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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蓬勃发展的大健康行业下,消费者更加追求绿色产品健康生活,但传统的农业产品的销售存

在诸多问题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线上助农模式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优质农产品的追求,同时也

有助于提升农产品的价值,助力农业发展。通过现在的农业发展现状和线上助农的发展前景,分析社交媒

体的成功案例与创新营销方式,找到符合“HEALTH”绿色果蔬平台的社交媒体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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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ooming big health industry, consumers more pursue green products to live a healthy life, bu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sales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at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consumers. 

The online agricultural assistance model can better meet consumers' pursuit of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also help to enhance the val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help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online helping farmers, we 

analyze the successful cases of social media and innovative marketing methods, and find the social media 

marketing strategy in line with the "HEALTH" green fruit and vegetabl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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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业,是利用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来获得

产品的产业。农业是食品生产的基础,供给人们日常所需,也是许

多国家就业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国家经济的基石,农业在国家经

济中对于保障食品生产链供应、促进国家就业、推动国家经济增

长、维护国际贸易、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社交媒体营销的理论基础 

社交媒体营销的理论基础包括营销理论的发展、社交媒体

的特点以及如何有效地结合社交媒体的特性进行营销活动。 

1.1营销理论的发展 

从传统的4P(Product, Price, Place, Promotion)营销组

合理论,到新4C(Connection, Communication, Commerce, Co- 

Operation)和4R(Relevancy, Respond, Relation, Return)理

论,营销的关注点从产品导向和销售导向转变为顾客导向,强调

品牌与顾客的连接、沟通、合作和对顾客需求的快速响应。而

如今的4D(Demand,Data,Deliver,Dynamic)营销目标是把产品

在管理上进行数字化的全面转型。产品、传播、渠道、消费者

等运营的各个环节都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和技术支持的赋能来

提升效率。其营销流程的链路追求的是长期的,在运营更是动态

的,不断优化的,弹性相对较大。[1] 

1.2社交媒体的特点： 

社交媒体如抖音,微信,快手,小红书等,都具有信息传播点

对点(不同社媒的平台调性、用户量、使用场景都有所不同)、速

度快、成本低、交互性强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交媒体成为

营销的重要渠道。 

社交媒体的用户基数庞大,且用户活跃度高,用户使用平台

时间长,使得营销信息能够迅速传播并触及广泛的受众。 

1.3社交媒体营销策略 

(1)确定对应的目标。通过确定产品的相关定位,找到对应

的目标群众,确保产品和目标群众的一致性。 

(2)强化与消费者互动性。利用社交媒体的强劲的互动性和

用户基础庞大的优势,鼓励用户参与和反馈,从而增强用户对品

牌的忠诚度。 

(3)产品内容多创意。要制定多种高趣味性的内容,设计有

趣的营销活动,提高用户对产品营销参与度,提升产品的曝光度

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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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合数字化营销。结合社交媒体平台的系统的智能化来

进行数字化营销,主要有搜索引擎优化(SEO),搜索引擎营销

(SEM),社交媒体营销。 

(5)结合用户情感进行营销。在营销时强调品牌给予消费者

的情感价值,或者利用消费者对产品某些方面的美好回忆,与产

品建立更深的联系,激发他对产品的购买欲望。[2] 

1.4如何有效地结合社交媒体的特性进行营销活动 

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的产品特性选择合适的社交媒体平台来

确立目标市场,制定适合自身媒体特性的营销策略。同时,企业

还需要不断监测和分析策略成果以便及时调整,优化营销投入

产出比。 

2 建立有效的社交媒体平台 

2.1线上助农社交平台的用户画像 

线上助农的社交平台主要服务的用户群体是农民、农业企

业和消费者。农民是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他们拥有丰富的农业

知识和种植经验。但可能对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营销不够了解,

需要进一步的培训和指导来更好地利用线上平台进行营销和销

售。大部分农业企业对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有一定了解,但仍面

临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投入不足等挑战。 

2.2社交媒体平台内容营销策略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不仅成为推广品牌和产品的

重要渠道之一,也是商家与消费者联系和沟通的桥梁。因此,有

效的内容营销策略对于社交至关重要。 

首先,内容创作是社交媒体营销的核心。平台需要制造根据

热点制造一些话题,鼓励商家生产吸引人的内容,以吸引潜在客

户并提高品牌曝光度。内容可以结合以下三点： 

(1)故事化内容创作：通过讲述农产品的生产故事、农民的

日常生活以及农产品背后的文化和历史,增加内容的情感共鸣,

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和品牌的认同感。 

(2)利用多种媒体形式：结合图文、短视频、直播等多种形

式,使内容更加丰富和立体,满足不同用户的偏好,提高信息的

传播效果。 

(3)教育性内容：提供农业知识、健康饮食指南等内容,提

升用户对农产品价值的认识,同时增加品牌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通过与目标受众的兴趣和需求相契合,企业可以增加社交

媒体用户的参与度和分享率。 

其次,定期发布内容是保持社交媒体活跃度的关键。企业需

要制定一个合理的内容发布计划,确保持续不断地为受众提供

有价值的内容。 

最后,数据分析是社交媒体营销策略的必要环节。社交媒体

平台可以给企业提供数据分析工具。通过分析用户互动、转化

率和参与度等指标,企业可以了解用户的偏好和行为,进而调整

和优化营销策略,提升营销效果和ROI(投资回报率)。 

2.3内容管理与优化 

线上助农社交媒体平台不仅需要精准地满足不同用户群体

的需求,同时也需要为农产品生产者提供一个更广阔的销售渠

道和市场机会。一方面要提升平台自身的推送机制：运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内容推荐的精准度。优化搜索引擎工

具,提高内容在搜索引擎中的排名,增加曝光率,更好地服务用

户群体。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督与管理：所有内容符合社交媒体

平台的规则和法律法规,避免误导和不实宣传,面对违规行为,

平台应及时给予提醒和警示。同时要保护好用户的权利与利益,

为农产品消费者和农产品生产者提供一个健康、公平的线上助

农平台。 

3 广告营销与推广 

3.1品牌建设与差异化 

农产品直播电商销售面对的一个显著问题是品牌化程度相

对较低。大多数农产品以自产自销为主导,只有极少数农村实现

了农产品的统一规模化生产,并且少部分成功设立了相应的品

牌。品牌化的农产品能够更好地传达其独特性和质量保证,从而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消费者对品牌产品通常愿意支付更高的价

格,这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的经济收益。成功的品牌能够使农产品

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和记忆。这

有助于建立稳定的消费者群体,并提高产品的市场份额。通过独

特的价值主张、产品特性、文化内涵、市场定位等方面,形成鲜

明的品牌个性和市场识别度,更要打造一个有差异性、辨识度的

品牌。同时也要注重农产品的品质提升,确保消费者能够获得高

质量的产品,从而增强品牌信誉和市场竞争力。 

3.2合作营销与品牌联名 

农产品合作营销与品牌联名是一种创新的营销策略,它通

过与其他品牌或产品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而提

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一方面可以与知名主播、

网红或公众人物合作,通过直播或短视频等形式,将农产品直接

推广给广大消费者。借助其影响力和流量增加农产品的曝光度,

提升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另一方面可以和知名品牌和知名IP

合作。这种合作可以借助知名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和消费者基础,

提升农产品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3.3线上直播带货 

线上直播带货农产品是一种新兴的电商模式,它利用互

联网直播技术,通过视频直播的形式向消费者展示农产品,从

而促进销售。这种模式在乡村振兴和网络扶贫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不仅帮助农户拓宽了销售渠道,还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

的购物体验。线上直播带货与线上助农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和互补性,线上直播带货作为数字化商业模式之一,已成为赋

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通过直播电商,可以推动特色农产品

的销售,建立城市与乡村的直接对话,拉近消费者与农产品的

距离。 

3.4用户参与度提升策略 

3.4.1用户反馈 

用户反馈是线上助农平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用户反馈可

以帮助平台了解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的满意度,了解消费者的

需求和偏好,促进平台改进质量控制措施,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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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满意的服务。同时,用户反馈对于平台培育消费者认同感和推

动助农消费共同体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 

3.4.2用户共创 

用户共创是一种新兴的创新模式,它强调企业与用户之间

的互动合作,共同参与产品或服务的设计、开发和改进过程。在

这种模式下,用户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创

造者。有助于平台更好地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从而提供更

符合市场需求的农产品和服务。当用户感到自己的意见被重视

并能够对产品或服务产生实质性影响时,他们的参与感和对平

台的使用粘性将会显著提升。这种情感上的投入有助于建立稳

定的用户群体和社区。 

4 线上助农的国内外实践案例 

4.1国内实践案例 

(1)拼多多电商助农：拼多多平台通过“农地云拼”“市县

长直播”“新农人培训”等模式,推动贫困地区农产品直连全国

大市场,促进农产品的交易运输,实现产业扶贫。拼多多还开设

了线上、线下电商课程培训,培育了大量电商人才。[3] 

(2)蚂蚁集团数字助农实践：蚂蚁集团通过“百县百品”助

农行动,为脱贫县农产品品牌打造和数字化人才培养提供支持。

同时,通过“蚂蚁森林”等生态项目,推动绿色就业和劳务增收。 

4.2国外实践案例 

(1)Local Harvest：美国的平台,连接本地中小型农场和消

费者,提供在线购买农产品的服务。它还开发了农场管理软件CS 

Aware,提升农场管理效率。 

(2)Farmigo：Farmigo通过“食物社区”的概念,将地理位

置相近的消费者与当地中小农场连接起来,采用社区团购的形

式,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消费者获得的实惠。[4] 

5 结论与建议 

5.1现有研究的不足 

(1)经济水平落后造成智能化鸿沟。由于部分地区经济水平

落后,农民缺乏必要的数字技能和智能设备,同时也有许多老龄

农民不会使用设备的情况,导致全面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农产品

的宣传和销售。 

(2)技术应用水平不均。当今阶段,农业产业技术的运用水

平还较低,深层次的数字技术应用较少,有些技术在进步的同时

缺少均衡发展,可能导致偏向发展,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可能

使得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对小农户的包容性越来越弱。[5] 

(3)农村人力资源制约。互联网农业的复杂程度要求更高的

人力资本,而农村人力资源薄弱的问题可能会成为极大的阻碍。 

5.2未来展望 

(1)提升农民智能化应用。通过教育和培训体系提升农户

的智能化运用能力,缩小数字鸿沟,增强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

能力。 

(2)促进产业多元化。推动农业产业链的拓宽,带动相关产

业发展,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能增加收入。 

(3)打造农业本土品牌。互联网助农极大攻破的地理位置限

制这一重大问题,不同地区的农产品因地制宜,利用本土优势,

打造本土农业品牌,助力地方经济发展。[6] 

5.3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线上助农社交营销已

经成为农业领域推广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技术和消费者行为

的不断变化,线上助农社交营销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因此,为

了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市场环境,以下是一些建议供未来研究参

考。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技术如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

和增强现实(AR)等已经深度渗透到社交媒体领域。另外,随着5G

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未来社交媒体的传播速度将大大提高,研究

可以关注如何充分利用5G技术提高农产品的信息传播效果和用

户体验。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如何利用这些技术提升农产品的

展示效果和用户参与度,提供更加互动和立体的信息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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