引了无数网友隔着

屏幕憧憬着诗和远方，也让农民、农村

和地域民俗的关注度得到空前提升。

与此同时，大量的农产品借助短视

频兴趣电商打开了销路，越来越多的乡

村民宿、旅游景点也被更多的游客看

到，农民们通过短视频平台开辟了创收

致富的新路径，农村消费力得以提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9758.3亿元，

同比增长2.5%；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2506.7亿元，同比增长11.2%。这

其中不乏被短视频、直播中的内容激

发兴趣完成“种草”的。

中国超大规模、多样性的消费市

场为创新提供了最好的土壤。中国社

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杨虎涛表

示，从发展路径上看，直播、短视频等
形式已成为电商市场的标配。他认

为，全域兴趣电商的优势，主要在于平
台在匹配需求、激发需求和释放需求
的效能上更具一体化特征，所促成的
不只是用户兴趣购物，也能够极大地
满足用户主动购物需求。因此，平台

可以更好地提供产品和服务，提升消

费者的消费体验，有助于释放更多消

费潜能，促进电商平台健康持续发展。

“兴趣电商为农产品信任建设提供

重要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

发展学院教授陈卫平说，“农业工业化

后，农业的生产、消费两端处于隔离状

态，消费者通常只能了解到农产品和产

地信息。电商则帮助拓宽了农产品信

息渠道，例如在抖音电商上能了解农产

品种植过程、农人是谁、经历如何。”

在抖音电商平台，消费者容易通

过短视频内容、主播的介绍对其生活

环境及周边的一切产生兴趣，连带着

主动搜索其他商品。中国人民大学产

业经济与竞争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发

布的《数字经济平台价值创造机制研

究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报告》以抖

音为例，分析指出：抖音上商品、服务
以“内容”为载体流通，“内容”再基于
兴趣匹配给用户。这种基于兴趣的
“内容-用户”匹配机制，能够帮助生产
端实现和消费端的高度统一，同时充
分展现商品和服务特色。这一机制，
给包括农户在内的中小企业带来了关
键价值。中小企业能在保有个性化、
敏捷等特色的同时，与拥有潜在需求
的海量消费者对接。

在河南某地，大白菜的地头收购价约每公斤1

元，而到了上海某菜市场，每公斤大白菜的价格接近

2元。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蔬菜类农产品流通成本

占售价的50%-60%，甚至更高。

产品一定会陷入流通成本高、效率低的困境

吗？其实不一定，身处四川雅安的抖音电商创作者

@冉可七的高山丑苹果，24.7元 5斤，自家果园采

摘，从四川雅安汉源县九襄镇物流直接发货，3-5天

便可被送到全国各地。

“短视频经济的兴起加速了农产品流通格局的

重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副研究员周振亚说，“传统的农产品流通要经由七八
个环节，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是阻隔的，因此
消费者的需求无法有效到达生产端，而且加大了成
本。短视频实现的点对点农产品销售有效缩短了中
间环节，增加了农户收益，降低了农产品价格，两头
都受益。”

同时，与其他电商销售模式相比，短视频还有其

简单、直观、创设消费场景等优势。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秧分说，短视频平
台可采取直播讲解、视频呈现等方式，促进农产品质
量信息的透明化，降低消费者搜寻成本，促进消费者
购买。同时，短视频平台可以及时动态地反馈产品

品质，并通过评价反馈机制开拓更大的消费市场。

张铁政也是拥抱电商平台的受益者。他扎根家

乡黑龙江省五常市卖大米，今年已是第八个年头。

经历过稻田被大水淹没，体会过粮价的忽高忽低，也

曾在寒冬腊月，为了滞销的30吨稻花香米，天天跑

早市推销。直到2018年，张铁政开通抖音账号@江

田古稻，开始拍摄自己和家人的日常。因视频段子

很有趣，很快就积累了大量粉丝。通过抖音电商，张

铁政开始销售五常大米。他成立了水稻专业种植合

作社，与村民们签合同，提供种子、肥料和稳定的收

购价，每月销售大米50多吨，村民们每年收入提升

了2万-3万元。

一个个成功案例背后，是冉可七、张铁政利用短

视频平台在农产品产地和终端消费者之间架起的深

度了解和高效融通的桥梁。通过短视频，他们将当

地特色农货推向大江南北，以此带动农民增收和乡

村经济发展。

在农村，有很多漫山遍野的溜

达鸡，受制于信息不对称、交通不便

等因素，“养在深闺人未知”；在城

市，人们对安全、绿色、优质的农产

品充满渴望，往往“一鸡难求”。

农产品产销脱节怎么办？那就

打开一扇窗，让优质农产品通过短

视频平台被看见！“这只鸡一下子就

跳到树上了，一看就是身体强壮的

‘战斗鸡’，给我来3只。”“养殖场草

木丰盛，原生态散养的鸡，味道应该

不错，我要两只。”……

自从贵州黔东南州镇远县蕉溪

镇联众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龙

勇把“群鸡赛跑”“土鸡上树”“吃虫

比赛”等趣味短视频发到抖音后，他

的土鸡就变成了“网红鸡”，开始供

不应求。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任兴洲所

说，基于短视频、直播的电商流通模
式增强了消费者的场景体验，增进
了供需双方的互动交流，使消费供
给能够更加直观、精准地触达消费
需求。

如今，越来越多和龙勇一样的

创作者，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真实生

动地呈现着家乡农产品原貌、突出

原产地优势。“目前3000多羽已基

本售罄，销售额达12万多元。”龙勇

打算，下一步将发动更多群众参与

发展，扩大“网红鸡”养殖规模。“还

计划将土鸡宰杀清洗干净后以真空

包装的方式，销往全国各地。”

抖音无疑就是一扇窗，透过这

扇窗，跃然眼前的真实场景最直接

地打破了信息的不对称，解答了“你

说你的鸡是溜达鸡，怎么证明”的疑

惑，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优质农产品

销售不畅的问题。

“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是双

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

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姜长云

说，除了实现特色农产品的产销对

接之外，农产品通过短视频、直播平
台越来越多地实现了供给牵引需
求、供给创造需求，增强供给体系对
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有利于破解农
产品供求结构性失衡、农业小生产
与大市场矛盾、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缓慢等现实难题；有利于推进农业
和乡村产业多元化、综合化、融合化
发展，促进农业和乡村产业体系提
质增效升级，也为促进农民就地就
近就业增收提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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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政在田间收割水稻。

（据中国农网、《农村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