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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

供了重要支撑。而基于合力驱动下社交电商由探索期到稳定期的快速成长背景下，电商助农成为推动农

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短视频电商、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大量商

家通过网络直播等数字化手段将优质农产品销往各地市场，由此而带来营业规模、前期费用不断增大，

资金垫付压力和应收账款问题随之成为制约商家快速扩张的掣肘。破解制约农村社交电商可持续发展的

难题，传统金融扶持向金融科技创新亟需转换。基于此，本文通过探究农村社交电商与金融服务的现状

及存在问题，探索进一步借助金融相关平台探索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作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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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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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supply side has been continuously deepened, which has provided important support for 
winning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and promo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growth of social e-commerce from exploration period to stability period 
driven by joint efforts, e-commer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rural economic de-
velopment and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Short video e-commerce, social e-commerce, live e-com-
merce and other new formats are constantly emerging, and a large number of businesses sell high-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local markets through digital means such as live broadcasting on 
the Internet, which brings about the increasing business scale and early cost, and the pressure of 
capital advance and the problem of accounts receivable have become constraints to the rapid ex-
pansion of business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restri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al 
e-commerce, it is urgent to transform traditional financial support into financial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innov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rural social e-commerce and financial service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new model of financial em-
power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help of financial-related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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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近年以来，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与农村金融融合发展

成为推动“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明确提出数商兴农和互联网 + 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这一政策部署为社交电商与农村金融的协

同创新提供了战略指引。然而，地区的金融支持问题仍然突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仍面临严峻挑战[1]。
一方面，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和信用记录，农户和小微农业经营主体面临严重的

融资约束，构建授信、承保的安全网络成为重大难题。另一方面，新增贷款需求不断增长，而传统金融

机构在农村地区的服务成本高、风险大、现有的信贷政策、融资担保政策等创新不足，金融供给不相匹

配，这种供需矛盾严重制约了农产品上行、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同时，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

有待加强，为金融创新提供进一步助力。 
伴随着农村地区社交电商的快速发展，金融支持赋能经济发展问题更为突出。电子商务是我国数字

经济最重要的源头，是数字经济最活跃、最集中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商务部大数据检测显示，2023
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交易规模已达到 2.5 万亿元，比 2014 年增长近 13 倍，2024 年该数字进一步较上年

增长 6.4%，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5.8%，展现惊人的经济韧性 1。其中，以拼多多、快手、抖音为

代表的社交电商平台，通过创新性的商业模式，正在重塑农村经济生态。这些平台不仅解决了农产品上

行难题，更重要的是积累了海量的用户行为数据和交易数据，为农村金融创新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源。

但同时随着线下企业纷纷转战线上，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原有市场“蛋糕”的分配格局被打破。面临外

部环境的变化与自身发展的资源制约，如何打破当前发展格局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成为亟需思考的难题。 
当前，通过社交电商 + 农村金融的创新模式，社交电商平台通过农产品销售积累数据，金融机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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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务部：《商务部流通发展司负责人谈 2024 年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发展情况》，商务部官网，2025 年 1 月 24 日， 
https://jp.mofcom.gov.cn/gzdt/art/2025/art_409e1e888f0340f4864dfcd1a3cc0307.html (访问日期：2025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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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数据开发适合农村的金融产品，同时金融支持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和电商交易，形成良性循环[2]。
这种新型的产融结合模式，不仅有效缓解了农村金融排斥问题，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能。因此，

深入研究社交电商与农村金融的协同机制和创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 理论框架：社交电商与农村金融的协同机制 

随着社交电商平台多样化的发展，其独特的赋能特性为农村金融创新开辟了新道路。农村地区的信

任传递机制依托熟人社会网络，显著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现象。例如，在快手的“老铁经济”中，主播与粉

丝间建立的深厚信任关系，自然形成了一种信用背书体系。其次，平台的流量聚合功能有效激发了农村

长尾市场需求。拼多多、淘宝、京东等网购平台通过社交裂变，将分散的农村消费需求集中展示，重新

塑造了传统的农村消费曲线。传统农村金融体系长期面临的核心制约在于农户群体普遍存在的双重缺失：

一方面缺乏符合金融机构要求的标准化抵押资产，另一方面则受限于规范化信用记录体系的缺位[3]。这

种结构性缺陷导致农村金融市场长期处于金融排斥状态，不仅抬高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更造成

了供需双方的匹配困境。为解决这一难题，社交电商提供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将平台积累的直播销售

数据、订单轨迹等数字足迹作为新的授信依据；基于微信群聊互动频率、社群影响力等关系链指标，构

建替代传统担保的信用评估维度，使得农村信用得到有效定价。 
这种协同效应形成了一个闭环式的价值创造网络。一方面，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使得交易数据与信用

信息形成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账本，智能合约则实现了信贷审批与发放的自动化执行，显著提升了金融服

务的效率与透明度；同时平台沉淀的多模态数据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构建动态风险评估模型，实现了从静

态抵押担保向实时行为信用的范式转变，由此信用评价网络建立并赋能农村金融。金融机构则通过通过

创新性的资本配置机制为农户生产经营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支持，支持农户扩大生产规模并规避资金流动

性风险；农户生产的优质农产品在电商平台销售不仅实现了产销对接和价值变现，更在交易过程中持续

产生多维度的数据资产，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体系提供了独特的数据支撑[2] [4]。这种“数

据–资金–商品”的良性循环，正在重新定义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运行逻辑。 

3. 社交电商 + 农村金融的模式探索 

3.1. 作用路径机制 

3.1.1. 数据赋能：构建新型农村信用体系 
良好的信用体系能够有效解决金融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发生

[4]。过去银行只能通过历史信贷信息判断借款人的信用水平，而在当前金融模式下，金融机构可以结合

当地产业特点，打破企业或组织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孤岛、业务孤岛限制，有效整合客户资源，打造

一体化顺畅的信息沟通机制，为上下游企业进行供应链金融服务，将企业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生

态系统聚合起来，实现客户价值；此外，根据物流、现金流、供应链等信息，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建立

客户授信评级模型，通过大数据技术，将分散的农民和企业的各类信息进行结构化整合处理，综合判断

授信对象的信用情况，授予其一定的信用额度。大数据赋能初步解决了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创新了信用模式并有效扩大了贷款担保物的范围。此外，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向农民和农村小微企

业提供定制化的微型创新金融服务，有效缓解农村地区资金支持获取难、利率机制不匹配的问题。 

3.1.2. 流量转化：建立场景化金融触点 
社交平台流量属性主要包括公域与私域两种，其中公域流量获取成本较高，一次性流量用户可控度

低；而私域流量可反复、免费、即时触达，变现率较高。此外，二者可相互转换，公域流量可通过自媒体

等渠道引导转化为私域流量，降低电商引流成本，提高订单转化率。因此，根据不同的流量属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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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倾向于采取不同的电商化政策。以快手电商为例，其在推动农村金融普惠发展方面，贡献了富有成效

的解决方案。该平台巧妙地将金融服务与直播场景相结合，推出了“边看边借”的创新功能，有效提高

了农户的金融服务转化率。这一模式在三个关键方面展现了其独特魅力：首先，借助实时数据分析，打

造了智能授信系统，该系统通过细致观察用户在直播间的各种互动行为，如停留时间、商品点击、点赞

和收藏等，实现了信贷额度的快速、精准调整，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响应效率；其次，构建了契合农

产品生产周期的情境化风控体系，灵活设定还款计划，例如为生鲜产品特设“销售回款后还款”的灵活

机制；最后，巧妙融入社交增信元素，将农村社会中深厚的熟人信任转化为强有力的信用支撑，减轻了

违约风险。这种融合“场景嵌入、数据驱动和社交赋能”的三维创新模式，不仅打破了传统农村金融服

务的效率障碍，更为数字时代乡村信用体系的构建开辟了新路径。 

3.1.3. 网络效应：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和要素市场的建设，需要包括人才、数据、金融、土地、技术等资源支持。金融科

技服务要向农村地区不断深入，需要完善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优良的金融科技生态环境作为基础

保障。当前，金融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的单位成本高昂制约着农村社交电商的发展[5]。为此，我们应

双管齐下：一方面，政府需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并出台贷款贴息、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激励金融科技

机构深入农村地区，加大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信息技术的投入，同时增设农村自助金融设

施，提升金融服务便捷性；另一方面，政府应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聚焦

农村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网络覆盖范围，提升网络速度，降低资费标准，切实减轻乡镇小微企

业使用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成本负担，助力农村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此外，构建依托数字技术的网络服

务模式，通过“服务站–村级代理–农户”的三级传递机制，建立一种具有明显乘数效应的新型金融基

础设施。具体来看，每新增一个标准化的电商服务站，就能带动周边 8~12 个行政村实现金融服务的数字

化升级，其边际服务成本仅为传统网点的五分之一，而服务效率却提升了 2~3 倍 2。这种“轻资产、广覆

盖、高效率”的数字基础设施模式，为解决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提供了可复制且可持续

的解决方案。 

3.2. 典型融合创新模式及比较分析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为电子商务创造了丰富的应用场景，电子商务的模

式不断创新、内容不断丰富，出现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内容电商、社区团购等新业态，交易的内容包

括实物、数字化产品、数据产品、服务等。当前，社交电商与农村金融的融合已经催生了三种典型的创新

模式，每种模式都独具特色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以京东的“乡村白条”为例的平台直营模式，其核心是建

立基于采购订单的供应链金融体系，通过店铺评级进行差异化定价和资金闭环管理，直接将资金支付给供

应商，从而显著提高了农户的资金周转效率。政企合作模式则以浙江的“村播贷”项目为典型，该模式创

新地引入了政府风险补偿基金，并结合“直播数据 + 卫星遥感”的双重风控技术，配合灵活的按需提款、

随借随还信贷政策，使得试点地区的户均贷款额度实现了 180%的快速增长 3。更具基层创新特色的是云南

的咖啡合作社信用链社群自治模式，该模式充分利用了农村熟人社会的优势，通过微信群建立 3~5 户的联

保机制，并运用区块链技术确保交易数据的不可篡改，同时实施销售分红优先偿贷的激励约束机制。 
三种模式分别从平台赋能、政策引导和社群自组织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多层次、“差异化”农村

数字金融解决方案，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借鉴。主要模式比较矩阵如表 1 所示。 

 

 

2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农村电商迈入兴农新阶段》，经济日报官网，2022 年 7 月 8 日， 
http://paper.ce.cn/pc/content/202207/08/content_256891.html (访问日期：2025 年 5 月 19 日)。 
3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3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的通知》，内部文件、未对外全文公开，

已经官方工作人员口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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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matrix of main models of rural digital finance 
表 1. 农村数字金融主要模式比较矩阵 

模式类型 数据来源 风险分担 适用场景 平均利率 

平台直营 电商平台全链路数据 平台自担 规模化种养殖区 9%~12% 

政企合作 政府政务数据 + 平台数据 政府部分兜底 产业集聚区 6%~8% 

社群自治 社群交互数据 成员共担 特色农产品区 10%~15% 

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农村数字金融发展报告(2023)》、蚂蚁研究院《电商助农金融白皮书》。 

 
这些创新模式巧妙地利用了社交关系，将其转化为金融信用，形成了一个“数据–信用–资金”的

完整价值链，不仅提供了解决农村金融排斥问题的技术方案，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具有网络效应和自

我强化特征的可持续机制——随着参与主体的增加，系统产生的数据维度更丰富，信用评估更精准，资

金配置更高效，最终形成规模收益递增的发展态势[6]。这一发现为发展经济学中的普惠金融理论提供了

新的实证支持，也为数字时代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创新范式。 

4. 研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与制约因素 

4.1. 社交电商 + 农村金融：模式发展困境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已成为制约“社交电商 + 农村金融”模式创新

发展的关键瓶颈。具体表现为：网络覆盖不均衡导致部分地区农户难以稳定接入电商平台，直接影响交

易达成；物流体系不完善推高了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的流通成本，削弱了电商模式的市场竞争力；

移动支付普及不足限制了金融服务的渗透效率，传统现金交易习惯阻碍了数字化金融工具的推广应用。

这些基础设施短板不仅延缓了农村市场数字化转型进程，更对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形成掣肘，亟需通过

系统性建设来打通“社交电商 + 农村金融”协同发展的关键节点。 

4.2. 金融风险与信用困境形成恶性循环 

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再加上信用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获取金融服务的难

度进一步加大。具体而言，农户及电商经营者普遍缺乏有效抵押物，传统金融机构的风控模型难以覆盖

电商交易特征，使得其难以获得贷款，同时分散在政府部门、电商平台和物流企业的信用数据未能有效

整合，形成数据壁垒[7]。这种电商交易数据的金融价值未被充分挖掘，动态信用评估机制尚未建立，导

致金融服务成本居高不下，形成风险难控、信用难评、服务难达的恶性循环。构建基于电商大数据的创

新型农村金融风控体系成为当前的迫切需求。 

4.3. 数字素养与接受度差距难以弥补 

农村居民的数字技能和金融知识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交电商 + 农村金融模式推广的成败。由于数字技

能的欠缺，一些农户在使用智能手机、电商平台和移动支付等工具时显得不够熟练，这无疑削弱了他们

参与社交电商的热情。同时，由于对金融服务的了解有限，农户对贷款、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往往缺

乏认识，甚至抱有疑虑，这阻碍了金融服务的广泛普及[5]。此外，农村居民长期形成的传统消费习惯和

对风险的天然规避心理，也使得他们接受数字化金融的进程变得缓慢。因此，提高农村居民的数字技能

和金融知识，是确保这一模式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 

4.4. 制度性障碍制约模式创新发展 

在政策执行层面，多部门协同机制缺失导致政策碎片化现象突出，农业、商务、金融等监管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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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交叉增加了协调成本，降低了政策实施效率。从政策制定到基层落实存在明显的传导时滞。支持措

施难以及时触达农村市场主体，致使政策红利出现渗漏效应，实际惠及效果大打折扣。在监管适应层面，

现有监管框架难以有效覆盖新兴业态特征，社交电商与农村金融融合催生的创新业务存在监管空白，可

能诱发监管套利风险[7]。因此，构建动态响应机制，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构建兼具包容性和有效性

的新型监管体系成为促进该模式规范发展的紧迫课题。 

4.5. 政企银三方生态协同不足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面临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传统金融服务体系难以有效覆盖农村市场，农户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面临信用数据缺失、抵押物不足等核心障碍，导致融资渠道受阻。这一困境在数

字经济时代呈现出新的特征：社交电商平台沉淀的海量交易数据、社交关系链和用户行为轨迹等数字资

产尚未转化为有效的信用评价依据，形成资源闲置与需求饥渴并存的矛盾局面[8]。进一步分析发现，金

融机构现有产品体系与农村电商短、少、频、急的融资需求存在显著错配，标准化信贷产品难以适应产

业新业态的发展要求。究其根源，在于政府、平台、金融机构三大主体间缺乏协同机制，数据壁垒高筑、

风险分担缺位，严重制约了数字金融的普惠效能[9]。破解这一系列难题，亟需构建以社交电商生态为核

心的新型农村普惠金融体系，通过制度创新打通数据–信用–资金的转化通道，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

的金融支持。 

5. 社交电商 + 农村金融：创新路径研究 

5.1. 数据驱动路径：构建社交信用评分体系 

本研究构建了一种基于多维度量化分析的社交信用评分模型，旨在通过客观数据科学评估个体信用

状况，为互联网金融及共享经济等领域提供兼具科学性与适用性的信用评估解决方案。该模型整合社群

参与指数(30%)、经营稳健系数(40%)和口碑价值度量(30%)三大核心指标，分别基于即时通讯群组的交互

行为分析、销售数据的时序波动建模以及商品评论的细粒度情感识别，并通过动态权重调整机制适配不

同行业场景，形成全面、动态的信用评估体系。 

5.2. 生态共建路径：三方协同推进数字金融发展 

为推动数字金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提出“政企银”协同共建机制，通过明确三方职能边界

与协作模式构建良性发展格局。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依托其场景优势，构建涵盖用户行为数据、交易流

水、供应链信息的动态数据库，并开发智能风控中台为合作机构提供决策支持；同时，商业银行等持牌

金融机构基于场景化需求，创新设计直播时段信用贷、仓储质押循环贷等特色产品，通过动态授信额度

调节机制实现精准滴灌；此外，地方政府部门通过设立分级风险补偿资金池，建立风险代偿比例与金融

机构不良率挂钩的浮动调节机制，同时配套出台数据确权、跨境流动等制度规范。实践表明，该模式在

浙江等试点地区已实现不良率控制在 1.2%以下，小微企业获贷率提升 40 个百分点的显著成效，验证了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在数字金融领域的实践价值 4。 

5.3. 能力培育路径：开展数字金融扫盲行动 

鉴于数字金融素养对个人及社会的深远影响，本研究倡议实施数字金融扫盲计划，旨在增进公众对

数字金融的了解和操作技能。该计划将重点教授 APP 操作、反诈骗技巧等实用知识，助力用户熟练运用

 

 

4台州市人民政府：《2022 年台州市小微金融改革试验区发展报告》，台州市政府门户网站，2023 年 3 月， 
https://www.zjtz.gov.cn/art/2025/4/10/art_1229861425_59103508.html，访问日期：2025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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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工具，同时有效防范潜在金融风险。在培训方式上，我们创新性地借助快手短视频平台，通过

案例教学的形式增强培训的互动性和吸引力。以广西金融知识挑战赛为例，其短视频播放量突破千万，

成功吸引了广大用户的积极参与，显著提升了数字金融知识的普及度。我们期望通过这一行动计划，全

面提高公众的数字金融素养，为数字金融的进一步普及和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4. 多层次改善制度性障碍难题 

破解“社交电商 + 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瓶颈需要多管齐下。农业农村部门可牵头组建跨部门协作

平台，整合商务、金融监管等各方资源，制定统一的操作规范，搭建实时共享的数据信息系统。监管部

门应当制定适应农村特点的数字金融管理办法，探索试行监管沙盒制度，为创新业务提供合规发展空间。

推进政府部门与电商平台的数据互联互通，建设覆盖农村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数据库。选择具备条件的

县市开展先行先试，积累成熟经验后向更大范围推广实施。将模式创新成效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安

排专项资金予以扶持，推动政府部门、企业机构、研究单位形成良性互动，共同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

制度环境。 

5.5. 政企银三方协同推进战略实施 

为促进社交电商与农村金融深度融合，需要构建政府、平台企业与金融机构三方联动的协同发展机

制。首先，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整合社交电商数据资源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并设立数字金融创新

试验区，以制度创新构建政策基础设施，为行业发展提供规范与保障。农村电商的发展离不开基础平台

的建设，平台企业应当依托技术优势与场景资源，开发便捷的助农金融功能入口，建立与金融机构的数

据共享机制，实现信用评估与风险管理的精准赋能[10]。当下农村金融发展迅速，但在金融产品设计与金

融服务方面仍存在不足，因此银行等主流金融机构更应立足农村电商实际需求，创新定制化金融产品，

如基于销售流水的信用贷款、主播担保贷款等，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与适配性。“政企银”三方协调

发展，通过多主体角色定位 + 差异化功能互补，形成支持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最终实

现数据流动→信用构建→金融服务→产业升级的价值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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