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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实施农村

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近年来，农村电商的发展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显现出蓬勃的发展生机，

持续为乡村的全面振兴发力。在促进就业、产业振兴、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

是也面临着如“数字鸿沟”、电商人才稀缺、农村市场消费动力不足等问题。2023年社会工作部的成立

意味着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乡村振兴方面有了更广阔的空间。社会工作所具有的专业能力，如政策倡

导、资源链接的作用，其潜力和贡献是巨大的，社会工作助力农村电商发展大有可为。因此，本文通过

阐述当前我国发展农村电商的意义、发展现状，包括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困境，提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

社会工作如何助力农村电商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带领农村居民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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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top priority for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2024 The No.1 docum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roposes to build agriculture into a moder-
nized big industry and implement the projec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has been strongly supported by national poli-
cies, showing majestic vitality and continuing to make efforts for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It has made a lot of achievements in promoting employment, industrial revita-
lizatio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but also faces problems such as the “digital 
divide”, the scarcity of e-commerce talents, and the lack of consumption power in the rural market, 
etc.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nistry of Social Work in 2023 means that there is a broader space 
for social work in social governan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otential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apacity that social work has, such as the role of policy advocacy and resource lin-
kage, is enormous, and there is great potential for social work to help rural e-commerce develop-
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by elabora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n China, the current status of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achievements and dilem-
mas faced, puts forward how social work can help rural e-commerce develop in a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manner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lead the rural residents out of po-
verty and into prosperity.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E-Commerce, Social Work,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igital  
Technolog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步。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对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行战略部

署。指出：“未来五年三农工作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 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本世纪中

叶建成农业强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被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工作一直在社会

救助、关注弱势群体、社区发展、基层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0 年~2023 年的政府报告中，在社

会治理的任务中均强调要“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社会工作、志愿服务、慈善事业等发展”。这表

明社会工作的发展成为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2023 年，

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的重大举措，标志着党的社

会工作机构职能体系由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旗帜鲜明强调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地位，有利于

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进入新发展阶段，“三农”问题应该逐步得

到解决，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有直接影响的乡村振兴明确要求社会工作参与。发展社会工作已经写入党和

政府的乡村振兴政策与规划，农村社会工作要在更大领域和深层次上促进困弱群体基本生活问题的解决，

参与乡村社会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1]。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把社会工作推进乡村振兴放在了一个更高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25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母艳玲 
 

 

DOI: 10.12677/ecl.2024.132256 2108 电子商务评论 
 

的层面，要充分挖掘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与乡村振兴总要求之间的耦合性，在解决乡村发展短板，保障和

改善民生，提升居民幸福感方面发挥兜底性作用[2]。这表明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大有可为。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并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数字中国”“数

字农业”也更多地出现于政策话语体系中。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要在乡村建设推进过程中

实施数字乡村战略，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实

施数字乡村战略标志着我国农业和农村领域正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数字经济代表了农村、

农业的生产力，是促使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入融合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在农村不断涌现的电子商务平

台逐渐成为农村数字经济中最活跃的一种表现形式，成为农村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电商以其

契合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适配数字乡村发展行动的计划并且满足乡村产业发展需要的多重优势，

成为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的重要动力[3]。国家出台的有关“数字乡村”建设的规划为农村电商发展指明

了方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

见》，针对电子商务的发展，文件明确提出要完善县乡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通过数字化手

段推动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升级改造，促进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的双向流通。《“十四五”电子商务

发展规划》指出电子商务要“服务乡村振兴，带动下沉市场提质扩容”。当前农村电商在国家的大力支

持下取得了不少的成就，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这表明数字经

济环境下电子商务对我国农村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入新的活力。但是与此

同时，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例如在我国某些地区，电子商务进农村还面临着

如数字与知识鸿沟、物流体系不够完善，缺乏专业性电商人才、农村市场消费不足等困境，农村电商高

质量发展受阻。 
专业社会工作注重“以人为本”，追求社会公平公正，并将“助人自助”作为专业服务理念。农民

作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主体，实现他们的美好生活完全契合社会工作的助人理念，社会工作既注重解决

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又关注村居方方面面的构建与和谐，能够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

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因此，基于当前农村电商的发展现状和困境，农村社会工作发挥其专业

优势和力量，对于促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振兴，助推农民增收致富具有现实性意义。 

2. 社会工作助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2.1. 促进剩余劳动力就业 

在农村电商产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农村电商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农村市场消费潜力被挖掘，农

村电商已然成为农村居民就业和增收的重要途径[4]。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农村青年返乡自主创业，并

给予一定的政策和经济扶持，农村消费潜力逐渐释放。农村电商为作为一个中间和线上平台，能够聚集

农产品和各类特色产品，形成产业链条，社会工作者鼓励农民积极参与新经济体系发展中，实现农村地

区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2.2. 缩小城乡差距 

在我国，贫富差距是城乡之间最显著的特征，社会工作助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能够带来更多就业

机会和收入，缩小城乡居民在经济层面的差距。而城乡之间隐形的差距更多体现在思想观念和信息文化

方面的鸿沟。农村居民普遍学历较低，缺乏知识，往往会错失社会发展的红利和机遇。社会工作者通过

网络的普及和技术的传授，农村居民能够了解更多网络信息、接触新知，学习和应用电商管理观念，加

深农村地区与城镇地区的社会化联系，推动传统农村居民向现代农村居民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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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盘活农村市场，促进产业振兴 

农村电商的发展促进了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电商物流、快递物流、冷链物流、城市配送等物

流增长架起了农村与城市、境外的桥梁。农村电商的发展催生了配套产业集群，相关的包装印刷、物流

仓储，以及数据分析、市场推广等产业均得到了融合的发展，也催生了餐饮、娱乐、生态旅游等产业的

集中发展[5]。社会工作引导电商入驻农村，驱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能够培育一批有能力、有

技术、有文化的农村人才，推进支撑产业振兴的农村现代化建设。 

2.4. 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 

社会工作助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是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首先，农村居民若作为消

费者，借助电商消费平台，居民能够选择更多质量高、价格低、售后有保障的产品，享受电商服务所带

来的便利，获得更高质量的消费环境。其次，农村居民若是从事电商经营或电商售卖活动，由于拥有强

大的农村和城市甚至是境外的市场需求，再加上各种政策向农村倾斜，国家资源向乡村市场下沉，逐年

攀升的网络零售惠及了广大农民，推动了农村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带动收入增加，满足农村居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的发展现状 

3.1. 农村电商规模不断扩大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数商兴农”工程，首次聚焦农村电商领域，提出了要“促进农副产

品直播带货规范健康发展”，对于农村电商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路径，这一决策也标志着我国对

于农村电商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支持。文件还强调持续推进农村电子商务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以激发农村经济的新活力。《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3 年上半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

额达 1.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5%。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0.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1%，反映出农村

电商良好的增长势头[6]。 

3.2. 物流体系逐渐完善 

中国消费者协会《2022 年农村消费环境与相关问题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已经、累计建成 990
个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27.8 万个村级快递服务站点，全国 95%的建制村实现快递服务覆盖。数据显

示，全国农村网商(网店)已达 1730.3 万家，其中直播电商有 573.2 万家，占 33.1% [7]。农村物流体系不

断完善，意味着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农产品更快地运送到市场，同时也让城市居民能够更加方便地购买到

新鲜的农产品。为畅通城乡商贸循环，带动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上行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各类电商新

模式的出现也为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路径。 

3.3. 商业数字化改造不足 

农村商业设施数字化改造方兴未艾，农村经营者的数字化运营知识不足是主要制约因素。具体来看，

已接入电商平台，完成一定程度数字化改造的农村商场、超市仅占 13.9%；正在改造过程中的占 20.2%；

目前有六成以上的农村商场、超市尚未接入网络平台、进行数字化改造，已经有改造计划的经营者占比

为 35.5%，不打算进行数字化改造的经营者占比为 30.4%。对于农村商业设施的数字化改造，经营者最主

要的顾虑是缺乏相关知识，不懂得如何进行数字化运营，选择比例过半，达到 51%；其次是门店的经营

规模不足，没有改造的必要，占比为 29.9%；还有 27.7%的经营者对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内容了解不足；担

心经费和人手不足并非是农村商业经营者数字化改造的主要顾虑因素[7]。可以看出，当前农村对商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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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改造的积极性还不够高，商业数字化程度还有所欠缺。 

4. 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困境 

4.1. 电子商务进农村面临知识和数字鸿沟 

当前，数字经济已然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而农村非网民群体却因数字失能难以获取数字经济红

利。农村电商的主体是农民，但是大部分农民都是非网民群体，是电商的未激活和非接触人群。《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中国网民达到 10.79 人。我国城镇网民规模达 7.77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72.1%；农村网民规模达 3.01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27.9%。我国非网民规模为 3.33
亿人。从地区来看，我国非网民规模仍以农村地区为主，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 59.0%，高于全国农村

人口比例 23.8%个百分点。对于这部分不上网的非网民来说，他们之所以选择离线生活，主要原因与缺

乏必要的网络技能、受到文化程度的限制、设备不足以及年龄因素有关。其中，最为突出的原因是“不

懂电脑/网络”，占比高达半数[6]。 

4.2. 电子商务进农村物流配送成本较高 

由于位置相对偏远、物流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农村网购配送的“最后一公里”已是长期存在的

难题。“快递不进村”的直接原因通常是农村物流的配送成本较高且当地村庄没有快递点。调查数据表

明，824 个村居中，明确有快递点的农村占比为 56.6%。相较于城市，一些地广人稀且偏远落后的农村由

于环境的限制，在基础网络设施的建设上难度较大，通讯网络设备的更新换代速度也较慢，导致农村物

流成本偏高[7]。 

4.3. 农村复合型电商人才缺失 

当前，制约农村电商发展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缺乏专业的电商人才。运营电商平台，既需要掌握专业

的基础知识，包括相关的数字技术、数据资源、市场运营以及政策导向，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创新设计能

力。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以及专科院校都有开设电子商务这一专业，但培养的大多数电商人才很难投身

于乡村，而更趋向于电子商务发展更为成熟和更具潜力的大城市。尽管近些年来各地都在出台政策鼓励

专业人才返乡助农，但是电商人才在农村依然稀缺，制约了农村电商发展。 

4.4. 农村居民缺乏主体和参与意识 

电子商务在农村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出现时，在发展前期村民对其接纳度并不高，特别是在一些地域

偏远落后和产业薄弱的农村。由于农村的大部分青年外出打工，老人和儿童成为留守在农村的最大一部

分群体，更是对电子商务缺乏了解。随着更多的农村青年返乡创业，他们虽然对电商有一定了解，但也

仅限于日常购物消费，难以确立农村电商扶贫的主体意识。如何增强农村居民参与电商活动的积极性，

还需要更多的政策倡导。 

4.5. 农村居民电商消费动力不足 

移动电商已逐渐取代传统的购物模式，为人们提供更加便捷的购物方式。据中国消费者协会调查显

示，我国近六成老年人反映在使用电子设备时字体小看不清或操作复杂学不会，近半数老人表示电子设

备声音小和听不清。农村非网民群体因不熟悉电商平台的操作方式，他们错失了这些平台所提供的价格

优惠、种类丰富的商品，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最主要的消费场景依然发生在本地线下，40.9%
首选位于本村的商店、超市进行消费，接近两成的消费则发生在本地附近的集市、农贸市场。选择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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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平台网络购物的消费者占比仅为 9.7%。农村居民电商消费的动力不足，造成他们无法享受电子商务发

展带来的消费红利[7]。 

5. 社会工作助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电商产业能够更好地推动农村产业变革，从而实现产业振兴，这对促

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技术普及、网络基础设

施、政策支持等[8]。因此，基于农村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定位和功能，如何发挥其引导者、协

调者、教育者和资源连接者等作用助力农村电商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5.1. 政策倡导，发挥政策红利 

政策倡导，是专业社会工作者进行服务的职责和功能之一。政策的倡导不仅包括政策下达基层，也

包括了收集民意，反映民情。在当前我国发展“大社工”的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更是强调了政策倡导

的重要性。 
在当前的政策环境下，特别是“电商下乡”和“数商兴农”的战略部署，社会工作者应积极把握这

一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其引领和规范作用，推动农村电商新业态的高质量发展。社会工作者首先要充分

利用“电商下乡”政策，引导电商平台向农村地区延伸，鼓励电商平台与农产品供应商、农民专业合作

社等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其次，社会工作者要抓住“数商兴农”的契机，认真研读和学习相关政策，

把握政策导向，可以举办政策宣讲会，动员每户家庭前来听讲；或是进行入户宣讲，把政策带到居民家

门口，充分利用典型案例，让居民看到国家对发展农村电商的支持以及该行业的发展前景。 
农村电商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当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倾听居民的需求。社会工作者对此要进行充分

调研，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例如，电商在农村发展会面临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电商人才紧缺等

困难。社会工作者可以将实际情况向政府或是有关部门反映，参与政策制定和提出建议，有效促进政策

和资源分配，通过政策激励，鼓励农民参与电商。 

5.2. 搭建多方协同联动平台 

从管理基层到治理基层，体现的是手段和方式的变化。基层治理是一个协同的过程，强调多元主体

共同参与。社会工作者应当运用好专业理论知识，加强乡村振兴建设，将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乡村振兴的

目标综融起来，搭建多主体参与平台，使得多方联动协同治理，“五社”联动行之有效地践行了这一治

理逻辑。因此，社会工作者应坚持党建引领、联合各类资源、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支持网络，促进农

村电商发展。 
驻村引领和扎根社区是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一种模式[9]。社会工作者通过驻村链接政府和村民，

让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有效下达居民，同时政府也能知晓居民的真实需求，畅通政府和村民的互动渠道，

实现信息对等；社会工作者还可以通过建立农村合作社、设立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培育电商组织提供平

台，实现农产品的对接与推广。 
为进一步促进乡镇与农村的物流快递服务发展，社会工作者应协同网络运营商和相关社会组织参与

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在乡镇物流快递服务站点的建设中，调动邮政、供销、快递物流以及商贸流通

等各类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工作依托农村现有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如村委会、农村文化活动中心

等，结合农村小商店、小超市、电商服务点等便民商业资源，打造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为村民提

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与此同时，还需要加强站点之间的互联互通，包括信息沟通、资源共享

以及协作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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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链接资源，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 

农村电商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持续吸纳社会资源。当前，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基础

设施的不完善以及专业人少的稀缺，针对这两个问题，社会工作者要充分发挥链接资源、整合资源的角

色作用。 
数字技术的应用是决定农村电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社会工作

可以链接资源促进数字资源的完善，通过提供社会服务拓展数字技术在农村电商中的应用。社会工作者

可以协助政府与运营商进行合作，以政策和奖励等方式引导运营商参与电商行业，促进信息传输系统的

建设和网络设施的普及，加快农村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社会工作者

整合协调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各种力量，为乡村发展提供更多爱心援助和公共资源支持[10]。 
社会工作者可以链接高校资源，通过与高校合作，为农村电商提高技术指导和人才支撑。例如，可

以建立农村电商实习基地，每年输送一批大学生参与实习，对更多农民网上创业和就业提供示范，为培

育和留住电商人才提供契机。 

5.4. 宣传教育，促进消费 

针对面临知识和数字鸿沟的人群，特别是那些可能对新技术感到陌生的年长群体，信息媒介类培训

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工作者要考虑到老年人的学习特点和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培训内容应该注重实用性

和易懂性。例如可以设计一系列针对性强的课程，如基础电脑操作、智能手机应用、网络购物指南等，

通过互动式、案例式的教学方法，让老年人能够轻松上手。除了培训，社会工作者可以引导鼓励电商平

台打造“银发专场”，专门针对银发群体推出适合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在专场的设计上采用更加简洁明

了的界面、放大字体、优化操作流程等措施，让银发群体能够轻松浏览和购买商品，推动老年人消费智

慧化、科技化。这不仅能满足银发群体的消费需求，还能有效拉动他们的线上消费，推动电商发展。 
对于参与农村电商的主体，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开办农村电子商务培训班，邀请电商企业负责人和讲

师对乡镇干部队伍进行电商知识讲解。搭建大学生助力农村电商发展的平台，鼓励学习电子商务和掌握

电子商务技能的大学生到农村开展志愿知识讲座，为农村居民提供培训。 
针对农村居民在网络消费上维权困难、缺乏维权意识等问题，社会工作者应加大消费教育宣传力度。

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消费维权知识宣传培训，采用更加灵活的宣传方式。为老年人、低学历、低收入者普

及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参与农村电商活动需要一定的资金，国家也给予农民在贷款方面的政策支持。

因此社会工作者可以加大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宣传，普及相关金融知识。同时对支付风险进行防范宣传，

促进农村电商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5.5. 村民能力建设，推动创新发展 

发展农村电商的根本目的是克服农民信息弱势，使农民可以直接对接大市场[11]。农村居民因为环境

和个人因素导致难以享受数字红利，因此提高数字技术普及率，加强数字教育，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

和技能势在必行[12]。 
电子商务平台能够保障产品上行下行，而居民自身的能力建设才是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社

会工作者针对农民和农业产业居民进行培训，使其掌握现代化农业尤其是电子商务方面的知识，成为既

能进行农业生产，又能进行电商运营的农村人才。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小组和社区活动协助农村居民在

闲暇时间学习通用的网络知识，掌握基本的网络操作技能。通过建立支持小组，构建互助网络，鼓励村

民相互之间进行帮扶。社会工作者在对农村居民进行数字教育时，也要提供相应的就业和创业支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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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他们的个人竞争力。可以通过定期的就业培训指导，到电商发展较好的典型农村参观学习经验，提升

他们的就业技能。 

6. 总结 

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都强调乡村振兴的目标是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更

是提出要发展现代化的农村大产业。实现现代化，就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电子商务正是提供

了一个数字技术的平台，促进工业品下乡，农产品上行，以及助推农村物流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农村社

会工作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定位和功能，能够发挥其引导者、协调者、教育者和资源连接者等

角色作用，推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基于当前农村电商的现状和困境，本文提出了社会工作如何在政

策倡导、资源链接、搭建协同平台、宣传教育以及村民能力建设等多个方面助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

建议，希望对未来农村电商的发展方向，以及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一些思考。 

参考文献 
[1] 王思斌. 中国式现代化新进程与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J]. 社会工作, 2023(1): 1-9+103. 

[2] 顾化杰. 增能发展人文关怀: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J]. 智慧农业导刊, 2023, 3(5): 149-152. 

[3] 汪鹏. 农村电商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路径探析——以江西省玉山县为例[J]. 甘肃农业, 2024(2): 66-72. 

[4] 游雅娟. 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现状、困境及完善路径[J]. 商业经济研究, 2024(3): 119-122. 

[5] 黎苗, 郭金勇. 农村电商扶贫的作用机理及脱贫促进机制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3, 34(8): 232-235. 

[6]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88-10829.html, 2024-03-10. 

[7] 中国消费者协会. 2022 年农村消费环境与相关问题调查报告[EB/OL].  
https://www.cca.org.cn/#/Detail?catalogId=475803785949253&contentType=article&contentId=526001663021125, 
2024-03-10. 

[8] 钱晓舒.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电商发展模式研究[J]. 中国储运, 2024(3): 173-174. 

[9] 陈涛, 徐其龙. 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模式研究——以北京市 Z 村为例[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4): 
73-77+149. 

[10] 宋金金, 刘霞. 对社会工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调研探析[J]. 村委主任, 2024(2): 236-238. 

[11] 汪向东. 衡量我国农村电子商务成败的根本标准[J]. 中国信息界, 2011(3): 5-7. 

[12] 杨文明, 朱家顺. 三问城乡数字鸿沟[N]. 人民日报, 2015-02-26(014).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256
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88-10829.html
https://www.cca.org.cn/#/Detail?catalogId=475803785949253&contentType=article&contentId=526001663021125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助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to Help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社会工作助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2.1. 促进剩余劳动力就业
	2.2. 缩小城乡差距
	2.3. 盘活农村市场，促进产业振兴
	2.4. 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的发展现状
	3.1. 农村电商规模不断扩大
	3.2. 物流体系逐渐完善
	3.3. 商业数字化改造不足

	4. 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困境
	4.1. 电子商务进农村面临知识和数字鸿沟
	4.2. 电子商务进农村物流配送成本较高
	4.3. 农村复合型电商人才缺失
	4.4. 农村居民缺乏主体和参与意识
	4.5. 农村居民电商消费动力不足

	5. 社会工作助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5.1. 政策倡导，发挥政策红利
	5.2. 搭建多方协同联动平台
	5.3. 链接资源，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
	5.4. 宣传教育，促进消费
	5.5. 村民能力建设，推动创新发展

	6. 总结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