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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重视发展数字经济，鼓励女性电商创业。本文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女

性电商创业的现状及电商创业对女性经济赋权的影响。结果发现，电商创业不仅为女性带来经济赋权，

也对其心理、家庭地位、家庭成员关系和社会关系等各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女性在电商创业过程中存

在获取资本难、培训少、流量小、产品同质化、获得盈利时间久、照顾负担重等问题。本文提出拓宽融

资渠道、加强女性电商创业者的培训、加大对电商创业者的流量扶持力度、开发特色产品、鼓励男女共

同参与家务、改善女性就业环境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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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encouraged women to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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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mmerce businesses.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to analyze the cur-
rent situation of female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impact of e-commerce entrepre-
neurship on 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It was found that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not only brings economic empowerment to women, but als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psychology, 
family status,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commerce entrepreneur-
ship, women have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capital, less training, small traffic, ho-
mogeneous products, long time to make profits, and heavy burden of care. This article puts for-
ward suggestions such as broadening financing channels,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women’s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increasing the flow support for e-commerce entrepreneurs, devel-
oping special products, encouraging men and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housework, and improving 
the employment environment for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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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1]。2021 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

字经济发展规划》，进一步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找准定位、做出顶层设计。同时，国务院印发的《中国

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指出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力量，支持女性发展电子商务。此外，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国际社会应加大努

力、协调行动，为世界妇女发展事业注入新动力，把妇女经济赋权纳入国际发展合作的总体框架。妇女

经济赋权是《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重要内容，是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必然要求，也是

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妇女经济赋权需要政治承诺，更需要具体行动。 
本文以女性电商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女性电商创业者的现状及电商创业对女性经济赋权的影响，

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本研究采用抽样统计、描述统计、推断统计、问卷调查法等研

究方法。于 2023 年 12 月通过问卷星发放调查问卷，发放地区包括山东、安徽、广东、河南和江西在内

的 25 个省市地区，调查对象为已婚女性。共发放问卷 89 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89 份。 
本文主要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分析创业后女性收入、家庭地位的变化等。本研究有利于促进更多女

性通过电商创业参与经济发展，提升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促进男女平等。 

2. 女性电商创业现状 

2.1. 基本信息 

在表 1 中，样本中女性的年龄分布在 21~44 岁之间，其中 30 岁及以下的女性占到了 61.8%，41 岁及

以上的女性只占了 3.6%。说明女性电商创业者整体呈年轻化，年轻人更愿意通过电商行业去进行创业。

绝大多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都处于大学教育水平(本科及大专)，占 71.9%，其次是初中及以下的，占 15.7%。

家庭孩子的数量中，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数量最多，占 54.9%，其次是两个孩子的家庭，占 31.5%。且孩

子的年龄大多集中于 2~10 岁，占 48.2%。其次是 0~1 岁的占 33.3%，说明调查的女性家中孩子年龄较小，

女性在创业期间会有照顾孩子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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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amples 
表 1. 样本的基本信息 

特征变量 类别 百分比 

年龄 

30 及以下 61.8% 

31~40 34.6% 

41 及以上 3.6%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5.7% 

高中 10.1% 

大学 71.9% 

硕士及以上 2.3% 

家里孩子数量 

0 6.8% 

1 54.9% 

2 31.5% 

3 及以上 6.8% 

孩子年龄 

0~1 33.3% 

2~10 48.2% 

11 及以上 18.5% 

2.2. 创业情况 

Table 2. Entrepreneurship situation of the samples 
表 2. 样本的创业情况 

特征变量 类别 百分比 

了解电商创业途径 

短视频 69.7% 

亲朋 14.6% 

广告宣传 4.5% 

其他 11.2% 

开始电商创业时投入的资金 

100 元及以下 3.6% 

100~1000 元 50.1% 

1000 元及以上 46.3% 

每天投入到电商创业的时间 

小于 1 小时 3.4% 

1~4 小时 64% 

5~8 小时 21.4% 

9 小时以上 11.2% 

从事电商创业的形式 
业余 69.7% 

全职 30.3% 

家里人对电商创业的支持情况 

都不支持 3.4% 

部分支持 23.6% 

都支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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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从事电商创业前的就业状态 

无业 36% 

稳定的工作 39.3% 

不稳定的工作 14.6% 

自己、合伙创业 10.1% 

创业形式 

独自创业 89.9% 

亲朋一起创业 5.6% 

团队一起创业 4.5% 
 

从表 2 可以看出，样本中女性接触到电商创业的途径主要以短视频为主，占 69.7%，其次是通过亲

朋好友的介绍占 14.6%。开始进行电商创业时投入的资金在 100~1000 元之间的最多，占 50.1%，其次是

1000 元及以上的，占 46.3%。女性电商投入的资金绝大多数都是用于平台的押金。每天投入到电商创业

的时间在 1~4 小时的女性最多，占 64%，投入时间小于 1 小时的最少，占 3.4%。大部分的女性都是以业

余的形式从事电商创业，占 69.7%。选择业余从事电商创业的女性大多数觉得电商创业时间自由且能获

得可观的收入，还方便照顾家人。而选择全职从事电商创业的女性则认为电商创业时间自由、行业前景

好且投入的成本低。73%的女性在进行电商创业时家里人都是持支持态度，仅有 3.4%是都不支持的。在

进行电商创业之前，大部分女性是有稳定的工作的，占 39.3%，其次是处于无业状态的，占 36%。有 89.9%
的女性在进行电商创业时都是独自进行创业，说明女性在进行电商创业时比较独立，可能会缺乏帮助。 

3. 电商创业对女性的影响 

3.1. 女性从家庭走向事业 

电商增加了女性的收入来源。调查数据显示，在创业前月收入为 0 元的女性有 27 人(近三分之一)，
而创业后只有 11 人的月收入为 0 元。可见通过电商创业，部分没有工作收入的女性有了自己的收入。 

配对样本 T 检验显示，电商创业前后女性的精力重心存在显著差异(t(88) = −3.117, p = 0.002)。表现

为相较于电商创业前，在电商创业后更多女性将精力重心投向了事业。其中，在电商创业前有近 10%的

人强烈偏向家庭，而电商创业后这一比例降至 2%。这说明女性通过电商创业获得了自己的事业，通过经

营自己的电商事业，改变了自己的精力重心，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从原本的以家庭为主的角色，转变成

为自己的事业付出。 

3.2. 电商为女性心理赋能 

如图 1 所示，近 50%的女性在电商创业后感到更自信、心情更愉悦了。并且有约 40%的女性觉得对

生活更满意了。这体现了电商创业在心理上为女性带来了赋权。女性经济赋权不仅仅是提供收入、就业

机会等物质层面的帮助，还包括提升女性的自我认同和自信[2]。 
 

 
Figure 1. Psychological changes after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图 1. 电商创业后心理上得到的改变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4.132024


吕林 等 
 

 

DOI: 10.12677/wer.2024.132024 211 世界经济探索 
 

3.3. 社会关系得到改善 

从图 2 可以看出，一半的女性认为自己在电商创业之后认识了更多人，这说明通过电商创业，她们

的社交圈子得到了扩大。并且，其中有 15%的女性在创业前认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相对较窄，而电商

创业后，她们的社会关系网都得到了一定的扩大。这表明电商创业拓展了女性的社交圈子，增强了社

会联系。 
 

 
Figure 2. Social network before and after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0 represents a narrow 
social network, 100 represents a wide social network) 
图 2. 电商创业前后社会关系网(0 代表没有社会关系，100 代表社会关系网络极为丰富) 

 
女性通过电商创业认识了更多的女性，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如图 3 所示，约 86%的女性在电商创

业的过程中都结识了其他的女性电商创业者，其中更有约 30%的女性认为自己结识了很多电商创业的女

性。通过图 4 可以看出，在与其他女性电商创业者交往中，约 90%的女性认为自己从中获得了经验分享。

其次，有一半的女性认为自己的价值得到了认可，心情也舒缓了。 
 

 
Figure 3. Female e-commerce entrepreneurs met in the process of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图 3. 电商创业过程中结识的女性电商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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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Help from other female e-commerce entrepreneurs met 
图 4. 结识的女性电商创业者带来的帮助 

3.4. 家庭关系更融洽 

电商创业增强了女性自信心，为女性带来了更多经济独立可能性，使得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了

提升，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样本数据显示，有少部分女性认为电商创业后自己与丈夫

和婆婆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了。这进一步展示了经济赋权对女性在家庭关系中的积极影响，以及电商创

业在提升女性家庭幸福感和稳定性方面的作用。 

3.5. 女性经济赋权带来家庭福祉和家庭地位的增加 

根据图 5 可以看出，大部分女性通过创业获得的收入为家庭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福利，特别是在饮食、

教育和服装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其他家庭福利的女性中，绝大多数女性都详细说明了主要是

给孩子带来的福利。可以看出孩子的福祉是女性较为重视的方面，这进一步突显了女性经济赋权对家庭

幸福和孩子成长的积极影响，同时也说明了女性对家庭的重视。 
 

 
Figure 5. Impact of income from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on family well-being 
图 5. 电商创业的收入对家庭福祉的影响 

 
配对样本 T 检验显示，女性的家庭地位在电商创业前后存在显著差异(t(11) = −4.233, p = 0.00)。据表

3 可以看出，女性电商创业前的家庭地位平均值为 64.33，而创业后的平均值为 91.92，可见女性的家庭

地位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Table 3. Family status before and after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0 represents low status, 100 represents high status) 
表 3. 电商创业前后的家庭地位(0 代表地位低，100 代表地位高) 

 平均值 

电商创业前您的家庭地位？ 64.33 

电商创业后的家庭地位？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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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变化为女性的家庭地位带来了变化[3]。家庭地位非常强的女性人

数从 5 人增长到 12 人。调查发现，电商创业的女性中认为自己家庭地位提升的绝大多数女性都是对家庭

福利有贡献的女性，比如服装、饮食、教育等方面。因此，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很可能是由于她们在家

庭各方面的贡献和参与。女性收入的增加，减少了对丈夫的依附，拥有了更高的经济决策权[4]，从而提

升了她们的家庭地位和对家庭的影响力。 

3.6. 电商对女性的多方面赋权 

从图 6 可以看出，大多数女性在电商创业后在心理、技能、知识、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家庭地

位等方面得到了积极的改变。这种多方面的变化不仅对女性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有积极影响，也可以对整

个社会的性别平等和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Figure 6. Changes in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图 6. 电商创业得到的改变 

4. 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电商平台具有资金成本低、投入风险小、运营条件成熟、年轻消费群体聚集等优势，吸引了大量女

性尝试通过电商平台创业[5]。尽管如此，女性电商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困难(表 4)。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表 4. 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描述性统计 

特征变量 类别 百分比 

创业过程中资金困难 
有资金困难 21.3% 

没有资金困难 78.7% 

专业知识培训需求 
有需求 69.7% 

无需求 30.3% 

流量小的困难 
有困难 68.5% 

无困难 31.5% 

从投入到收入时间长 
是 56.2% 

否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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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照顾孩子、老人负担 

不重 32.6% 

精力上重 33.7% 

金钱上重 25.8% 

其他 7.9% 

4.1. 获得资本难 

调查结果显示，资金困难成为了女性电商创业者面临的最大困难，没有资金，再好的项目也难以落

地，再好的创新技术、再好的想法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转化不成现实的生产力[6]。有 21.3%的女性电商

创业者反映在创业过程中有资金困难的问题。创业资本不足是阻碍女性电商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

会导致女性电商创业者在采购商品、营销推广、物流配送等各个环节受到制约，进而影响其创业进度，

增加创业失败的风险。 

4.2. 培训少 

创业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掌握该行业领域的专业知识，并具备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6]。在电商领域，

专业知识是确保创业者能够成功运营和管理其账号的关键因素。然而，大多数女性电商创业者都是非专

业人士出身，缺乏系统的电商知识和运营技能。调查结果显示，有 69.7%的女性电商创业者希望能够得

到专业知识培训，表达了对于专业知识培训的强烈需求，大多数电商创业女性账号的运营和管理都是非

专业的，基本都是创业者自己一人来管理运营，并且大部分是在记录个人生活，不成体系，这导致了她

们在短视频制作、内容策划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影响了账号的吸引力和变现率。因此，她们希望能

够通过专业知识的培训来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4.3. 流量小、产品同质化使得盈利耗时久 

在电商领域，流量问题是最为重要的[7]，直接反映了潜在客户的数量。根据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68%
的电商创业者表示在创业过程中遇到了流量小的问题。同时，本次调查发现，女性电商创业者售卖的产

品类型较为单一，同质化严重。 
由表 4 中可以看出，从开始电商创业到获得收入，有 56.2%的女性都有收益慢、见效慢的困难。大

多数女性花 2~6 个月实现盈利，占调查人数的 51.7%，还有一小部分女性创业者需要经历长达一年的时

间，才能开始获得收入，占 7.9%。当流量不足时，女性电商创业者的产品难以吸引足够的购买者，导致

产品竞争力下降。同时，店铺的曝光量也会受到影响，即使产品具有优势，也难以被广大消费者所知晓。

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销售额和收入，使得电商创业者可能面临经营困境。 

4.4. 照顾负担重 

女性电商创业者总会面临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问题[8]。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只有 32.6%的人在照

顾孩子或老人上没有负担，这意味着超过六成的女性创业者需要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权衡和取舍。她

们在追求事业发展的同时，还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包括孩子的教育、老人的照料等。这为女性的

创业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女性在创业过程中也会缺乏自信、产生疑虑[9]。 

5. 政策建议 

5.1. 拓宽融资渠道 

获取资本难是女性电商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创业资金从哪来，是每个创业者创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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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金融机构对女性创业者的支持力度不足，而新兴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存在一定的风险

和挑战。因此，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加大对女性电商创业者的支持力度，可专门设立女性创业基金来解决

创业融资问题[10]，助力更多女性成功创业。同时，考虑到女性创业的现状、经济能力以及照顾负担等，

需要政府开放绿色贷款通道，放宽申请的条件，比如妇女小额信贷等，通过提供低息贷款等方式助力女

性融资。此外，贷款过程中还应注意简化贷款流程，使得贷款审批更加快速、有效。 

5.2. 加强对电商创业者的培训指导 

现阶段，女性的创业能力较低，对创业知识和商机把握的乏力是阻碍女性创业的重要原因[11]。女性

电商创业者对于专业知识培训的需求十分迫切。为了帮助她们提高专业能力，我们建议政府、行业协会、

培训机构等各方加强合作，建立满足各类女性创业者的培训体系，扩大创业培训范围，逐步将所有有创

业愿望和培训需求的女性创业者纳入创业培训[12]。政府、妇联、电子商务中心等部门要结合女性电商创

业者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对女性开展电商直播技能培训，除了在直播带货、视频拍摄与剪辑、直播

话术、互动技巧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培训外，还要对直播带货、视频讲解等进行实战演练，真正地让电

商创业的女性全面掌握流程与技能[13]。 
除了课程培训外，还可提供实地考察和见习的机会，使创业者亲身体验电商创业的全过程和实际操

作，从而更好地了解和掌握相关技能和知识，如参观一些成功的电商企业或者合作社，了解它们的经营

模式和管理方法[14]。通过对电商创业者的培训，不仅可以提高她们的专业水平和能力，而且有利于提高

市场上短视频、直播的质量，促进电商行业的良性发展。 

5.3. 加大流量扶持力度和产品特色开发，为获利增速 

本次调查发现，大多数平台会将流量引至带货能力较强的主播。对于刚进行电商创业的女性来说，

没有流量的扶持，加上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经济持续发展，市场上同质产品多，使其创业之

路更加艰难。 
平台可以为新入驻的女性电商创业者提供一定的流量扶持，如首月免费广告流量、优先展示等，帮

助她们快速获得曝光和订单。或者通过大数据，将她们的店铺或产品推荐给更多潜在消费者，以及确保

女性电商创业者的店铺或产品在消费者搜索结果中有较为明显的位置。此外，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产

品和文化特色，创业者应该将其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提高市场占有率[14]。更要明确自己的市

场定位和目标用户群体，充分挖掘这些资源，并进行整合，打造出特色品牌[15]。以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提高女性电商创业者的收入。从而增强她们对电商创业的信心，鼓励她们输出更多、更好的高质量作品，

从而增强女性通过电商创业来参与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5.4. 鼓励男女共同参与家务，改善女性就业环境 

女性就业环境不佳，往往面临着家庭和事业的平衡问题。降低女性家庭负担，应从改善女性就业环

境入手。鼓励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家务，承担家庭照料负担，减轻女性压力。同时，提高女性的自身发

展意识，鼓励女性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增强个人能力。此外，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优化女性的就业

制度，给予女性更多的制度和薪酬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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