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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是我国当前的重要战略之一，旨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和

农产品电商作为两大重要力量，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发展农产品电商，是建设农村现

代流通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优质优价，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一方面，推动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在社会调研、社会组织、社会活动、社会教育、社

会记录、社会宣传等方面，其可发挥方法提供、能力建设、教育辅导、精神感召、资源引进等功能，助力

乡村振兴。当农产品电商与社会工作两者结合时，可以产生强大的协同效应，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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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trategies in China at present, aiming to pro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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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is process, social work and agri-
cultural e-commerce play irreplaceable roles as two major forces. On the one hand, developing ag-
ricultural e-commerc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build a modern rural circulation system, which 
helps promot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rove 
quality and price competitiveness, drive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nhance effi-
ciency and increase income for farmers. On the other hand, promo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work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 provide methods of support, capacity building, education guid-
ance, spiritual inspiration, and resource introduction in aspects such as social research, organiza-
tions, activities, education records propaganda, etc., thus contributing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When agricultural e-commerce combines with social work together, it can generate strong syner-
gistic effects providing powerful suppor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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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农村电商已成为助推“三农”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的强劲动力。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发布的《2023 年上半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发展报告》[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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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是“数商兴农”的重要渠道之一，农村电商以网络数据、媒体传播、

信息共享等数字化技术为支撑，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社会工作参与到乡村振兴中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社会工作通过志愿合作，进一步推动底层农民凭

借内生力量自力更生改善生计，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发挥农民自主性；通过专业实践，推动乡村生

计发展与社会文化生态资产建设，逐步增强农民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最终依靠集体的力量实现生活富

裕、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目标。 
农村电商是“数商兴农”的重要实现途径，社会工作是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助力者，在乡村振

兴的大背景下，社会工作与农村电商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工作旨在运用专业方法帮助有困难的群

体解决其基本生存问题，而农村电商则通过电子化和数字化手段促进农产品的销售，提高农民收入。两

者的合作能够优势互补，共同推动乡村振兴。 

2. 社会工作 + 农产品电商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2.1. 社会工作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2]提出要“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

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推动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置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

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等方式，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以及困境儿童提供关爱服务”。

相关政策的出台，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也为社会工作更好地发挥专业优

势、融入乡村振兴提供了契机[3]。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在专业属性、价值理念、实践方式等多方面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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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性、一致性。 
乡村振兴的重点是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五大振兴，社会工作可以

发挥专业理念优势，运用专业方法介入五大振兴领域。在产业振兴方面，社会工作可以帮助培育和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广多样性的营销方式，助推农民增收致富[4]。在人才振兴方面，社工作为一支专

业人才进驻乡村实践场域，本身就是汇聚乡村人才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可以带动本土社工人才的发掘和

培育。在文化振兴方面，社会工作可以协助开展各具特色的村落保护，挖掘、传承、创新乡村文化，尤

其是延展“文化+”的文旅产业，发展本土化的乡村文化社会工作。在生态振兴方面，借鉴德国等国家和

地区的生态社会工作经验，如何提升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的能力和拓展“生态+”的通道，是生态社会

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组织振兴方面，社会工作可以在帮助提升村“两委”组织领导能力，培育发展

村庄自组织，因需引入外界慈善公益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2. 农产品电商赋能乡村振兴 

根据商务大数据监测，2023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比 2014 年增

长近 13 倍；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5870.3 亿元，同比增长 12.5%，约是 2014 年的 5 倍。2024 年 3 月，

商务部等 9 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用 5
年时间，基本建成设施完善、主体活跃、流通顺畅、服务高效的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在全国培育 100 个

左右农村电商“领跑县”，电商对农村产业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培育 1000 家左右县域数字流通龙头

企业，传统商贸流通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取得阶段性进展；打造 1000 个左右县域直播电商

基地，直播电商应用水平进一步提升；培育 10,000 名左右农村电商带头人，农村电商就业创业带动能力

进一步提高[5]。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加快

贯通县乡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引导农村电商与乡村特色产业协同发展，助力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 

2.3. 社会工作 + 农产品电商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社会工作 + 农产品电商，在此模式下，可以产生强大的协同效应，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支持。通

过资源整合、人才培养、组织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可以共同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乡村振

兴的目标。 
首先，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其资源整合和协调的能力，为农产品电商提供有力的支持。例如，社会工

作可以协调政府资源，为农产品电商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帮助；可以协调社会资源，

为农产品电商提供人才培训、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支持。其次，农产品电商可以通过其线上平台的优势，

为社会工作提供更加广阔的服务空间。例如，农产品电商可以为社会工作提供更多的销售渠道和市场信

息，帮助社会工作更好地推广乡村产品和服务；同时，农产品电商还可以为社会工作提供更多的就业机

会和创业机会，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3. 社会工作介入农产品电商的意义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的助人活动，介入农产品电商过程中，能够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

差距、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品牌建设、优化农村供应链与增加生活消费便利等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 

3.1.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农村电商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一新兴产业的

崛起，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农产品的销售模式，更为农村居民打开了新的就业和增收渠道。电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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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在近年来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接触到并参与到电商的行列中，享受到了互联网带

来的便利和实惠。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工作的介入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工作不仅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更有着深入农村、了解农民需求的独特优势。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努力，可以进一步挖掘农村市场的消费

潜力，帮助农民更好地适应电商模式，提高农产品的销售额和附加值。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开展培训和

教育活动，提高农民对电商的认识和操作技能，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电商平台或利用现有平台销售农产

品。其次，社会工作者可以协助农民进行市场调研和产品定位，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喜好调整产品结

构和营销策略。此外，社会工作者还可以帮助农民建立合作社或联合体，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

高整体竞争力。 
在推动农村电商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作用不仅限于技术支持和市场推广。更重要的是，他

们可以成为农民与政府、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促进各方之间的沟通和合作。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

可以推动农村电商产业的健康发展，为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3.2. 缩小城乡经济与文化差距 

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农村电商作为一股新兴力量，正在逐步改变着农村经济的面貌。然而，

受限于资源、技术和信息的不对称，农村居民在电商领域的参与度和发展水平往往滞后于城市居民。为

了弥补这一差距，助力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社会工作的介入显得尤为关键和重要。社会工作可以通

过政策倡导和资源整合，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社会工作者可以与政府部门、电商平台、金

融机构等多方合作，共同制定有利于农村电商发展的政策措施，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金融支持等，

从而降低农村电商的运营成本，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培训和教育的形式，提高农村居

民的电商技能和素质。针对农村居民普遍缺乏电商知识和技能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可以组织开展各种形

式的培训和教育活动，如电商基础知识培训、网络营销技巧培训、物流配送管理等。这些培训活动不仅

可以帮助农民掌握电商技能，还能提高他们的创业意识和创新能力，从而在农村电商领域找到更多的就

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随着农村电商的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将被创造出来。这些就业机会不仅局限于电商

平台的运营和管理，还包括物流配送、农产品加工、网络营销等多个领域。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以引导农

民积极参与这些领域的工作，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工作在助力农村电

商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能够逐步缩小城乡居民在经济层面的差距。通过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

会和收入来源，社会工作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局面，逐渐实现与城市居民的经济平等和共享

发展。这将有助于推动城乡经济的均衡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农村居民普遍学历较低，缺

乏知识，往往错失社会发展的红利和机遇。社会工作介入农产品电商，可以提高农民的互联网意识，帮

助他们更好地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缩小城乡之间的信息文化差距。 

3.3. 推动农业与农民现代化发展 

电子商务平台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农民能够直接面对市场，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这种

直接的市场反馈机制，让农民能够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和品种选择，实现农产品的精准生产和销售。同时，

电子商务平台还为农民提供了丰富的市场信息和数据分析工具，帮助他们更好地把握市场动态，做出科

学的决策。除了销售渠道的拓展和市场信息的获取外，电子商务平台还为农民带来了现代化的经营理念

和技术支持。这些平台通过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模式，引导农民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

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例如，通过引入智能农业技术，农民可以实现精准施肥、灌溉和病虫害

防治，减少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通过引入农产品追溯系统，消费者可以了解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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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信息，提高农产品的信誉度和市场竞争力。 
然而，由于农民普遍缺乏现代化的经营理念和技术知识，他们在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农产品销售

时往往面临诸多困难。这时，社会工作的介入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组织培训、讲座等形

式，向农民传授现代化的经营理念和技术知识，帮助他们更好地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农产品销售。同

时，社会工作者还可以与电商平台合作，为农民提供定制化的服务支持，如市场分析、营销策略制定等，

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总之，电子商务平台对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以进一步发挥电子商务

平台在农业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引导农民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

量，推动农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3.4. 优化农村供应链与增加生活消费便利 

在传统的农产品供应链中，农产品往往需要经过多个中间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的转手，这不仅增加

了农产品的流通成本，还可能导致农产品的新鲜度和品质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受到损失。而通过电子商

务平台，农民可以直接与下游企业如加工企业、餐饮企业、零售企业等进行对接，实现农产品的快速销

售和配送。这种直接对接的方式不仅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流通成本，还保证了农产品的新鲜度和品

质，提高了消费者的满意度。 
然而，农民在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农产品销售时，往往面临与供应链各环节合作与协调的难题。

这时，社会工作的介入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工作者可以发挥其在资源整合、沟通协调方面的专业优势，

提供信息支持、指导培训、搭建合作平台和调和利益关系等服务，帮助农民更好地与供应链各环节进行

合作与协调。 
电子商务的发展可以让农村的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跟城里人一样的便利，购买优质优价的商

品。社会工作介入农产品电商，可以推动农村电商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提高农村消费者的生活质量。

以抖音乡村计划为例，该计划通过新媒体产业优势，依托抖音、今日头条等数字平台，实施“山货上头

条”等助农项目，成功将有特色、高品质的“山货”带出乡村，实现了农产品的销量翻番。这一案例充

分证明了社会工作介入农产品电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5]。 
综上所述，应进一步加强对农产品电商的社会工作介入力度，推动农产品电商的健康发展。 

4. 社会工作介入农产品电商的路径探析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助力困难群体全方面发展，离不开农村电商这一平台与媒介，同时，农村电

商物流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社会工作的支持和助力，加强农村电商物流与社会工作服务的融合，促进乡村

的发展。社会工作者可以利用专业优势，在明确目标与定位的前提下，从社区服务、人才建设、绿色物

流、社会参与和政策支持等多个方面介入农村电商物流，促进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农民的

经济收益和社会福利，推动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 

4.1. 明确目标与定位 

《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为农村电商未来五年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旨在

促进其数字化转型与升级[5]。与此同时，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要“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

特别指出要加强县域电商直播基地的建设，推动乡村特色产品的网络销售[6]。农村电商，作为信息技术

与农村经济的深度融合的产物，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下，农村电商正以其独特

的优势，助力乡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电商平台，农产品得以突破地域限制，实现产销的无缝对

接，极大地提升了农民收入，丰富了农村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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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这门专业从产生起，就始终致力于为社会上的困弱群体、边缘群体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运

用各种学科知识、技能和方法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实现社会环境的稳定、社会关系的融洽、社会地位的

平等、社会心理的健康、社会生活的和睦，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 
因此，社会工作在介入农产品电商时，首先需要明确介入的目标和定位。这包括确定介入的农产品

种类、目标市场、消费群体等，以及希望通过电商实现的农产品销售增长、农民增收等具体目标。 

4.2. 社会工作介入农产品电商的路径 

1) 建立农村社区电商物流服务中心。在农村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和信息不畅等原因，物流服务比较

薄弱，造成了农产品上行困难和物流成本高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工作者协助物流企业和农

民建立农村社区电商物流服务中心，通过自主合作和互助，提高物流服务水平，促进农产品的流通和销

售。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可以展开的服务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咨询。社会工作者为农民提供电商和

物流咨询，如社工可以帮助农民获取有关物流服务的信息，并向他们提供有关物流方面的咨询服务，帮

助农民了解物流行业的规则和标准，做出更好的决策。二是培训。为农民提供物流知识培训，让他们了

解物流的重要性和如何运用物流知识来提高运作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等，提高农民的电商素养和

经营能力，并针对农民信息化程度低，开展信息技术的培训，提升获取信息的能力。三是支持农民开展

电商业务，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和物流配送，社工可以提供电商运营和管理方面的支持，包括商品展示、

价格管理、库存管理、订单处理和物流配送等。四是加强沟通与协作，社工可以帮助物流企业和消费者

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了解消费者需求和意见，保障农民权益，确保物流公司负责处理货物损坏或丢失

的问题，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加强企业和社区的互动和合作，建立和谐的社区氛围，增强企业社区参

与和社区共建意愿，推动社会工作的开展。 
2) 建设物流人才，加强教育与培训。物流专业人才的知识能够优化物流工作流程，降低物流成本，

提高物流效率；物流专业人才能够根据市场需求，针对农村物流行业的特点和问题，进行技术创新和应

用，推动农村物流技术的发展和升级，为农村物流行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由此可见，人才的重要性。

工资和福利待遇较低、工作环境较差、发展空间有限等却让人才流失，社会工作者要利用专业优势帮助

物流企业留住人才。在物流员工需要服务时，社会工作者可对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评估，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个案和小组开展相应服务，主要的服务措施有：一是针对员工的负面情绪进行心理辅导，社工

利用心理咨询和支持的专业技能，帮助员工排解工作压力和情绪问题，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忠诚度；

二是员工的角色关系调节，社工利用处理人际关系的专业技能，帮助协调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关系，解

决员工之间的矛盾，提高员工之间的沟通和协作能力，从而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员工归属感。三是提高待

遇和保障权益，社工可以对物流企业的薪酬制度进行分析和评估，提出建议并帮助企业优化薪酬制度，

确保员工获得合理的薪酬待遇；积极关注物流员工的职业福利问题和实际困难；社工协助企业确保合同

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并协助员工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社工可以为员工提供职业发展咨询和支持，帮

助员工提高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从而提高员工的竞争力。四是社工帮助企业与高校的合作，建立实践

实训基地，有针对性地培训符合农村电商物流的高素质人才。五是提升员工的服务质量，社工可以对员

工进行培训或者通过链接资源进行培训，培训物流业务知识、沟通技巧、服务意识、安全知识和团队协

作能力等。 
3) 推动政策发展，争取正式支持。社工根据实际情况协助政府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农村电商物流可持

续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加强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铺设农村物流配送网络、促进电商物流企业的

创新和发展、推进农村物流企业完善冷链物流体系、支持农产品电商出口等，为农村电商物流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867


王群英 
 

 

DOI: 10.12677/ecl.2024.133867 7037 电子商务评论 
 

4) 促进农产品电商与农村社区发展相结合。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一种，也是社会工作的三大传统

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之一。它既是一项事业，也是一个专业、一门艺术。社区工作面对

的是整个社区的居民，要求通过专业的技巧和方法对社区事务和人际关系进行有效有序的协调，使社区

保持健康的状态和良性发展。社区工作者运用组织动员手段来协助居民认识社区的整体需要和目标，通

过计划方案和专门机构协调、整合社区成员、团体或机构，挖掘利用社区内外资源，满足社区需要、实

现社区目标，以适应社会变迁。通过社区工作的方法与在社区这个实务领域，与社区居民建立联系，了

解他们的需求和偏好，为农产品电商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组织村民参与团体活动，如农产品电

商团购等，增强团体凝聚力和归属感，同时提高农产品的销售量和知名度。 
通过以上路径的探析和实施，社会工作可以有效地介入农产品电商领域，为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提供

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推动农产品电商的健康发展并带动农民增收。 

5. 结语 

社会工作是一门不断发展、自我革新、与时俱进的专业，社会工作作为舶来品，专业化、本土化是

对其基本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学者提出社会工作“新本土化”，即专业社会工作在以往本土化的

基础上，进一步认识社会工作发挥作用的制度–结构条件及文化特征，了解社会问题的解决逻辑，增强

自己的知识和专业能力，并吸收本土社会服务的经验，进而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行动和过程[7]。乡村振

兴背景下，社会工作积极介入农产品电商发展，在宏观层面上，能够为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注入新动能、

打造新平台、拓展新空间；在微观层面，能够促进专业发展，实现社会工作“新本土化”；同时促进农

产品电商的高质量发展，更符合农村当地实际、农民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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