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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交汇的背景下，乡村电商发展面临技术排斥、文化断裂与利益失衡的多重困

境。本文突破传统“技术赋能”的单向逻辑，构建“技术–关系–价值”协同演化的数字融入理论框架，

通过云南、贵州等地的田野调查，揭示乡村电商参与的三重实践路径。研究发现：适农化技术适配通过

文化调适降低技术排斥，乡土社会网络激活实现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在地化价值创造重构数字时代的

乡村经济生态。政府、企业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治理机制，为破解数字鸿沟提供了文化敏感性解决方案。

研究拓展了数字鸿沟理论的文化维度，为全球南方国家乡村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中国经验的理论阐释。 
 
关键词 

数字鸿沟，数字融入，乡村振兴，电商参与，社会技术系统，文化适配 
 

 

From “Digital Divide” to “Digital Inclusion”: 
Rural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Paths and 
Support Measures 

Mengju Zho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pr. 27th, 2025; accepted: May 16th, 2025; published: Jun. 16th, 2025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s confronted with multiple predicaments such as 
technological exclusion, cultural disconnection, and imbalanced interests. This paper breaks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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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itional one-way logic of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echnology-relationship-value” co-evolution for digital integration.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s 
in Yunnan, Guizhou, and other places, it reveals three practical paths for rural e-commerce partici-
p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adaptation of technology to agriculture reduces technological 
exclusion through cultural adjustment, the activation of rural social networks realize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creation of localized value reconstructs the rural 
economic ecology in the digital age.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social forces provides a culturally sensitive solution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The 
research expands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the digital divide theory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in-
terpretation of China’s experience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areas in the Global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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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在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的 21 世纪，乡村电商作为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农业的重要载体，

正经历着从工具性应用到系统性变革的范式转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

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把握国内外形势变化，作

出“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大战略部署[1]。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的战略目标，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数据显示，农村网民规模增速已连续三年低于城镇，数字鸿沟呈现“技术–文化–经济”三维叠

加特征。乡村电商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载体，其发展困境折射出技术现代化与乡土社会的深层张力。

然而，我国农村地区在数字化进程中面临着技术采纳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标准化供给与

农业生产的场景化需求存在适配性鸿沟，导致“数字工具下乡”遭遇文化抵触；另一方面，资本主导的

电商平台渗透加速了乡土社会网络的解构，引发传统生产关系与现代商业模式的价值冲突。据农业农村

部 2024 年数据显示，中西部县域电商渗透率不足 37%，而农产品上行转化率仅为东部发达地区的 42%，

这种“数字接入不平等”现象已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关键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兼具技术可行性

与文化适应性的数字融入路径，成为数字中国建设亟待解决的理论命题。 

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通过构建文化敏感性分析框架，探索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共生路径，为实现《“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的“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目标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案。 
理论层面，本研究突破技术决定论的单一视角，构建“技术–关系–价值”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

将数字技术嵌入乡土社会的文化肌理与价值体系，为理解技术采纳的社会建构过程提供新的解释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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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揭示适农化技术适配、乡土网络激活与在地价值创造的交互机制，拓展了数字鸿沟研究的理论边界，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数字融入理论范式。 
实践层面，研究提出的“技术适农化改造–社会网络激活–价值生态重构”三位一体解决方案，为

破解“数字技术悬浮化”困境提供了可操作的实施路径。着力破解“数字鸿沟”带来的乡村社会内生技

术困境，培育并塑造具备较高数字心智的现代化农民是乡村数字治理长效持久发展的关键[2]。通过构建

政府引导的技术适配机制、企业主导的网络激活机制和社区参与的价值共创机制，形成多主体协同的数

字生态系统，有助于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深度融合。研究成果可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制定差异化

的电商发展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对于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理论框架：技术–关系–价值协同演化模型 

2.1. 理论基础 

本研究构建的“技术–关系–价值”协同演化模型，整合了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文化适配理论与价

值共创理论的核心思想，形成具有跨学科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揭示了技术人工物与社会情境的动态互构关系。该理论认为，技术发展并非线性

的技术进步，而是技术设计、社会需求与文化价值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乡村电商平台的适农化改造，

既需要技术开发者理解农业生产的场景化需求(如区块链溯源系统的适农化改造)，也依赖于乡土社会对

技术价值的认同。这种互构关系为分析技术适配的文化中介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解释了为什么标准化

数字工具在乡村实践中会遭遇“文化排异”现象。 
“适配”一词最初源于种群生态学模型和情境理论，是指不同主体间的协调一致性或互补搭配关系

[3]。文化适配理论强调技术采用过程中文化维度的情境调整。该理论提出的“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

向”等文化指标，为理解乡村社会的技术排斥提供了新视角。文化适配理论多基于西方文化指标(如霍夫

斯泰德文化维度)，需结合中国乡村“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本土文化特质进行修正。例如，在云南

少数民族地区，电商平台通过开发民族语言交互界面，适配传统节日营销周期，成功减少了因文化距离

而造成的采信障碍。这种文化适配机制，既包括技术功能的调整，也包括利用氏族网络建立电商供应链

信任体系等对本土社会认知模式、信任结构的深入理解。 
价值共创是不同主体通过服务交换和资源整合，建立共同协作的价值网络，实现价值的共同生产和

创造[4]。价值共创理论关注多主体协同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该理论认为，价值不再由企业单方决定，

而是通过用户参与、资源整合与生态共建实现。在乡村电商场景中，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技术适配(如数字

技术适农化标准制定)，企业提供平台工具与培训支持，社区通过文化资源数字化开发(如非遗技艺电商

化)参与价值创造，形成“技术赋能–关系激活–价值反哺”的闭环。这种协同机制打破了传统电商的“中

心–边缘”价值分配模式，为解决利益失衡问题提供了理论方案。 
三大理论的整合为模型构建提供了坚实基础：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揭示了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底层逻辑，

文化适配理论揭示了技术采纳的情境化机制，价值共创理论则阐明了多主体协同的价值生产规律。三者

共同支撑起“技术适配–关系重构–价值共创”的三维分析框架，将数字融入视为技术要素、社会关系

与价值体系的协同演化过程，突破了传统技术赋能理论的单向度思维。这种理论整合形成的创新应用，

突破了传统技术赋能乡村发展的单一工具理性视角，为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可操作的

行动框架。该模型的创新应用本质上重构了乡村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不再追求技术对传统社会的“颠

覆性改造”，而是通过文化适配弥合数字鸿沟，借助价值共创重塑发展动能，最终形成技术赋能与人文

滋养的双向循环。这种创新不仅为解决数字时代乡村“脱嵌”困境提供了理论工具，更在县域电商生态

构建、非遗产业化传承、智慧治理平台建设等领域展现出跨场景适配能力，为全球数字化转型中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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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2.2. 核心维度解析 

“技术–关系–价值”协同演化模型包含三大核心维度，共同构成数字融入的动态分析框架： 
技术适配维度强调数字化技术的适农化改造与本土社会的文化逻辑相契合，以文化适配为核心机制。

其一，技术改造需要遵循在地化的文化逻辑，例如云南普洱茶产区将区块链溯源系统嵌入传统制茶工序，

通过民族语言交互界面实现技术操作的文化转译，让哈尼族茶农直观地了解数据采集过程。其二，技术

采纳依赖文化中介作用，乡村意见领袖(如村支书、非遗传承人)通过文化符号化传播(如将电商培训与节

庆仪式结合)，降低技术认知门槛。这种文化中介既是技术传播的桥梁，又是本土文化价值的守护者，保

证技术应用不脱离本土意义系统。 
关系重构维度关注本土社会网络数字化激活与新社会关系生成的问题。首先我们来阐述一下传统社

会资本与新型数字关系的分野：传统社会资本定义为基于血缘、地缘等传统纽带形成的社会网络，强调

其在信任建构、资源整合中的原生性；与之形成对比的新型数字关系，则是通过数字技术实践催生的跨

地域协作网络，涵盖返乡青年社群、电商直播团队、线上合作社等创新组织形态。一方面，传统社会资

本的数字化转化成为关键路径，贵州侗族村寨将宗族网络转化为电商供应链信任体系，通过族长发话机

制解决物流配送信任难题，使传统权威结构与数字经济有机衔接。另一方面，新型社会关系的生成源于

数字实践，返乡青年通过社群运营重构乡村社会连接，如建立“苗绣数字工坊”微信群，形成跨越地理

边界的文化创意共同体。这种关系重构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传统社会网络在数字时代的创造性转

化，既保留了本土社会的人情纽带，又培养出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协作模式。 
价值共创维度以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开发与公平的价值分配体系为核心。在地化价值生产建立在乡土

文化基础之上，如贵州苗寨将非遗技艺转化为电商产品，通过直播展示银饰锻造工艺，使文化符号转化

为经济价值。这种价值创造不是对传统文化的解构，而是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文化资本的现代性表达。价

值分配体系则遵循社会正义原则，云南某合作社与电商平台签订“保底收购 + 溢价分成”协议，将 20%
的利润用于村寨公共文化建设，形成“技术赋能–经济增收–文化再生”的良性循环。这种分配机制突

破了资本主导的赢者通吃模式，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共享发展理念。 
三大维度通过协同演化机制形成有机整体：技术适配为关系重构提供工具支撑，关系重构为价值共

创奠定社会基础，价值共创反哺技术适配与关系重构。例如，当电商平台通过适农化改造(技术适配)激活

宗族网络(关系重构)后，非遗产品的价值增值又促使平台进一步优化技术服务，形成持续改进的生态闭

环。这种协同演化过程既非技术主导的线性推进，亦非社会系统的被动适应，而是技术、关系、价值在

文化脉络中的动态互构，最终实现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的深度融合。 

2.3. 协同演化机制 

“技术–关系–价值”三维度的协同演化依赖于技术赋能–关系激活–价值反哺的循环动力机制。

技术适配为关系重构提供工具支撑，例如区块链溯源系统的适农化改造(技术赋能)，使宗族网络能够转化

为电商供应链信任体系(关系激活)；关系重构为价值共创奠定社会基础，返乡青年社群的数字实践(关系

激活)催生非遗技艺的电商化转型(价值共创)；价值共创则通过利益共享机制反哺技术适配与关系重构，

如合作社与平台的分成模式(价值共创)为技术迭代提供资金支持，并强化社群凝聚力(关系重构)。这种循

环机制突破了线性因果关系，形成技术、关系、价值相互嵌套的动态系统。 
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型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的角色互补推动协同演化：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通过

制定数字技术适农化标准(如民族语言交互界面规范)、建立 “技术–文化”双轨评估机制，为技术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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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政策保障；企业承担技术创新与网络激活职能，平台企业通过开发文化敏感型工具(如方言直播功能)、
设计关系型商业模式(社区团购的信任机制)，实现技术与社会的衔接；社会力量(NGO、乡贤、新农人)则
作为文化守护者与价值共创主体，通过非遗技艺数字化开发、社群运营等实践，确保技术应用的文化适

宜性。这种协同治理不是简单的分工协作，而是通过动态的力量平衡实现系统演进：政府通过政策引导

避免资本无序扩张，企业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社会网络，而社会力量则通过文化实践重塑技术价值，这

是一种新的变革。 

3. 乡村电商参与的三重实践路径 

“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知识和人才匮乏、基础设施不足，既无能力推进信息技术的普及

工作，更没有能力提高因特网应用水平及建立和利用因特网进行电子商务。”[5]数字融入理论框架在乡

村电商实践中表现为“技术适配–关系激活–价值共创”的协同演化过程。通过云南、贵州等地的田野

调查发现，乡村电商参与呈现出三大实践路径，分别对应理论框架的核心维度。这些路径既包含技术应

用的创新实践，也涉及社会关系的重构与价值体系的再生。 

3.1. 适农化技术适配机制 

技术适配作为数字技术嵌入乡土社会的关键机制，其实现路径需突破标准化技术供给与地方性知识

体系的结构性张力。在地化创新通过重构技术逻辑与地方实践的关系网络，形成技术本土化的三重调适

维度：时空秩序调适，将技术操作节点与农业生产周期、传统劳作节奏相耦合，通过技术流程的时序化

编排消解技术介入对既有生产关系的冲击；认知符号调适，运用方言系统、民间历法等地方知识符码重

构技术界面，使抽象技术指令转化为具象文化图示；社会组织调适，依托乡村差序格局中的人际信任网

络，将技术推广嵌入互助共济的地方伦理关系。这种多维调适本质上构成技术的地方化转译过程，使技

术工具获得文化主体性而非单向度移植。与此同时，文化中介通过双重解码机制完成技术合法化建构：

在象征层面，借助仪式展演、口传艺术等文化载体对技术进行意义赋形，使数字实践获得传统知识体系

的阐释框架；在实践层面，通过地方权威人物的示范效应与技术知识的地方叙事重构，形成技术传播的

濡化机制。这种文化中介不仅降低技术认知负荷，更重塑技术实践的文化意涵，使其成为维系传统与现

代性张力的缓冲装置。二者的协同作用促使数字技术从外源性工具转化为内生于乡土文化肌理的有机组

成部分，在技术效能与文化认同的辩证统一中实现数字融入的可持续性。 

3.2. 乡土社会网络激活机制 

数字融入不仅是技术应用过程，更是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实践中表现为传统社会资本的数字化转

化与新型社会关系的生成。传统社会网络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功能延伸与价值重构，宗族权威体系借助数

字媒介转化为电商领域的信任保障机制，宗教文化符号经由数字化转译形成商品增值的文化资本。在此

基础上，数字时代的社会行动者通过主体性实践推动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塑，表现为以数字社群为载体的

跨地域协作、传统文化元素的数字场景再造以及新型职业身份的生产。这种双重维度的转型不仅突破了

传统社会资本的空间约束，更构建起文化传承与数字经济互促的联结机制，形成社会关系网络数字化转

型的复合路径。 

3.3. 在地化价值创造机制 

价值共创是数字融入的最终目标，表现为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开发与价值分配体系的优化。在传统社

会资本维度，血缘、地缘共同体依托数字媒介实现权威符号的资本化转换，宗族治理结构与宗教文化仪

式通过数字化转译重构为电子商务信任机制与文化增值载体，形成传统关系网络与现代经济系统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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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耦合。就新型社会关系而言，数字技术赋权下的行动主体通过空间边界消解、文化符号转码与职业身

份再造等策略，重塑乡村社会连接方式：数字社群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实现跨域协作，传统文化实践被创

造性转化为数字营销场景，而新型职业角色的生成则重构了乡土社会的互动规范与权力关系。此种转型

本质上是社会资本形态在数字生态中的创造性转化，既延续了传统关系网络的文化根性，又催生出具有

弹性化、符号化特征的数字社会关系结构，最终实现文化再生产与经济效能提升的动态平衡，推动社会

网络数字化转型的深层演进。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技术–关系–价值”协同演化模型，揭示了乡村电商参与的深层机制。研究发现： 
1) 技术适配需要突破标准化逻辑，通过适农化改造(如区块链溯源系统嵌入传统工艺)与文化中介(如

非遗传承人技术转译)实现技术与本土文化的共振，这是一条需要突破的路径； 
2) 关系重构形成传统纽带与现代协作并重的社会网络，依赖传统社会资本(如宗族网络向供应链信

任系统的转化)的数字化改造，与新的社群(如青年返乡数字工厂)的培育； 
3) 价值共创以文化资源数字化开发(如非遗技艺电商化)与公平分配机制(如合作社与平台利益共享)

为核心，促进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双重再生。 
研究验证了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有效性，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技术适农化，企业以市场化手段激活社会

网络，社会力量通过文化实践守护价值根基，三者形成动态平衡的数字生态系统。 

4.2. 建议 

1)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当前，摆在乡村治理面前最大的障碍仍是人才缺乏，这包括年轻干部、专业

人才、管理人才、通才的缺乏。以往我们注重顶尖人才的培训，相对忽略乡土人才队伍建设，加之大量

乡村人才外流，导致乡村社会“人才荒”[6]。推动技术适农化标准的全国推广，建立“技术–文化”双

轨评估机制；探索“数字文化经纪人”制度，培育兼具数字素养与文化认同的新型乡村人才。在此过程

中，可引入专业社工机构开展人才需求诊断，运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建立乡村人才能力图谱，精准识别

数字技术应用于文化传承的知识缺口；同时将个案管理、小组工作等社工方法嵌入人才培养环节，通过

“技术培训 + 文化场景模拟”工作坊提升从业者对乡土社会的需求响应能力，使数字文化经纪人培育既

具备技术赋能的工具理性，更强化服务乡村的价值理性。 
2) 构建制度化保障机制推进农村数字文化创新发展：部门建立层级化财政支持体系，整合中央与地

方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重点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

乡土文化 IP 开发等战略性项目。政府实施差异化资源配置策略，采用竞争性遴选与精准扶持相结合的资

金分配机制，既鼓励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数字文创项目通过公开竞标获取支持，又对濒危非遗技艺数字化

保护等公益性项目实施定向资助，完善专业化评估监管体系，引入第三方智库机构构建包含文化传承效

度、数字创新能力、社会经济价值等多维度的评估模型，确保资金使用效能与文化安全底线。 
3) 完善电商平台社会责任标准，将社会网络激活与价值公平分配纳入企业考核。主管部门应制定基

于社会网络激活与价值分配正义的平台责任标准体系，重点从社会资本再生、价值链公平分配、动态化

考核与协同监管等维度形成系统性治理结构。在操作层面，要求平台设置在地化社群运营岗位，通过算

法优化与人力介入相结合的方式培育高活跃度数字社群，量化评估社群网络密度与用户参与效度；对农

产品上行服务实施阶梯式佣金制度，设立文化再生产专项基金提取机制，并通过契约化保障确立生产者

最低收益线及溢价共享比例。监管体系层面，应整合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与第三方评估机构力量，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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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联结度、文化资本转化率、经济收益公平性等核心维度形成监测评估矩阵。 
4) 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融合的理论范式与实践方案。第一，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协调社会学、文

化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专家，深入研究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融合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机制，深

化认识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融合规律。第二，建立长期跟踪调研机制。选取不同地域、不同发展模式的

乡村作为研究样本，动态观察数字技术应用对乡村社会结构、文化传承、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时总结经

验教训，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注重技术应用的文化可持续性，以及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数字经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文化可

持续性方面，研究如何在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保护和传承乡村传统文化内核，避免文化同质化，探索数

字技术与乡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发展路径；针对数字经济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影响，重点研究数字技

术如何赋予乡村治理科学决策、精细化治理方式、多元化治理参与，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数据安全、

数字鸿沟等乡村治理新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促进农

村治理体系的优化和优化，促进农村治理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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