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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人才需求的结构层次发生转变，需要更多复合型、应用型能力的人才。在此

背景下，教育数字化成为塑造农村电商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综合分析了教育数字化对农村电商人

才培养的机制及路径。教育数字化能够增强农村电商人才的内在推动力、提高其经营管理能力、培养其

创新精神和互联网思维、深化其对农产品及农村文化的认识。在培养机制上，教育数字化通过提高农村

电商人才的数字素养、增加其人力资本、降低交易费用培养农村电商人才。最后结合上述分析提出优化

路径，一是完善网络基础设施，支持教育数字化发展；二是营造教育数字化环境，注重农村电商人才培

养；三是结合农村电商人才需求，定制个性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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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the structural hierarchy of talent demand has 
shifted, necessitating talents with more comprehensive and applied capabilities. Against this back-
drop, digital education has become a crucial means to shape talents in rural e-commerce. This pa-
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of digital education in cultivating tal-
ents for rural e-commerce. Digital education enhances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rural e-commerce 
talents, improves their operational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nurtures their innovative spirit and 
internet thinking, and deepens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rural culture. In 
terms of cultivation mechanisms, digital education cultivates rural e-commerce talents by enhancing 
their digital literacy, increasing their human capital, and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optimization pathways are proposed: firstly, to improve network infra-
structure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ducation; secondly, to create a digit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focusing on the cultivation of rural e-commerce talents; thirdly, to tailor personal-
ized courses based on the demands of rural e-commerc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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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农村电商在中国迅速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企业数字化转型”

这一核心任务的驱动下，数据要素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源。一方面，人才需求的结构层次发生转变，传统

集中在销售、客户服务等领域的农村电商人才向经营管理类的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需求日益增加。另

一方面，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提高，要扎实走好电商助农之路，农村电商从业者本领仍需不断强化，增强

农户自身“造血”能力，培养农村电商创新、创业带头人，激发农村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

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1]。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论述：“教育数字

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2]，教育数字化是传统教育教学方

式与高新技术融合的产物，通过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对教育过程进行数字化处理，包括教育内容的数字化、

教育资源的数字化、教育活动的数字化，其被视为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手段，在育强农村电商人

才，提升农民创业就业内动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如何通过教育数字化和电商发展来满足社

会需求、促进经济发展在信息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应用，推动教育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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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新阶段[3]。一方面，学者们研究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因：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

视角来看，驱动因素包括宏观的政策驱动、中观的数据驱动以及微观的模式驱动[4]；李锋等(2022)则通

过研究梳理了文献核心概念，通过各级编码和归纳，得出数字技术革新、系统组织创新、人力发展是教

育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力[5]。另一方面，学者研究教育数字化在实践方面的应用：沈琼等(2024)为了

缓解小花楼织机技艺面临失传问题而选用基于 ARCS 动机理论的数字化教育方式，实验结果证明这种数

字化教育方式具有可行性和实践性[6]。苏岚岚和彭艳玲(2021)研究表明，数字化教育能够通过提高农民

数字素养进而对农民数字生活产生影响[7]。 
在农村电商人才研究方面，就供给侧而言，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导致农村青年的电商相

关教育培训相对不足.新型农业电子商务服务人才缺乏，对于计算机应用能力普遍不高[8]。在“数商兴农”

背景下，农村电商人才流失严重[9]。人才供应不足或人才流失可能阻碍电商生产效率的提高[10]。从需

求侧来说，随着电子商务产业链的不断延伸与扩展，传统的人才培养方式已经难以适应行业的变化[11]，
从能力需求来说，常健聪和王蓓(2019)基于双因子实证分析视角对农村电商人才胜任力进行评价，指出经

营管理能力是外在层面胜任力的核心要素，职业荣誉感、服务农村意识、对自己充满自信是农村电商人

才做好本职工作、完成其规定目标的内在推动力，而超前思维和创新精神、互联网思维、农产品及农村

文化认识是农村电商人才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关键支撑[12]。 
综合分析教育数字化和电商人才研究的相关文献，首先，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教育信息化进入了

数字化发展的新阶段。其次，学者们通过实践探索教育数字化的应用，数字化教育对农民数字素养和生

活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农村电商人才研究方面，供给侧面临教育资源匮乏和人才流失问题，而需求侧则

需要适应电子商务产业链延伸与扩展的挑战，发展多样化人才，提高农村电商人才的综合素质。针对电

商能力需求，需要重视经营管理能力、职业荣誉感、服务农村意识等方面，同时也需要培养超前思维和

创新精神、互联网思维等能力。 

3. 教育数字化赋能农村电商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3.1. 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绩效的重要来源[13]。随着社会整体人均受教育投资的增加

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教育对农村电商人才的影响愈发显著。数字化教育促进了劳动者的知识

储备、专业技能水平的提高，进而积累了更为丰富的人力资本。这种积累有助于满足农村电商行业对高

素质人才的需求，促进了农村电商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提升。教育数字化推动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

进而优化了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源配置水平。通过数字化教育，农村电商人才更容易获取行业前沿知识，

提高自身适应行业变革和创新的能力。这对于农村电商行业从传统模式向高端发展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智

力支撑。通过数字化教育，农村电商人才能够更好地掌握创新型技能和知识，从而有效带动整个行业向

更高端、更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3.2. 教育数字化赋能农村电商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教育数字化能够增强农村电商人才的内在推动力。一方面，教育资源的数字化通过在线辅导和导师

指导为个体提供在线辅导和指导，不仅提供了知识和技能培训，也注重培养农村电商人才对自己的充分

自信和职业荣誉感。另一方面，通过平台互动，鼓励农村电商人才分享经验、互相激励，提升服务农村

意识和内在成就感，激发农村电商人才继续留在电商行业积极发展的内在动力。 
教育数字化有利于提高农村电商人才的经营管理能力。一方面，教育资源的数字化意味着学习材料、

教材、案例分析、模拟软件等可以被数字化并广泛分享，这有助于促进农村电商人才关于经营管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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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积累和传播。另一方面，教育过程的数字化则弥补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打破传统时空

局限。通过在线学习平台、模拟商业环境等，农村电商人才能够获取更为丰富和具有实践性的教育体验，

为营销策略、供应链管理和电商运营等相关职业能力提升提供了便利。 
教育数字化有利于培养农村电商人才的创新精神和互联网思维。首先，教育环境的数字化提供了更

加开放和包容的学习氛围，通过线上平台分享、沟通、交流，以及各种在线合作项目、案例分析和实践

经验分享，农村电商人才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和思路，和其他从业者的互动也有利于农村电商人才自发性

地培养创新思维和互联网思维。另一方面，教育资源的数字化会主动向农村电商人才输出关于创新思维

和互联网思维，开发相关的数字化教育课程，帮助农村电商人才理解并应用先进的技术和思维方式。 
教育数字化有利于农村电商人才深化对农产品及农村文化认识。一则教育资源的数字化可以提供丰

富的农产品及农村文化知识，帮助农村电商人才深入了解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提升其在

农村电商平台上对农产品的推广和销售能力。二则提供各种数字化农产品及农村文化的课程内容，通过

在线课程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形式，加强农村电商人才对农村文化的认知，激发其对于农村发展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4. 教育数字化赋能农村电商人才培养的内在机制 

教育数字化通过提高数字素养培养农村电商人才。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意愿和程度具有显著促

进效应，提高数字素养能够增加农户的风险控制认知、电商收益认知和可行性认知[14]。教育数字化通过

在线学习平台和数字化教育资源，使农村电商人才能够掌握数字技术和工具的应用，提高其在数字化营

销、数据分析、电子商务平台操作等方面的能力，增加其对电子商务的相关风险及收益认知。数字素养

的提高使农村电商人才能更好地适应数字化商业环境的要求，并能够更高效地利用数字化工具进行业务

运营和管理。 
教育数字化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培养农村电商人才。企业发展转型过程中，人不再是简单的“生产成

本”，将人视为资源和资本投入要素，强化人力资本管理，充分发挥人的创新创造精神。教育数字化促

进了农村电商人才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的提升，进而积累了更为丰富的人力资本。通过在线辅导、导

师指导以及实践经验分享等形式，农村电商人才能够不断学习和成长，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价值，从而

更好地满足电商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教育数字化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培养农村电商人才。传统教育模式下，学习和培训的成本包括时间、

地点和经济方面的投入。教育数字化通过提供在线学习平台和资源的共享，降低了农村电商人才获取知

识和技能的成本。通过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数字教育环境，打破了教育资源的时

空、地域局限，通过网络随时随地获取所需的教育资源，节省了传统教育模式下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从

而更加便利地进行学习和培训。 

5. 教育数字化赋能农村电商人才培养的优化路径 

5.1. 完善基础网络设施建设，支持教育数字化发展 

在教育数字化的背景下，基础网络设施建设是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和高效利用的关键，只有全面、稳

定、高速的网络覆盖，才能为教育数字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一是提升网络覆盖率。一方面，政府和相

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络基础设施的投入，确保这些地区也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网络

服务。另一方面采用先进通信技术，如 5G 等，提升网络速度和稳定性，为教育数字化提供良好的网络

支持；二是普及数字化设备。推动数字化设备的普及，包括个人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让更多

人能够方便地接入教育数字化平台，获取学习资源。三是保障数据安全。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确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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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平台的数据安全，防止个人隐私泄露和信息泄露的风险，增强用户信心。 

5.2. 营造好教育数字化环境，注重电商人才的培养 

良好的教育数字化环境是培养农村电商人才的重要保障，它涵盖了教育资源、教学模式、评估体系

等多个方面。一是丰富教育资源。建设开放共享的教育数字化资源库，包括课件、教学视频、模拟实验

等，供学生和教师免费使用，丰富学习内容，提高教学效果。二是建立弹性学习模式。培养灵活多样的

学习模式，包括同步在线课堂、异步学习、混合式教学等，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学习效率和

质量。三是提供个性化教学服务。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学习

推荐和辅导服务，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和技能。 

5.3. 结合实际电商人才需求，实现课程个性化定制 

电商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才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农村电商人才的培养应该与实际需求相

结合，注重培养农村电商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一是设置行业导向课程。设计符合电商行业发展

趋势的课程内容，涵盖电商平台运营、市场营销、物流管理、数据分析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培养电商

人才全面的电商能力。二是提供实践性教学项目。返乡创业者以及大学生毕业群体，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组织其参与电商项目实践，通过模拟运营、实地调研等方式，锻炼其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是与企业合作提供实习机会。大学生常常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尤其是农村学子，其视野受限，难

以打破阶层局限。与电商企业合作，为大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让他们能够接触到真实的电商业务，

了解行业内部运作和需求，对农村学子来说，也是开阔视野的机会，为将来的就业做好准备。 

6. 结语 

教育数字化不仅仅是提升个体能力的教育手段，更是推动农村电商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可持

续性的重要路径之一。教育数字化能够提升农村电商人才的数字素养、人力资本和降低交易费用，进而

有效增强农村电商人才的内在推动力、提高其经营管理能力、培养其创新精神和互联网思维、深化其对

农产品及农村文化的认识。最后，本文提出完善网络基础设施、营造教育数字化环境和定制个性化课程

等优化路径，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高农村电商人才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推动农村经济数字化发

展取得更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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