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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鸿沟是阻碍乡村振兴、导致我国农村贫困

高发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对信息和网络技术的接

入和使用上存在差别，不同国家、地区、组织之间信

息获取和应用效果存在差距，进而带来社会发展不

平等和贫富分化等问题[1]。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但在缩小数字鸿沟上，尤其是缩小城乡数字

鸿沟上存在巨大挑战和改善空间。

我国城乡数字鸿沟会导致乡村三大失能问题：

(1)治理失能。乡村缺乏信息传递工具，主要通过大

喇叭、布告栏等单向传递方式，村委会的政策消息和

事务通知无法及时被村民获取。村民的意见和咨询

缺乏及时上传渠道，易引发村民对管理层的不满和

不信任[2]。(2)情感失能。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空巢

家庭缺乏家人之间有效、及时的情感交流工具，留守

妇女、儿童缺乏关怀与陪伴，无法获取他人的情感支

持，使得乡村人情淡漠，关系疏离 [3]。(3)经济失能。

传统农业生产水平低，农民缺乏致富工具与渠道，再

加上自身脱贫动力不足且能力受限，越来越多的农

民向城市寻求工作机会，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减少，乡

村发展陷入恶性循环[4]。

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对于加快农村地区发展、改

善乡村治理和减少贫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16
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

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自此，

《网络扶贫行动》《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关于推进网络扶贫的实施方案(2018-2020)》和《数

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指明

要以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手段，缩小数字鸿沟，

助力乡村振兴。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为解决乡村失能问题提

供契机。腾讯公司搭建的“腾讯为村”开放平台(以
下简称“为村”)是一种实践效果较好的“移动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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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乡村”模式。“为村”通过手机微信服务号平台，为

村民提供移动信息服务，连接地方政府、农业、企业等

多方资源，解决中国乡村三大失能问题。然而，已有

理论研究不能完全指导“移动互联网+乡村”的落地过

程，未能较好地阐释移动互联网为乡村赋能的机制。

一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如何通过电子商务、门户

网站等技术解决乡村问题[4-5]，但对移动互联网的应用

缺乏探究。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乡村”作为一种

技术应用创新模式，在实践中还处在起步阶段，急需

学术界的理论梳理和对已有实践的总结与提炼。

鉴于此，本文以赋能为研究视角，通过探究“移动

互联网+乡村”模式，试图回答以下问题：①“移动互联

网+乡村”模式如何从技术层面和组织层面缩小城乡

数字鸿沟、为乡村赋能？②“移动互联网+乡村”模式

解决了哪些乡村失能的问题，实现了哪些发展结果？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框架

(一)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经济社会水平的个人、家庭、

商业和地区之间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接入和使用

上的差距 [1]。数字鸿沟可分为 3个层面 [6]：①接入鸿

沟，即否具备接入互联网的硬件设备和软件条件。

农民的低收入和农村地区信息技术的低普及率是造

成接入鸿沟的主要原因[2]。②能力鸿沟，即使用信息

技术和电脑的能力差距，包括对软件的熟悉程度以

及能否在网络上搜索到自身需要的信息等[6]。农村

地区受教育程度低，大多居民没有使用互联网的经

验，加深了能力鸿沟[5]。③效果鸿沟，即由于信息技

术的使用能力不同而带来的效果差距，如在就业机

会、公共服务机会、工作效率上的不同等[6]。接入鸿

沟可以导致能力鸿沟，从而加深效果鸿沟。

城乡数字鸿沟指的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接

入信息通信技术和使用信息服务的差距[5]。在我国，

城乡数字鸿沟的问题尤为突出，导致农村人口结构

空心化和留守儿童等问题，加剧社会不平等[2-3，5]。研

究表示，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能够改善乡村生活、实现

城乡统筹发展[7]。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缩小数字鸿沟带来新机遇。

Prieger(2013)[8]在分析美国乡村信息化发展情况后指

出，虽然乡村宽带服务质量不及城市，但是移动互联网

仍然能有效填补城乡数据鸿沟，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Akert等(2010)[9]使用非洲国家以及印度等国的相关

数据，证明移动互联网的覆盖对提高农产品市场效

率，提高农产品销售价格，改善中间商和农民的福利

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然而，已有对移动互联网在

乡村的应用研究集中在国外，对于中国乡村的研究

处于起步阶段，其如何解决数字鸿沟、能够产生哪些

效果、如何实施和落地还亟须学术界进一步探索。

(二)赋能

赋能是指社会地位低下、被剥夺基本权利，或受

压迫的弱势群体，通过强调通过增强人、人际或集体

政治力量，使个人、团体或社区有权力和能力采取行

动，以改变自身现状[10]。它是获得更大的控制、效能

和社会公平，以实现社会发展的可选择方式。

赋能具有3种类型：①结构赋能：指通过政策、制

度或平台等方式改变权力结构，权力主体将权力下

放给没有权力的主体，改善权力结构并消除信息、机

会方面的障碍 [11]。②心理赋能：侧重心理和情感上

的感受，指通过提供生活和生产激励，使没有权力的

一方感到赋权带来的改变，认为自己有掌控自己命运

的能力 [12]。③资源赋能：是指使没有权力的一方具

有获取、控制和管理资源的能力，例如物质、资本、专

业知识和技能等。强调对这类有形和无形资源的资

本化，使弱势群体获得资金收入，改善生活条件[12]。

信息技术作为消除数字鸿沟的有效手段，能够

赋能乡村，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研究表明，在农村

扩大对宽带网络的投资可以带来当地 GDP 的增

长 [13]；农村妇女掌握信息技术后，可以更好地帮助、

培训家庭成员 [14]；阿里巴巴的“淘宝村”能够帮助各

地村民构建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提高农村收入，并在

全国起到示范作用[4]。然而，已有研究几乎侧重某个

单一维度，且以经济视角为主导的资源赋能为主，较

少考虑结构赋能和心理赋能。此外，已有研究主要

探索赋能过程中的技术功能，缺乏对于相应组织保

障和执行体系的研究。

(三)研究框架

本文研究基于现有理论和研究缺口，将研究问

题聚焦在3个方面：①移动互联网在解决乡村失能问

题时，如何不仅仅帮助村民解决经济上的生存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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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问题(资源赋能)，同时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结构赋

能)以及增强村民的情感交互渠道(心理赋能)。②案

例对象如何通过有效的组织赋能机制，确保“移动互

联网+乡村”模式的落地和执行。③该模式能带来哪

些赋能效果，其关键要素是什么，是否具有可推广的

经验。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主要因为：①案例研究

适合进行探索性研究 [15]。目前对如何实施“移动互

联网+乡村”模式、该模式如何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发

挥作用的研究较少，案例研究能够通过极端的、具有

启发性的案例掌握研究现象的丰富性，形成较全面

与整体的观点，适用于探索那些较少被研究的领

域 [16]。②本文关注移动互联网对乡村的赋能机制，

是一个“怎么样”的研究问题[23]。案例研究可以深入

到具体的农村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境下，通过厚实的

描述和丰富的情境信息生动细致地解释现象背后隐

含的复杂而具体的机制。

(一)样本选择

“为村”是腾讯公司首个探索利用移动互联网助

力乡村发展的创新实践。它基于微信服务号，为乡

村提供乡村治理、情感沟通和电子商务三大类功能

(见图2)①，实现政府与村民之间、城乡之间、村民之间

的高效连接，帮助政府有效进行村庄治理、使农民获

得情感支持并摆脱贫困。从 2015年推广至今，“为

村”平台已有1.5万多个注册村庄，超过250万在线村

民，覆盖了山东、湖南、贵州、四川等数十个省份。

本文以“为村”在山东省菏泽市的应用为例。从

2017年3月第一个村上线“为村”，不到一年时间，基

本实现全市所有村庄“为村”全覆盖，占全国的83%，

认证村民 182万人次，占全国的 84%，活跃度全国第

一。“为村”模式在菏泽的应用引起了政府机构、知名

高校和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认可，该模式具备向

全国推广的借鉴意义。

图2 “为村”三类功能板块示例

图1 “移动互联网+乡村”模式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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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收集

本文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一手资料和二手资

料，多种数据来源相互补充和交叉验证，能够保证研

究的信度和效度 [16]。一手资料采用深度访谈、非正

式访谈和现场观察的数据收集方法，主要分为3次。

一次是研究团队于2017年9月走访了菏泽市政府和

8个村庄，访谈超过 50名相关者，包括政府官员、为

村管理员、村委会成员和村民。另两次是分别在北

京和深圳的腾讯公司对“为村”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

员进行访谈。对所有的访谈都进行录音并文字记

录，以确保数据的精确性。共收集超过40个访谈的

内容资料，访谈时长总计 22.5小时。二手资料包括

“为村”平台上的交互内容、村庄内部资料、社会媒体资

料、学术资料等，以对一手数据进行补充和交叉验证。

(三)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多级编码方式对数据进行分析。编码

过程由研究团队中2名成员独立完成：①根据资料来

源对案例数据独立进行一级编码，识别出“移动互联

网+乡村”模式赋能前后的全过程，包括乡村失能、技

术赋能、组织赋能和赋能结果。②基于理论梳理和

研究框架，将各个案例的编码结果进行提炼、比较和

验证，形成二级编码，即概念化提取。③对二级编码

进一步分类，识别出“移动互联网+乡村”模式在赋能

全过程中各个核心要素的具体类型，形成三级编

码。最终建立移动互联网赋能乡村的理论模型，该

模型能反映所收集的数据，并确保理论、数据和结论

之间保持一致。

三、案例分析与讨论

(一)乡村失能的原因和表现形式

菏泽发展移动互联网的不利原因包括：在人口

结构方面，乡村空心化和老龄化形势严峻，乡村留守

的老弱病残较多，对移动互联网不甚了解，家中缺乏

青年人普及信息技术的相关技能和知识；在信息素

养方面，大多数农民的教育程度受限，缺乏信息工具

或者信息工具的使用能力较弱，很多村民没有智能手

机，或者有了也不知道怎么用，再加上很多村民刚开

始难以接受新技术的应用；在经济环境方面，菏泽市

大部分地区以农业为主，长期存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模

式，农产品不能转化为商品，不能变现为财富，再加

上区位偏远、交通不便，菏泽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制约。

上述3个方面使菏泽村民面临治理失能、情感失

能和经济失能三大问题。在治理失能方面，由于信息

工具的缺乏，村民对于村务、政务等信息很难及时获

得。通常，农民通过布告栏或口耳相传等单向方式获

得村务、政务等信息。然而，这种信息传播方式效率

低下，村民往往不能及时收到通知，甚至会错过重要

通知，严重时会造成全村对村委会的不信任和不满。

在情感失能方面，由于缺乏有效和密切的信息

沟通和分享工具，阻碍了乡邻间融洽和紧密关系的

建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村民以务农为主，彼此之

间通过面对面交谈或电话沟通居多。部分村庄占地

面积较广，村民见面交流次数有限。再者，乡村空心

化和信息工具的缺乏加剧了留守老人、儿童与在外

务工的父母之间的距离感和疏远感。

在经济失能方面，菏泽市是山东省贫困人口最

为集中的地区，大部分村民通过从事繁重的体力劳

动来赚钱，如耕种、养殖和手工制作，缺乏有效的致

富方式。部分村民必须依靠政府的低保维持生计，

这也导致部分群众隐瞒家庭情况、争当贫困户现象

的出现，使得精准扶贫更为迫切。

(二)“移动互联网+乡村”的技术赋能维度

“为村”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解决乡村失能的问

题。在“为村”中，以“村”为单位可以申请一个专属

的公众服务号，供本村村民加入。村民通过智能手

机，可以随时随地享受移动互联网提供的服务。

(1)结构赋能：提供信息沟通平台，实现信息双向

传递

在结构赋能方面，“为村”搭建信息沟通平台，连

接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委会，通过提供“村务公开”

“财务公开”“书记信箱”“换届选举”“精准扶贫”等功

能，将传统线下的信息发布、村委会选举等活动转移

到线上，提高村民办事效率。

“为村”使信息更加公开和透明，促进了知识分

享。乡镇和区县各部门通过“村务公开”“财务公开”

“精准扶贫”等功能将办事指南和政策通知发到各

村，村民在手机上可随时查阅上级部门下发的信息，

对有疑问的地方可提出异议。菏泽六合苑社区的村

民李女士表示，“有了‘为村’平台之后，我们村的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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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还有邵主任就直接把通知发布在平台上。村民

足不出户，打开手机就能了解到村里的一些工作动

态和村委会发布的工作通知了。”

“为村”改变了传统自上而下的乡村治理方式，

提升村民决策、参与能力的机会和能力，改善了干群

关系。通过“换届选举”，村民可以了解、参与村委会

选举；在“书记信箱”板块，村干部在线向村支书询

问，村支书对村民反映的困难和问题快速响应解决，

村民进而可以对村干部的服务在线反馈，促进村干

部不断更好地为村民服务。

(2)心理赋能：提供情感社交平台，密切村民情感

交互

在心理赋能方面，“为村”搭建了社交平台，提供

“村友圈”“家校直通车”等情感交流类功能，增加村

民之间的情感交互渠道。村民可以在平台上发帖、

互动评论、点赞，畅所欲言。对于在外务工的父母，

能够通过“家校直通车”等功能了解孩子在校学习情

况，与老师及时沟通，对缓解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起

到正向作用。

“为村”为村民的精神生活带来巨大改变，促进

了乡村文明建设。对于乡村孤寡老人而言，“为村”

成为其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帮助其缓

解疏远感、孤独感和遗弃感。菏泽十三村村民贾大

妈表示，“我现在除了照顾敬老院老人，还会在村里

的创业园、采摘园内走上几遭，拍些我们村的照片上

传到‘为村’，我每天晚上还要等到 12点，看看我(前
一天)的活跃度能不能排第一”。

(3)资源赋能：提供电子商务平台，化本地资源为

收益

在资源赋能方面，“为村”提供了“村有好货”“村

内旅游”等电子商务类功能。“为村”连接村民、政府

和村外城市居民，在政府的背书和支持下，村民将乡

村农产品或手工艺品通过“为村”发布，再利用微信

朋友圈进行转发，吸引村外城市居民，扩大销售渠

道。此外，乡村的自然景色也能够通过“为村”实现

资源变现。例如，孙楼村举办梨花节等文化旅游节，

将照片和门票发布在“为村”上，吸引很多其他村庄

村民和城市居民的热情参与。

“为村”为返乡创业者提供新的平台和产品销售

渠道。以菏泽王老虎村的返乡村民王某为例，发挥

其之前在广州从事果蔬批发经营的优势，整合3个省

14个果品采摘基地的技术力量，在“为村”开展技术

答疑和技术推广，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有60多名村民

计划发展农家果品采摘园。

(三)“移动互联网+乡村”的组织赋能机制

与微信在城市的快速推广与应用不同，“为村”

在乡村推广中遇到了诸多困难，主要包括：①很多村

民没有智能手机，或者不会使用智能手机；②“为村”

是实名认证，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很多村民担心隐

私泄露；③很多村民不了解“为村”对他们有什么帮

助，一开始时也不愿意接受；④乡村老弱病残较多，

对互联网不甚了解。为保障“为村”的落地，政府、村

庄和互联网企业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政府纵向体系

菏泽市政府从战略重点、系统推进和人才开发3
个方面提供保障。首先，市政府将“移动互联网+乡
村”作为战略重点进行推进，形成全市战略共识。

2017年年初，菏泽市政府把“为村”列入《政府工作报

告》，并作为市重点经济工作进行考核。同年，率先

启动“为村”建设，选择在产业基础、群众基础较好的

六合苑社区、随西村作为试点，印制宣传页15万份，

建立微信群700余个。

菏泽政府确立从市、县区、乡镇、办事处，再到村

的自上而下各级行政单位的系统推进体系，从执行

层面保证“为村”在乡村的广泛连接。为增强各县区

推进“为村”工作的主动性，市政府采取日通报、月调

度，季考核的办法，每天公示各县区推进“为村”的进

度排名，营造各地区比学赶帮的氛围。各县区结合

自身实际，分别出台鼓励扶持政策、考核奖励办法，

建立示范村，调动了乡镇、村发展“为村”的积极性。

菏泽政府挖掘、培养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相关人

才，为“为村”在乡村的应用和培训方面起到了组织和

保障作用。一是多次邀请“为村”团队，采用线上和线

下的形式，对全市村进行知识普及技能培训。二是先

后举办镇村干部培训班220期，累计培训人才3.7万余

人次。此外，对“为村”落地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村

委会干部和管理员等带头人进行激励，持续强化他们

对于提升本村村民信息技术接入和使用能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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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村庄横向体系

“为村”落地过程中，村庄横向体系在推广、运营

和培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分别体现在村委会

成员的推广作用和“为村”管理员的技术支持。其

中，村委会主要负责“为村”在本村的推广，让尽可能

多的村民加入“为村”。村委会成员挨家挨户将“为

村”二维码发到村民手中，或者在公共场所张贴二维

码，动员村民扫码加入。此外，利用电视、报纸、墙体

标语等多种媒介广泛宣传，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提

升村民参与意识。

“为村”管理员负责技术支持，包括在线村民管

理、平台运营和村民使用的线下指导，与村委会的推

广形成互补。管理员大部分是村创业带头人、返乡

创业青年和大学生村官等，知识丰富，头脑灵活，接

受新事物快，热情度高，对本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

情。他们手把手地指导村民使用“为村”，一对一讲

解操作步骤。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为村”创建工

作短时间内就有了巨大成效。

(3)企业横纵体系

互联网企业从线上激励机制的设计、人员培训

和平台功能的迭代方面建立了横纵体系，进一步保

障“为村”的持续发展和使用。从横向层面来看，“为

村”设立“为村指数”作为衡量各个村庄移动互联网

活跃程度的标准，目的是通过“为村指数”激发村民

的参与和活跃度，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最终达到在

没有外力干涉和要求的情况下，“为村”成为村民生

活中必不可缺的生活工具。

从纵向层面来看，“为村”提供了专业化的 IT技

能培训和规范化的运营指导，定期召集“为村”带头

人团队召开线上会议，主题包括“为村”的功能介绍、

运营规范、各地区示范村庄的经验分享等。此外，

“为村”及时获得村民的使用反馈，进而多次迭代平

台功能，从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的10个月之间，

“为村”共经历3次大的产品迭代和近百次小型迭代，

主要包括功能板块的合并和取消、实用功能的新设

计、内容呈现的算法优化等。

(四)“移动互联网+乡村”的赋能效果

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为村”对乡村

赋能的效果体现在参与式治理、扩散式应用、多层面

交互和多元化发展4个方面。

(1)参与式治理

“为村”突破政策信息传播中的瓶颈，实现自上

而下的信息直达和村民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管理

和检测政策执行和落地情况，达到信息透明、平等参

与和高效治理的赋能效果。

首先，政府和村委会通过“为村”定期发布国家

省市的政策法规，实现本村村务和财务状况的信息

透明，改变了村民以往被动地接收村务消息的形式，

让村民通过智能手机及时了解公共事务。信息服务

方式的转变，提高政策执行的力度，保证了信息的透

明、公开、公正，有利于打造“智慧政府”“数字政

府”。其次，村民通过“为村”向村支书咨询和建言献

策，线上参与换届、党建等村务活动，改变了传统政

府主导型自上而下单向指令性的乡村治理模式，扩

大了村民平等参与村务政务的决策过程，提升村民

对村委会的信任，调动村民的生产生活积极性。再

次，村干部对村民在“为村”上反映的困难和问题快

速响应解决，极大提高办事效率，实现乡村的高效治

理，有效改进村级基层组织建设。

(2)扩散式应用

移动互联网的引入降低了村民网络连接的成

本，促进“为村”在乡村扩散式的应用。乡村和村民

的广泛连接、虚拟村庄建立以及由点及面推广带来

的聚合规模给整个农村带来巨大势能。

首先，“为村”广泛连接村干部、普通村民、城市

居民、政府和企业，打破不同主体之间沟通壁垒，在

优化干群关系、村民关系、城乡关系等方面产生巨大

的价值空间。互联的农村将吸引大量社会资源涌

入，快速提升农村与社会优质资源对接的可能性。

其次，村委会、管理员和村民进行线上信息交互，共

同构建了在网络空间的虚拟村庄。虚拟村庄的出

现，将传统村民的一部分线下活动转移至线上，有利

于解决传统部分线下活动受时间、地点客观条件制

约带来的问题，也有利于在网络空间建立村庄的自

有品牌和形象，打造村庄“名片”向外界展示。再次，

“为村”在推广过程中，由示范村先行，再“由点及面”

向全市整体铺开，“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自

菏泽之后，湖南省湘西州、四川省广汉市、四川省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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崃市等地区也开始全域推广“为村”。菏泽的先试先

行，为全国乡村践行“移动互联网+乡村”模式提供了

有益的借鉴。

(3)多层面交互

“为村”的最大价值是社会网络节点之间的信息

交流和多层面互动。“为村”的赋能实现了村民间的

移动社交、政府和企业间的互助携手以及城市和乡

村的加速融合。

首先，村民之间可以在手机上进行移动社交，“为

村”已经成为村民们的线上交流“朋友圈”。尽管村民

分散在五湖四海，但大家可以通过“为村”相聚在一

起，分享和讨论身边的新鲜事，也能为生养自己的村

庄贡献一份力所能及的力量。其次，政府和企业在模

式落地中携手发挥组织保障的作用。菏泽市政府通

过市—县—镇—村各级一把手工程，在很短的时间里

带动5000多个村庄加入为村，培养了一大批懂移动互

联网的基层干部。企业则起到建立移动互联网平台

激励机制、为线下乡村带头人赋能互联网运营和思维

的作用。再次，“为村”还能够加速城乡之间在情感、

经济生态资源等方面的融合。一方面，密切了在城市

务工的父母与留守儿童、老人的情感交流；另一方面，

向城里人提供了展现农货和乡村旅游的窗口，通过资

源互补让城里人能够体验乡村特色产品和自然生态。

(4)多元化发展

利用移动互联网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

解决社会发展的不平等问题，是我国实现社会创新

的重要实践。对于农村居民而言，不再满足于吃饱

穿暖等物质条件，对互联网时代的生活便利、精神生

活、经济收入，甚至创新创业，都有了更高需求。

首先，“为村”通过提供移动信息服务，帮助农民

建立互联网思维，加速向“新农人”的转变，实现了扶

志与扶智相结合。相当一部分村民由最初的不懂互

联网，到主动、自觉地通过移动互联网查询信息、发

布信息、参与村务管理、参与网络经济，移动互联网

已成为村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次，“为村”

帮助村民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对外界的认识由少见

多怪转变为见多识广。移动互联网作为“智慧乡村”

的有效载体，既顺应了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要

求，也顺应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目标和国家对完

善乡村治理的需要。再次，村民将村内的农产品、手

工艺品等物质资源在“为村”上向进行销售，实现物

质资源与资金的转换，提升村民的经济收入。2017
年以来，菏泽发展了5000多个“为村”，有1.2万多种

当地特色产品和农产品利用平台进行了展示和销

售。根据2017年的统计数据，菏泽的GDP增速提升

到9%，全省第二，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为村”还

为在外务工的村民提供返乡创业的新机遇。“为村”

的“村有好货”功能为返乡创业群体提供新平台和产

品销售渠道，加上菏泽市对这些群体提供较好的优

惠政策，吸引了新一拨的返乡创业潮。

四、研究发现与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菏泽“为村”的案例，对“移动互联

网+乡村”的赋能机制进行了探讨，得出“移动互联

网+乡村”的赋能模式(见图3)。

图3 “移动互联网+乡村”的赋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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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我国乡村面临的治理、情感和经济三

大失能问题是接入鸿沟、能力鸿沟导致效果鸿沟的

体现。其中，接入鸿沟源于农村农耕和产业单一的

经济环境，能力鸿沟源于空心化、老龄化的人口结构

以及村民较低的信息素养。

“移动互联网+乡村”模式从技术角度和组织角

度分别消除不同维度的数字鸿沟。从技术角度，该

模式进行结构赋能、心理赋能和资源赋能。在结构

赋能方面，移动互联网搭建信息沟通平台，打破乡村

信息孤岛的现状，实现信息在上级和村民之间的双

向传递；在心理赋能方面，移动互联网提供情感沟通

平台，连接在外务工人员和村内留守儿童、空巢老

人，也为村内的农民提供了获取外界信息、丰富精神

文化生活的途径；在资源赋能方面，移动互联网搭建

资源交换的平台，村民可以进行本地农产品和手工

艺品的销售，也可用本地旅游资源吸引城市居民前

来观光体验，提升村民经济收益。

为了让技术赋能能够顺利实现，政府、村庄和企

业分别建立组织赋能机制提供保障。政府建立自上

而下的纵向体系，层层落实和监督移动互联网的应

用效果，是强有力的行政保障；村庄以村委会和管理

员为主的带头人为核心，横向推广和促进移动互联

网在村内的采纳；企业设立平台激励机制，并为村庄

带头人提供专业化的培训和运营指导，保证村民在

移动互联网上的活跃使用和平台的规范化管理。

通过技术的功能型赋能和组织的保障型赋能，

“移动互联网+乡村”模式加速了乡村互联，形成了巨

大的潜在市场，实现参与式治理、扩散式应用、多层

面交互和多元化发展4个层面的赋能效果。

(一)理论贡献

在数字鸿沟的理论方面，本研究发现，移动互联

网打通乡村各个社会网络节点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互

动，从接入鸿沟、能力鸿沟和效果鸿沟3个方面缩小

城乡数字鸿沟。具体来说，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

实现了移动互联网在乡村的广泛连接，缩小了接入鸿

沟；企业激励机制和村庄带头人的培训指导，提升了

村民的技术使用能力，缩小了能力鸿沟；政府、村委会

和村民等主体通过利用移动平台提供的功能板块，解

决了乡村三大失能问题，实现信息透明公开、情感交

互分享和经济收益增加，缩小城乡发展中的效果鸿沟。

在赋能的理论方面，本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在

技术赋能上具有多维度特征，除了资源赋能，结构赋

能和心理赋能也起到关键的作用。结构赋能方面，移

动互联网通过提供政府、村委会和普通村民之间的信

息沟通平台，实现了信息自上而下的迅速传达和村民

意见反馈的下情上达；心理赋能方面，移动互联网搭

建情感社交平台，为村民们提供更多的情感交互渠

道，缓解村民之间的距离感和疏远感。此外，组织赋

能为该模式的落地提供了重要保障。政府建立了从

战略推动、试点先行、层层落实、比学赶帮、组织培训

到扩大影响的纵向体系；村庄以带头人为核心建立横

向体系，逐步实现村一级的技术广泛采纳；技术平台

企业建立横纵体系，重点在于设立平台激励机制，以

及为乡村带头人提供专业化的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

(二)实践贡献

对于移动技术的功能设计者而言，软件应用或

服务体系的设计需要以用户需求为本，与乡村百姓

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其功能设置需要从改善民生、

解决乡村村民的痛点出发，并配合相应的机制设

定。在本文研究中，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应用软件多

次迭代，契合了乡村发展在信息、情感和财富三方面

的需求，再加上村庄活跃度排名激励、管理员培训等

机制设定，可以有效地保证移动互联网在落地过程

中村民的接受度、认可度和持续使用度。

对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而言，政府、乡村

和企业三方组织共同助力，是保障移动互联网在乡

村成功落地的关键因素。在本文研究中，政府自上

而下的推动是强有力的行政保障，一把手重视，各级

政府落实，通过对各地区的考核和激励，保证实施效

果；乡村基层带头人和管理员在移动互联网的推广、

培训和运营中发挥了表率作用；企业通过在平台端

建立激励机制，与政府携手，用专业化的互联网知识

和技能赋能乡村带头人。可以看出，若要让移动互

联网更深入地嵌入到乡村百姓的生活中，仅仅自上

而下的方式是不足以的，还需要企业和乡村带头人

的共同配合，激发农民的自身动力，这样才能有大量

的自下而上的信息涌现出来，移动互联网才能真正

为智慧乡村的建设发挥持久的作用。

··7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4 农业经济研究
AGRICULTURAL ECONOMY

注释：

①“为村”功能板块的名称和设计不断更新迭代中，不同

版本的名称和设计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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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ment Mechanism of "Mobile Internet + Rural Areas" Mode:
A Case Study Based on WeCountry

Ye Lisha Dai Yishu Don Xiaoying

Abstract：Mobile Internet is regarded as a new opportunity to narrow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in-depth study on how to address rural disability by mobile Internet. Based on the
empowerment theory, this paper chooses WeCountry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empowerment mode of "mobile
Internet+rural areas". We find that this mode empowers villages from both technical and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s
Finally,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diffused application, multi- level interaction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can be
achieved in rural areas. This mode provides useful inspiration for Internet technology to solve problems such as rural
governance,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t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how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digital divide; empowerment; "mobile Internet+rural areas";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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