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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背景：乡村创业正当时，农村籍大学生出于“家国情怀”纷纷投身乡村创业，由于社会

对农村籍大学生有着传统的角色认定，他们“逆势”返乡之举，在社会上引发强烈角色化冲击。研究

内容：运用角色化理论，剖析大学生返乡创业活动所创制的角色本真；揭示其角色化感知偏差形成的

现实动因；就如何矫正角色偏差提供建议。研究目的：消除大学生返乡创业角色偏差，引导积极合理

的角色评价，树立大学生返乡创业角色良好形象，发挥角色内化与外化功能。 

[关键词]  乡村振兴；大学生；返乡创业；角色；偏差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1)02−0081−09 

 

    在城镇化浪潮冲击下，大量农村精英流向城

市，不过，当前仍有 5.6 亿人生活在农村，他们

的生存、发展需求庞大；同时，城镇与乡村消费

需求不断升级，各种有机农副产品以及农村休闲

环境颇受广大城乡居民的青睐，乡村市场容量巨

大，于是，各种要素纷纷下乡，创业能人、大学

生创客进乡创业风生水起，乡村投资兴业正当

时。截至 2019 年底，各类返乡创业人员达 850

万人，带动 3 400 万人在家门口就业，其中，很

大一部分是农村籍大学生，他们出于“家国情怀”

与“立身干大事业”的远大抱负投入家乡创业活

动，这是国家与时代的呼唤，也是自身价值追求

的驱动。然而，在传统乡村者看来，农村人能够

通过考学进城实现“跳龙门”的目的，他们做梦

都巴不得，现在，这些辛苦跳出农村的大学生，

居然又返回乡村，其“不识趣”的反传统行为，

从角色应然与实然固有观念看来，乡村老农们无

法理解，大学生本应如何、为什么做如此决定、

抉择后又该如何……人们很是质疑、好奇与期

待。而现实情况是，相比大学生村医、大学生村

官，大学生创业角色化行为并未让人们感知到有

多美好。换句话说，大学生返乡创业未能表现出

社会、组织、学校、家庭以及个体自身所期望的

角色形象。此时，人们不仅反思，大学生返乡创

业究竟应留给人们怎样的角色感知？给人的角色

感知偏差是如何产生的？应该如何对待与矫正这

些偏差？对此，本文拟运用角色功能论做些探

索，为大学生、政府、社会、亲朋如何看待并参

与大学生乡村创业活动提供角色层面的新思。 

    一、概念界定 

    (一) 返乡大学生 

    返乡大学生既包括已经毕业且在城镇务工

有了一定经验再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也包括刚刚

从大学毕业的应届毕业大学生。由于创业地域

性、资源依赖性、关系维系性等特点，返乡创业

大学生大都是农村籍且为本土籍大学生。 

    (二) 角色 

    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中都具有一定的角色身

份与地位，因此，角色一般指社会角色。所谓社

会角色指角色占有者在一定社会关系系统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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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地位及由之决定而应该体现出的行为规范

或价值准则。良好的角色形象具有内化与外化功

能，可以使自己按照既定的角色设想行动，不至

于因为角色偏离而产生自我行为与社会期待相

冲突的焦灼感。同时，通过良好的角色评价，可

以协调、引导、激励社会大众参与到角色表演之

中，起到角色渗透与渲染的功能。 

    (三) 角色偏差 

    角色偏差是指个体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场域

并扮演某种角色时由于出现了与自我理想角色

或社会期许不一致的形象感知，该偏差具体发生

在行动、习惯、人格、组织、次级文化等方面。

偏差的产生与存在是永恒的，只是表现程度不同

而已。任何个体与社会期待，都不可能获得最完

美的角色感知，均会发生一定偏离，而且，对完

美角色的标准认定一般取决于自我主观设想以

及自身对社会强加于自己的接纳感受程度，所

以，只要此种偏差在人们的承受范围之内，一般

无须担忧该偏差带给人们困扰，只须稍加调整即

可，如果超出了自己及社会的接纳程度，那就需

要角色占有者采取积极举措大力矫正，以建立起

理想角色形象进而发挥角色内外与外化功能。 

    二、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角色本真 

    人进入某个社会场域扮演着一定角色时，其

角色形象是由这个人原本身份及进入社会场域

以及在该场域中所开展的社会活动所决定的，因

此，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角色感知，是缘于其大

学生身份及返乡创业实践引发的，所以，他呈现

给人们的是大学生、返乡者与创业者三重身份的

角色杂糅。 

    (一) 大学生 

    首先，大学生还带有明显的学生气息，作为

学生，是一个能动性极强的人，是一个充满潜能

与发展的人，作为大学生，其社会角色的定位就

是成为社会高级别专门性人才[1]，留给公众的形

象应具有扎根基层、勤奋努力，积极进取、乐于

助人、敢于挑战、勇于创新等积极的内在品质。 

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在家人看来，是家族的骄傲

与希望，从此，他(她)就摆脱了乡村贫苦生活，

将来会过上城里人的美好生活，家里人亦会跟着

进城沾光；在乡邻们看来，他(她)是一个很厉害

的人，从此，跳出了“农门”，他(她)成了城里人，

不会再回乡村；在国家看来，农村孩子是乡村振

兴的内在希望，扶持乡村发展，唯有通过教育特

别是农村籍大学生上重点大学才能改变其命运，

才会通过他们去帮扶家庭、乡邻发展。这些年，

政府推行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

项计划，每年将大量的重点大学招生计划指标向

农村倾斜，比如，国家专项计划 2012 年招收 1

万人，到 2017 年招收 6.3 万人，其规模已增加不

少，再加之地方专项计划特别是高校专项计划

2%的招生比例，都对农村出身的孩子上重点大

学、上好大学提供了大量机会。国家如此倾斜支

持，就是看到了农村籍大学生对改变家乡的重要

性。另外，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哪怕是

中专生都具有干部身份，“进了大学门，就是国

家人”，学生考入大学，即意味着成为“准国家

干部”，北京大学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明确指出

其教学目的是为国家培养才德兼备、体魄健全、

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水平的优良干部[2]。即便

在就业市场化的今天，他们档案里还保留着干部

身份，尽管该身份对于进入个体企业来说意义不

大，但是，就普通百姓看，他们还是干部，还具

有体面的工作、较高的社会地位。如果他们返乡，

要么就是在城市混不下去的“孬种”，要么就是

能够给乡村带来福祉的“干部”“能人”。不过，

大学扩招，让乡村百姓不再认为大学生是“精英

化”的神秘群体，而是趋向于较为普通的“大众

化”人群，这是国家教育发展的结果。1977 年恢

复高考时升学录取率只有 4.79%[3]，可是，现在

全国高考录取率达到了 80%以上，很多省份高达

90%。当下，一个村庄一年考上好几个大学生的

现象普遍存在，可是，曾经一个村庄几年甚至几

十年出不了一个大学生，所以，乡亲们觉得大学

生不那么神奇了，要是遇上几个日子混得还不如

初中生、高中生的回乡大学毕业生，他们更觉得

读书无用，对大学生返乡创业视为无能也就成了

一种时代现实亦不足为怪。 

    (二) 返乡者 

    返乡是伴随离乡发生的反向行为，在以城镇

化为中心与离农为趋势的时代[4]，通过艰辛的苦

读与全家乃至全村支持以求摆脱乡村生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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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返乡确实让人不可思议。在乡人看来，大学

生因为创业而返乡，既不同于在外做官者“告老

返乡”，也不同于在外成功者“衣锦还乡”，与在

外务工者找不到工作被迫返乡也不一样，有点类

似返乡创业的青年农民工，于是，他们猜想着大

学生返乡的种种可能，也许是因为在城市混不下

去的不得已回乡，也许是真正的“能人干部”，

他们的归来，会带来与传统农耕文化不一样的东

西，对于推动传统小农意识及落后的农业生产经

营改造有重大价值。不过，他们与返乡创业的农

民工不一样，他们还未很好地开展过社会实践，

至少未充分参与，对于所属的似曾相识的乡土社

会还有太多不成熟的领悟，对社会改造能力有

限。正如梁漱溟先生评价青年时所言：他们(青年)

对社会还只有虚见和臆想，尚无认知，认知不足，

何以去改造[5]？所以，对他们的质疑远大于美好

期待，尤其在初始经营过程中，随着涉农创业问

题的不断暴露，更是让乡邻们对其回乡动机及能

力质疑，于是，各种嘲讽或拒斥接踵而生，对大

学生创业形成很大障碍。作为大学生本人来说，

应感知到这种角色身份的尴尬，同时，在发挥大

学生本真角色时，既然回乡，就应像个乡下人的

样子，就得入乡随俗，就应尽量融进去。作为乡

邻们，亦应理解、尊重与支持农村大学生返乡，

相信他们的返乡创业是经过了乡土文化与现代

文明交锋比较之后所做出的主动性选择[6]，绝不

是拿创业来自我毁名，因此，对他们的创业之举，

应多一份宽容与支持，而不是给他们冠以各种 

污名。 

    (三) 创业者 

    身份角色具有建构性[7]，是社会实践者在具

体社会场域中通过实践活动而建构与展示出来

的，同时，身份确立又推动着实践活动。创业活

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创业者个人身份的一种表  

达[8]，大学生返乡以“创业者”身份出现在乡村，

他们开展创业实践，立马向熟悉的人们展示了他

们创业者角色身份，并随着创业活动深入，创业

者角色才被渐渐理解、接纳与信任，最终才建构

起来。Cardon 等[9]认为，创业者角色可具有三种

身份：投资者、创始人、开发人等，Blake & David[10]

则将创业者角色身份划分为投资者、管理者和创

业者。不论何种角色身份，一旦其角色被激活，

就会对创业者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个人就会在创

业过程中认定自己是一个创业者，并尽可能从事

着与自己角色定位相符的活动。 

    不过，创业者应清楚，创业活动本身就是一

项社会活动，因此，创业者身份的社会性很重要，

创业者在自我角色定位时不仅只关心自己的偏

好，不仅只考虑原有的角色身份、自身经历以及

其在新创业者角色中的嵌入度，还要兼顾这种角

色身份被社会的接受程度，这是社会存在的必要

考量，其中，包括创业者能否在该社会中起到较

好的榜样作用、能否兼顾地区文化特性、家庭与

朋友对创业行为的看待心态。因此，为了得到创

业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与支持，创业者必须想办法

使自己的角色扮演尽可能合符社会预期而不是

相反。所以，大学生返乡被不明真相的乡亲污名

时，更应俯下身子，积极投身到创业活动中，通

过主动开拓、创造与良好管理，产生创业绩效，

带给乡邻、家人更多获得感，从而在他们心目中

渐渐树立起有利的创业者角色评价与认可。 

    三、产生角色偏差的成因 

    尽管创业者都想通过努力以获得有利的身

份角色评价，以便推动创业活动，但是，总存在

着与预期不相符的地方，总会存在一些偏差   

感知。 

    角色偏差的发生，既来自自身的设想与现实

不符所呈现的偏差，也来自社会的期许未能在自

身身上发生而展示的偏差。无论何种偏差的发

生，都将意味着角色偏离，角色功能将在一定程

度上丧失，这将会使角色扮演者内心产生焦虑、

难堪甚至痛苦，现实中，其行动亦将遭受诸多阻

力。面对角色偏差，人们不必过于紧张或害怕，

而是应找出造成角色偏差的原因，然后采取针对

性措施予以积极矫正。 

    (一) 文化偏差 

    因为城乡文化的差异，将使大学生返乡创业

遭遇最深刻的角色认同偏差，此种文化偏差并不

只体现着大学生文化程度高与农村人文化程度

普遍低之间的偏差，更主要表现为大学生所受文

化熏陶及其相应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与其所进入

的另一种文化渲染下应有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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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异，集中表征为城乡文化偏差。尽管人们

强调，在这个开放流动的社会，应淡化城乡文化

冲突，主张城乡文化融合，但是，在现实中，两

者之间界限鲜明，正如周其仁老先生在《城乡中

国》一书中所说，中国虽然大，可以说只有两块

地方: 一是城市，一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十几亿，

也可以说只有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一

部分叫乡下人。城乡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思想观

念、心理倾向与行为习惯等方面。具体来看，人

们普遍认为，城镇是工业化、现代化、规模化、

高效化、时尚化、先进性、开放性的代表，反之，

农村则是传统、落后、低效以及保守、懒散的代

名词。自然，城镇文化中亦包含许多陋习，农村

文化也蕴含诸多积极因素，可是，在深受城镇文

化影响的大学生返回乡村时，他们常常会放大自

己的文化优越感与农村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从而

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冲突性与跨越难度。返乡创业

大学生虽然来自农村，但是，如前所述，他们基

本脱农，他们在城镇学习、工作，有着相当的技

术资源与信息资源，他们所受教育内容及价值观

念、所接触的现代文明都是以在工业文明支撑下

的城镇文明为中心的[11]，几乎很少涉农，除了部

分农林类专业学生对农村文化有较多认知，其他

专业学生对农村文化认知几乎空白，在此种文化

主导下，由于大学生返乡创业，不是去游览观光，

亦不是为了简单体验乡村生活，而是要全身心地

深入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与伦理生活之中，此时，

表现出太多乡村不适宜，这与他们本身所受城镇

主流文明熏陶迥异于农村传统文明是相一致的。

而农村社会亦认为大学生应该留在城镇，返回乡

村是没出息的表现，尽管返乡创业大学生自身没

有这种感知，但要说服老乡们改变此种成见并树

立对他们发展的信心则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于是，大学生经常陷入“心里融入难”的困境[12]。 

    文化的冲突与不同文化中的人杂糅着各种

角色偏差，常常会导致身处其中的人们发生思想

认知与行为偏差。而且，因为文化不同导致的角

色偏差矫正起来非常困难，再者，文化的影响力

极为深刻，也许，改变某个人的思想、行为习惯

较易，但是改变一种文化则很难，文化的形成源

于日积月累，对人的渗透全面而深刻，因此，一

种主流文化下的人进入另外一主流文化情境时

势必遭受文化差异下的角色冲突而难以调和就

成为一种常态。亨廷顿说过：“在这个新的世界

里，最普遍、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

级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划分的

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

之间的冲突”[13]。于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群体之间就会存在相当的社会心理距离而发生

群体间隔阂与疏远情况[14]。大学生返乡创业，客

观上面临着城乡两种文化角色差异冲突，因而，

遭遇当地农民的误解、隔离与疏远也在所难免，

如果他们不能清醒认知到自己的角色遭遇，不能

认知到角色差异背后的文化根源，不能去接受、

适应与引导新文化背景下的价值取向、行为习

惯，那么，其角色偏差感将越来越大，对所创事

业自然形成巨大阻力。 

    (二) 身份偏差 

    直观的角色偏差显示为身份上与现实社会

期待格格不入。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来自农

村社会的身份抵触，在乡邻看来，自己辛苦培养

孩子进入城市各类大学深造，其目的就是希望他

们脱离落后的乡村，能够在城镇有体面高薪的工

作，回到乡村时光鲜亮丽，永远摆脱“农门”的

困扰，为自己家族光宗耀祖，在此种固有身份角

色成见下，大学生回到乡村，必然会遭受乡村人

的内心拒斥。大学生自以为返乡创业是干事业，

但在当地村民看来则是没出息的表现，这种向上

看的心态，封闭着村民本应开放的心，使得大学

生回乡创业时阻力重重！其二，体现为大学生身

份向下看的心态，会在自身形成一道封锁而难以

做出角色调适以致发生相当偏差。大学生作为曾

经的学业骄子，考上大学后，他们通过四年大学

生活的熏染，俨然将自己视为一个地道城里人，

而且，他们的农村户口一般在其入学之初就已经

转入所读学校及所在城市，他们在迁出户口进入

城镇求学时从没想到再回到乡村，他们做着各种

城镇工作、生活与发展的人生规划，他们所受的

教育、所渗透的思想、所表现出的行为习惯等都

是以城镇文明为中心的，而且是一种优越的文明

感。此种高高在上的自我认知与行为表现，自然

在大学生与村民们之间形成一道鸿沟。大学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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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向下看”与村民对其“向上看”的固有成

见在大学生返乡实践中直接异化了角色形象。 

    (三) 能力偏差 

    如果说前面两种偏差的影响是无形的，那

么，下面几种偏差则可被具体感知，为有形。首

先，能力不足，最为突出。创业，是创业者主动

性最突出的体现。创业者通过主动挖掘、识别、

寻找创业机会，然后，再运用各种能力对创业所

需资源要素进行整合开发，最终创造出有价值的

市场。其创业不只是自动地对环境刺激作出机械

化反应，而是积极主动创造、开发与争取。在乡

村，创业要素尤为紧缺，创业环境很复杂，此时

此际，需要大学生发挥高度主观能动性、创造性

去克服、去改变。可是，大学生在校所学基本理

论知识与实践所需相差甚远，尽管部分学生专业

能力强，但是，一旦与现实结合就无所适从；对

创业所需通用知识与素能，很多学生亦很匮乏。

目前，为了培养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许多高

校实施创业教育，强化了诸多通用能力培育及专

业知识的实践操作训练，大学生的动手实操能力

大大增强，只是面对乡村这一既传统又生疏的新

环境，现代大学生在能力储备上还很不足。特别

是大学生普遍欠缺专业的适用性与社会关系拓

展能力，形成于实验室的报告与结果，在具体农

村环境中，难以有效推广，理论上看起来可行的

技术与产品，遇到现实条件的微观改变都将变得

不行；另外，在动员乡亲将各种资源加入自己的

创业事业中来时，对本土化关系能力与关系工具

的运用要求很高，而大学生普遍缺乏，不知如何

处理与乡亲们的利益冲突关系，最后，不得不借

助于父母、亲人在当地的关系与声誉。创业是一

项很繁琐的事业，特别在农村，观念的隔阂、资

源的不可易得、风险的随时发生、家人与邻居不

理解不支持……都需要创业者有着非常强的心

理承受力，而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心智不太成熟，

承受力有限。诸如此类能力偏差只有在实践中通

过不断的挫折洗礼与角色适时调整才可渐渐  

矫正。 

    (四) 资源偏差 

    一个完美角色的树立，并不会因为某一个体

进到某社会场域后就自然发生，它的占有与表现

需要以一定的资源为基础，如果缺乏了资源支

持，角色表演就难以充分化，就无法创造角色价

值。返乡大学生以创业者身份进入乡村领域，他

既有着大学生身份，又要扮演创业者角色，还要

像一个地道农民从事着涉农方面的创业事业，三

种角色身份交织在一起，从资源欠缺方面，放大

了相应的角色偏差感知。身为大学生，他们除了

拥有自身的人力资源外，其他资源特别是金融资

源很是匮乏。作为返乡者，他们不能像当地村民

一样拥有自己的田地，也不像返乡创业农民工那

样在外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金、技术、经验、人

脉、市场资源[15]，作为创业者，其资源禀赋决定

着新创企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蒂蒙斯在谈到创

业资源时指出，创业资源具有稀缺性与开放性两

个特性，表明创业者必须充分利用自有资源开

创，同时，亦应以开放的心态与开拓的精神去争

取外在资源支持。大学生作为创业者，在乡村，

可以利用的人力资源也很少，加之，他们的资源

开拓获取能力匮乏，而涉农创业对资源特别是资

金周转需求很特殊，所有这一切，都让大学生创

业者在资源禀赋上遭遇极大瓶颈，严重影响了他

们的角色行动及创业成功率，影响了人们对其创

业者身份角色的积极评价。 

    (五) 责任偏差 

    任何角色都内含着一定的责任与义务，它们

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客观存在，任何角色占有者

不仅要借助角色实现自己的价值目的，还要按照

角色场域下人们的期待行事，一旦发生偏离，则

将受到角色偏离的约束。好比一个父亲或者儿

子，在对待彼此角色时，都有着相应的角色权利

与角色义务、责任，任何失范的言行举止都将遭

受该场域下的社会群堵、攻击或孤立而迫使他做

出相应角色义务适应性改变。马克思说过：“没

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16]。返

乡创业大学生，尽管都是本土出生的人，但是，

他们在读完大学再回到村里进行创业时，还是会

给人一种外来的感觉，总认为他们只是为了自我

牟利，是一种短期化行为，这些创业者迟早会离

开，创业事业难以长期化，将对当地资源再利用

与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譬如，许多村民不愿将自

己的土地资源拿出来供创业者开发利用，担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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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破坏自己的土地而难以回复到自己原有状

态，于是，他们任创业者包括乡村干部劝说都没

用，宁肯将自家土地荒芜。先前创业者留下的“烂

摊子”更加剧了他们这种角色排斥感，致使对创

业大学生角色责任期待更为严厉，从而加剧了角

色权利与角色义务的失衡状态，无形中增加了大

学生返乡创业的阻力。 

    四、角色偏差矫正 

    角色偏差的发生不可避免，任何一个新进入

者都将因为自我角色定位、社会固有期待与现实

存在诸多不相适应，导致自己的角色行为发生或

多或少的偏离而给人们留下偏差感知。但是，面

对此种偏差及由此带给创业者行为的掣肘，创业

者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矫正还原角色本真并

朝着积极的方向转化，同时，创业者创业不只是

随心所欲地追逐自己的梦想与目标[17]，他们还致

力于让世界变得更好，就像乔布斯所言，活着就

是为了改变世界，从这个层面看，所有的创业利

益相关者都应以自身特有的地位与价值参与到

创业活动中来，给予创业者各种支持，帮助创业

者个体尽快去除造成角色偏差的原因，树立良好

的角色形象。针对大学生返乡创业过程中所遭遇

的角色偏差成因及造成的困扰，大学生、政府、

社会、家庭都应以积极姿态去矫正其中偏差。 

    (一) 自我矫正：自我角色定位与自我角色 

融合 

    大学生进行自我角色定位时，首要考虑清楚

返乡创业行为的目的、内容、角色义务、角色价

值与角色合理化表现以及其背后的驱动力。 

    首先，大学生返乡创业，有着一定趋势可循，

大量农村人进城并未入户定居，农村居民规模仍

很庞大，还有 5.6 亿农村人居住在乡下，他们的

消费力仍很强大，农村并未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

空心、衰败；随着城镇化进一步发展，城镇对乡

村的依赖更为强烈，尤其是对农村有机食品、乡

村文旅、养生等需求极为旺盛，农村市场发展空

间很大。其次，城镇并没有很好地承载进城者的

梦想，包括在城镇就读的农村籍大学生，他们在

城镇的激烈竞争下选择前往乡村发展不失为明

智选择。再者，国家对乡村振兴给予厚望，各种

扶持鼓励政策，大大激发了大学生返乡创业热

情。最后，农村精壮劳动力进城，乡村振兴所需

人力资本匮乏，大学生下乡创业有着相当人力优

势发挥的空间，一句话，大学生返乡创业，承载

着国家战略、乡村需要、个体生存与事业开创的

理性考量，大学生在毕业之际，其心智基本成熟，

对这些宏观与微观环境变化有了自己的判断，对

返乡创业有着怎样的前景、能够做成什么都有清

醒衡量。另外，返乡创业大学生中不乏优秀大学

生，他们选择返乡，不是基于城镇激烈竞争而被

动回乡，而是他们的骨子里有一股浓烈的故土情

节，他们热爱那片土地，感恩那些曾经在自己艰

苦成长时期给予过大量帮助的亲人与乡邻，对家

乡的山水、家乡的人有着浓厚的情感认同，他们

想通过自己的智识与优势为国家、为乡村、为家

人、为自己做些有益事情，于是，他们选择返乡

创业。埃尔德曾经指出，“人总是生活在由亲戚

和朋友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网中，个人在生命历程

中做出的选择都会受到生命中关键他人的影 

响”[18]，当他们胸怀这份厚爱时，才会让乡邻们

感知到自己骨子里的那份爱，才会获取他们的信

赖与支持，才会在与城镇文明截然不同的环境下

创造出属于自己、属于乡村的事业，才能实现响

应国家、造福乡村、服务百姓的家国情怀。 

    进入乡村后，放下大学生与城里人身段，调

查了解当地村规民约、风土人情、社会习俗、交

往规则，关注村民工作、生活状态，通过各种交

往方式与他们打成一片，在产品开发、技术支撑、

市场拓展上贴近村民，并通过各种集体文化活动

与他们心灵互动、精神共娱，实现角色交融，在

与乡民亲密融合中渐渐消除他们对自己的警惕

与抵触，消解身份角色偏差，树立健全、积极进

取的开创者角色。 

    (二) 学校矫正：通过创业能力培育、道德品

质培育与专业素能培训 

    教育是引导个体驾驭外部世界，对个体才能

实际发展起推动作用的过程[19]。大学生返乡创

业，需要极强的外部世界驾驭力，可是，实践表

明，大学生普遍缺乏返乡创业素能及外部驾驭

力，与现实形成较大素能偏差，创业推进相当艰

难。因此，高校培育大学生时，除了正常的专业

知识传授外，更应在创业教育上下功夫。尽管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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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许多大学通过创业课程开设、创业项目比赛等

形式强化创业教育与创业能力培育，但是，就笔

者所知，许多大学还未真正转变教育价值取向，

将创业教育仍定位为学校教育的补充，老师们亦

停留在专业知识灌输层次，至于教学的社会实践

效果如何，他们不很关心，学校对之亦缺乏相应

的考核评价机制，如此培育下的大学生很难适应

创业实践。大学，也是学生们道德品质养成的关

键场所，四年大学生涯，学校完全有责任、有时

空培育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可是，由于各种冲

击，一些大学生进入大学后的思想品质并未变得

更好，反而呈现出社会化、世俗化、功利化取向，

具有这样道德品质的创业学子们是难以融入乡

村社会的，因此，学校在教育培养体系与考核评

价体系构建上，无论是教学内容的道德情操引

领，还是日常学习、生活、课外活动、各种优秀

评比等方面，都必须建成一套严密的道德品质养

成体系，将现实中最基本的道德情操嵌入其中，

并借助老师有意引导，严格考核执行，促使学生

们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优秀道德品质。大学生返

乡创业时，其专业素能还很欠缺，除需要自我主

动参与专业性学习外，高校还须通过专业跟踪予

以强力支持，不能一教了之，学校要通过社会实

践服务平台建立起专业服务对接，继续就大学生

的专业能力提升提供支撑。 

    (三) 政府矫正：资源支持、平台支持、政策

配套扶持 

    在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路上，政府的支持永远

都是最重要的，这是创业型国家的战略高度以及

大学生自身条件局限所决定的。面对创业，大学

生最突出的瓶颈是资金短缺。这是一个系统性问

题，任何个体的单方力量都无法解决，需要政府

从顶层设计予以化解，以消除他们的资源偏差，

重点是建立乡村资本融资体系，不仅要引导社会

资本、工业资本下乡，还要盘活乡村现有资本，

做好创业者信誉与项目评估及相应融资以支持

创新。另外，大学生在创业政策了解与咨询、创

业场地利用、创业经验交流、创业市场信息获知

以及创业技术支撑等方面都极为需要支持，但是

缺乏支持渠道，政府可以创办一些乡村创业园

地，举办创业者联盟组织及沙龙活动，搭建创业

政策、信息与服务平台，鼓励高校与创业大学生

联合……涉及各种技术服务、人才流动、户口、

社保、医疗与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政府亦应

通过系列配套政策给予大力支持。 

    (四) 家庭矫正：情感支持、资源支持、关系

纽带支持 

    家庭的支持对大学生返乡创业至关重要，可

以说，家庭的态度与支持程度是大学生创业能够

顺利推进与成功的最直接因素。因为，家庭在大

学生返乡创业过程中可以给予他们下述三层最

实在的支持。其一是情感支持，大学生返乡创业，

传统乡民不看好，他们普遍认为这是没出息的表

现，利益攸关的家长们更是沮丧，大学生对其有

悖于现代潮流的返乡创业做法亦怀抱一定的情

感忐忑，毕竟不知道这种选择是对还是错，如果

得不到家长与村民的信赖、支持，自己将更为压

抑，此时，家长的关心与支持，才是最好的情感

舒缓与慰藉，因此，需要家长对孩子创业行为有

理性考量，而不是凭借固有成见一概抵触。其二，

大学生自身资源特别是资金资源匮乏，加之银行

等金融机构惜贷或拒贷现象很普遍，政府政策性

支持资金又很有限，于是，需要得到家人自有资

金及所借资金的支持，此外，家人的人力、田地

资源甚至家人住所奉献都是大学生创业走向成

功的必要保障。其三，牵涉到与当地村民、组织、

干部利益关系时，大学生自身人脉关系严重不

足，此时需要借助家人关系协调，而且，协调的

结果直接取决于家人在当地的关系广度、强度与

声誉。所以，家人的关系纽带支持对于他们创业

成功也至关重要，正是因为家人全方位支持才促

使大学生创业得以坚持下去，因此，亦需要国家、

社会对创业者家庭给予实在的鼓励与支持。 

    (五) 社会矫正：崇尚创业、开放包容、主动

进取 

    社会矫正，主要体现在对创业文化的崇尚。

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乡邻，对创业应有一颗敬畏

之心，要将之视为一项伟大的事业，对创业者表

现出极大尊敬，特别是回到乡村创业的人，不管

是为了生存还是事业发展，此举均是智慧与勇气

的象征。他们在资源、经验与能力均显严重不足

的情况下，不仅要通过自己敏锐的眼光捕捉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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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会，还要应用严密的组织管理能力，更要去

面对自然的、人为的等各种挑战，因此，对于他

们来说，做出创业决定很了不起。况且，许多创

业者还怀抱为家乡奉献的情感，为了乡村亲人们

过上美好生活而选择返乡创业，社会不能以“逃

离者”“无能者”与“惟利者”去揣度他们的创

业行为，在当今农村精壮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

发展严重乏人的背景下，大学生返乡本身难能可

贵，应对他们表现出热烈的开放欢迎姿态；同时，

积极投身到大学生创业活动中，与他们一起改造

乡村社会，不能成为旁观者，更不能成为障碍制

造者，乡村振兴，人人有责，与大学生一道，成

为利益创造者而非斤斤计较者。乡村只有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才会变得富饶美丽，才会吸引更多

的大学生参与乡村发展。 

    五、结语 

    大学生返乡创业，从城镇返回乡村，从以现

代化、工业化、规则化为中心的社会场域进入以

农业、传统、散漫为中心的社会场域，势必在社

会角色上引发文化认同、身份转换、能力胜任、

资源支持、责任义务等剧烈偏差。如果不能对这

些偏差做出积极矫正，大学生将会遭受自我角色

迷失与社会评价不利双重困扰。为此，大学生应

以高度主观能动性对自己的创业行为与多重身

份有清醒认知并作出相应角色调适，积极打造良

好创业者形象，不仅个体要做出角色调整，学校、

家庭、国家及全社会都要为大学生返乡创业角色

面临的各种偏差做出积极的矫正性努力，以发挥

创业者角色的内化与外化功能，助力乡村创业者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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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background: Rural college students turn to the country to start a business based on the 

“feelings of home and country” when it is time to start a business in the countryside. Because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role of rural college students, their behavior of “bucking the trend”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has created a strong impact on the society. Research contents: Applying the Role Theory, it  

analyzes the role authenticity created by college students’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reveals the realistic motivation formed by the deviation of role perception,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how 

to correct the deviation. Research goal: Eliminating the role devi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guiding the positive and reasonable role evaluation, establishing a good image of 

college students’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and playing the part of role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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