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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线上直播的兴起，中国直播电商于 2016 年应运而生，历经 4 年时间，从初创期、快速发展期，过渡到成熟期。直播电商
对于推动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著，直播电商人才的短板亟待解决，直播电商人才职业化培养势在必行。本文主要探讨直播电商的
核心逻辑、产业链构成及可行的职业化人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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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直播电商发展与人才需求现状

2019 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的总规模达

到 4338 亿元，2020 年移动电商用户规模达

8 亿人，在线直播用户规模达到 5.5 亿人，

而直播电商的市场规模将会增长到 9610 亿

元。不同于传统交易型电商模式，直播电

商给消费者带来更直观的购物体验，转化率

相对较高，营销效果较好，逐渐成为传统电

商平台、新媒体内容平台的新变现模式。以

KOL 带货为代表的直播电商模式，是当前

直播电商的主流模式。

电商直播相关人才的缺口越来越大。智

联招聘与淘榜单共同发布的《2020 年春季

直播产业人才报告》显示，2020 年春节后

复工 1 个月内，直播人才需求量逆势猛增，

招聘人数增幅达 132.55%。疫情下直播行业

招聘需求同比逆势上涨 1.3 倍，平均招聘薪

酬 9845 元 / 月。直播成为企业寻求转型的

第一选择，线下零售企业将商家自播纳入发

展计划，对直播人才的需求较为迫切。直播

电商最急缺的岗位包括主播、选品、内容制

作及运营。

二、直播电商的内涵分析

（一）直播电商的核心逻辑

区别于传统电商的“人找货”，直播电

商的核心逻辑为“货找人”。对于人、货、

场三要素进行重构，品牌或商家选择具有

一定影响力、号召力、专业力的主播，依托

专业化的直播间环境和设备，生产具有互动

性、趣味性、讨论性的直播内容，触达目标

用户，进行线上商品功能讲解与促销推广，

实现商品购买转化。以主播（KOL、网红、

店铺销售顾问）为载体，以内容为介质，从

而促成购买。

（二）直播电商的差异化优势

传统电商平台，以商品为核心，注重

“物以类聚”，侧重商品属性及利益，以搜索

推荐及品类、单品介绍为主要展现方式，用

户处于联合评估状态，通过理性地对比分

析，进行商品选择评价，达成购买。以直

播、短视频、图文为代表的内容电商平台，

以用户为核心，注重“人以群分”，挖掘用

户需求，依托沉浸式体验场景，通过信任背

书，以优质的内容展示个性化商品，用户进

入单独评估状态，以情感影响用户决策，进

而转化为有效的购买行为。与依托粉丝经济

的网红电商不同，直播电商以优质的供应链

驱动销售。

（三）直播电商产业链构成

直播电商产业链主要包括商品供应链、

平台渠道方、服务支持方、MCN 机构、

KOL 群体、教育机构、内容生产者等。其

中，商品供应链提供核心资源，解决货的问

题，MCN 机构提供主播资源，向以淘宝、

天猫、快手、抖音为代表的直播平台输出

KOL，教育机构进行专业化直播电商人才

培养，共同解决人的问题。内容生产者制作

优质的直播及短视频内容。平台渠道方、服

务支持方提供直播平台及基础设施，解决场

的问题。产业链各个主体分工明确，各司其

职。电商直播产业链的持续完善，对消费市

场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

三、直播电商职业化教育模式

（一）直播电商人才培养的路径

直播电商是直播 + 电商的融合性行业，

具有高度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直播电商产业

发展必然要求直播电商人才专业化、职业

化、规范化。可通过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

教育、技能培训、企业转型线上培训、岗前

培训等路径分层次分方向培养。

（二）直播电商人才培养模式

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以培养中

高层次直播电商人才为目标，进行直播电商

人才培养。根据相关岗位需求，增设相关专

业或方向，设置课程体系，与业内知名的直

播电商运营机构合作，实施产教融合。培养

专业复合型人才，从事主播、助播、粉丝运

营师、选品官、供应链管理、直播间布景、

直播设备生产、直播运营、营销推广、直播

编导、内容生产、技术与数据等工作。

直播电商培训机构、职业培训学校及直

播平台，以培养基层从业者为目标，进行直

播电商人才培训。根据基层岗位需求，开展

主播、直播运营、短视频内容生产等方向的

技能培训、岗前培训、提升培训，以集中速

成的培训形式，以讲授加实战的方式，提升

职业技能，满足现有从业者、转型人员及社

会人员的培训需求。

（三）直播电商产业发展及人才培养
研究

应用型本科高校、直播平台及行业协

会，应共同承担直播电商产业发展及人才培

养研究。制定直播电商行业规范，包括电商

主播的行为规范与业务标准、内容发布规

范、直播场景软硬件标准、商品认证与准入

标准、产业孵化机制、培训机构的认定与监

管等，为直播电商产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依托用型本科高校的科研优势，洞察电商直

播规律及发展趋势，优化行业标准与评价体

系，研究直播电商人才培养模式，提出直播

电商监管机制的建议，为直播电商的专业化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服务。直播平台加强顶

层设计，依靠科学合理的标准和公平的监控

体系，优化直播电商平台，促进产业发展。

行业协会加强企业提升培训、政策解读及业

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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