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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时代下电子商务迅速发展，带动了“线上”经济的繁荣，因其准入门槛低、工作地点和时间具有

方便性、灵活性等特点，处于就业弱势一端的残疾人群体广泛涌入该行业之中。残疾人从事电商直播虽

然具有政府政策扶持的优势，但也存在市场竞争力大、助残直播产业链不完整、残疾人电商直播技能不

足等问题。本文通过对残疾人电商直播就业的现状进行分析，针对残疾人电商直播就业遇到的问题分别

从“线上、线下”两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促进残疾人电商直播就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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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 the Internet era has led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online” 
economy. Due to its low access threshold, convenience and flexibility in working place and tim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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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bled groups at the weak end of employment have flooded into the industry. Although disabled 
people have the advantage of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in engaging in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high market competitiveness, incomplete live streaming industry 
chain for disabled people, and lack of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skills for disabled peop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sabled people’s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employment,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rom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aspects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disabled people’s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employ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sabled people’s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employment. 

 
Keywords 
Disabled,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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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电商直播行业的蓬勃兴起使残疾人电商直播就业逐渐形成一种新兴的就业

形态。残疾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在就业方面因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常因社会公众歧视和偏见的影响而

成为就业弱势方，而电商直播作为人们普遍接触到的行业，具有准入门槛低、灵活性、创新性和可获得

性等特点，拓展了残疾人居家就业增收的新途径。政府为促进残疾人通过电商途径实现就业创业，出台

扶持政策鼓励残疾人加入电商行业，积极打造互联网 + 电商创业模式。残疾人群体也具有较强烈的就业

意愿，想要通过电商直播创业就业增加家庭收入、实现自身社会价值[1]。学者通过系列案例分析肯定了

数字经济对残疾人就业的积极影响，认为通过互联网平台就业可以突破残疾人身体状况限制，通过技术

赋能让残疾人重新获得劳动能力[2]。但是电商直播行业信息更迭速度较快，传统的电商直播知识和形式

很难满足市场需求，容易被市场淘汰；加之行业竞争力大，除残疾人之外，更多的健康人群也在同一电

商直播行业平台内进行竞争，凭借残疾人自身的能力和知识储备很难实现助残电商直播的可持续性发展。

有学者指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应理顺“一核多元”的支持主体系统，“一核”指政府作为就业创业的

核心支持主体，“多元”指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家庭等正式与非正式支持主体的共同协作[3]。因此，

在政府主导和支持下多企业共同合作建立线下助残基地、打造线上助残直播平台以及孵化残疾人直播品

牌增强残疾人电商直播竞争力至关重要。 

2. 残疾人电商直播就业的现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看到了通过电商直播进行就业的可能

性，电商直播就业成为残疾人就业创业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之一，但同时也面临着众多挑战。 

2.1. 残疾人电商就业现状 

从目前已有学者对残疾人电商直播就业的研究内容来看，首先是对电商平台为残疾人带来就业机会

增长的分析。Mueser 等指出非实体就业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方面较其他就业方式更有吸引力，有助于降低

他人对残障者的歧视[4]。电商直播为残疾人提供了新的就业途径，打破了传统就业的物理障碍，为他们

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实现经济独立的平台；通过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和空间，降低了残疾人就业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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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电商直播对残疾人所带来的技能提升与自我赋能进行了分析。刘宝臣等通过系列案例分析，认

为互联网平台就业可突破残疾人身体状况限制，技术赋能可让残疾人重获劳动能力[2]。残疾人通过参与

电商直播可以学习与人交流及产品介绍表达等营销技能，不仅可提高其就业能力，也可增强其自我价值

感和自信心；此外，学者们分析了如何提供在线教育和培训机会，促进残疾人职业发展和能力提升。再

次，在技术与无障碍环境方面，现有研究关注无障碍技术在残疾人电商直播中的应用，探讨了如何有效

利用大数据为残疾人提供个性化服务内容。最后是社会支持和政策环境，已有研究强调了政策支持和社

会环境对残疾人电商直播的重要性，并对如何通过社区支持、行业合作等方式构建支持残疾人电商直播

就业的生态系统。Herminder 等通过实验方式对比扶持性就业转为支持性就业的实际情况和随机变量控制

实验下残疾人参与不同产业就业的就业情况的研究显示，支持性就业对于提高残疾人的就业率有明显成

效[5]。朱健刚等通过对整合型社会企业的案例分析，也认为应当企业、市场、政府和社会多方协同合作，

构建多元的残疾人就业支持环境[6]。同时现有研究也提出了残疾人电商直播就业面临的一些挑战，如技

术门槛、社会认知偏见、缺乏专业培训和指导等，并探讨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如建立更加完善的培训体

系、加强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提供更多资源和支持等。 
国外学者对残疾人利用网络进行就业的研究要早于国内，其研究多基于探寻互联网为残疾人就业带

来的机遇、就业的法律法规和工作环境、教育、家庭等各类影响残疾人就业的因素等内容；我国学者多

基于我国国情对残疾人利用互联网进行就业进行分析，通过剖析政府、社会、个人等多个方面背后的原

因，从而研究出促进残疾人互联网就业的有效举措。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残疾人通过电商就业的短期

成效，但对于其长期影响以及该种就业模式的可持续性的研究尚有不足。 

2.2. 残疾人电商直播就业的优势和挑战 

2.2.1. 残疾人电商直播就业的优势 
政策扶持。在《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中要求头部平台、电商等新就业形态

企业对接残疾人就业需求，开发定向招聘残疾人的工作岗位。我国各省市残联制定实施了对残疾人从事

电商行业的多重优惠政策，如给予从事电商行业的残疾人进行免费知识培训、开展电商直播培训活动、

对残疾人电商就业给予资金奖励、创业给予贷款优惠等，为残疾人从事电商就业创业给予了政策和资金

方面的扶持。 
价值感提升。残疾人群体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其收入较低或无稳定收入是常态，生活来源部分依靠

政府的救助津贴，部分依靠家庭资助，就业权益和社会参与不能够得到充分保障。长期的无业状态导致

其对自我价值评价较低，往往认为自己是家庭的负担，心理较为敏感。参与电商直播这一途径就业可打

破因身体条件带来的就业屏障，通过直播带货而带来的收益和流量是提升残疾人效能感的直接方式，掌

握直播带货的技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提升。 

2.2.2. 残疾人电商直播就业的挑战 
残疾人电商直播就业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技术、经济、人力、社会网络和心理资源的获取和利用

上。资源动员理论关注个体或组织在社会运动中如何获取和利用资源以达成目标，最初由美国社会学家

Mayer Zald 和 John McCarthy 在 1970 年提出，在残疾人电商直播就业这一领域中，该理论强调了资源的

获取和有效利用对于残疾人实现可持续就业的关键作用，包括技术资源获取、经济资源限制、专业人力

资源的短缺、社会网络资源的局限以及心理资源的挑战。 
在技术资源获取方面，电商直播依赖互联网技术，包括直播平台、网络设备、辅助技术等，残疾人

电商直播就业面临技术资源获取障碍，包括适合的辅助技术和设备，如专为视力或听力障碍设计的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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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软件，以及网络连接不稳定等问题，这些技术障碍直接影响了残疾人参与电商直播的能力和效率。

在经济资源限制方面，对于残疾人来说，创业资金、运营成本对于其可持续就业至关重要，资金获取困

难将限制其业务扩展。在人力资源方面，残疾人缺乏电商直播所需的技能培训，缺乏团队支持和行业导

师的指导，必备技能的短缺限制了残疾人直播效率和效果的呈现[7]。在社会网络资源方面，社会网络资

源对于电商直播的成功至关重要，包括粉丝群体、行业联系等，残疾人面临着构建和维护社会网络的挑

战，如缺乏有效的社会技能或社会偏见导致的社交障碍[8]，影响直播的观众数量和产品销售。最后是心

理资源挑战，电商直播的高压环境和观众反馈可能对残疾人心理造成影响，缺乏心理支持和应对策略将

影响其持续就业的动力和能力。通过资源动员理论，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残疾人电商就业如何通过资源的

获取、整合和分配，实现长期稳定的就业目标以及产生社会影响。 

3. 残疾人电商直播就业存在的问题 

3.1. 助残直播产业链不完整 

目前市场缺乏完整的助残直播产业链。社会上现有电商直播助残就业资源较为零散，在专业人力资

源的培养上，政府对残疾人所提供的直播知识和技术培训课程与残疾人实践操作存在断节现象，残疾人

进行直播培训后，多数人往往因缺乏技术资源、社会网络资源或受经济资源的限制，凭借个体能力不能

够实现长期稳定就业，受社会偏见也较难应聘专业直播岗位，缺乏专业助残直播平台供其进行实践从而

帮助残疾人就业。残疾人对政府所资助的助残资金利用不充分，市场助残产业链不完整，各方助残资源

不连通，消费者信任度、关注度较低等问题都影响着残疾人通过电商实现稳定就业。 
在直播产品供应链方面，残疾人进入电商直播带货首先面对的是供货问题。以现有最受欢迎的带货

平台“抖音”为例，带货主播多为大流量网红和明星，他们的货源与各大品牌商进行合作，从售卖出的

货物中抽取提成，因其以众多粉丝为基础，直播流量效益大，货源多是品牌商主动与其洽谈。对于残疾

人来说，这一优势便不存在。如若自己没有售卖的手工产品或是农特产品，则需要自己寻找货源进行直

播售卖，传统方式在 1688 网站选货进行分销的方式已经不适合现在直播带货的快节奏时代。想找寻质量

好、受大众欢迎、价格实惠的货源便显得困难，因此对于分销产品的来源对于残疾人来说便成为其电商

直播就业的阻碍因素之一。其次在专业助残直播平台缺乏问题方面，助残流量短缺。直播带货的成败最

关键的是直播间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能够吸引潜在客户进入直播间内观看直播并下单[9]。直播平台对

于新人直播间会给予一定的流量加持，但是否能够将流动流量转化为固定流量对残疾人来说则较为困难。

在已有的电商直播培训活动中其内容比较单一和基础，如介绍电商平台、学习直播中讲解产品，但是却

没有对如何获取粉丝即获取潜在客户进行教学，如果不能迎合大众的消费喜好，引起观众对直播的观看

欲望，那么将很难留住潜在顾客，商品也很难卖出。平台流量加持期较短，需要主播不断充值进行购买，

对于残疾人来说平台流量的稳定性也是其是否能够可持续性通过电商直播就业的因素之一。 

3.2. 市场竞争力不足 

残疾人在直播行业面对的市场竞争力要更大。随着各行各业的涌入，电商直播市场已经接近饱和状

态，如若没有一定数量的粉丝做基础，很难能够在直播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残疾人直播因其自身具备一

定的特殊性和故事经历，一定程度上能够吸引一批粉丝观看，但是面对众多网红、明星、才艺主播的直

播市场却很难能够走进观众的视野。主流平台虽然使用用户较多、数据流量大，但市场竞争力也大，主

播数量众多，没有平台助推和流量加持则较难被观众和爱心助残人士发现，同样爱心助残人士也难以在

众多主播中辨别真伪进行商品购买。其次，残疾人对顾客需求趋势的捕捉能力较弱，面对市场信息的快

速更迭难以快速应对，对于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不能够及时调整直播模式，在直播带活动的市场中难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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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竞争力。 
此外，残疾人可能面临获取资金、技术设备、专业培训等资源的障碍，如受经济条件限制，其无法

购买高质量直播设备和无障碍直播设备，资源获取不平等及分配不公平也削弱了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对于视力、听力、行动不便等不同残疾类型，直播中也可能遇到特定技术障碍，如视力障碍难以操作标

准的直播界面，而缺乏合适的辅助技术和设备等专业技术设备缺乏问题会进一步限制其直播表现和市场

竞争力。与健康主播相比，残疾人主播在个人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等方面面临更多挑战，缺乏有效营销

策略和资源，难以在竞争激烈的电商直播市场中脱颖而出。 

3.3. 残疾人电商直播技能欠缺 

电商直播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要求，而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因受其生理或是心理层面的限制往

往较低，对互联网知识的学习和接触机会较少，在电商直播知识储备和技能训练方面略显不足。在直播

过程中，前期需要选品、对商品进行介绍梳理，根据观众反馈及时回应，商品链接的添加、后台数据的

分析等皆需要一定时间的培训和锻炼，仅靠个人的能力很难能够完整进行电商直播运营，需要整个团队

的配合。而现有针对残疾人电商直播知识培训活动尚未触及该方面技能的培训及整个直播团队的组建。

残疾人电商人才的培训需要长期性开展，目前的培训活动仅处于整个电商直播产业链的一环节，如若不

能够对培训活动内容和周期进行调整，则较难培养出具备电子商务必备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的电商人才。 

4. 残疾人电商直播就业的对策分析 

4.1. 打造“线下”助残直播基地，建立助残产业链 

针对残疾人从事电商直播就业过程中所遇到的货品供应链不稳定、缺乏专业助残直播平台等导致电

商直播就业不可持续的问题，关键原因之一是残疾人个体从事电商直播无经验、缺资源、非专业性，面

临各种挑战使其难以长远发展。因此，可建立专业助残直播基地，以政府为主导，积极链接、整合多方

资源，各方企业和单位共同协作打造一整条专业助残产业链[10]。 
以公私合作为基地运营模式，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私营企业共同参与，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援

助，非营利组织提供专业服务，企业提供市场资源和就业机会。在资金来源方面，线下助残直播基地的

打造可积极利用政府助残就业政策，承接政府社会助残购买服务项目作为启动资金，政府可为其提供运

营补贴、税收减免等支持，鼓励基地的建设和运营；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可以为基地提供资金支持，

用于基地建设和残疾人主播的培训和就业；争取企业赞助基地项目、活动和设备，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

一部分，可同时获得品牌曝光和社会影响力；最后是收入再投资，通过电商直播产生的收入，可以部分

用于基地的运营和扩张，形成可持续的收入循环。 
助残直播基地可将技能培训、就业孵化、资源对接、无障碍环境和社会支持网络等功能进行整合打

造。技能培训为残疾人提供全面可持续性的电商直播培训，提升残疾人的专业能力和技巧。就业孵化则

为残疾人提供实践机会，运用平台专业助残直播账号帮助残疾人将培训中所学习的内容进行实践训练。

资源对接则将资金、人力、技术等资源进行整合和分配，为残疾人主播提供产品供应链支持和市场推广，

并根据不同类型疾人的特征和能力设计适合的直播内容。基地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设施，确保所有残疾

人包括行动不便、视力和听力障碍者都能够方便地访问和使用基地资源。社会支持网络服务是构建政府

牵头、非营利组织、企业、教育机构等在内的社会支持网络，为残疾人主播提供政策指导、资金援助和

心理支持等服务。 
目前，多个城市对在助残直播基地的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但还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形式，其中

很多实践探索经验值得借鉴。供应链建设可积极贯彻助残理念，扩展助残供应渠道，优先合作残疾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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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农特产品、残疾人企业加工生产的商品以及残疾人康复机构制作的手工产品，利用助残电商直播销

售助残产品的同时带动残疾人电商直播就业，从而形成扶残助残的完美闭环。可设置专业残疾人直播间，

根据残疾人的特点对直播间进行调试，在适应残疾人自身条件的同时突出助残特点。专业化的助残直播

平台可为社会爱心助残人士提供安全、可信的直播平台进行线上商品选购。进一步开发“云客服”岗位，

使残疾人接受过专业客服培训后，在家里只需一台电脑便能办公，在完善助残直播平台建设的同时开发

助残岗位，真正帮助残疾人实现电商直播平台稳定性可持续就业。 

4.2.“线上”助残直播品牌孵化，提升核心竞争力 

针对残疾人电商直播竞争力较弱的问题，需打造专属助残直播品牌提升其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

以助残直播基地为实践点，首先，明确品牌建立主旨是通过开发助残岗位，招纳残疾人主播进行直播等

方式提供就业机会，促进残疾人稳定就业；通过直播收益和流量转化所得助力残疾人提升收入，改善生

活质量；同时在带货过程中通过讲好品牌故事，打造专业助残直播品牌形象。其次，前期借助平台进行

流量助推，推动直播间获得流量曝光，增加平台用户了解助残直播的机会，吸引社会爱心人士的合作与

交流，增加订单成交量，使助残直播走进平台用户的视野。此外，运用多渠道的营销策略，除线上社交

媒体推广之外，积极开展线下活动，参与或发起与助残相关的公益活动，提高助残直播品牌的社会影响

力和助残直播品牌的知名度，以吸引潜在客户。因为口碑传播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成为企业生存的根

本依托[11]。最后，积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与残疾人组织、慈善机构、政府部门等组织和机构建立合作

关系，利用政府助残扶残政策，获取政策便利共同推进助残事业，扩大品牌影响力。此外，持续推进助

残直播品牌建设的活动效果反馈，优化助残产品和服务，确保助残直播品牌始终为助残、扶残而服务，

不断增强消费者对助残直播品牌的好感和信任。 

4.3. AI 助残，科技赋能 

残疾人在直播带货过程中所存在的电商直播知识储备和能力不足等人力资源问题可借助科技进行辅

助应对。对于残疾人来说，专业电商知识和技术的学习和应用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助残直播基地打

造的基础上可广泛推进无障碍技术的应用，推进 AI 助残，为残疾人主播进行科技赋能。首先，AI 数字

人的应用。残疾人身体承受能力有限，对于在直播间大强度的商品介绍输出较为困难，可利用 AI 技术采

集残疾人声音、样貌特点数据信息，进行仿真数字人捏造，打造一款能够配合残疾人直播的数字人主播，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配合真人主播提供智能问答、产品推荐、互动游戏等功能，提升直播的互动性，同时

可缓解残疾人主播的直播压力，增加直播间的趣味性。其次，无障碍技术应用。目前已有残疾人电商直

播尝试使用直播一体机，在直播一体机的辅助下，一些对于残疾人来说的直播技术难题便可迎刃而解[12]。
此外，语音识别、屏幕阅读器、自动字幕生成等技术的使用也可帮助残疾人更容易地参与直播活动。最

后，远程教育和培训。目前存在的培训具有内容单一、脱节的弊端，对此可提供在线培训课程，结合大

数据对消费者反馈的分析和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收集，帮助残疾人主播及时进行课程培训和学习以助其掌

握市场变化趋势和消费者的偏好变化趋势，随时帮助残疾人及时根据市场变化形势开展培训课程帮助其

掌握直播技能和相关知识，提高主播直播参与能力。 
科技赋能关键在于理解残疾人主播的具体需求，提供个性化和适应性强的技术解决方案，这不仅需

要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还涉及直播平台的无障碍设计、辅助技术的普及和培训以及政策和法律的支持。

如针对视力障碍者，可为其提供屏幕阅读器与语音合成软件、高对比度和大字体界面等，帮助其可以通

过语音了解直播界面和功能，可调整的界面设置方便其操作直播设备和软件；针对听力障碍者，可为其

提供实时字幕和语音转文字服务以及震动反馈设备，通过震动提醒帮助主播接收直播中的互动提示；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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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动障碍者，可为其提供无障碍直播环境以及语音控制和眼球追踪技术，通过语音识别和眼球追踪技

术操作直播设备，减少对肢体的依赖，使其能够独立进行直播。通过科技赋能，可以显著提升残疾人在

电商直播中的参与度和市场竞争力，促进其社会融入和经济独立。 

5. 结论 

残疾人电商就业具有灵活性、创新性和可获得性，是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文明成果

的方式之一，它不仅为残疾人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还促进了残疾人的社会融入和自我价值

实现。但因专业培训不足、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制约了残疾人电商直播就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为解

决残疾人电商直播就业面对的问题，促进残疾人就业后的可持续发展，可采取对策：社会组织和单位应

在政府政策支持引导之下积极协同合作，对残疾人开展科技赋能助残活动；打造线上助残直播品牌，增

加残疾人直播市场核心竞争力，建设线下助残直播基地，帮助助残直播形成完整产业链，达到以残助残

的闭环产业链，“双线”融合带动残疾人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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