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5), 1276-1282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407  

文章引用: 付琪翌. 残障人士电商创业过程中的信用体系构建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5): 1276-1282.  
DOI: 10.12677/ecl.2025.1451407 

 
 

残障人士电商创业过程中的信用体系构建研究 

付琪翌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5年3月20日；录用日期：2025年4月16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20日 

 
 

 
摘  要 

本研究针对残障人士电商创业中信用体系缺失的核心矛盾，提出“技术–制度–文化”协同赋能的信用

构建策略。传统信用体系因忽视残障群体的非财务资本与能力特质，导致其陷入融资难、信任低的双重

困境。基于区块链与人工智能技术，研究构建多维动态信用模型，通过链上存证非遗技能认证、生产溯

源与用户评价，实现“非标化能力”的数字化转化；制度层面倡导政府、平台与社会协同治理，推动信

用标准立法与算法公平性优化，打破数据孤岛与流量歧视；文化维度则通过弱化“残疾标签”、强化“技

艺主体性”叙事，重塑残障群体的文化传承者身份，推动市场信任从“同情消费”转向“价值认同”。

学术上，本研究创新性提出“文化反哺”理论，揭示非遗商业化与残障赋能的互构机制，构建“技术向

善”的分析框架；实践层面，信用体系不仅为残障群体开辟经济赋权路径，更以商业力量激活传统文化

生命力，助力社会公平与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为全球弱势群体参与数字生态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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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core contradiction of the lack of credit system in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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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abled,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credit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technology-system-culture” 
collaborative empowerment. The traditional credit system ignores the non-financial capital and abil-
ity characteristics of disabled groups, which leads them to fall into the double dilemma of financing 
difficulty and low trust. Based on blockchai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 multi-dimen-
sional dynamic credit model is studied and constructed,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non-
standardized ability”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certification of intangible skills, production traceability 
and user evaluation on the chain;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we advocat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mong government, platform and society, promote credit standard legislation and algorithm fair-
ness optimization, and break data islands and traffic discrimination; I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by 
weakening the label of disabili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narrative of “technical subjectivity”, the 
identity of cultural inheritors of disabled groups is reshaped, and the market trust is shifted from 
“sympathetic consumption” to “value recognition”. Academically, this study innovatively puts for-
ward the theory of “cultural feedback”, reveals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commercial-
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disability empowerment, and construct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echnology is good”. On the practical level, the credit system not only opens up the 
path of economic empowerment for the disabled, but also activates the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commercial power, helps social equity and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provides a Chinese solution for the global vulnerable group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gital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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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目标深度交织的当下，残障人士通过电商创业实现经济赋能的实践，既承载

着社会公平的伦理诉求，也面临着传统信用体系的系统性排斥[1]。当前，我国残障群体电商创业失败率

居高不下，其核心矛盾在于传统信用评估机制与残障创业特性的结构性错配——以财务数据为核心的征

信逻辑无法量化非遗技艺、社群协作等非标化能力，而消费者对残障商家服务能力的隐性偏见进一步加

剧市场信任赤字。尽管《“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数字赋能战略，但政策落地中仍存在

“数据孤岛”“流量歧视”等梗阻，残障群体往往陷入“有能力无信用、有产品无信任”的双重困境[2]。 
在此背景下，构建适配残障群体的电商信用体系，不仅是技术工具的创新，更是社会资源分配规则

的重构。这一体系通过区块链技术将非遗技能认证、生产流程透明化等“软性资本”转化为可流通的信

用资产，借助人工智能动态捕捉用户评价与社会贡献，重塑信用评估的价值维度；同时，通过制度设计

打破平台算法效率至上的商业惯性，推动流量资源向残障创业者倾斜，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再平衡。更深

层的意义在于文化叙事的转向：信用体系将残障群体从“受助者”重塑为“文化传承者”，使非遗技艺的

商业价值与社会认同深度融合，为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注入人文内核。 
本研究以“技术向善”为价值锚点，不仅为破解残障创业者的信用困境提供系统性方案，更在理论

层面拓展信用研究的边界——揭示信用体系作为社会公平调节器的本质功能，为全球数字时代的弱势群

体赋权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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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实背景 

2.1. 政策驱动 

国家战略层面：2023 年国务院印发《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支持残疾人通过

直播带货、云客服等新业态就业”，并将“非遗工坊”纳入残疾人技能培训重点项目。2024 年，商务部

提出将从三方面推动商务信用体系建设，电商平台便作为其中之一[3]。2018 年上海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

心发布了《电子商务助残扶贫行动实施方案》，期望扶持 10,000 名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接受电商知

识培训；扶持 3000 名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家庭创办网店经营；辐射带动 15,000 名残疾人从事电商

产业链创业增收。 

2.2. 实践经验 

在电商兴起和国家政策支持的背景下，各地也开展了“非遗 + 残疾人电商创业孵化基地”的创新试

点。2023 年 5 月佛山市禅城区成立了残疾人创业就业 + 孵化基地和残疾人创业就业 + 非遗培训基地，

引入陶瓷艺术大师等资源，为有意愿从事陶瓷艺术工作的残疾朋友免费提供技艺培训、就业创业指导，

实现非遗传承人带动残疾人就业创业的局面，进一步拓展残疾人就业渠道和创业空间。2024 年，河南润

邦·彩虹家园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与“非遗制香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利用各自资源，将残

疾人就业与非遗传承、残疾人收入提高与非遗成果转化进一步深度结合，为残疾人通过就业、创业实现

自我价值、反哺家庭、回馈社会提供了更多一种选择、更大一种可能。 

2.3. 研究现状 

朱英、马小龙等专家学者指出，在当前阶段，传统的集中就业以及按比例就业方式，已无法充分满

足残疾人的就业需求。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残疾人自主就业的规模显著超过上述两种传统就业模式。

残疾人自主就业的确能够较为有效地解决残疾人的就业难题，然而，这一就业模式目前也存在不少问题。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多数残疾人依旧采用传统的经营模式，这使得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缺乏优势，并且工

资水平普遍较低[4]。 
何侃在 2016 年提出，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以及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为残疾人的自主性就业创造

了新的机遇。自主就业模式不仅有助于残疾人实现就地安置，还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社会排斥等问题。

另外，国外的专家学者围绕网络技术应用，对残疾人电商就业模式展开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残

疾人想要提升社会就业网络，关键在于对科技信息的掌握和应用。电商就业对残疾人的电脑操作能力、

互联网知识储备以及电子商务职业技能都有着较高的要求。电子商务衍生出的大量就业岗位和创业形式，

既为残疾人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让他们面临着诸多挑战[5]。 

3. 电商平台赋能残障人士创业所面临的困境 

社交电商平台为残障人士创业提供了新机遇，但在实际运作中仍面临多维度的现实困境，涉及技术、

经济、社会和政策等多个层面。以下结合最新研究与实践案例，分析其主要挑战。 

3.1. 技术适配性不足 

电商平台的工具设计主要基于“普适性”逻辑，主要为大部分正常人使用。未能充分响应不同残障

类型人群的特殊需求。无障碍功能覆盖不均衡，如聋哑群体缺乏实时交互支持，肢体障碍者操作界面友

好度不足；电商平台的流量算法机制使得残障群体因互动率低被边缘化，形成“技术性排斥”[6]。 
手工艺生产过程中的非标特性与电商规模化需求存在冲突，残障群体由于生产效率受限，难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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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爆发与产能瓶颈。消费者对“残障 + 非遗”商品的支付意愿呈现两极分化，部分市场仍停留在“同

情消费”阶段，对残障人士所制作的手工艺品的价值认识不到位，使得文化价值与商业定价难以有效协

同。 

3.2. 社会认同困境 

残障创业者面临“身份标签化”的双重困境：过度强调残疾叙事虽然可短期引流，却削弱品牌长期

竞争力；而弱化身份特征又易陷入同质化竞争。社会对残障群体服务能力的隐性偏见，进一步加剧信任

赤字，影响消费决策。社会对残障群体的认知长期停留在“救助对象”或“福利依赖者”层面，其创业行

为常被解读为“励志故事”而非“商业实践”。消费者更关注残障主播的肢体缺陷或听力障碍，而非其产

品的工艺价值，导致购买动机中“同情消费”。社会认知的文化偏见也使得残疾人在电商信用体系建立

中受到歧视，更深层消解信用根基：残障人士常被刻板化为“受助对象”而非“价值创造者”，消费者对

其产品质量与服务能力的潜在质疑，迫使残障创业者过度依赖“励志叙事”换取短期信任，却难以建立

基于产品力的长效信用资产[7]。 

3.3. 系统性支持缺位 

政策扶持多聚焦硬件投入，忽视技能培训、流量运营等软性赋能；平台规则以商业利益为主导，残

障内容在资源分配中处于弱势；跨部门协同机制缺失，导致信用背书、供应链支持等关键资源难以整合，

形成“碎片化赋能”困局。 
上述困境折射出更深层冲突：技术工具的人文关怀缺位、商业效率与社会公平的价值张力、短期救

助与长效赋能的路径偏差。唯有构建“需求精准响应–价值理性重构–生态协同共创”的框架，方能为

残障群体开辟可持续的创业通路。社交电商平台在赋能残障人士创业的过程中，信用体系的不足成为制

约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障碍，其根源可归结为结构性缺陷与系统性失衡。传统信用评估逻辑的局限性首

当其冲：现行信用体系高度依赖财务数据，而残障创业者因就业不稳定、固定资产匮乏等现实，难以满

足传统金融机构的授信标准。这种“数据贫困”导致其长期游离于正规信用体系之外，形成“融资难–

生产弱–收益低”的恶性循环。技术赋能的形式化倾向进一步加剧困境：尽管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被

引入信用评价，但现有模型未能有效量化残障群体的非财务信用价值，如非遗技艺的专业性、社群协作

的履约能力、公益行为的道德资本等，技术工具沦为数据堆砌的“数字橱窗”，无法穿透身份标签捕捉

真正的信用内核。这种多维度的信用体系缺陷，本质折射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技术工具未能

适配群体特殊性，市场机制缺乏包容性设计，制度框架滞后于实践需求。唯有重构“社会价值导向”的

信用评估范式，整合技能资本、文化贡献、社群口碑等非经济指标，并通过跨主体数据治理打破信息壁

垒，方能真正激活残障群体的信用潜能[8]。 

4. 残疾人电商就业中构建信用体系的必要性分析 

残疾人通过电商就业是实现经济自立与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但传统信用体系的固有缺陷严重制约

其发展，构建适配性信用体系迫在眉睫。 
首先，传统信用逻辑与残疾人就业特性存在结构性冲突。现行信用评估高度依赖财务数据，而残障

群体因就业形式灵活、固定资产匮乏，普遍面临“数据贫困”。残疾人由于其特殊的身体情况，在进行创

业过程中，会出现贷款困难、融资困难等问题。造成这种原因的是由于其核心资本——非遗技艺的专业

性、社群协作能力等非经济价值未被纳入信用评价体系，形成“能力与信用错配”[9]。 
其次，信用缺失加剧市场信任赤字。消费者对残障商家的产品质量、服务能力存疑，信用体系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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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技术透明化重建消费信任，弥合供需间的认知鸿沟。更深层必要性在于推动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信用体系不仅是金融工具，更是社会资源分配规则的革新。通过量化残障群体的技能资本、公益贡献等

“软性数据”，可打破“残疾即弱势”的刻板叙事，将其重塑为“文化传承者”与“价值创造者”。 
最后，信用体系是政策落地的关键抓手。《“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数字赋能目

标，但地方实践中因缺乏量化工具，易陷入“补贴依赖”困境。信用体系通过动态评估可精准识别帮扶

对象，推动政策从“大水漫灌”转向“靶向滴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综上，构建残疾人电商信用体系是突破经济排斥、激活人力资本、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选择。其价

值不仅在于个体增收，更在于以技术向善重构市场规则，为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创新性实践路径。 

5. 社交电商平台赋能残障人士创业中构建信用体系的实践策略分析 

在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双重驱动下，社交电商平台通过流量机制与技术工具为残障人士创业

提供了新可能，但传统信用体系的“数据贫困”与“价值偏见”严重制约其发展。构建适配残障群体的电

商信用体系，需要突破单向技术赋能的局限，从技术工具革新、制度生态协同、文化价值重构三个维度

形成系统性策略，实现从“流量扶持”到“信用赋能”的范式升级。 

5.1. 技术革新：构建多维动态信用评估模型 

区块链的三大核心理念——去中心化、不可篡改、透明共识——与残障信用体系的需求高度契合：

第一是去中心化，即消除单一权威中心对数据的垄断控制，通过分布式节点网络实现权力平权化。残障

群体的信用数据分散于社会多主体，去中心化结构避免某一机构的“数据霸权”，确保残障人士免受单

一评价标准排斥[10]。 
信用体系的核心在于精准量化残障群体的价值贡献。传统金融信用依赖收入、资产等标准化数据，

而残障创业者往往因非标化技能，如非遗技艺被排斥于体系之外。社交电商平台可依托区块链与人工智

能技术，重构信用评估逻辑。进行区块链技术的可信化应用，建立“技能认证链 + 生产溯源链”双链架

构。将残联认证的非遗传承资质、培训记录等数据上链存证，形成不可篡改的“数字信用档案”；同时通

过区块链记录手工艺品从原料采购到物流交付的全流程数据，消费者扫码即可验证商品真实性。2021 年

5 月，蚂蚁链发布的“文昌星传统文化焕新计划”，将会发挥生态伙伴的力量来帮助中国非遗文化传承

人、原创作者、原创 IP 获得生产、保护、交易到商业化的全链路服务，用科学技术为传统文化保驾护航，

让大众享受到更丰富、更有中国文化内涵的消费和服务。 

5.2. 制度协同：构建跨主体信用治理生态 

信用体系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多方协同的制度化设计，需打破数据孤岛与资源错配困局。首先，可由

政府主导的信用标准建设，政府可以帮助制定《残障电商信用评估指南》，明确技能水平、履约能力、社

会贡献、用户口碑的指标体系，弱化财务权重。同步推动国家级“残障信用数据中台”建设，打通残联、

电商平台与金融机构的数据壁垒，实现技能证书、公益记录、交易数据的互通互认。 
其次，加强平台责任伦理化落地要求社交电商平台设立残障信用专区，对高信用商家实施流量保底

推荐；联合网商银行等机构开发“信用分阶梯贷款”，信用分 80 分以上者可获 50 万元无抵押贷款，利

率低于市场均值 30%，京东“阳光天使计划”通过赋能残疾人，提高残疾人电商信用体系的方式，帮助

解决了大量残疾人就业问题。从 2017 年京东、欧莱雅以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包容美力计划”

开始，京东一直致力于寻找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的突破口，为更多失业无业的残疾人提供电商特有的工

作平台。多年来，“阳光天使”项目已经为社会培训了数百位客服人员，竭尽全力帮助残疾人解决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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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问题，进而提升残疾人的个人收入水平，帮助提高生活质量。 

5.3. 生态重构：全链条支持网络的精准适配 

2024 年淘宝携手阿里巴巴公益、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共同发起的助残公益活动淘宝见宝行动。数

据显示，我国有约 17 万残障人士从事电商工作，仅在淘宝就有超过 10 万残障商家，他们中间 70%~80%
为年 GMV10 万元左右的中小商家。在公益视频中，淘宝将平台上这 10 万残障商家就业、创业日常呈现

在大众眼前：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巧思与勤劳，在淘宝成为各行各业的商家店主，也可以发挥自己的独

特优势，成为淘宝运营、客服或模特、手语主播。电商行业已然为残障人士们开放越来越多适合的工作

岗位，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努力通道[11]。 
信用价值的释放需依托产业生态的协同赋能，形成“生产–消费–服务”闭环：建立生产端的公益联

营模式，建立“残障工坊 + 龙头企业”分工协作机制，企业承接原料采购、物流配送等标准化环节，残

障群体专注非遗技艺核心环节。同时开通 24 小时工艺直播间，消费者可实时观看制作过程并提问，使生

产过程透明化。建立会员制社群，定期推送非遗文化课程与信用报告，培育高黏性“文化认同型”用户。 

5.4. 文化反哺：从“同情消费”到“价值认同” 

“文化反哺”理论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用以解释残障人士通过电商创业对非遗文化传承产生的反

向赋能效应，其核心意义在于揭示弱势群体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双向价值共生关系，并重构数字时代文化

传承的伦理逻辑与社会动力。残障人士能够通过电商将非遗技艺转化为商品，不仅获得经济收益，更以

市场需求倒逼技艺创新。“文化反哺”理论通过“非遗传承者”这一新身份赋予其文化话语权：残障群体

不再被动等待社会救助，而是以技艺传承者的角色主动参与价值创造[12]。信用体系的长效性需以文化叙

事升级为基础，推动社会认知的价值转向，将品牌叙事转型：从“励志故事”转向“技艺叙事”，通过短

视频突出非遗工艺的审美价值。提高消费者对工艺品本身的喜爱。此外促进社会认证体系构建：由独立

第三方颁发“非遗守艺人”认证标识，使消费者扫码可查看信用档案，提高商品复购率。 
2025 年上海徐汇区徐家汇街道“阳光手作”非遗工作室正式成立。它将非遗传承与残疾人就业创业

有机结合“阳光手作”非遗工作室创新性地采用“非遗技艺 + 文创开发 + 互动展演”的复合型就业模

式。在这里，残疾人不仅可以学习到精湛的非遗技艺，还能参与到文创产品的设计和开发中，并通过互

动展演的形式，将非遗传播给更多人。独特的非遗艺术吸引了更多消费者，也为残疾人创业提供了优秀

可借鉴的典范。 

6. 结语 

本研究聚焦残疾人电商创业中信用体系构建的核心命题，揭示了传统信用评估机制与残障群体特殊

性之间的深层矛盾。残障人士的创业能力难以被传统金融模型有效识别，其核心资本往往体现为非标化

的非遗技艺、社群协作能力与社会贡献价值，这些要素在现行以财务数据为主导的信用体系中长期处于

被忽视的状态，导致残障人士信任赤字出现资源获取困境。破解这一困局需突破单向度技术赋能的局限，

构建多维协同的信用生态：运用区块链技术通过链上存证将技艺认证、生产流程与用户评价转化为可验

证的信用资产，使残障群体的文化资本获得数字化表达；人工智能则通过动态分析非结构化数据，如直

播互动内容、消费者情感反馈等数据帮助构建涵盖技能水平、服务效能与社会责任的多维信用模型，推

动信用评估从“经济本位”向“价值综合”转型。制度层面，需建立政府、平台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框架，

通过立法明确残障信用数据的采集标准与流通规则，强制电商平台设立信用加权专区，并将算法公平性

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体系，以此平衡商业效率与社会正义。产业生态的优化同样关键，“残障工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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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的分工模式通过专业化协作提升产业链效能，而消费者端的参与式信任共建，则重塑了市场

关系的伦理基础，使信用从冰冷的数字指标转变为有温度的价值共识。 
更深层的突破在于文化叙事的重构：通过弱化“残疾标签”、强化“技艺主体性”的品牌叙事，残障

创业者得以从“受助者”转型为文化传承的能动者，这种身份重塑不仅消解了社会偏见，更使非遗技艺

的商业价值获得可持续溢价空间。信用体系的构建不仅为残障群体开辟了经济赋能的通路，更在深层推

动两大社会转型这一探索不仅为残疾人就业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更以“技术向善”的实践智慧回

应了全球数字时代的包容性发展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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