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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电商物流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新兴力量之

一，在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促进农村就业以及优化农村消费结构等诸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农村

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机遇。然而，当前我国农村电商物流仍存在一系列困境，如物流体系不完善、配

送成本高、专业人才缺乏等。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的服务手段，能够为农村电商物流提供助力，并且农村

电商物流的发展也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相互合作。基于此，本文以协同治理理论为指导，从社会工

作助力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可行性着眼，对社会工作助推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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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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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been carried out in full swing.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emerging forces promoting rural eco-
nomic development, e-commerce logistic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circulation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moting rural employment, and optimizing the rural con-
sumption structure, injecting new vitality and opportunities into the rural economy.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a series of difficulties in rural e-commerce logistics in China, such as imper-
fect logistics systems, high distribution costs, and a lack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Social work, as a 
professional service method, can provide assistance for rural e-commerce logistics, and the devel-
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logistics also requires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mul-
tiple subjects. Based on th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starting 
from the feasibility of social work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logistic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s for social work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log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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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农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如今，农村电商物流发展迅

猛，快递进村来，特产进城去，实现农产品销售和工业品购买[1]。2022 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明确指

出实施“数商兴农”工程，加快推动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推进电子商务进乡村聚焦产业，为乡村电商

物流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与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农村电商物流将在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农村电商物流体系的不断完善，是服务“三农”、

促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有力举措，更是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的重要内容

[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后，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企业进驻农村

市场，而电子商务进农村的主要问题就是解决农村电商物流[4]。目前，农村电商物流存在的诸如基础设

施建设不完善、信息化水平低下，物流配送成本高以及专业人才匮乏等困境限制了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的服务手段，可以以此为契机，拓宽服务领域，介入到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过程

中，为其增添一份力量，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局面。由此看来，从社会工作视角出发，探索能够促

使农村电商物流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路径具有一定意义。 

2.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农村电商物流 
所谓电商物流，根据中国电商物流产业联盟在《中国电子商务物流发展报告》中所说，即是随着互

联网的不断发展而慢慢兴起的一种全新物流形式，它主要是为电子商务服务提供货物转移交接和存储功

能的活动，物流服务提供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电商平台的自有物流，另一类则是利用第三方

物流公司为电商平台提供服务[5]。而农村电商物流顾名思义就是以农村为对象的电商物流服务，物流服

务提供商利用信息技术整合自己的各种优势，为了满足电商活动而进行的各种离开农村和进入农村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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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农资产品和农村居民日用品所进行的物流活动的总称[6]。 

2.1.2.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是秉持着“助人自助”理念，以利他主义为指导，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的助人服务活

动，通过科学服务的开展，为服务对象创造有助于自身发展的社会条件，对个人的社会关系加以调整，

并帮助他们恢复基本社会生活，提高自主发展的能力。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舶来品，被中国引入进来后会

因国情的不同而表现出较强的本土性，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2.2. 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的协同学，它创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协同治理的目的是要实现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和传统的为了合作而合作不同，它认为除政府这

一主体外，市场、社会组织、公民个体也应该是公共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和社会组

织只是社区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不同，政府在职能“嫁接”，公共事务的“监督”上却是占据主导位置的。

社会组织与政府保持伙伴、协同、互助的关系，进而逐步形成了政府、社会协同共治的局面[7]。在乡村

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物流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努力，各司其职。 

3. 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现状及困境 

3.1. 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现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近年来，农村电商物流的规模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的农产品通过电

商平台走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2021 年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显示，2020 年全国县域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 7520.5 亿元，占农产品销售总额的 13.8%，比上年增长了 3.8 个百分点[8]。由此可

以得知，当前，农村电商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重视程度以及出台的一系

列优惠政策，为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而言之，现下，农村电商物流作为农村经济发

展的新载体，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前景一片光明，除了拥有政府政策加持、资金补贴，而且农村地区

特有的农产品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也为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不仅

仅能够提升农产品的流通效率、而且还可以改善农村消费结构，创新产业模式，增加就业机会，助力贫

困地区脱贫。 

3.2. 农村电商物流发展存在的困境 

3.2.1. 基础设施有待加强，农村物流体系不健全 
相对于城镇而言，农村地区的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少部分偏远地区道路相对狭窄

且凹凸不平，受制于此，大型的物流车便不能前往，进而限制了货物的运输效率。另外，再加上农村的

物流运输道路较少，并不像城镇那样是四通八达的，一些偏僻地区只有一条道路可供运输，如果遇到滑

坡、道路修缮等情况，物流运输相应地就会中断。当然，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且存在着布局不均衡的问题，5G 覆盖率低。除此之外，农村的服务网点数量少，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暂未

开通网点，村民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往乡镇快递代收点领取包裹。对于出售农产品的当地人民

来说，出售一些时令性农产品需要他们抓紧时机，在收获到上市这一期间尽可能地缩短时间、最大限度

地保证农产品的口味和新鲜度。然而，现实中因为存在基础设施、人才、标准化短板，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农产品的新鲜度，农产品应季收获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储存与快速地上市，其自身的变质与腐烂便会

造成农民的经济损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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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信息化建设水平较低，配送成本高 
一方面，农村地区网络覆盖有限，据相关数据统计，截止到 2022 年 6 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

率为 58.8%，城镇普及率为 82.9%，城乡差距、中西部地区差距仍然较为突出[2]。对于一些从事电商的人

员来说，会因为信息获取困难，无从得知货物是否发货，亦或是货物的实时到达位置，难以及时更新物

流信息进而影响到后续业务的安排。此外，一些农村地区电商平台的订单管理系统与物流企业的运输管

理系统存在不兼容的情况，两者无法有效对接，这使得农户在电商平台上接到订单后后，也许会不得不

耗费额外的时间去手动将订单信息重新录入到物流企业的系统中，效率低下且容易出错。另一方面，农

村地区的住户都相对较为分散，与城镇里一个快递员能够同时将几十个快递派送到相邻的小区相比，农

村的快递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前往不同的村庄，才能派送到相等的快递数量，配送成本提高了。而且，

农村地区的物流配送属于单线运输，只有派件，而无送件服务，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行流程相同但实

际运行方向相反，二者物流活动彼此独立，缺乏信息共享与协作交流，难以做到对农村地区整体物流资

源的分析掌握，信息难以及时沟通，使得农产品与工业品所依托的物流服务均为单向物流，物流车辆返

程空载率高、资源利用效率低、及时响应能力低[10]。总之，农村交通条件差、地形崎岖、物流技术和设

备落后以及配送范围广等原因皆增加了农村物流配送的成本。 

3.2.3. 农村区域相对偏僻，专业人才缺乏 
农村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与灯火辉煌、人流如织的城镇相比，人流量少，且以老年人、留守

儿童居多。加之农村环境较为艰苦，福利薪酬待遇低，没有充足的专业设备可用，导致绝大多数物流专

业毕业的对口人才都不愿意前往农村工作。因此，在农村从事物流工作的大多是既没有丰富的物流相关

知识储备，也没有经过专门的工作培训的当地农民。他们对于一些常规化、机械化的工作能够较为轻松

地应对，但却缺乏足够的专业能力去处理较为复杂、专业、系统化的工作。概而言之，当前农村物流发

展尚欠缺上层的物流规划建设人才与中层的监督优化的人才[11]，专业人才匮乏，特别是既熟知电商相关

专业知识，又擅长经营管理的高端技术人才的缺乏更是致使农村电商物流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制约。除

了以上几点因素影响着农村电商物流的整体发展之外，不稳定的消费市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对于

城里人来说，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相对有限，此外，消费者对于农产品的需求也会因为受到流行趋势、

消费偏好变化等影响而产生波动。 

4. 社会工作助推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路径 

4.1. 协助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农村电商物流的规模化发展及“最后一公里”物流配送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作

为支撑和保障[12]。加强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进农村无线网络、宽带网络等信息化基础设

施建设，加速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广泛参与、农民全面享用的农村信息公路工程，增加末端服务能力，

力争互联网网络达到每个村落等措施势在必行[13]。在完善农村电商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社会工作可

以有效地扮演资源整合者和政策影响人的角色，遵循协同治理理论，将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等社

会各方力量加以整合优化，尽最大努力争取更多的资金、技术以及人力资源，共同助力农村电商物流的

高质量发展。比如，就政府方面而言，社会工作者可以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协助当地政府为农村电商

物流发展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提供一定程度的资金补贴，促使其加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包括

道路、仓储、配送中心等设施建设，同时优化物流网络布局、增加物流设施覆盖范围以提高物流服务效

率，依托物流实体市场优势，加大政策供给和要素供给力度，深入推进电子商务与实体市场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战略[14]。除此之外，社会工作还能策划基础设施项目，在前期调研、可行性分析与方案制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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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推动企业与农村社区进行公私合作项目。例如，组织企业与农村社区进行对接开展物流配送站点项

目、建设满足冷链物流需求的小型冷链仓储设施项目等，共同完善农村电商物流基础设施，一方负责提

供资源和技术，一方则负责土地和人力资源的供给。也可以组织农村社区居民成立农村电商物流发展协

会或合作社等组织，发挥集体力量，以组织形式向政府争取权益，申请农村社区物流基础设施的项目，

激发农村内生活力。另外，社会工作还可以搭建桥梁，担当中介人身份，积极推动农村电商物流与相关

产业的融合发展，从而形成一条完整且紧密的农村经济产业链。 

4.2. 助力提升物流配送效率，加快信息化水平建设 

由于农村地区较为偏远，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因此致使农村的物流配

送效率低下，鉴于如今是互联网时代，技术创新在物流配送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仅能够

提高物流配送的整体效率，而且还能够达到降低配送成本的效果。例如，自动化仓库系统通过使用机器

人进行货物搬运和分类，显著提高了仓库操作的效率和准确性[15]。由此，农村电商物流想要获得高质量

发展，就必须得跟上时代的步伐，进行技术创新，加快信息化水平建设。针对此，社会工作除了能够有

效链接企业在农村各配送节点配置专业化信息化设施设备，提高信息化设施设备的覆盖率和使用率；还

能够充分发挥倡导者的角色，通过举办讲座、发传单等方式，宣传农村电商物流补贴政策和农村电商物

流的美好发展前景，向村民普及信息化知识，积极宣传物流信息化水平的相关成功案例以及信息化水平

提升所带来的可观效益，从而增强村民对物流信息化的认知度和信任度。另外，也能够开展社区能力建

设工作，社会工作可以教授农民农产品包装技巧，减少运输损耗以及教授他们怎样运用物流管理软件来

进行相关订单的跟踪记录与库存管理，提升物流效率。此外，社会工作也可以协助建立信息化共享平台，

从而促进物流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共享，将物流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使得物流配送路径更加优化，

进而减少不必要的运输成本。 

4.3. 引外育本，建设专业电商物流人才队伍 

新兴电商模式与农村电商物流想要良好、稳定发展，政府部门要意识到引入人才的重要性，并加强

相关技术方面人才的引进，保证电商行业的人才数量，这样才能推动新兴电商模式与农村电商物流的发

展[14]。针对农村电商物流专业人才缺乏的这一困境，社会工作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资源链接者的角色，

与高校物流专业展开合作，在农村设立实习点，前往合作高校宣传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以

及良好的发展前景，动员高校物流专业的学生去往农村实习，让他们能够借助实习机会真真切切地感受

与体会农村电商物流的巨大潜力，增强其毕业后愿意扎根农村继续从事电商物流工作。另外，社会工作

还可以应用小组工作方法，招募、组织当地的返乡大学生、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退休干部等乡贤能

人，这类人群的综合素质较高且有建设家乡的热情，通过电商物流培训班邀请电商物流专家传授电商物

流运营的相关知识，提升其电商物流运营的能力，培养一批兼具技术性和管理性的本土电商物流从业人

才[16]。当然，社会工作针对从事农村电商物流行业的人员也能够做一些建设性工作，例如，对于那些有

负面情绪的员工，社会工作可以运用个案工作方法，在建立良好专业关系的基础上，为员工个人提供情

绪疏导和心理辅导，帮助他排解压力。对于有着共同技能提升需求的员工，社会工作可以采取小组工作

的方法，成立一个“技能提升”小组，通过小组活动的具体开展为组员开展相关的技能培训课程。更重

要的是，社会工作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展开需求评估，收集员工的劳动报酬意见，在对物流企业薪酬制

度进行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设性建议，协助企业优化自身的薪酬制度，设置员工奖励机制，

这样一来，既可以保障员工的基本权益，让他们获得合理的薪酬待遇，又可以激发员工工作动力，自愿

留在农村电商物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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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根据协同治理理论，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农村社区居民的共同参

与，政府担任主导者的角色，统筹发展，通过政策引导、资源调配等方式，将企业、社会组织和农村等各

方力量整合起来；企业是农村电商物流的重要参与者，起着核心作用，电商企业通过电商平台实现农产

品销售，物流企业则负责将产品运输到消费者手中，企业之间共同合作，实现资源共享，进行优势互补；

社会组织可以担任协调者、培训者等角色，不仅能够为农民提供电商物流相关培训，提升他们的电商技

能，而且还可以在各利益相关方发生矛盾冲突时，协调各方利益，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村民

是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主体，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紧紧围绕村民的生产生

活开展的，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好坏与村民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他们需要积极参与到农村电商物流的各

个环节中来，与其他主体共同推动农村电商物流的协同治理。在此模式下，社会工作能够很好地推动农

村电商物流的发展，通过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有效扮演资源链接者、政策影响者、支持者等角色，运用

社会工作个案、小组等专业方法开展相关活动，并为各治理主体搭建协同治理机制，共享信息，各司其

职，协力促进农村电商物流的蓬勃发展。总而言之，社会工作的介入可谓是锦上添花，为农村电商物流

的发展注入新的力量，能够为农村电商物流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提供有效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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