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170期）2024（2）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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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18位短视频返乡创业青年为例，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和整体性赋权的解

释框架，分析其乡村振兴主体建构中的赋权策略与赋权逻辑，并从主体建构、主体作用对乡

村振兴主体角色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青年返乡创业的赋权具有多层次性和整体性特

征，具体包括个体赋权、组织赋权和制度赋权三种策略。其整体性赋权着眼于群体的长远

发展，通过个体赋权激发返乡创业能力实现主体权能重建；通过组织赋权实现自助与互助

推动群体间权力共享；通过制度赋权搭建支持网络形塑立体的赋权格局。遵循整体赋权逻

辑，返乡创业青年可以实现其乡村振兴行动从个体主体到群体主体的身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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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问题和城乡要素流动问题是乡村振兴的两大挑战[1]。其中，人才问题是关键，由于人才质

量、数量双不足，直接影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发挥效用和农村产业的升级，制约了乡村治理能

力提升和乡村文化繁荣。虽然大学生村官、驻村工作队以及驻村第一书记等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乡村人才不足问题，但是这些远远不够。《“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将壮大主

体人才队伍作为目标任务，凸显了新阶段乡村振兴对人才力量的巨大需求[2]。

近几年，返乡创业人才异军突起，促进了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显著提升。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 
截至 2022年底，国内第一产业人口占比由 2021年的 22.87% 上升至 24.08%。返乡创业人员数量累

计达 1220万人，相较 2021年增加 100万人。《“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

2025年，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 1500万人,其中农村创业带头人 100万人[3]。各类返乡创业人员中，

从事电商相关领域创新创业的占 50%以上[4]。返乡创业群体主要由拥有 5~8年在外打工经历的“80
后”或 3~6年在外学习深造的“90后”青年组成，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或者从农村走出来的读书人、退

役军人等[5]。返乡创业不仅能够带动科技、项目、资金等资源要素下沉乡村，推动农村电商、休闲农业

等农村新业态蓬勃兴起，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要素、新动能、新活力[3]，而且还能够带来新思维、新

技术和创新能力，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升级，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乡村生活品质，实现乡

村振兴目标 [6]。然而，关于返乡创业青年能否成为乡村振兴新主体，学界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有

学者认为青年返乡创业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如资金压力、市场需求、创业环境等方面的挑战以及因务

工、求学等被迫长期与故土脱嵌，在乡村生活中缺场，而导致的主体性“双重缺失”，难以成为乡村振

兴主体力量[7]。

返乡创业是返乡主体的一种经济行动选择，返乡不仅仅意味着从城市到乡村的空间变化，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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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从城市主体到乡村主体的职业身份变化[8]。返乡创业青年实现乡村振兴新主体的身份转化，理

论上需要个体主体的实现和群体主体的带动两个方面的联动效应。赋权理论认为，赋权是一种参与

的过程，是将决策责任和资源控制权授予或转移到那些即将受益的人的手中[9]。赋权的过程是选择

和行动自由扩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动主体不断获得能够影响生活的决策权力和对相关资源的

支配、使用能力[9]。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返乡创业青年乡村振兴新主体角色的实现过程本质上是

一个获得赋权和再赋权的过程。

基于此，本文以 18 位返乡创业短视频主播为例，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深度挖掘案例中返乡

创业青年的赋权策略，并试图从整体性赋权角度观察返乡青年从个体主体到群体主体转变的过

程，进一步分析其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回答返乡创业青年何以成为乡村振兴新主体的问题。

一、理论切入

1.个体赋权

赋权也为增权、充权。1976年，美国学者Solomon在其著作《黑人增权：社会工作与被压迫的社

区》中首次提及赋权理论[9]，之后赋权一词逐渐引起学界关注，成为社会工作实务中一个重要观点[10]。

美国《社会工作词典》把赋权增能解释为主体提高能力,以此来改善自己的状况、从而实现自己目的

的过程[11]。Solomon将无权定义为“缺乏技巧、知识或物质资源以及情绪管理能力，以致无法令自己

满意地有效扮演重要的社会角色。”[9]无权即主体没有能力运用资源实现目的。赋权理论强调个体赋

权。赋权理论认为，当个体缺乏运用资源、知识和技能解决个人问题或适应环境的能力时，就会陷入

权力缺失的状态。赋权的根源包括自助、互助和自我意识提高三个方面。个体赋权侧重于激发个体

的潜能，使其具备独立解决问题和做出决策的能力。对青年返乡创业而言，从资源、权力以及能力方

面获得个体赋权非常重要。然而，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传统的单一维度的个体赋权很难激

活返乡创业青年的群体能量，形成返乡创业整体的支持合力。

2.整体性赋权框架

“整体性”一词源自公共管理领域的“整体性政府”和“整体性治理”。在新公共管理时期，个体主

义思维方式的盛行以及由此引发的治理碎片化现象直接促使了整体性治理的兴起[12]。与传统的赋权

理论将权力视为一种固定、集中的实体，由特定个人、机构或体系掌握和分配不同，整体性赋权理论

认为，权力是一个更加复杂和多维的现象，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不同维度上形成和发展的，

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机制被激发、培育和建构，可以源自个人的技能、知识和能力，也可以来自社会

地位、资源和网络的积累[13]。整体性赋权强调个体、组织和制度之间相互依赖和递进赋权的关系。首

先，个体在整体性赋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个体赋权的意义在于提升个体能力和表现、激发动力和

积极性、促进发展和成长、增强参与和合作能力，以及增强创新和适应能力。其次，组织赋权能实现

自助与互助推动群体间权力共享。其中，自组织的过程可以促进群体成员之间共享资源、知识和技

能，增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从而共同解决问题、实现共同利益。最后，制度赋权的目的是为返

乡创业者搭建一个在经济、法律、政策等方面的支持网络，形成立体的赋权格局。

3.主体性内涵与主体建构的相关研究

（1）返乡创业青年主体性与主体地位。在农村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农村要素的多元配置下，农

民群体出现了职业、收入和消费等维度的高度分化。高帆将我国农民群体划分为五种类型：传统农

民、离乡农民、离土农民、内源式新型农民、外源式新型农民等[14]。返乡创业青年属于离乡离土农民。

因此，关于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和主体地位的基本讨论结论也适用于返乡创业青年。王春光认为

农民主体性是一种权益，具体表现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主导权、参与权、表达权、收益

权和消费权”[15]。隋筱童认为农民主体性权益应该是农民整体或农民集体的权益，而不只属于中坚农

民或贫困农民等某一小群体农民[16]。毛安然认为农民主体地位的内涵是指在参与乡村振兴的多元主

体中，农民是核心主体[17]。许伟认为农民应该是乡村振兴多重主体的集合，比如行动的参与主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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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享受主体和效果的评价主体[18]。

（2）返乡创业青年主体建构。对返乡创业青年主体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主体

建构的内隐逻辑。王维等认为返乡青年从返乡前在心理、空间、行动等层面脱嵌于乡村社会的状态，

到返乡后再嵌于乡村社会，这并非是一个天然的过程[19]。林龙飞认为青年返乡创业是一种经济行动

选择，其所呈现的以创业获取货币最大化的策略，隐含着以“家庭本位”为中心的“过好日子”的发展

逻辑[20]。二是主体建构的实现手段。张宇伯等认为返乡创业青年通过新思维、新技术和创新能力，在

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升级、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乡村生活品质过程中，实现乡村振兴的主

体建构[21]。王玉玮等认为借助媒介赋权，返乡青年不断激活自身主体性，重拾身份认同，同时也增强

了乡村社会的抗逆性[22]。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来源

1.研究方法

（1）大个案与小个案相结合的方法。个案研究法针对的是“个别”的研究，由于个案研究的数量

较少，难以全面地覆盖整体，局限性是其最大的缺陷。为了尽可能克服其局限性，发挥其典型性和深

入性的优势，本文采用大个案与小个案相结合的方法，大个案用于整体描述，小个案用于案例分析。

（2）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扎根理论是一种在质化主导的研究中引入量化研究手段的研究方法，

该方法强调在实际数据收集的基础上，通过对数据的反复比较、分析和综合，不断提炼和形成新的概

念和范畴，逐步建立和完善理论体系[23⁃24]，其对尚未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的研究比较适用。现有的关于

短视频返乡创业青年赋权的研究还处于“以技术为中心的赋权”向“以人为中心的赋权”的过渡阶段，

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以综述的方式无法涵盖短视频返乡创业青年的赋权策略。因此，本文运

用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逐级编码，提炼出返乡创业青年的赋能策略。

2.样本来源

目前，移动短视频暂无确切的学术定义。一般分为两类：一类为视频网站官方出品的资讯类移

动短视频，时间控制在几分钟；另一类依托微视、美拍等应用的 UGC 形式短视频，视频的拍摄者和发

布者主要是品牌方或者网民，时间控制在 10 秒钟以内[25]。本文指的是使用移动客户端拍摄的时长较

短（不超过 1 分钟）、可快速编辑和分享的短视频。移动短视频是一种互联网内容传播方式，其特性

是生产流程简单、视频内容广泛、传播速度快、拍摄门槛低、社交属性强，集生产与分享于一体，可实

现随时随地传播。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高速网络的发展，短视频成为了一种非常流行的社交媒体

方式和产品销售渠道。本文的乡村短视频创业指返乡创业青年借助乡村短视频的创作和推广，获得

粉丝和点赞，并以此获得商业利益。为了尽可能地获取返乡青年短视频创业赋权过程的一手资料，

2020−2022年选取了30位乡村短视频创业主播，观察相关短视频150场，浏览朋友圈评论近1000条。

2022年，深入田野进行实地调查，并进行结构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创业史、内容生产、经济效益与

乡村振兴带动作用等方面。综合考虑粉丝量、影响力、跨地域、带货量等方面的因素，采用大个案与

小个案相结合的方法，选取 13位短视频主播作为大个案和对 5位主播的深度访谈作为小个案。选取

的 18位返乡创业青年均来自农村地区，他们都有比较稳定的粉丝量，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三、整体赋权：返乡创业青年的短视频赋权策略与赋权逻辑

1.多层次赋权策略

本文基于调研的 18位返乡创业主播的相关资料，运用 Nvivo20质性分析工具逐级编码，包括开

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式编码三个阶段，完成返乡创业青年赋权方式的提炼。在分析过程中，选

取 13位返乡创业短视频主播的信息资料、访谈记录用于完成三级编码，剩余 5份访谈记录用于理论

饱和度检验。开放式编码结果和主轴编码结果见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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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主轴编码结果可以看出，短视频返乡创业的赋权策略包括个体赋权、组织赋权和制度赋

权。个体赋权使返乡创业者获得地方文化资源利用能力、信息识别能力、农产品销售技术和市场能

力,从而更加灵活地应对当地的情况，根据个人经验和洞察力做出决策；组织赋权强调成立自组织、

与社会组织互动和得到政府支持的重要性，其目的是赋予创业者更大的集体力量；制度赋权关注的

是在政策和法规层面上为返乡创业提供支持和保障，包括制定有利于创业的政策、提供财政支持、简

化创业流程等。

2.整体赋权逻辑

返乡创业整体赋权过程可以表述为返乡创业主播以短视频技术作为乡村振兴的介入手段，借助

新媒体平台和技术的支持，获得了与一般创业者不同的创业能力，由此产生的激发效应提升了其地

方文化资源利用能力、信息识别能力和农产品销售能力；自组织的成立以及与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

的互动，加强群体成员之间的协作和互助；政府以制度赋权的方式，为返乡创业营造了一个稳定的创

业环境。

（1）个体赋权：激发返乡创业能力实现个人主体权能重建。首先，平台算法介入。短视频创业的

首要步骤是加入短视频平台，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类平台是一种以短时视频内容为主的在线发布平

台，但平台背后隐含着一个追求商业利润和经济效益的数据算法[26]。一方面，短视频平台提供了丰富

的视频编辑和分享功能，积极参与这些平台并利用其算法权力，可以更迅速、更出色地扩展传播渠

道，形成强大的传播网络，从而提高粉丝和用户黏性，实现粉丝流量变现。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新兴

媒介形式，短视频能够对场域内的其他权力形式产生放大效应：如果某个热门话题在短视频中得到

广泛讨论和传播，那么短视频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该话题的影响力，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讨论。“我就

是无意间拍了个视频，那播放量一下子上了几万，而且那会儿还是抖音刚起步的时候，我拍了之后播

放量一下子就起来了，下面好多评论都问我这个豆花泡馍的店在哪”。（访谈记录:20220725）
其次，创业能力激发。乡村短视频以宣传地方特色的人文、地理和乡村生活为主，其创作素材获

取的关键在于挖掘当地文化资源，如特色景点、传统工艺、文化活动等。在乡村短视频创业中，市场

变现能力具体体现为地方文化资源利用能力、信息识别能力、农产品销售等技术和市场能力。地方

文化资源利用能力让短视频充分展示当地的文化特色和吸引力；信息识别能力使创业者能够更好地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代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账号名称

湘乡菇凉

三娃在农村※

阿龙是大侠

卷心菜

苗阿朵

湘妹湘味

WT豆花花※

川乡小甜妹

wuli红梅

振兴研究院※

新农小达人

美哒哒

游游在路上※

凤栖梧

麦香农场※

十○农夫

搞笑泥石牛

阿鲁街坊

所在平台

抖音

快手

快手

哔哩哔哩

抖音

快手

抖音

抖音

哔哩哔哩

抖音

微视

微视

快手

微视

抖音

哔哩哔哩

微视

抖音

粉丝数量/万
124
83.8

109.9
17.4
92.2
46.6

194.5
557.8

5.9
22

15.9
9.4

18.8
93.6
51.7

116.8
340
8.7

内容

湘西妹子的农村生活

农村生活日常

推广其他 ID农村生活

农村日常生活及美食分享

农村美食分享

推广乡村美食及销售

推广乡村美食及旅游景点

日常生活及食品销售

日常生活直播及带货销售

日常生活及农产品销售

农产品销售及乡村文化传播

推广旅游景点及农产品销售

推广旅游景点

乡村民歌分享

返乡创业种水果及销售

乡村搞笑视频创作

乡村搞笑视频创作

日常生活及成衣制作与销售

所在省份

湖南

安徽

河南

河北

湖南

湖南

陕西

四川

湖北

河北

河南

广西

湖北

湖南

陕西

山西

甘肃

山东

注：※为访谈对象；样本进行了学术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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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市场和观众的需求，优化创作和推广策略；农产品销售能力能够将短视频与农产品销售结合起

来，实现短视频创业的稳定盈利。“刚开始我并没有找到吸引人的拍摄素材。后来，我查阅了县志和

历史档案，整理出了很多历史故事和传说，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些地方地理特色元素，成功拍摄出几处

户外探险和生态旅游的线路。2022年 4月，开始与县旅游局合作，成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探险，

带动了家乡的旅游业发展。”（访谈记录:20220715）

最后，个人主体性权能重建。个人主体性权能主要包括经济主体性与社会主体性两个方面。经

表2　开放式编码结果

范畴

短视频销售的好处

短视频平台销售政策

短视频内容生产能力

短视频销售信息处理能力

与社会组织互动

政府支持

初始概念

短视频销售价格高

使用区域共同品牌

物流便利

交易成本低

了解短视频平台

了解短视频平台政策

学习短视频平台规则

素材选择与把握

掌握拍摄和剪辑技巧

熟练使用电子设备

查询数字信息

理解农产品信息

利用信息推销农产品

判断信息真伪

与各种社会组织交流

加入交流咨询群

共创交流群

容易获取销售信息

短视频培训

资金、政策支持

创业就业培训

宣传推广乡村电商

参加社会活动

原始语句

用短视频销售农产品，价格跟平时比会高一点

在我们家周边的特色农产品都用一个共同品牌，知道的人多，买的人就会多

现在村村通后，物流车可以直接到村，运货送货挺快的

村里有好几个快递点，选择多，物流价格低，花不了太多钱

对短视频平台的运作方式，知道一些

平时很关注平台的奖励政策和支持政策

短视频平台流量奖励规则、销售扶持规则经常变动，不掌握这些规则会错过

很多机会

我拍一些乡村美食制作的视频，会经常打听家乡有哪些特色菜，观察其制作

全过程

我几乎每天都在网上学习或与朋友交流各种短视频拍摄和剪辑技巧

家里人都能熟练地用手机、电脑

遇到一些问题，就会去网上查一下信息，看看能不能查到

地方特色农产品背后都承载着文化信息

在网上搜到有价值的信息，就会试试用在提高销售上

看多了，基本上能分辨出来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通过合作社与一些来访企业交流

我有很多微信群，群里大家经常讨论问题，请教专家

周边一些拍乡村短视频的同行会自发组织各种交流微信群

哪些农产品好卖，大家聚一起聊聊能知道的差不多

村里会组织短视频培训，很多年轻人会去听听

政府比较支持返乡创业，提供了一些资金、政策，给了挺多便利

镇上、县里经常有创业、就业的培训班，很多年轻人就是参加培训才了解短

视频创作的

我们村里对短视频电商这一块宣传还挺多的，村里干部也经常动员

我们都是社区志愿者，会经常参加社区公益活动

表3　主轴编码结果

主范畴

制度

赋权

组织

赋权

个体

赋权

副范畴

政策话语

政府支持政策

法律保证

成立自组织

与社会组织互动

政府支持

短视频平台支持

地方文化资源利用能力

信息识别能力

农产品销售能力

范畴内涵

对短视频创业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奖励政策和宣传政策

提供一系列就业创业政策和发展机会

通过相关法律制度保障返乡创业青年的权益

与同行自发组织各种交流微信群

通过微信群、APP加入多种社会组织，获取各类信息

政府组织各类培训，提供资金、政策支持

得到平台的推广和支持，能够很快获得可观的粉丝

利用地方文化资源进行短视频素材选择

辨别农产品需求信息真假、用户体验的反馈信息

利用短视频进行农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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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主体性是指在乡村经济活动有没有主导权，能不能自己处理经济活动，是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获

益者。社会主体性是指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角色，也就是在乡村社会中的话语权。在以“熟人社会”

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乡村，村庄社会关系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通过人情往来以及由此产生的面

子、信任、规则左右着村民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活动[27]，经济主体性的缺失与社会主体性不足直接相关。

返乡青年通过短视频建立起一种与乡村生活粘连的媒介界面，通过虚拟空间中的归属找寻和乡土情

感连接建构同一性，弥补现实身份建构的困境，完成对自身模糊不定的身份调适，建立起“近乡土”身

份，在获得乡村社会的认同中，塑造社会主体性。利用短视频将乡村资源要素关系嵌入乡村社会场

域，有机联结起来场域内农户、企业、合作社，以经济合作为纽带，建立一个开放的网络共同体；同时，

利用新媒介技术促进共同体成员间信息、知识、技术的交流、传递与共享，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产业

结构关系，在促进农户的不断增收中，塑造经济主体性。返乡创业青年通过社会主体性和经济主体

性的塑造，实现了返乡创业主体性权能的重建 [26]。

（2）组织赋权：实现自助与互助推动群体间权力共享。在返乡创业青年赋权实践中，处于微观层

面的个体赋权只是整体性赋权框架中的第一维度。在“差序格局”的乡村社会环境当中，资源占有取

决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共同存量[27]，尤其是对接外部资源的社会资本存量，因此单纯的能力提升

和主体性权能重建不一定会带来社会地位的改变。在返乡创业初期，由于社会关系缺乏、资源占有

量少，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存量一般都低于市场的获利预期[8] ，限制了返乡创业青年增加收入的能力，

也抑制着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如何打破单一维度的赋权方式，使权力内化于返乡创业的青年个体，

这才是赋权的关键。而组织赋权强调发挥团体力量在解决个体问题中的作用，特别突显了对个体的

庇护和协助功能。一是成立自组织。基于共同利益诉求，返乡创业青年在乡村短视频制作中形成了

多个松散的自组织群体，如视频剪辑群、拍摄群、农产品直播群、供货及物流群。他们通过这些自组

织，在有限的范围内共享社会资源。在访谈中，18个访谈对象就有 13个表示参与自组织前后个人状

态完全不同。“记得刚回乡创业的时候，不知道干啥，内心焦虑、彷徨。加入短视频返乡创业自组织

后，个人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我们经常联系、分享短视频制作

经验和体会，一起探索着乡村发展的道路，有时候也相互支持和帮助。我还从中学到了很多宝贵的

经验和知识，拓宽了自己的眼界，也结交了一些乡村创业领域的专业人士，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我现在已从焦虑和孤独中解脱出来，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平衡和幸福感”。（访谈记录:
20220714）

与已确定的政治性权力不同，赋权概念中所指的“权力”是一种掌控的能力，这并非是自然存在

的，而是在群体成员的互动中产生的。赋权所强调的伙伴关系是一种双向的协调关系，其中包含着

互惠、权力共享以及共同分担困难等元素。自组织培育，让返乡创业青年建立彼此支撑的伙伴关系，

当他们身处困境和面临问题时，开始能以“我们”而不是“我”存在，从而获取稳定的群体支持[28]。二是

与乡村社会组织互动。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出发点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解决城乡差别、乡村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乡村振兴蕴含巨大的发展空间为

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创业创造了很多机会。比如，参与乡村旅游推广与营销、农产品营销与电商推广、

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文化传承与非遗保护、乡村教育与青少年培养、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等。返乡

创业青年参与这些乡村发展项目需要与乡村社会组织互动，而乡村社会组织包含了一个更为广泛的

乡村社会群体①。社会身份理论认为，个体的赋权程度与其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和认同感密切相关。

在小群体自组织中，个体可以通过参与决策、发表意见、共享资源等方式获得更多的权力和控制，从

而提高其在小群体内的赋权程度。当小群体与社会组织互动时，个体可以将其在小群体中获得的赋

权经验和资源带入社会组织中，通过参与决策、影响政策制定等方式扩大其在大群体中的赋权范

围[29]。可以说，与乡村社会组织互动实现了返乡创业青年在更大群体范围内的赋权。“参与乡村发展

①    乡村社会组织包含乡村社会中由自愿结成的社团、协会、基金会、志愿服务组织、合作社、村民自治组织等一系列团体组成的社

会力量，它们涵盖农业、农村经济、农村文化、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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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方向和价值追求。我对乡村振兴充满热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

乡的经济状况和生活环境。我们团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调查研究，提出很多创新性想法，

并得到了村民的支持和认可。”（访谈记录:20220716）
（3）制度赋权：搭建支持网络形塑立体的赋权格局。所谓的“制度”并不完全指成文的政策文本，

制度包括成文规定的正式制度，也包括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乃至习惯、信念等[30]。制度赋权是通过制

度安排和规则设计，使个体能够获得权力和资源，并参与决策和影响社会事务的一种方式。它强调

权力的公平分配、参与机会的扩大、规则的约束和透明度。通过制度赋权可以实现社会赋权的公正

和有效性，为返乡创业青年搭建一个正式的支持网络，从而形塑立体的赋权格局。首先，制度保障返

乡创业青年的权益。通过建立有关返乡创业的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为返乡创业提供法律保障和

权益保护。这些制度可以包括土地使用权、金融支持、税收政策、创业培训等方面的规定，为返乡创

业青年提供公平的创业环境和资源支持。其次，制度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度赋权可以通过

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和监管机制，确保返乡创业青年在市场竞争中公正地参与并获得机会。最

后，制度提供创新支持和资源整合。制度赋权通过创新政策和创业支持机制，为返乡创业青年提供

创新资源和支持。例如，设立创新基金、科技创业园区、创业孵化器等制度安排，为返乡创业青年提

供创新资金、场地和导师支持，帮助他们实现创业梦想。2020年 5月，WT走进凤翔商务局牵头设立

的电子商务产业园，获得政府免费提供的办公场地、直播间，同时还享受水电费减免的政策优惠。“政

府也比较重视电商这方面，还给咱建电商园，这些都减轻了我们不小压力。还有郭校长在电商方面

也给我指导很多，对我支持挺大的。在政策扶持与农广校的支持下和自身努力，我成为四级联动

‘126’模式乡村振兴人才中的一员——农村电商领跑者”。（访谈记录:20220725）

四、返乡创业青年乡村振兴主体角色协商

对返乡创业青年能否成为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判断，要基于对其主体的实现、主体的带动作用、

主体角色感受三个方面考虑：其一，返乡创业青年在短视频创业中，通过整体赋权获得了权力和效

能，达成返乡创业的目标；其二，在返乡创业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其创业模式客观地加速了人力资源

要素向乡村流动，激活了农民主体能动性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造性，因而体现出其主体的带动作

用；其三，与留居农民群体的乡村振兴主体角色感受不明显[31⁃32]不同，返乡创业青年这些曾经经受市

场经济洗礼的昔日农民，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乡村振兴行动中的主角，是带动当地经济迅速发展

的一支新生力量，是现代化新型农民的生力军。由此，本文倾向返乡创业青年能成为乡村振兴主体

角色的观点，其可能的主体带动作用如下：

（1）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产业发展直接关系到乡村经济的繁荣和居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调研发现，乡村短视频创业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主要是围绕“土特产”做文章，利用短视频

的宣传优势，在做精做优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农产品加工业、推进文旅融合、促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方面注入新的活力。在“土特产”的推广和销售方面，麦香农场主播利用短视频平台展示“土

特产”的生产过程、特点和用途，通过讲述土故事，吸引粉丝的注意力，从而提升产品的知名度，达到

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和推广的目的。“我只是拍一些我们当地的特产，比如柿子、苹果、大枣的生长过程

以及果农的忙碌样子，还有果子成熟时沉甸甸的景象。当然，我还会介绍一些相关的土知识，比如柿

子和螃蟹不能同食、吃完柿子不能喝酒等。再比如陕西苹果产区土壤为垆土。土层深厚,黄土覆盖

80~200米,而且质地疏松、透气蓄水保肥能力强,富含钾、镁、钙、锌等多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
有利于苹果根系的生长和保持好的风味。录制的越来越多，慢慢地粉丝也越来越多。开始是卖这家

的柿子，那家的苹果，后来大家伙一起做，就有了拼盘的订单。”（访谈记录:20220721）随着粉丝数量增

多、需求多样化，麦香农场主播逐渐尝试联合村民、扩大规模，将乡里的农产品整合，形成规模化的订

单销售，由此带动周边一带的村民参与短视频创业。此外，短视频创业的带动作用还体现在主播通

过短视频分享农业生产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效率；帮助建立地方特色品牌形象，增

54



第2 期 邱 蕾：返乡创业青年短视频赋权与乡村振兴主体角色协商

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等。

（2）提升村民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以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走可

持续发展道路。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也是把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桥梁和纽带。经过近几年垃圾分类回收、蓝天保卫战

等工作的开展，村民的思想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但受传统文化习惯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村民的生活大

多比较随意，环保意识、法律意识较为淡薄，房前屋后乱堆乱放、闲置老旧房屋无人清理，生活污水乱

排、垃圾乱丢、农药乱用等现象还时有发生。短视频创业通过其广泛的传播渠道和创意性的内容呈

现，实地演示垃圾分类的方法和意义，教育村民正确的垃圾分类知识，培养垃圾分类习惯，转变村民

的思想观念。此外，游游在路上主播通过展示自然风光、野生动植物生态习性的方式，唤起村民对自

然环境的关爱。振兴研究院主播提倡有机农业、无公害农业，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推广生态农业模

式，减少农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3）积极参与和引领乡村智慧治理。智慧治理已经成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有效手段。

返乡创业青年借助技术赋权，创新注意力资源，突出乡村治理共同关注点，发挥内生性主体和外生性

主体的双重优势，强化与多元乡村治理主体的互动交往，厚积情感能量，获取多元治理主体的信任，

进而打造线上线下互动，实现参与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一是创新注意力资源，突出乡村治理共

同关注点。返乡创业青年利用短视频平台的放大效应，将乡村治理中的难点、热点问题以短视频的

形式公之于众，破除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孤岛”现象，促进多主体的合作共治。二是引入新的

生产生活方式和现代化的基层公共事务治理理念。返乡创业青年的双重主体优势便于建立与其他

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与支持，使他们更加容易进入农业生产活动、参与政治集会与政治会议。

并在这种互动交往中，将从城市接受的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现代化的基层公共事务治理理念，引入

传统的乡村社会，进而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4）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生活的底色，包括乡村物质文

化、乡村精神文化和乡村制度文化。乡村物质文化凝聚着一方乡土上人们的文化追求，比如乡村山

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民族服饰等。乡村精神文化是村民的心灵依托，比如

民风民俗、生活习惯、传统文艺表演、传统节日等。乡村制度文化聚合了乡村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精神

秩序，包括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乡约村规等。很多优秀传统文化本身表现为或存在于特

定的乡村生活场景、生产场景、文化场景，传承与创新发展不仅有助于保持乡村的文化特色，更能够

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的动力，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协同发展。三娃在农村主播通过对乡

村日常生活的视觉化记录，展现乡村中的伦理亲情、邻里关系、家长里短、婚丧嫁娶、耕田插秧、喂马

劈柴的生活面貌与生活状态。从喂养牲畜到打坐闲聊，碎片化的生活瞬间塑造了自足的平凡形象以

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美好图景。

五、结 语

近些年，农业农村发展环境发生了转变，多重不利因素相互叠加给乡村振兴带来了巨大压力。

一方面，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更加严重，农业资源环境约束更加严峻；另一方面，农村青年劳动力

大量流出、农民人口老龄化趋势带来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和弱质化等问题逐步显现[33]。破解乡村

振兴难题，从长远看需要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的根基，当前需要着重解决发展动能不足、新旧经

营主体转化不畅的问题，也就是乡村建设主体力量的问题。

本文结合赋权理论和整体治理理论，构建一个整体性赋权的理论框架，以此分析返乡创业青年

的赋权过程，试图回答返乡创业青年能否成为乡村振兴主体的问题。与传统赋权理论将权力视为一

种固定的、集中的实体，被某个特定的个人、机构或体系所掌握和赋予不同，本文构建的整体性赋权

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更加复杂和多维的现象，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不同维度上形成和发

展的。它强调权力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机制被激发、培育和建构，可以来自于个人的技能、知识和能

55



（总170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力，也可以来自于社会地位、资源和网络的积累。在整体性赋权的理论框架中，赋权遵循从个人、组

织再到制度的赋权策略，且三者是相互依存而非割裂，不同赋权策略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共同作用

于返乡创业青年的赋权实践。本文从整体赋权的框架理解青年返乡创业的多层次赋权，能够从理论

上突破单一赋权的解释局限，进而有助于引导返乡青年将个体发展与乡村社会发展有效联结起来，

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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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Video Empowerment of Returning Entrepreneurial Youth 
and Negotiation of the Subject Role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QIU Lei

Abstract Taking 18 young short video entrepreneu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 as examples， 
this study employs the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method and a comprehensive empowerment explanatory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empowerment strategies and logic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ub⁃
jects.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roles of subject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and func⁃
tions of the subject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empowerment of youth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for 
entrepreneurship exhibits a multi-level and comprehensive nature， specifically including three strategies 
of individual empowerment， organizational empowerment， and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The compre⁃
hensive empowerment focuses o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aiming to rebuild sub⁃
ject capabilities through individual empowerment， achieve self-help and mutual assistance to promote 
power sharing among groups through organizational empowerment， and establish a three-dimensional 
empowerment pattern of the support network through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Following the logic of 
comprehensive empowerment， young entrepreneu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can transform their 
identity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ctions from individual subjects to collective subject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returning entrepreneurial youths；holistic empowerment； subject 
re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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