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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直播电商成为激活乡村经济的新引擎，但面临基础设施薄弱、人才短缺、产业生

态松散等困境。本研究基于赋权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提出社会工作服务赋能电商发展的实践路径：通

过“助人自助”理念构建政策协同机制，破解资源错配难题；以“利他主义”整合政府、企业及社会组

织资源，优化电商生态；依托在地化能力建设培育复合型人才，提升职业素养与留存率；融合乡土文化

基因与绿色发展理念，打造可持续品牌IP。研究发现，社会工作服务通过多维路径整合政策支持、资源

优化、人才赋能与文化创新，推动乡村直播电商从“流量驱动”向“质量驱动”转型，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注入持续动能，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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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has become a new en-
gine to activate the rural economy, but it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weak infrastructure, talent short-
age, and loose industrial ecology. Based on the empowerment theory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this study proposes a practical path for empow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through 
social work services: constructing a policy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rough the concept of “helping 
people and self-help”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source mismatch; Integrating government, enter-
pris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resources with “altruism” to optimize the e-commerce ecosystem; Re-
ly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ized capabilities to cultivate versatile talents, enhance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retention rates; Integrating local cultural genes with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s to cre-
ate a sustainable brand IP.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social work services integrate policy support, 
resource optimization, talent empowerment,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paths,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from “traffic driven” to 
“quality driven”, injecting sustained momentum into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
ization strategy, and help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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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

展[1]。自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发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等文件，明确将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2]。
在此背景下，乡村直播电商凭借其“技术赋能 + 场景重构”的双重优势，成为激活乡村经济的新引擎[3]。 

然而，结合国内学者研究，乡村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面临以下现实困境：第一，基础设施薄弱与技

术支撑不足；第二，产品质量监管与标准化缺失；第三，专业人才短缺与内容同质化；第四，法律法规滞

后与市场竞争无序。这些问题折射出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突破的“数字鸿沟”困境，亟待通过制度创

新实现发展动能转换。乡村振兴战略为社会工作发展带来重要契机，学界普遍认为其推进离不开专业社

会工作的深度参与[4]，其“助人自助”的专业核心理念与“资源整合–能力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介入

模式，与乡村直播电商的创新实践形成显著的价值耦合。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经济的进程中，社会工作

通过构建“双循环”协同机制展现独特专业价值：一方面依托协同治理理论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

等多元主体资源，搭建农产品上行供应链与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另一方面基于赋权理论开展农民数字素

养提升计划，帮助农户掌握直播运营、数据分析等新型职业技能，实现从“产品生产者”到“数字新农

人”的角色转型。这种深度介入不仅激活了乡村内生动力，还通过社会资本重塑与社区网络重构，为直

播电商注入人文关怀内核。由此形成的“柔性治理”路径，显著区别于市场主导模式，为可持续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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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新范式。可以说，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5]。 
本研究以赋权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探索社会工作服务赋能乡村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既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响应，也是对社会工作介入经济领域的方法论创新，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价

值。 

2. 理论逻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直播电商的理论基础 

赋权理论，又称增能理论(Empowerment Theory)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西方。Solomon 在《黑人赋

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中系统阐述了该理论，其核心在于通过提升个体或群体的能力与资源获

取水平，消除结构性压迫导致的“无权感”。陈树强教授认为增权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一个目

标或心理状态、一个发展过程、一种介入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增权并不是“赋予”案主权力而是挖掘

或激发案主的潜能[6]。笔者研究认为，赋权理论简而言之就是改变“授人以鱼”的单纯资源输送方式，

强调“授人以渔”的能力培育，不仅注重培养服务对象获取资源、运用资源的技能，更通过制度创新与

资源整合为其长远发展铺路。赋权理论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它为社会工作介入乡

村直播电商提供方法论指导，推动社工通过政策倡导、资源链接、能力培育等途径帮助农户突破结构性

限制；另一方面，其目标指向农村社区内生性发展，需通过持续能力建设来实现。这种目标与方法的统

一，使赋权理论成为连接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桥梁。 
协同治理理论融合协同学与治理理论核心思想，孙萍教授指出，该理论强调多元主体通过平等协商、

资源共享和行动协同凝聚治理合力，以解决单一主体难以应对的复杂公共问题。其核心要义包含三方面：

一是元主体参与，强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等共同介入治理；二是协同过程推进，通过主体间

利益协调与责任共担实现治理联动；三是治理结果的超越性，追求“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效应[7]。
在乡村振兴实践中，乡村直播电商的高质量发展涉及基础设施、产业生态、政策衔接等多维度问题，客

观上需要突破政府单一治理的局限。协同治理理论为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方法论框架，要求社工发挥“中

介者”与“赋能者”作用，搭建政府政策支持、企业技术赋能、社会组织资源链接、村民主体参与的协同

网络。这一理论视角不仅契合乡村振兴对多元共治的需求，更通过构建“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

与–农民主体”的协同生态，为乡村直播电商注入长效发展动能。 
从纵向维度看，赋权理论聚焦“人”的能力建设与资源获取，协同治理理论侧重“系统”的协作机制

与制度建构；横向维度上，前者回应内生动力激活的需求，后者满足外部资源整合的需要。二者分别从

“人的发展”与“系统协作”维度，为乡村振兴的质量提升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3. 现实必要性：社会工作专业优势与乡村需求的契合性分析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直播电商面临的困境，归根结底是资源错配、能力欠缺以及治理混乱

这几大问题相互交织导致的。而社会工作秉持的“助人自助”专业理念，在诸多方面与乡村发展的需求

不谋而合，集中体现在价值理念、方法论以及实践角色这三个层面的适配。 
价值理念层面，社会工作秉持“助人自助”核心理念，与乡村振兴对“可持续动能”的需求深度契

合。以北京市 Z 村为例，其采用“社工驻村引领、两委班子决策、村民参与”模式，成功激发社区内生

发展动力，让农户从被动受援者转变为决策主体，摆脱了“资源依赖”[8]。这种“造血式”介入，有效

解决了人才留存与提升村民参与度的关键问题。此外，社会工作的利他主义导向有效调和了市场逐利性

与乡村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推动形成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方法论层面，社会工作具有“系统性介入”与“乡土情境适配”的专业优势。基于赋权理论，其个

案、小组、社区工作构成的方法论体系，分别针对乡村直播电商在个体、群体、社区层面的深层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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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能力不足”“群体协作缺失”“制度生态松散”。这一“个体–群体–社区”三维方法论架构，遵

循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的核心范式，通过资源重组与文化赋能的动态平衡，形成兼顾技术效率与社

会韧性的发展模式，精准匹配乡村振兴对“质量驱动”和“可持续发展动力”的双重需求。 
在实践角色方面，社会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扮演“资源链接者”“能力建设者”“文化倡导者”这三

重角色，有效弥补了乡村直播电商发展的结构性缺陷。作为资源链接者，社工构建起“政府–市场–社

会”的资源交换网络，成功解决资源错配难题。身为能力建设者，社工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将

现代电商技能与乡土知识体系有机融合。而作为文化倡导者，挖掘乡土文化符号的现代商业价值，协调

标准化运营与地方性知识的矛盾，将传统伦理转化为数字时代的信任资本。这一角色体系，既契合乡村

振兴“柔性治理”的需求，又通过赋权与协同的动态平衡，营造出兼具市场效率与社会韧性的发展生态，

为乡村直播电商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专业活力。 

4. 社会工作服务赋能乡村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在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的时代进程中，社会工作服务借由资源链接与整合优势，成为衔接政府、

市场与农村的核心纽带。其通过多维度介入破解发展瓶颈，为乡村直播电商的产业进阶提供核心驱动力。 

4.1. 以“助人自助”为核心的政策协同与长效治理机制建设 

社会工作者在政策协同与长效治理机制建设中，需以“助人自助”为核心理念，通过专业方法整合

政策资源、优化治理结构，实现乡村直播电商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开展政策需求调研与精准倡导。社会工作者应运用接案阶段的需求评估方法，深入乡村开展

实地调研，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全面了解直播电商发展中的政策盲点与执行障碍。基于赋权理论，将

调研结果转化为结构化政策建议，推动政府部门制定差异化扶持政策，如物流基建补贴、数字技能培训

专项基金等。同时，协助地方政府建立政策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定期召开政策听证会、村民议事会等形

式，确保政策与乡村实际需求的持续契合。 
其次，强化政策执行监督与能力建设。社会工作者需协助地方政府建立政策落地监测体系，通过定

期入户访谈、企业回访等方式跟踪政策实施效果，重点关注资源分配公平性、农民受益程度等核心指标。

针对执行中出现的偏差，及时组织多方协商会议，运用专业评估工具提出优化方案。同时，通过举办政

策解读工作坊、案例分享会等形式，帮助村民理解政策内涵，提升其运用政策工具的能力，实现从“政

策被动接受者”到“主动参与者”的转变。 
最后，搭建跨部门协同治理平台。社会工作者需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联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

多元主体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通过组建专项工作小组、设立联席会议制度等方式，统筹协调产业规划、

资源调配、技术支持等关键事项。特别注重培育村民的自治能力，通过成立“电商发展理事会”等村民

自组织，引导其参与政策制定与监督，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协同、村民参与”的治理新格

局。此外，建立区域间经验交流机制，组织直播电商示范村开展结对帮扶，促进创新成果的跨地域传播

与适应性改造。 
通过上述实践路径，社会工作者不仅有效破解政策执行中的“中梗阻”问题，更通过能力建设与机

制创新，帮助乡村直播电商构建起内生性发展动力，实现从“外部输血”到“自我造血”的可持续转型。 

4.2. 以“利他主义”为导向的资源整合与绿色生态构建 

乡村直播电商若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突破传统资源整合中单纯逐利的局限。社会工作服务秉

持“利他主义”价值观，通过整合资源与重构生态，平衡市场的逐利需求和乡村的公共利益，推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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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既具经济效益又有社会价值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资源整合方面，社会工作服务以“利他主义”为核心价值，重新构建政府政策资源、企业技术资

源和社会组织专业资源之间的协同机制。与市场驱动下掠夺式的资源配置不同，利他主义强调资源分配

的普惠性与发展目标的公共性[9]。利他主义注重将各类资源公平地分配到乡村直播电商发展的各个环节，

确保发展目标不仅着眼于经济效益，更涵盖乡村公共利益的提升。在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凭借专业优势

践行利他主义。在人力资源协同赋能方面，出于利他动机，联系持证社工、心理咨询师等组建“专家顾

问团”，为农户提供直播技能培训、法律风险防控及心理健康支持，助力农户提升专业素养，适应直播

电商发展。同时，社工挖掘社区党员、志愿者等本地人力资源，以“老带新”培育本土直播人才，形成专

业指导与本地实践结合的能力提升闭环，促进乡村民众能力发展与价值实现。在物力资源共享适配环节，

社会工作者整合社区公共空间，设立“共享直播间”，大大降低了农户的设备投入成本。在组织资源协

同治理层面，社会工作者推动党政部门联合发布伦理指引，防止虚假宣传等不良现象，营造良好发展环

境；联合妇联、共青团等组织开展培育活动，引导社会组织与业委会共同成立“直播电商合作社”。这些

举措致力于营造良好的行业生态，保障各方尤其是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凸显了发展目标的公共性。 
在绿色生态构建方面，社会工作者秉持利他主义理念从意识唤醒、能力建设、行为激励这三个关键

层面着手，致力于推动乡村直播电商行业形成绿色发展模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于意识

唤醒层面，借由环保主题宣传活动，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与社交媒体等渠道，向从业者及相关群体阐

明传统包装危害、绿色包装优势与绿色运营价值，营造绿色发展舆论氛围，促使绿色理念内化；在能力

建设维度，与专业培训机构协作开设绿色包装设计、绿色物流管理等课程，并组织实地参观先进地区，

邀请专业机构提供技术指导，助力从业者掌握绿色运营实操技能；从行为激励视角，联合政府部门与行

业协会设立“绿色直播电商示范企业(个人)”奖项，借助媒体宣传树立榜样，同时构建绿色积分制度，以

荣誉、政策、资金及积分兑换资源等方式，激励从业者持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进而推动乡村直播电商

绿色生态体系构建，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赋能。 

4.3. 以“赋权增能”为目标的人才培育与在地化能力建设 

在乡村直播电商领域，人才是推动其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而以“赋权增能”为目标的人才培育与

在地化能力建设则是解决人才问题的核心路径。社会工作者应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从多维度入手，为乡

村直播电商打造一支高素质、留得住的人才队伍。 
首先，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社会工作者需深入调研乡村直播电商从业者及潜在从业者的技

能需求，联合专业电商培训机构、高校相关专业等资源，开发贴合乡村实际的课程体系。通过这种系统

且有针对性的培训，提升从业者的专业素养，使其能够在直播电商领域站稳脚跟。 
其次，深度挖掘与激活从业者的主体作用。社会工作者需运用参与式方法，充分挖掘与激活从业者

的主体作用。在培训与实践过程中，组织小组讨论，鼓励从业者积极分享自身经验与见解，针对直播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共同探讨解决方案；在这一过程中，从业者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自身对乡村

产品及受众需求的理解，提出创新性思路。同时，社会工作者引导从业者参与直播内容策划、营销策略

制定等关键环节，尊重其对乡土文化、乡村产品独特认知，将这些本土知识融入直播电商运营，使从业

者切实感受到自身价值在工作中的体现，增强其对行业的认同感与责任感，进一步激发其内在动力与创

造力，促使其在乡村直播电商领域不断成长与进步。 
再者，建立人才激励与留用机制。为解决乡村直播电商人才流失问题，社会工作者要协同当地政府、

企业等主体，构建完善的人才激励与留用机制。在物质激励方面，推动企业设立绩效奖金、股权激励等

制度，根据从业者的业绩给予相应奖励；政府可出台人才补贴政策，对在乡村从事直播电商工作一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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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且表现优秀的人才给予生活补贴、住房补贴等。在精神激励层面，开展相应的评选活动，通过媒体宣

传、荣誉表彰等方式，提升人才的社会认同感与成就感。此外，还需完善乡村生活配套设施，改善教育、

医疗等条件，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增强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让人才愿意扎根乡村，为乡村直播电商

的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最后，促进人才的在地化成长与发展。社会工作者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人才资源，鼓励本地村民

参与直播电商行业。通过“以老带新”“师徒结对”等方式，让有经验的从业者带动新加入者成长。同

时，注重将本地乡土知识与现代电商知识相结合，培育具有本土特色的电商人才。这种在地化的人才培

育模式，不仅能够提升本地人才的参与度与归属感，还能使乡村直播电商更贴合本地实际，形成独特的

竞争优势。 

4.4. 以“文化自觉”为引领的乡土文化创新与品牌 IP 建构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核心在于人们对自身文化应具备透彻认知，明确其起源、发

展脉络、独特之处以及未来走向，主张借助文化转型充分发挥原有文化优势，实现民族的持续发展[10]。
在乡村直播电商这一新兴领域，“文化自觉”意义重大。它要求从业者与社会工作者深入洞察乡土文化

价值，把传承、创新与应用乡土文化当作推动行业发展的关键。 
社会工作者以“文化自觉”为导向，积极投身于乡土文化创新与品牌 IP 建构工作。一方面，运用田

野调查、口述历史等专业方法，深入乡村社区，全面收集民间传说、传统技艺、民俗风情等文化资源，并

进行系统分类与数字化存储，为后续工作筑牢基础。另一方面，全力推动乡土文化与现代电商元素融合

创新。在内容与设计方面，引导直播电商从业者巧妙融入乡土文化元素；在呈现形式上，借助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等现代科技手段革新展示方式，同时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策划话题活动，扩大乡土文化传播范围。

此外，社会工作者协助从业者依据乡土文化特色与市场需求，精准定位品牌，明确核心价值与独特卖点，

运用乡土文化元素塑造品牌形象，设计标识、海报等，注重讲述品牌故事，融入乡村发展与文化传承元

素，增进消费者情感认同。为提升品牌 IP 影响力，社会工作者整合各方资源，举办线下活动并设直播电

商展示专区，线上运用广告投放等手段提升曝光度，鼓励从业者参与评选活动，助力品牌拓展市场，推

动乡村直播电商从产品竞争向品牌竞争转变。 
以“文化自觉”引领乡土文化创新与品牌 IP 建构，实质是将文化传承与电商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激

活乡土文化价值，既提升产品文化附加值、增强乡村民众文化认同，又激发其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积极

性，为乡村直播电商注入差异化竞争优势，更以文化赋能推动产业升级，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5. 结语 

置身乡村振兴的宏观视域，社会工作服务于乡村直播电商迈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彰显出不可忽视

的重要意义。以赋权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石，社会工作服务通过系统性路径设计，有效破解乡村直

播电商在基础设施、人才储备及生态构建等层面的发展瓶颈，推动其向质量驱动模式转型，为乡村振兴

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创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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