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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旨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农村电商作为

“数商兴农”的重要实现途径，为脱贫攻坚做出了重要贡献；社会企业作为我国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建

设性力量，积极引导其发挥组织优势和专业资源优势，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因此，在乡村振兴的大背

景下，研究如何实现社会企业与电商扶贫的深度耦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借鉴结构

化理论和既有研究，基于参与主体视角，从组织禀赋、乡村结构以及政府支持三个层面出发对社会企业

参与电商扶贫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构建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影响因素的优先级。研究

发现，社会企业自身的资源、村庄的社会资本、社会企业自身的能力以及政府的资源支持是影响社会企

业参与电商扶贫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文章从模式、技术、制度三个方面提出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

贫的对策建议，以此规范和引导社会企业有效参与电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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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he overall focus of the “three rural” work in the 
new era, aiming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society. Ru-
ral e-commerce, a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agriculture through digital commerce,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poverty alleviation; As an indispensable constructive force for rural re-
vitalization in China, social enterprises should be actively guided to leverage their organiz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resource advantag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
for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udying how to achieve deep coupling between social 
enterprises and e-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
cance.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draws on structured theory and existing research,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icipating entities, identif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cial enterprise participa-
tion in e-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ree levels: organizational endowment, rural struc-
ture, and government support. It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system and use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determine the priority of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resources 
of social enterprises themselves, the social capital of villages, the capabilities of social enterprises 
themselves, and government resource support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e-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
tions for social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e-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mode, technology, and system, in order to regulate and guide social enterprises to effectively par-
ticipate in e-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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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该背

景下，电商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正逐步展现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和社会价值，不仅为农业产业转型

升级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农民增收和农村消费升级等方面开辟了新路径。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乡村振

兴战略既依赖于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这三大部门的参与，也依赖于作为社会创新重要载体的社会企业

的参与。且相比于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社会企业可以充分发挥其自身在资源整合、技术服务、人才

培育和组织建设等方面的优势，链接乡村内外资源、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助推乡村实现“自我造

血式”发展[1]。 
农村电商是“数商兴农”的重要实现途径，社会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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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讨社会企业与电商扶贫模式的深度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社会企业

作为一个相对新兴的组织形式，它们在参与电商扶贫中究竟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在面临复杂的乡村背景

下，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有哪些影响因素，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2]。本文将在梳理现有文献和研究的

基础上，借鉴结构化理论，使用层次分析法对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影响因素进行优先级分析，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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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对策建议。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

依据，具有明显交叉学科的倾向。学术界对乡村振兴视域下社会企业以及电商扶贫的探讨形成了丰富的

研究成果，却鲜少有专门针对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本质上

是一个组织行为或组织现象，基于此，本文结合既有研究并借鉴结构化理论分析出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

贫的影响因素，构建指标体系并判断其优先级。 

2.1. 文献综述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持续推进，政府连续出台多项政策引导电商助力扶贫和乡村振兴，有关

于电商扶贫的研究如雨后春笋。电子商务的出现给中国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提供了一个创业的平

台和更多的商业机会[3]，且随着“淘宝村”等电子商务实践对扶贫工作产生的积极影响，一些值得深入

研究的理论问题也开始出现[4]。从内容上来看，现有电商助力扶贫与乡村振兴的研究多聚焦于电商对乡

村产业融合升级、乡村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以及消费市场下沉和农村消费带来的影响[5]。有学者指出农

村电商在推动“农产品上行”的同时，还带动了周边产业发展，实现了“工业品下行”，推进了乡村产业

融合升级[2]。而随着农村电商产业服务体系逐渐完善，政府支持、学习成本降低，农村地区逐渐成为外

来创业者的孵化基地，为农村社会创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有助于吸引人才回流、提高人力资本强度，

从而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6]。此外，现有关于农村电商对农村消费影响的研究主要分为市场下沉和消费

上行两个重要方向[7]，两者相向而行，共同拉动农村消费的供给侧与需求侧，有效促进了农村产品和日

常消费品的双向流通。从参与主体来看，政府作为电商助力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引领者，其积极推进策略

有利于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之间进行“积极合作”，而减免税收、扩大投资等政策扶持能够有效帮助农

村电商和农村物流的共同发展[8]；企业等多元参与主体作为电商助力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支撑平台，通过

发放补贴能进一步畅通上下游产业链，切实增加企业生产、培养消费习惯、促进社会消费，从而为电商

企业赋能；农民作为电商助力扶贫与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其参与意愿对电商扶贫的成效具有决定性影响

[2]。 
作为乡村场域的外部支持力量，社会企业的加入将是“乡村治理共同体”建立的重要推动力。乡村

振兴与社会企业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乡村振兴是社会企业机会创造、开发与实现的过程，而社会企业能

够通过赋能方式帮助村民发现乡村价值、实现价值共创、共享[9]。已有研究证明，社会企业是一种能够

帮助乡村地区消除贫困、减少人口流失和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手段[10]，以社会企业模式带动乡村振兴，

具有优化乡村资源配置、最大化乡村本土收益的内在逻辑[11]，同时可以充分发挥企业的机制以保证项目

实现可持续发展、依托社会的性质以最大限度保证农民利益。 
聚焦社会企业，围绕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这一议题，国内呈现出诸多研究维度。其中，部分学者

将视野投放到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功能研究，认为社会企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符合乡村振兴

多样化业态的新要求，其优势在于可以在既定的规则与制度中实现公益性与商业性的平衡[12]，能够实现

诸多主体协同经营与调配，在实现乡村产业发展经济目标的同时，实现农民利益共享的社会目标，促进

乡村或本地社会的良性综合发展[13]。此外，也有学者聚焦于特定案例的具体实践，通过对案例进行细致

的描述与分析来探索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善品公社探索出“社会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

的模式[14]，通过采用现下最先进的互联网电子线上购物，帮助建立具有本地特质的高质量农产品品牌，

用市场化运作方式形成线上与线下在内的合作社融入农村电商模式[12]。还有学者围绕社会企业赋能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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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展开研究，指出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赋能路径主要有乡村结构赋能、村民能力赋能和心理赋

能三种，具体来说，通过对村民心理赋能识别乡村价值，通过对乡村结构赋能、对村民能力赋能创建乡

村价值，最后通过三重底线机制的结构赋能实现乡村价值的平衡与共享[9]。 
诸多研究尽管少有将视角聚焦于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这一主题，也没有直接指出社会企业参与电

商扶贫的影响因素，但大多研究都将电商扶贫作为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板块加以论著，且

众多研究都强调社会企业、乡村以及政府等多元主体对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效能的重要影响，为本文

进一步探索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和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2.2. 结构化理论 

诞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认为社会或社会结构是多元成分的结合体，在对复杂的社会

现象进行考察时应当放置在变迁的社会结构背景之中。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强调社会结构既是在人类的

有意识的社会互动中建构起来的，同时又塑造人类行动。结构是行为得以建构的媒介和基础，结构与行

动相互依存并持续演化，即吉登斯所称的“结构和行动的二重性”[15]。其中社会结构层面是社会系统中

一系列规则和资源的集合，其中规则是强调行动的内在要素，对行动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资源属于行

动的外生条件，对于规则与行动的互动起着中介的作用。结构化理论也强调组织层面的行动者则是其中

的关键，行动者可以利用社会结构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并实施特定的活动[16]。行动者虽然受到规则和资源

的推动，同样行动者也具备能动性反过来影响结构层面规则和资源的获得。结构化理论应用具体情境中

主要包含行动者外部结构、行动者内部结构、行动者能动性和结果等四个组成部分[17]。目前结构化理论

被广泛应用于组织行为及其效果研究中，例如研究组织制度结构与结构化行为对企业信息技术系统绩效

的影响[18]；制度变迁与农户经营行为的互动作用影响[19]；乡村经济精英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20]。 
基于上述研究可以得知，结构化理论有助于解释组织行为、组织绩效及其促进因素，从而为组织行

为及其质量改进提出有效措施。因此，结构化理论对于解释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影响因素提供重要

的理论逻辑。纵观结构化理论的内涵及其应用，可以发现组织行为与其所处的组织内部禀赋与外部社会

结构紧密相关。因此，社会企业及其参与行为始终与乡村结构处于互动调整中，要分析社会企业参与电

商扶贫效能以及模式需考察乡村结构与自身组织结构等维度的影响。此外，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与相关

政策和资源的提供者，其对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效能也有着重要影响。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是一项持久任务，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农民个体等主体加

强合作，实现资源和政策的有效对接。其中，政府作为顶层设计者，其在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过程

中所提供的诸如资源支持、政策供给、平台搭建等会对社会企业参与效果产生深刻影响。有学者指出，

政府对农村电商的补贴可以提高农村地区的网络服务水平，进而影响电商销售价格和网络销量，从而有

效促进农村企业增收脱贫，且补贴越多，农村生产企业的销量和利润就越高[21]；此外，制度环境对企业

等参与主体的绩效有正向影响，欠发达地区政府实行较为积极的激励政策，能够促进发达地区企业在贫

困地区的分支机构更好地融入当地关系网络，减少不确定性[22]。社会企业作为资源链接者、政策落实者

和项目推动者，参与电商扶贫的效果与其自身的能力、资源和规模等组织禀赋有着重要关系。乡村作为

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客体与受益者，同时也是这一过程的主力军和潜力股，村民参与意识、村民参

与能力、村庄自有资源以及村庄社会资本都是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村庄自有

资源主要包括发展电子商务所需要的交通、网络、物流、金融等基础设施[23]，如有学者指出，发展电商

基础设施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村电商发展能够提高农户参与电商的积极性[24]；而村民参与

意识与参与能力等个人特征因素会影响农民获得网络信息的方式及其接受互联网作为媒介的程度；村庄

社会资本主要涉及到村民之间以及村民与外部组织之间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信任程度、村规民约、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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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等。 
基于此，本研究借鉴结构化理论及其应用，从参与者主体视角出发，构建“组织禀赋–乡村结构–

政府支持”的逻辑框架来分析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影响因素。 

3. 指标体系的构建 

3.1. 指标的选取原则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过程是一个多主体、多目标、多层次的复杂决策分析过程，

涉及到社会企业自身、乡村、政府等方面诸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和比较。所选指标既要尽可能地反映社会

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影响因素，又要保证指标的易采集和量化。评价指标的选取需遵循科学性、系统性、

综合性、可操作性等原则。 

3.2. 指标体系的构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大量的文本梳理和实际访谈资料，结合结构化理论并广泛吸收有关专家的研究

成果，主要从组织禀赋、乡村结构和政府支持三个方面入手，构建了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影响因素的

识别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整个指标体系由三个层次组成，包括目标层(A)、准则层(B)和指标层(C)。通

过指标体系的建立，政府部门决策人员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具体情况，并在后面的

实践中有针对性地对社会企业及乡村提供支持。 
 

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for identifying factors influencing social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in e-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表 1. 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影响因素识别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影响

因素 A 
组织禀赋 B1 组织能力 B11 

组织资源 B12 

组织规模 B13 

乡村结构 B2 村民参与意识 B21 

村民参与能力 B22 

村庄自有资源 B31 

村庄社会资本 C24 

政府支持 B3 资源支持 B32 

政策供给 B33 

平台搭建 B34 

4. 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影响因素的优先级评价 

4.1. 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在对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的过程中，利用层次分析法解决问题时，需要将问

题进行层次化，本研究根据研究的目标、考虑的要素和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它们分为最高层、中间

层和最底层，利用 Yaahp 软件绘制出如下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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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ierarchical structure model 
图 1. 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4.2. 构造判断矩阵 

构造判断矩阵是计算指标权重的前提和关键，在层次结构模型建立之后，对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

的影响因素进行两两比较，以构成判断矩阵。文章采用 1~9 比率标度法作为打分标准(见表 2)，各层次判

断矩阵如表 3~6 所示。 
 

Table 2. The 1-9 scaling method for determining matrices 
表 2. 判断矩阵的 1~9 标度法 

标度 含义 

1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3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略微重要 

5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7 表明两个因素对比，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9 表示两个因素对比，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2，4，6，8 表示上述相邻判断值的中间值 

以上各值的倒数 若因素 i 与因素 j 重要性之比为 aij，那么因素 j 与因素 i 重要性之比为 aji = 1/aij 

 
Table 3. Judgment matrix of target layer A for criterion layer B 
表 3. 目标层 A 对准则层 B 的判断矩阵 

A B1 B2 B3 

B1 1 2 3 

B2 1/2 1 2 

B3 1/3 1/2 1 

4.3. 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求解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λmax，找出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 W，将其归一化，即为同一层次

元素相对于上一层次元素的相对重要性权值。由于判断矩阵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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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公式为 CR = CI/RI。其中 CI = (λmax − n)/(n − 1)，RI 为随机一致性指标。当 CR 值 < 0.1 时，即认为判

断矩阵具有可靠的一致性，通过一致性检验，可选取归一化特征向量 W 作为权向量，否则需要调整原有

的判断矩阵重新进行计算，直至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要求。各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结果如表 7~10 所

示，指标的单层次排序均通过了一致性检验的要求[25]。 
 

Table 4. Judgment matrix of criterion layer B1 for indicator layers C11~13 
表 4. 准则层 B1 对指标层 C11~13 的判断矩阵 

B1 C11 C12 C13 

C11 1 1/3 3 

C12 3 1 5 

C13 1/3 1/5 1 
 

Table 5. Judgment matrix of criterion layer B2 for indicator layer C21~24 
表 5. 准则层 B2 对指标层 C21~24 的判断矩阵 

B2 C21 C22 C23 C24 

C21 1 5 3 1/3 

C22 1/5 1 1/4 1/6 

C23 1/3 4 1 1/3 

C24 3 6 3 1 
 

Table 6. Judgment matrix of criterion layer B3 for indicator layers C31~33 
表 6. 准则层 B3 对指标层 C31~33 的判断矩阵 

B3 C31 C32 C33 

C31 1 1/3 2 

C32 3 1 4 

C33 1/2 1/4 1 
 

Table 7. Single ranking and consistency test results of criterion layer B relative to target layer A 
表 7. 相对于目标层 A，准则层 B 的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结果 

 W AW AW/(nW) CR 

B1 0.5396 1.6238 1.0031 
CI = 0.0046 
CR = 0.0088 B2 0.2970 0.8936 1.0031 

B3 0.1634 0.4918 1.0031 

 1 λmax = 3.0092  
 

Table 8. Single ranking and consistency test results of indicator layer C1 relative to criterion layer B1 
表 8. 相对于准则层 B1，指标层 C1 的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结果 

 W AW AW/(nW) CR 

C11 0.2583 0.7848 1.0128 
CI = 0.0193 
CR = 0.0370 C12 0.6370 1.9355 1.0128 

C13 0.1047 0.3182 1.0128 

 1 λmax = 3.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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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Single ranking and consistency test results of indicator layer C2 relative to criterion layer B2 
表 9. 相对于准则层 B2，指标层 C2 的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结果 

 W AW AW/(nW) CR 

C21 0.2808 1.1942 1.0632 

CI = 0.0698 
CR = 0.0785 

C22 0.0567 0.2361 1.0402 

C23 0.1533 0.6436 1.0493 

C24 0.5091 2.1520 1.0568 

 1 λmax = 4.2095  

 
Table 10. Single ranking and consistency test results of indicator layer C3 relative to criterion layer B3 
表 10. 相对于准则层 B3，指标层 C3 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结果 

 W AW AW/(nW) CR 

C31 0.2385 0.7198 1.0061 
CI = 0.0091 
CR = 0.0176 C32 0.6250 1.8865 1.0061 

C33 0.1365 0.4120 1.0061 

 1 λmax = 3.0183  

4.4. 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计算指标层所有元素对于目标层Ａ的相对重要性权值，并对总排序进行一致性检验，以保证层次总

排序计算的一致性精度。经计算，得到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各影响因素的总排序权重，如表 11 所示，

指标的总排序通过了一致性检验的要求。 
 

Table 11. Overall sorting and consistency test of elements 
表 11. 元素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准则层 指标层 层次 
总排序 CR 

名称 权重 W 名称 权重 W 

组织禀赋 B1 0.5396 

组织能力 C11 0.2583 0.1394 

0.0518 

组织资源 C12 0.6370 0.3437 

组织规模 C13 0.1047 0.0565 

乡村结构 B2 0.2970 

村民参与意识 C21 0.2808 0.0834 

村民参与能力 C22 0.0567 0.0169 

村庄自有资源 C23 0.1533 0.0455 

村庄社会资本 C24 0.5091 0.1512 

政府支持 B3 0.1634 

资源支持 C31 0.2385 0.0390 

政策供给 C32 0.6250 0.1021 

平台搭建 C33 0.1365 0.0223 

 
从表 11 中可以看出，在准则层指标中，组织禀赋(0.5396)对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效能的影响最大，

可见社会企业作为外源力量在介入乡村的过程中，其自身的禀赋对乡村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乡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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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70)，乡村作为电商扶贫的重要主体与主要场域，能否激发其自身内生动力对扶贫结果好坏具有不可

忽视的影响。在指标层指标中，组织资源(0.3437)、村庄社会资本(0.1512)、组织能力(0.1394)以及政府政

策供给(0.1021)是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影响较大的几个因素，此外村民参与意识(0.0834)的重要性也不

可忽视。 

5.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推进路径 

脱贫攻坚解决了“三农”发展中的底线问题，但是乡村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较为严峻，

虽然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但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有序实现乡

村振兴是当下的重要任务[26]。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合理性，乡村振兴作为系统工

程，其实施需要多学科介入、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会企业可以担当整合者的角色来动员与整合各方扶

贫力量和资源，承担评估者的角色来考评地方政府的扶贫成效，扮演使能者的角色来激发和提升扶贫对

象的进取精神和内生动力[27]，因此，社会企业助力、参与乡村治理成为大势所趋[28]。 
为提升社会企业在电商扶贫领域的参与度与效能，首要任务是促进社会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并探索

其参与电商扶贫的新路径[1]。其一，要扩大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队伍，鼓励大型企业及

基金会创立社会企业，利用其管理体系、网络资源及平台优势，实现快速发展；同时，银行与信贷机构

应为社会企业提供贷款优惠，吸引公益创投基金和社会投资基金的关注，引导资金流向；此外，还应鼓

励更多县域社会企业的成立，并吸纳高等教育人才加入，为社会企业提供人力资源支持。其二，要强化

对乡村本土社会企业的培育，通过规划、备案、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促进其成长壮大。建议以省、地为

单位，政府与支持乡村振兴的企业共同作为资源供给方，重点扶持一批本地领先的社会企业，加强城乡

社会企业间的合作，形成资源互补，共同推动当地村民的组织、资源发掘、内生动力激发、新需求创造

与新供给实现。其三，需创新社会企业的参与模式，鼓励青年特别是返乡青年以社会企业形式创新创业，

参与乡村振兴；同时，推动社会企业与高校合作，参与创新创业大赛，吸引资源与人才，促进项目落地，

推动大学生创业组织向乡村振兴类社会企业转型[1]。 
其次，要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和乡村振兴，鼓励其在运营与服务中运用大数据、

区块链、云计算、元宇宙等数字化技术，提升效率、创新能力及决策水平，构建更多数字化应用场景[1]。 
最后，要制定和完善社会企业及其参与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1]。北京

市于 2022 年出台了国内首部省级层面的《关于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意见》，为社会企业在财税、金融等

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持。当前，政策供给不足仍是制约社会企业及其参与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

建议国家层面高度重视社会企业的独特作用，出台相关政策，如制定促进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

意见，明确政策导向；同时，建立激励机制，对积极参与的社会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建议政

府设立社会企业创业基金，为初创企业提供启动资金和补贴；设立专项资金，通过购买服务、发展培训

等方式扶持其发展；设立奖项、资金支持和荣誉称号等激励措施，激发社会企业的创新与积极性；简化

行政审批、提供税收优惠，并加大对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先进事迹的宣传，营造有利于社会企业参与

电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社会环境。 

6. 结语 

近些年来，在乡村振兴的政策支持和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作为一种

新型助农方式得到了蓬勃发展，为缓解农产品滞销、促进农户增收创造了新途径。本文深入探讨了乡村

振兴背景下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影响因素，分析了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建议。

研究发现，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效能受到社会企业自身资源和能力、政府政策供给以及村庄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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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村民参与意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社会企业参与电商扶贫的效果

和可持续性。为促进社会企业更有效地参与电商扶贫，推动乡村振兴，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

同努力，只有多方协作，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企业在电商扶贫中的独特优势，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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