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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返乡创业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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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执行，推进农村教育文化、经济发展势在必行。在国家政策推动的条件下，当下返乡

创业的环境越来越好，这为农村基层为大学生发挥才干、反哺家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以返乡创业大学生为例，

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返乡创业原因和大学生返乡创业遇到的障碍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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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t is imperative to promote rural education, 

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ational policy promotion, the environment for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a 

business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which provides a broad development space for rural grassroots student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talents and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Taking returning college student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reasons and obstacles of returning college student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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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的

背景下，大学生回乡创业可以进一步得到国家政策支持。

通过大学生返乡创业能够充分利用乡村的资源禀赋优势，

带动乡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对于全面脱贫工作、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

通过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探究与分析，有利于促进大学

生返乡支农创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一步推

动乡村振兴。

二、大学生返乡创业理论依据

（一）乡村振兴理论

乡村振兴战略充分体现出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彰显“三农”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农业农村现代

化不仅凸显了乡村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和地

位，也是具体落实好和实践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顶层

设计保障，更代表着未来一定时期内农业农村领域将有

着许多的创业机会和巨大的机遇。乡村振兴不仅仅是要

重振农村的往日风采，更多的是实现乡村全方面的振兴，

每一个振兴的背后对于大学生来说都是大展身手的舞台。

大学生这一宝贵资源的流动，必定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

大的生机与活力，为农村带去先进的科技知识、经营理

念和资金支持。随着目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等各种不确

定因素的影响，乡村的发展环境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已经进入奋力突破城乡二元结构、

推进农村和城市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其次是农村发展环

境已经有了质的改善。近年来，国家投入资金大力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地区的水、电、路、网等设施都有

了较大的改善；再次是随着新兴技术、信息技术飞速进

步，在农村地区萌出大量的电商平台，为乡村产业建设、

特色塑造和融合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机会成本理论

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尤其是具备一定知识水平和

技能的大学生，其机会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对于行业选择的机会成本，高校毕业生进行创业同时还

可以选择在企业、高效、政府机关等地直接就业，选择

成为创业者，其机会成本就直接就业所带来的机会。二

是在确定成为创业者以后，其也面临着多种选择，则不

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机会成本，反之亦然。

（三）创业理论

首先，创业是一个财富不断增长的动态过程，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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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活动；其次，创业是实现管理的一种方式，体现在对

机会的追逐，同其所控制的资源无关；再次，创业是一

个创造价值的过程。

三、大学生返乡创业模式

（一）“村官创业”模式

回乡当村官，对于毕业生个人而言，意味着将所学

知识与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相结合，以此为契机，

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从而将自己的人生

与祖国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学生回乡面临着许多风

险和成本，因此政府需要提供各项针对性的政策，回引

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人才。

    （二）“产业聚集”模式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

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

返乡创业有聚集性效应，一些地区集中优势资源吸引返

乡创业企业抱团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推动区域经济发

展。大学生返乡创业，也可以从“产业聚集”中得到启

发，在选择创业方向时，选择具有发展前景的产业方向。

另一方面，创业会带动就业。返乡创业必然会带来就业

岗位与工作机会，可以拓宽当地农民的收入来源，提高

其生活质量，促进消费，推动供给侧改革。不仅如此，

现阶段的返乡创业会打破以往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

促进产业升级，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三）“个人创业”模式

大学生可以在农村找到合适的创业方向与创业机

会，凭借自己所学知识，根据自己的新颖构想，结合社

会上的新兴领域，如电商平台创业、合作社共建、旅游

度假村等自主创业。随着政府扶持力度不断增加，个人

创业投资成本较低，而且具有市场优势。相比而言，农

村创业市场刚刚起步，创业空间大，市场潜力大。而且

农村创业对于创业者来说门槛较低，资金、场所等要求

也比较低，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大学生应把握好创业机

会，注意风险识别，摆脱传统观念以及传统制度的约束，

不断优化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环境，改变传统观念的认识，

不断提高返乡创业效率。

四、大学生返乡创业障碍

（一）政策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

为了更好地激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国家推出了一系

列扶持措施。然而，这些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却未完全发

挥作用。例如，很多政策对于大学生返乡创业的针对性

不够。不仅没有考虑到长期的发展，而且存在着制度不

健全、目标模糊等问题。执行中还存在着表面执行、选

择性执行、消极执行、错误执行等问题。过度地宣传而

忽略了实施。究其根源，在于实施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

的强制性和功利性的执行逻辑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使得

政策的执行难度很大。

（二）融资难成为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巨大挑战

近年来，国家为大学生提供了大量的资助，比如创

业补助、小额信贷等，但这些政策对那些返乡创业的大

学生来说，却没有太大的作用。在学校里，大学生的主

要精力都放在了学业上，想要凑齐足够的经费，障碍重

重。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发布的《中国青年创业

现状报告》，有45.8%的人表示，大学生创业最大的困难

在于融资。对于24-28岁的人来说，创业最困难的就是

融资。政府不愿意为没有还贷能力的毕业生提供担保，

资本市场的配置功能不健全，为毕业生提供融资平台很

少，手续繁琐，耗时长，政府提供的创业补助等等，都

造成了社会不愿意为毕业生提供融资。如果让大学生自

己筹资，其想法和工作能力，恐怕还不够让投资人相信。

所以，融资困难成为大学生回乡创业的一个重大难题。

（三）高等教育服务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作用发挥

不够

高等教育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

在农村，高等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但是，在实践中，大学生创业的知识储备还不够，

特别是大学生创业教育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

为大学生提供创业服务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高校积极服务大学生返乡创业

的自觉不强，有些高校没有把学科特长与大学生的返乡

创业需求紧密结合，难以起到促进乡村和大学生的密切

作用。其次，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的师资力量较弱，许

多大学教师缺乏创业经验，对创业教育的观念和方式认

识不够透彻，在引导学生时，很难让他们真正体会到创

业的复杂性和曲折。

（四）一些家长对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持反对态度

在如何处理子女返乡创业问题上，作者以138位农

村籍大学生为例，发现108位家长不赞成自己的孩子毕

业后返回老家工作，占78.3%。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

第一，部分人仍然存在着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成见。尤

其是在广大的乡村，有一种“鲤鱼跃龙门”的观念。有

些父母觉得，自己的孩子辛辛苦苦考上了大学，然后又

回到了乡下，肯定会被邻居们耻笑，因为他们毕业后只

能在城里找一份安稳的工作，这样才能让他们的家人和

家人看到自己的未来。二是高校毕业生回归后的就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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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存在着不确定因素。特别是在当今创业隐含着很高的

风险，如果一个农民家庭能够承受得起这种风险，那么，

父母或许会支持他们回到家乡去工作。相反，如果一个

家庭承受不起这样的风险，那么，收入的不确定性就会

使他们返回工作，不但没有为自己和家人带来多少好处，

反而会让他们的家庭承受更多的负担。在这样的现实条

件下，父母当然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回到家乡去工作。

五、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引导教育，转变传统观念

大学生在选择返乡创业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各种偏

见以及传统观念的阻碍，尤其是来自家庭的反对更会家

中返乡创业的心理压力，针对农村保守的“软环境”的

问题，应从多方努力，加强教育引导，以此培养树立大

学生返乡创业的动机。

首先，农村要创建合适的“软环境”氛围，加强当

地观念转变，改变传统返乡即落后的思想，积极接纳和

欢迎大学生返乡创业，让大学生有认可感与归属感；其

次，学校要对应加强对大学生的鼓励教育与思想引导，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中注重返乡创业情怀的养成，在校期

间为学生创业参加社会实践和乡村创业活动的机会，为

其返乡创业提供实践锻炼和经验，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观念和动机，使大学生毕业后愿意返乡创业、有能力

返乡创业；最后，政府可以通过微信发公众号等新媒体

平台做好家乡发展宣传和返乡创业动员，培养大学生的

乡土情结，并明确公布大学生返乡创业可以享受的政策

优惠，要对应提供配套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完善相关的

返乡创业的政策与机制，让大学生返乡创业真正落地、

真正取得实效。

（二）完善支持政策，激发返乡创业动力

地方政府要通过行政手段设立相关的优惠政策，鼓

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政府应该加强政策引导，优化农村

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环境，做好农村创业基础设施与环

境的建设，完善支持体系，做好宣传、执行，切实保障

返乡大学生创业者的利益，并不断落实有利于大学生创

业者的资金借贷体系，银行相关部门为大学生创业者开

辟绿色通道，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解决创业

资金难问题。政府支持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应该以高校、

创业机构等方式开设多种形式的创业思维、技能培训，

从创业项目选择、运营、企业成立、管理等多个方面展

开，并根据不同地方特色开展不同的技能培训，帮助大

学生实习实践，将所学的理论知识真正扎根转化为创业

项目。

（三）提供创业培训和技术培训

大学生返乡创业所需要的能力是综合的，所需要的

技能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这些技能和能力更不

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有机组合，更加考验大学生的综合

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为了保

证大学生回乡创业成功的几率，要对大学生进行创业技

能的培训，提高大学生创办企业的能力，增加对创办企

业的相关知识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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