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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围绕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中工作人员数字素养展开。在数字经济发展及政策推动二者融合的背

景下，明确“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是以电商技术驱动乡村多方面发展的过程，“工作人员数字素养”

涵盖技术、政策、伦理三方面能力。基于数字鸿沟与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理论构建框架，明确不同主体数

字化能力需求。研究发现，基层管理人员、电商运营者、新农人/农户代表在技术操作、政策认知、协调

管理维度存在素养缺口。例如基层管理人员对复杂数据分析软件操作不熟练，电商运营者对法规理解不

深，新农人/农户代表农业生产数字化技术应用不足等，这些受培训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因素影响，

制约农村电商发展。文章针对性设计补偿机制，包括定制培训、技能竞赛、技术帮扶等，并明确实施、

操作、责任及保障内容。未来应深化实证研究，收集数据量化分析；关注技术和行业动态调整研究内容；

融合多学科完善理论，为提升人员素养和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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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e-commerce empow-
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by policies, the concepts of “rural e-commerce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workers’ digital literacy” are clearly defined. The former refers to a sys-
tematic process of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aspects of the countryside through e-com-
merce technology, while the latter encompasses three aspects of capabilities: technology, policy, 
and ethics. A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digital divide theory and the e-commerce eco-
system theory to clarify the digital capabilities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subject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grassroots administrators, e-commerce operators, and new farmers/peasant representatives 
have literacy gaps in technical operation, policy cognition, and coordination management. For ex-
ample, grassroots administrators are not proficient in operating complex data analysis software, e-
commerce operators have a poor understanding of regulations, and new farmers/peasant repre-
sentatives have insufficient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se are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training resources, talent, and technical standards, restricting the de-
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The article designs corresponding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in-
cluding customized training, skill competitions, technical assistance, etc., and clarifies the imple-
mentation, operation, responsibilities, and guarantees. In the future, empirical research should be 
deepened by collecting data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y trends to adjust research content; and multiple disciplines should be integrated to im-
prove the theory, providing support for enhancing the literacy of workers and promoting rural re-
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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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场景和消费方式不断更新迭代。与此同时，国家出台的《数字乡村

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等对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发展提出了融合要求。振兴乡

村经济，产业兴旺是关键。采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赋能乡村振兴，直播电商通过多种方式、

多样化平台引流助力，发挥其本身具有的即时互动性、个性化推荐等特点，有效缓解现实情况下出现的

传统农产品滞销问题，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与推动力，能够推动乡村产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以实现乡

村经济振兴的最终目标。 
在农村电商助推乡村产业经济振兴的背景下，依然面临着“数字人才荒”的问题，各级管理人员、

电商从业者、新农人存在着显著的数字素养缺口。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正在成为电商发展的主要趋势，

但相关群体与之匹配的数字素养却依然薄弱。就像 Roman 所说，电商推动乡村产业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那些通过数字手段为乡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发展服务工作人员的数字能力却

始终未向前迈出重要一步[1]。在数字化快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工作人员们由于自身认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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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能力的不足，有时无法及时、有效地适应新型的数字化管理环境，数字技术对工作人员反而形成了

一种“认知超载”和“技术超载”(technology overload)，工作人员在技术理念思维、数字技术操作等方面

遭受着思维和能力的双重打击。在学者 Van Deursen 的调查研究中显示，相关管理人员的数字能力的提

升往往滞后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变革，管理者的信息技能和战略技能还有待提升[2]。总而言之，农村电商

赋能乡村产业经济的持续推进，相关工作人员的数字素养实际水平与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相适应的应然水

平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工作人员的数字素养“堕距”现象不断突出。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农村电商的发展现状、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

面临的困境以及相关的疏解策略四个方面。在农村电商的发展现状方面，韩晶晶指出农村电商在我国呈

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直播电商以其即时、互动性强等特点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目

光，成为了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推动力[3]。目前，已有的农村电商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

两种。政府主导型模式主要是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推动农村电商平台的建设和发展；市场主导型

模式则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引导电商企业进入农村市场，从而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在农村电商对

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方面，李颜豪指出农村电商能够打破地域限制，使农产品能够直接面向全国以及全

球的市场，有效地实现农产品销售渠道的扩展[4]，于此同时农村电商也为乡村特色农产品提供了展示和

销售的平台，能够有效推动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通过持续的品牌建设和发展，能够有效提

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在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方面，白美娇等指出目前农村地区的

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农产品标准不达标，缺乏相应的品牌竞争力[5]。同时在电商赋能乡村经济发展的过

程中，农村地区由于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对专业性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导致专业技术人才短

缺，并且现有人才的数字素养较低，这一系列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村电商的发展。在疏解策略方面，已

有研究提出了加强政策扶持[6]，以支持农村电商平台的建设和发展；加强人才培养[7]，为乡村产业经济

持续向好发展注入动力。综上所述，现有研究的关注内容较为宏大宽泛，虽然在面临的困境方面提及了

缺乏专业性人才，但是缺乏对具体“人”的素养缺口与治理机制的系统分析。 
因此，提升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工作人员的数字素养，正在成为一个紧迫的研究与实践

课题。新型数字技术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大量的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到电商赋能乡村经济

发展的每个角落，并以此推动乡村振兴的持续向好发展。当乡村经济发展越发依赖于数字技术的赋能，

那么对技术使用者的依赖和需求也就不可避免。身居相关部门内部的工作人员，其数字素养直接决定了

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数字化发展水平，以及在此过程中利用数字技术提升管理效能的可能性，如果相关

工作人员不熟悉，不适应数字时代下的技术管理环境，那么对于引领乡村建设将会裹足难行，因而，本

文研究旨趣也在于此，欲从一个理论化的视角，初步探寻相关工作人员的数字素养缺口问题，并提出相

应的补偿机制。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框架 

2.1. 核心概念界定 

2.1.1. 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 
指的是以电子商务技术为驱动，通过数字化工具与平台经济模式重构乡村产业链、激活生产要素、

提升治理效能，从而实现乡村产业经济振兴、社会进步与文化传承的系统化过程。其核心内涵在经济维

度包括产业链整合、市场拓展与就业创造，有效打通农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全链条过程，避免出

现各环节由于信息流通不畅而导致的产品滞销问题；打破传统的地理限制，通过拼多多、抖音电商等平

台对接全国销售市场，从而提升农产品的溢价能力。与此同时，推动培育“新农人”关键群体，从而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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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发展，为农村注入崭新动力。社会维度包括治理现代化与公共服务优化，推动电商平

台及电商数据助力基层管理者以及相关组织进行高效决策并且通过电商平台能够实现整合医疗、教育等

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文化维度包括乡村文化传播与传统技艺活化，通过抖音、快手短视频与直播技术有

机融合，重塑乡村文化的表达宣传方式；非遗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实现商业化发展与传承，推动传统技艺

的可持续发展。 

2.1.2. 工作人员数字素养 
指的是在农村电商场景中工作人员在数字管理场景中开展数字化的组织与管理活动所需要的素质与

能力综合，其核心内涵可从技术操作能力、政策应用能力与伦理风险防控能力、数据安全能力四个方面

理解，在工具使用方面主要指能够熟练运用和操作电商平台，如抖音直播中控台；能够熟练应用相关数

据分析软件，对不同时空域中的数据能够做到及时高效分析，能够制作高转化率的农产品详情介绍页、

短视频脚本等内容。在政策应用能力方面主要指能够理解《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中

关于消费者权益、虚假宣传等条款，能够将中央下发的相关政策转化为在地化措施。在数据安全方面主

要指在使用数据帮助农户发展产业经济的过程中，应当注重保护农户的隐私信息，在运营管理相关乡村

经济产业时，应当抵制“刷单炒信”“以次充好”等的短期逐利行为，应当注重维护乡村电商生态的可持

续性发展。 

2.2. 理论基础 

2.2.1. 数字鸿沟理论(Digital Divide Theory) 
该理论是由 Pippa Norris [8]提出，后经 Van Dijk [9]扩展为“接入–使用–能力”三层次鸿沟模型，

强调技术资源分配与能力获取的不平等。该理论划分的数字鸿沟类型主要包括： 
接入鸿沟：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网络基础设施薄弱、智能设备普及率低，导致工作人员在数字

素养起点上存在差异。例如，部分偏远农村地区网络信号不稳定，工作人员难以顺畅使用电商平台开展

业务。 
使用鸿沟：农户及工作人员对电商工具和技术工具的功能认知存在偏差，应用素养参差不齐。比如，

有些工作人员仅了解电商平台的基本操作，无法充分利用平台的高级功能进行精准营销。 
能力鸿沟：受教育水平限制，工作人员在数据分析技能方面存在不足。在面对大量电商销售数据时，

难以进行深入分析，无法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用于决策。 
将数字鸿沟理论的“接入–使用–能力”三层次鸿沟映射在农村电商场景中的具体表现为：接入鸿

沟体现在农村地区本身网络基础设施薄弱，相关技术设备接触较少；使用鸿沟体现在工作人员对电商工

具的功能认知不足，对技术工具的使用生疏；能力鸿沟则体现在数据收集后，相关人员缺乏分析和整合

能力。数字鸿沟的存在影响了工作人员数字素养的提升，进而制约农村电商的发展。 

2.2.2. 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理论(E-Commerce Ecosystem Theory) 
该理论指出电商生态是“平台–商户–消费者–服务商”的动态共生交互网络，强调各主体之间协

同演化与价值共创[10]。 
在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政府作为政策供给者，要统筹公共利益与公众需求，制定合理

的政策引导电商发展；平台作为技术支持者，需提供多样化资源，如流量扶持、技术培训等，助力农户

和电商从业者发展；农户作为产品供给者，要保证农产品质量，为电商发展奠定基础。 
该理论与本研究融合，有助于揭示智能算法等技术工具如何重构乡村电商交易规则，实现技术嵌入。

例如，智能算法可根据消费者的浏览和购买历史，为农户精准推荐适合的销售渠道和产品推广策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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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过评估工作人员数字素养缺口对生态系统稳定的威胁，为补偿机制的设计提供依据。若工作人员

数字素养不足，可能导致数据处理不当，影响消费者信任，进而破坏电商生态系统的平衡。 

2.2.3. 理论联系 
基于以上理论阐释，构建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农村电商场景决定了工作人员的角色职能需求，

而角色职能需求与工作人员实际数字素养之间的差距形成数字素养缺口，针对这一缺口设计补偿机制，

以提升工作人员数字素养，推动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具体框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3. 农村电商场景中工作人员的数字化能力需求 

3.1. 基层管理人员：管理中枢与资源枢纽 

在农村电商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中，基层管理人员在农村电商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中扮演着政策

衔接者、资源协调者和风险管控者的角色。他们不仅要将上级指示及时传达至基层，还要统筹基层的物

流建设、网络覆盖和人才引进等工作。在电商活动中，需监控潜在风险，建立应急响应机制。这一系列

工作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持，因此，基层管理人员应注重提升数字认知和应用能力，以提高管理效率。

例如，在物流建设中，运用数字技术优化物流配送路线，降低成本；通过数据分析预测电商活动中的风

险，提前制定应对措施。 

3.2. 电商运营者：技术赋能与销售链接 

在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中，电商运营者负责电商店铺的运营工作，包括商品上架、订单处理、

客户服务等。同时，他们要挖掘消费用户的行为数据，如点击率、购买率等，进行数据分析，为选品和销

售策略提供依据。此外，还需利用短视频、虚拟现实(VR)技术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品牌，提升农产

品市场竞争力。比如，通过分析用户数据发现某地区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需求较高，电商运营者可针

对性地调整选品，并利用短视频展示农产品的有机种植过程，吸引消费者购买。 

3.3. 新农人/农户代表：销售产品供给与文化传承 

新农人/农户代表参与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供应链管理，保障产品质量。同时，要培养基本的数字素

养，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传播乡土文化。例如，新农人通过直播展示农产品的生长环境和种植过

程，让消费者更直观地了解产品，增加信任度，促进销售，还能传播当地的农耕文化。 

4. 农村电商工作人员数字素养缺口的多维解析 

在农村电商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不同主体在数字素养方面存在着各自的缺口。以下将依据多元

主体角色划分，从基层管理人员、电商运营者和新农人/农户代表三个主体角度进行剖析。 

4.1. 基层管理人员 

基层管理人员在农村电商发展中，于技术操作、政策认知、协调管理层面存在数字素养缺口。技术

操作上，虽能进行基础数字化操作，但对复杂数据分析软件和智能化管理工具操作不熟练，难以从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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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提取有价值信息辅助精准资源调配和风险预测，影响物流建设和网络覆盖规划。政策认知方面，

对农村电商相关政策理解不深入，传达执行易出现信息衰减，转化为本地措施时未结合实际，如电商人

才培养政策与当地劳动力需求脱节。协调管理上，组织内部数据壁垒严重，数据格式、统计标准不一，

管理人员缺乏数据整合和协调能力，跨部门协作也缺乏高效平台和机制，导致信息共享不畅，影响资源

调配、风险管控和决策科学性，阻碍农村电商发展。 

4.2. 电商运营者 

电商运营者在农村电商的店铺运营、数据分析和品牌打造等关键工作中，存在数字素养缺口，对销

售业绩和品牌建设影响较大。技术操作层面，直播带货时话术缺乏吸引力，无法与消费者有效互动，且

数据分析应用能力不足，只能进行简单数据统计，难以运用高级方法实现精准营销，影响选品和销售策

略制定。政策认知层面，对电商法规理解不深，易出现虚假宣传、侵犯消费者隐私等违规行为，损害店

铺声誉；同时对农村电商扶持政策了解不及时、不全面，错过利用政策推动店铺发展的机会。协调管理

层面，与供应链上下游沟通协作不畅，农产品采购、库存及物流配送环节协调机制缺失，易造成供应问

题；团队内部职责不清、信息不畅，如直播与数据分析人员缺乏协作，导致直播内容与市场需求不匹配，

影响销售目标达成。 

4.3. 新农人/农户代表 

新农人/农户代表在农产品生产与乡土文化传播中，数字素养的欠缺给相关工作带来诸多阻碍。从技

术运用来看，他们在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方面能力薄弱，像智能灌溉、土壤监测这类助力农产品标准化

生产的技术应用不足，影响农产品产量与质量。在借助新媒体传播乡土文化时，内容创作和平台操作技

能匮乏，传播效果不佳，无法有效提升农产品文化价值。在政策认知领域，新农人/农户代表对农业政策

的掌握程度较低。这使得他们在生产中难以契合质量标准，还错失农业补贴等政策红利。并且在农村电

商发展浪潮下，因不熟悉政策，无法借助政策拓展农产品销路。协调管理层面同样存在问题。他们与电商

平台、物流企业合作松散，缺乏沟通协调，导致农产品供应和市场需求脱节，在电商促销等关键节点，供

应计划调整不及时。而且，新农人/农户代表之间团队协作意识淡薄，难以凝聚力量，共同抵御市场风险。 

5. 农村电商数字素养补偿机制设计 

为改善农村电商多元主体数字素养缺失现状，在微观层面构建补偿机制，需针对基层管理人员、电

商运营者、新农人/农户代表的不同情况，明确具体实施方案、操作指南、角色责任及制度保障。 

5.1. 基层管理人员数字素养补偿机制 

(1) 实施方案：开展定制化培训，深入调研基层管理人员在农村电商工作中的实际需求，结合其工作

中遇到的典型数据处理、管理决策等难题，与专业培训机构合作。例如，针对物流配送路线优化问题，

开设专门的数据分析课程，详细讲解如何运用数据分析软件对物流数据进行处理，包括数据清洗、分析

指标选取等，通过农村电商实际案例教学，让基层管理人员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掌握实际操作

技能。课程内容涵盖基础的数据处理知识，如 Excel 的高级功能应用，以及更复杂的数据分析软件如 SPSS
的操作方法。同时，设置智能化管理工具操作课程，如学习使用智能仓储管理系统，使基层管理人员能

够熟练运用这些工具提升工作效率。 
(2) 操作指南：培训课程按照从基础到进阶的顺序设置，基础课程主要针对没有数据分析和智能管理

工具操作基础的人员，讲解基本概念和操作方法，如 Excel 的常用函数、智能管理工具的基本功能等。进

阶课程则深入讲解数据分析的高级方法，如数据挖掘算法在电商风险预测中的应用，以及智能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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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配置和优化。教学方式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线上通过录播课程、在线直播答疑等形式，方

便基层管理人员随时随地学习；线下则进行集中授课和实践操作指导，确保学员能够熟练掌握所学内容。 
(3) 角色与责任：管理组织负责组织协调培训和平台搭建工作。在培训方面，与专业培训机构沟通合

作，确定培训课程内容、培训时间和培训方式，确保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平台搭建方面，选择合

适的交流平台软件或场地，制定交流平台的使用规则和管理制度，保障交流平台的正常运行。；培训机

构提供专业教学服务。根据管理组织的需求和基层管理人员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安

排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授课。教师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农村电

商实际案例相结合，让学员易于理解和掌握。 
(4) 制度保障：建立完善的培训考核制度，对基层管理人员的培训效果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理论

知识考核和实践操作考核，理论知识考核通过在线考试或线下试卷的方式进行，主要考查学员对数据分

析、智能管理工具操作等知识的掌握程度；实践操作考核则要求学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项实际工作任

务，如运用数据分析软件对当地电商销售数据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管理建议，考查学员的实际操作

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对于考核成绩优秀的学员，给予一定的绩效奖励，如

奖金、晋升机会等；对于考核不合格的学员，要求其参加补考或重新培训，直至考核合格。 

5.2. 电商运营者数字素养补偿机制 

(1) 实施方案：组织技能竞赛，围绕直播话术、数据分析等设置奖项如设立最佳直播话术奖、数据分

析优秀奖等。竞赛内容可以包括直播实战环节，要求参赛电商运营者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直播带货，展示

其直播话术和与消费者互动的能力；数据分析环节则要求参赛选手对给定的电商销售数据进行分析，并

撰写分析报告，提出选品和销售策略建议。通过竞赛激发电商运营者的学习热情，促使他们主动提升自

己的数字素养。 
(2) 操作指南：明确技能竞赛的规则、流程和评分标准。竞赛规则要确保公平、公正、公开，如规定

参赛选手必须独立完成竞赛任务，不得抄袭他人成果；竞赛流程要清晰明了，包括报名时间、竞赛时间、

竞赛环节等；评分标准要科学合理，如直播话术评分可以从语言表达、吸引力、互动效果等方面进行评

分，数据分析评分可以从数据准确性、分析方法合理性、策略建议可行性等方面进行评分。在竞赛开始

前，要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宣传，如在电商平台发布竞赛通知、在行业微信群和 QQ 群转发竞赛信息等，

吸引更多的电商运营者参与竞赛。 
(3) 角色与责任：行业协会组织技能竞赛活动。负责制定竞赛方案，包括竞赛规则、流程、评分标准

等；组织竞赛报名、竞赛实施和竞赛评审等工作；为竞赛提供必要的场地、设备和资金支持；对竞赛

结果进行公示和表彰，颁发奖项。同时，要对竞赛活动进行总结和评估，不断改进竞赛方案，提高竞

赛质量。 
(4) 制度保障：竞赛奖励制度：将竞赛奖励纳入行业激励体系，对在技能竞赛中表现优秀的电商运营

者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物质奖励可以包括奖金、奖品等，精神奖励可以包括荣誉证书、行业内表

彰等。同时，将竞赛成绩与电商运营者的个人职业发展挂钩，如在电商平台的推荐排名、入驻优质资源

位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激励更多的电商运营者积极参与竞赛。 

5.3. 新农人/农户代表数字素养补偿机制 

(1) 实施方案：设立技术帮扶小组：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农村，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新农人/农
户代表的需求，现场指导数字技术应用。例如，在农产品种植地区，技术人员可以指导农户使用智能灌

溉系统，包括系统的安装、调试和使用方法，以及如何通过手机 APP 远程监控灌溉情况；在养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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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农户使用智能养殖设备，如自动投喂系统、环境监测系统等。同时，技术人员要为农户提供技术支

持，及时解决他们在使用数字技术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 操作指南技术帮扶小组按区域和需求分配人员，每个小组负责一定区域内的新农人/农户代表的

技术帮扶工作。在帮扶前，要对帮扶区域进行调研，了解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和农户对数字技术的需求，

制定详细的帮扶计划。帮扶计划要明确帮扶目标、帮扶内容、帮扶时间和帮扶人员分工等。在帮扶过程

中，技术人员要耐心指导农户，通过现场演示、手把手教学等方式，让农户掌握数字技术的应用方法。

同时，要建立帮扶档案，记录帮扶过程和农户的学习情况。 
(3) 角色与责任：农业部门组织技术帮扶工作。负责选拔和组织技术人员组成技术帮扶小组，对

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确保他们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沟通能力；为技术帮扶小组提供必要的设

备和资金支持，保障帮扶工作的顺利开展；对技术帮扶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估，及时了解帮扶效果，对

表现优秀的技术人员进行表彰和奖励；新农人/农户代表：主动学习应用技术和创作知识。积极参加技

术帮扶培训活动，认真学习数字技术应用方法和文化创作技巧，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产和文化传

播中。在学习过程中，要积极与技术人员和专家沟通交流，提出自己的问题和建议，不断提升自己的

数字素养。 
(4) 制度保障：技术帮扶考核制度：建立技术帮扶考核制度，对技术帮扶小组的工作进行考核。考核

内容包括帮扶计划的执行情况、农户对数字技术的掌握程度、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提升情况等。将考核

结果与技术人员的绩效挂钩，对于考核成绩优秀的技术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如奖金、晋升机会等；

对于考核不合格的技术人员，要求其进行整改或重新培训。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聚焦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进程中工作人员的数字素养，从理论构建与实践分析两方面展开

深入探讨，取得如下成果：精准界定了“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和“工作人员数字素养”的概念，前

者是以电子商务技术驱动，在经济、社会、文化多维度实现乡村变革的系统化过程；后者涵盖技术操作、

政策应用、伦理风险防控等能力维度，是农村电商场景下工作人员的必备素质。基于数字鸿沟理论和电

子商务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分析框架，明确了不同主体的角色职能与数字化能力需求。研究发现农村电商

工作人员存在多维度数字素养缺口。基层管理人员在复杂技术工具操作、政策深入理解和协调管理方面

能力不足；电商运营者技术操作和数据分析能力欠缺，政策理解与运用有偏差，团队和供应链协作不畅；

新农人/农户代表在农业生产数字化技术应用、乡土文化传播、政策把握和合作协调上均存在短板。这些

缺口受培训资源、人才储备、技术标准等因素制约，阻碍了农村电商发展。为此，针对性设计了补偿机

制。对基层管理人员开展定制化培训、搭建交流平台；为电商运营者组织技能竞赛，促进技能提升；为

新农人/农户代表实施技术帮扶、切实提升技术能力，并明确了各机制的实施方案、操作指南、角色责任

和制度保障，为提升工作人员数字素养提供可行路径。 

6.2. 研究展望 

6.2.1. 深化实证研究 
本研究目前多为理论分析，未来应加大实证研究力度。通过广泛的问卷调查、深入的实地访谈和丰

富的案例研究，收集不同地区、不同岗位工作人员的数字素养数据，精准分析素养缺口的具体表现和差

异特征。运用量化分析方法，如结构方程模型，探究数字素养与农村电商发展各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

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操作提供科学、精准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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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关注动态发展 
数字技术和农村电商处于快速发展变革中，工作人员数字素养需求不断变化。应持续跟踪技术创新

趋势，如人工智能、区块链在农村电商中的应用，以及新消费模式、政策法规的影响。及时调整数字素

养的内涵和补偿机制，将新技术相关技能纳入素养范畴，探索与之相适应的培育策略，确保研究成果的

时效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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