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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农村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创业机遇。然而，农村女性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创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农村女性在数字经济中的整体

参与度仍然不够，且涉及领域较窄。本文具体探讨了农村女性在数字经济创业中面临的挑战：观念束缚、

技能短板、市场竞争、家庭牵绊，并进一步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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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driving global economic growth, providing unprecedente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women. However, rural women also face many challenges in starting a business in the dig-
ital economy wave. The overall participation of rural wome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is still insuffi-
cient and involves a narrow range of fields.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explor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rural women in digital economy entrepreneurship: conceptual constraints, skill shortcomings, mar-
ket competition, and family ties, and further offers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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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深刻改

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为农村女性创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根据《中国妇女报》的报

道，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女性创业者提供了更多的创新空间和发展机会。

然而，农村女性在享受数字经济红利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

为女性创业就业开辟了新的天地。根据《中国妇女报》的数据，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 50.2 万亿

元，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 10.3%，占 GDP 比重提升至 41.5%。在这一背景下，女性创业者的比

例逐年提高，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占 55%。特别是在电商平台、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新就业形态

中，女性创业者的身影日益增多。 
但是，农村女性在数字经济中创业并非一帆风顺。她们面临着数字技能不足、工作与家庭平衡压力、

劳动权益保障缺失以及数字鸿沟等挑战。根据《中国妇女报》的报道，农村女性在数字技术使用方面存

在明显差距，部分女性在数字技术使用方面缺乏基础知识和技能，无法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给予的机会与

便利条件。此外，农村女性在创业过程中还面临着资金获取和管理方面的劣势，以及家庭外部资源获取

不足等问题。 
尽管如此，数字经济也为农村女性创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同时，数字经济强调信息

共享和合作，有助于发挥女性沟通协作等非认知技能方面的优势。因此，探讨农村女性在数字经济浪潮

中创业的挑战与机遇，对于促进农村女性创业就业、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2. 农村女性在数字经济浪潮中的创业机遇 

2.1. 政策扶持：国家及地方政府支持政策 

为农村女性创业提供支持，极大地激发她们的创业热情，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了诸多支持政策(见表

1) [1]。一方面，政府通过减免税收、延期纳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了创业初期的财务压力，使得农村

女性创业者能够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创业项目中。同时，政府还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创业项目，

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共同推动农村女性创业项目的落地。另一方面，政府与金融机构合

作，提供集“财政支持 + 金融服务 + 创业技能培训”相互融合的综合服务，助力农村女性新业态创业。

如宁夏黄河银行于 2023 年 3 月推出针对农村妇女创业的小额担保贷款项目，额度最高可达 30 万元，贷

款期限为 2~5 年，利率优惠，手续简化，享受政府财政贴息，该项目还通过线上审批系统，进一步提高

了贷款效率。再如浙江省自 2020 年开始实施“政银担”模式，由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源，支持乡村产业

发展，这种模式实现了“财政 + 金融联合担保”，解决农村女性融资抵押难题。又如 2024 年 10 月湖南

省永州市江永县开展“数字创业赋能培训”，为农村女性免费提供“家门口”的电商直播技能培训，帮助

她们掌握直播电商的基础知识和实操技能，培训后金融机构依考核结果提供 5~15 万元创业贷款，财政

贴息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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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upport policies related to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component 
表 1. 妇女创业部分相关支持政策 

政策发布单位 政策名称 政策内容 

全国妇联 
《关于为农村妇女参与

数字经济创造更多有利

条件的提案》 

提出为农村妇女提供更多数字经济领域的就业创业机会，加强对其就

业创业的帮扶力度，引导鼓励相关企业开发更多适合农村妇女增收致

富的新职业、新业态，并在项目实施与资金分配中给予更多政策 
倾斜。 

池州市政府 省级、市级妇女创业扶

持资金项目 

组织实施省级 8 个、市级 4 个妇女创业扶持资金项目，为农村女性创

业者提供资金支持，涵盖农产品加工、巾帼创业就业培训等多个 
领域。 

缙云县妇联与

缙云农商银行 
“金融支持妇女创业助

力共同富裕”行动 

提供 7000 万元信贷支持农村妇女创业增收，针对遵纪守法、诚实守

信、具有还贷能力的农村妇女及来料加工经纪人、“妇字号”农业龙

头企业负责人等提供利率优惠、信用支持、中长期贷款等金融服务。 

网商银行 “数字木兰创业计划” 
为优秀女性创业者提供额外金融支持与经营助力，如减息、免息贷款

支持，以及线上创业课程等，特别是在农村电商、跨境电商等领域给

予了大力扶持。 

2.2. 市场潜力：农村电商市场的广阔前景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电商市场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为农村女性创业者提供了广阔的

舞台[2]。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广泛覆盖，使农村地区的网络购物和在线销售逐渐成为常态，农村女

性创业者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趋势，将本地特色农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农

产品的销售，还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升级和转型。从农产品的种植、加工、包装到物流、营销和服务，每

一个环节都为农村女性提供了创业机会，从而在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的提升。 
 

Table 2. Product mix and online sales in rural e-commerce markets 
表 2. 农村电商市场产品结构及网络销售额情况 

商品品类 网络零售额(亿元) 占比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78.4 24.1% 

日用品 453.4 19.1% 

粮油食品 232.2 9.8% 

休闲食品 445.2 18.7% 

滋补食品 297.0 12.5% 

其他 371.8 15.9% 

(参考《基于电商平台的农村特色产品销售结构与策略研究》《2023 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发展报告》整理所得)。 
 

从表 2 数据中可以看出，农村电商市场呈现出多元化的商品品类结构。服装鞋帽针纺织品、日用品、

粮油食品、休闲食品、滋补食品等品类均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这种多元化的商品品类结构不仅满足

了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也为农村女性创业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农村电商市场的广阔前景不仅体

现在商品品类的丰富性上，还体现在市场规模的持续增长上。根据商务部相关数据，2023 年全国农村网

络零售额达到 2.5 万亿元，比 2014 年增长近 13 倍，这一数据的背后，是农村电商市场的蓬勃发展和巨

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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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技术赋能：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应用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为农村女性创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3]。这一技

术革命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也极大地降低了创业的门槛，为农村女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赋能，

使她们能够更加便捷地参与到数字经济中来。首先，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得农村女性能够轻松获取市场

信息。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媒体、在线论坛等渠道，农村女性可以实时了解市场需求、价格趋势、消费者

偏好等关键信息，从而做出更加精准的创业决策。其次，互联网技术也拓展了销售渠道。农村女性创业

者可以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将本地特色产品推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这种线上销售模式不仅打破了地理

界限，还降低了传统销售渠道中的中间成本，提高了产品的利润空间。 

3. 农村女性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创业的挑战 

3.1. 技能短板：数字经济相关技能的缺乏 

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农村女性虽然拥有丰富的创业潜力，但普遍存在数字经济相关技能的短板，

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她们在电商、网络营销等领域的深入发展和创新[4]。许多农村女性对于基

本的电脑操作和互联网功能掌握不够熟练，对于如何开设网店、进行商品推广和客户服务等方面了解不

足，这直接影响了她们在线上市场的竞争力。因此，提高农村女性的数字技能是她们在数字经济时代创

业成功的关键。 

3.2. 市场竞争：应对同行业竞争的压力 

随着农村电商市场的迅猛发展，竞争的激烈程度不断升级[5]。由于资源、经验、技能等方面的限制，

农村女性创业者在同行业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这成为了农村女性创业者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农

村女性创业者面临的竞争压力来自于市场的饱和度。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进入农村电商领域，市场上

的产品和服务的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这无疑增加了创业者的获客难度。另一方面，大型电商平台和成

熟企业凭借其品牌优势、资本实力和技术支持，对农村女性创业者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3.3. 观念束缚：传统观念对女性创业的影响 

在我国农村地区，尽管社会进步和时代变迁不断推动着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但传统观念依然在一

定程度上对女性创业产生着束缚[6]。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定位往往限制了农村女性的创业机会。在许多

农村家庭中，女性被期望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承担起家务和照顾家庭的责任。这种期望可能会削

弱女性外出创业的意愿，使得她们在面临创业机会时，更多地考虑到家庭的需要而非个人的职业发展。

社会舆论的压力也是农村女性创业的一大障碍。在一些农村社区，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的主要活动范围应

该局限于家庭，这种舆论环境不仅可能削弱女性创业的自信心，还可能影响到她们在社区中的社会地位

和人际关系。农村女性在创业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性别歧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融资、市场准入、

合作伙伴选择等方面，女性创业者可能会因为性别而遭受不公平待遇，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她

们创业的难度。 
要打破这些传统观念的束缚，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努力。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当通过宣传教育、政策

引导等方式，提升农村社区对女性创业的认同感和支持度，农村女性才能在创业的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定

的步伐。 

3.4. 家庭牵绊：家人的态度以及家庭资金影响 

在数字经济时代，农村女性创业面临着来自家庭牵绊方面的诸多挑战。创业过程往往充满艰辛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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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需要家人的精神支持，然而农村女性在创业时往往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和鼓励，缺乏支持与理解，

这会极大地打击农村女性的创业信心[7]。此外还会受家庭资金影响，农村家庭经济条件通常较为有限，

家庭资金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开支和农业生产投入，农村女性在创业时很难从家庭中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

同时创业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一旦失败可能会给家庭带来财务损失，家人出于对家庭财务安全的考虑，

往往不愿意将家庭资金用于女性的创业项目。在农村家庭中，创业资金需求可能会与其他家庭资金需求

产生冲突，农村女性在争取家庭资金用于创业时，往往会引发家庭内部矛盾。 

4. 对策和建议 

4.1. 政府倡导各部门联合发力 

1) 政府主导并联合相关部门提供技能培训、促进技能赋能。由政府牵头，联合电商企业、职业院校

等，在乡镇设立“数字经济创业培训中心”，根据农村女性的文化水平和实际需求，定制分层级、分阶

段的培训课程体系。培训方式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线上课程便于灵活学习，线下则进行实操演练

和面对面指导，确保每位学员都能掌握核心技能。 
2) 政府引导地方相关机构提供孵化与营销支持、提升运营与销售能力。当地政府联合农业农村部门、

市场调研机构，深入分析农村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优势以及市场需求和竞争格局，为农村女性创业者

孵化本地特色农产品(如有机果蔬、特色养殖产品)、传统手工艺品(如刺绣、编织、剪纸)、乡村旅游资源

(如古村落、田园风光)等与数字经济相结合的创业模式，挖掘独特卖点，开发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服

务。设立“农村女性创业创新孵化基地”，为创业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在营销与客户服务方面，培训创

业者运用营销理论拓展线下线上销售业绩，运用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建立完善的客户反馈机制，及

时响应客户需求，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通过这些措施，助力农村女性创业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独树一帜，实现可持续发展。 

4.2. 妇联牵头联合农村村委等共创女性创业环境 

1) 妇联加大宣传巾帼创业的示范效应，营造农村女性创业重塑自我认知的氛围。妇联可以组建“巾

帼创业宣讲团”，成员包括成功的农村女性创业者、数字经济领域专家及妇联干部等，深入各个村落，

开展“数字创业与女性力量”主题巡回宣讲会，分享创业历程、成功经验及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激发

农村女性的创业热情与信心。在社交媒体平台、地方电视台及农村网络电视终端等多渠道播放，扩大影

响力，改变传统观念对农村女性创业的偏见和错误认知。 
2) 妇联倡导“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进乡村”，牵头并联合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等为女性创业提供精准

资金支持。为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进乡村，妇联组织可在农村举办“家庭与创业共融”主题系列活动，

包括家庭创业座谈会、亲子创业体验日等。在家庭创业座谈会上，邀请成功的女性创业者及其家庭成员

分享如何在家庭支持下实现创业梦想，以及创业对家庭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政府设立专项“农村女性

创业扶持基金”，简化申请流程，放宽申请条件，为有创业意愿和项目规划的农村女性提供资金支持。

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针对农村女性创业的小额信贷产品，如“巾帼创业贷”、“乡村玫瑰贷”等，

降低贷款利率，延长还款期限。 
总之，在数字经济浪潮的推动下，政府和社会各界应持续关注农村女性创业问题，通过政策引导、

资金支持、教育培训等多元化手段，为她们的创业之路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而且女性创业者本人需在

多个层面进行深入努力，保持持续学习的能力，抓住时代机遇，借势而为，在创业中勇于实现个人价值

与社会价值的双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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