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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环境与乡土情怀并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研究 

 
刘甲坤，万利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山东济南，250103) 
 

[摘要]  大学生是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力量，深入探究影响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的相关因素对于

乡村人才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对 420 名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和实证分析，深入探讨大学生返乡就业创

业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发展环境的三个

维度，即政策环境、教育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对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为

进一步验证分析结果，对 50 名大学生进行个案研究和深度访谈。根据研究结论，从完善大学生返乡

就业创业发展环境和加强大学生乡土情怀建设两个层面，分别从政府、高校、家庭和个人层面提出管

理建议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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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是推进乡村发展的重要决策和部署，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乡村振兴战略

中，人才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发展的切实保障，

是推动地方发展的关键因素，大学生更是人才振

兴的中坚力量。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汇

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把人

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

理下乡通道。因此，大学生作为乡村振兴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力量，可以抓住这样的机遇返乡就

业。同时，引导大学生返乡就业，不仅有利于缓

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为国家解决“三农”问

题缓解了压力，最终实现农村人口从“智力外流”

向“智力循环”转变。鼓励受过高等教育、有专

业背景的大学生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能够有效

地促进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推动新农村的建设

发展。 
    但是当前，一方面，城乡资源分配极度不均

衡，导致城乡差距过大，所以大学生返乡就业创

业意愿不高。另一方面，当前农村地区就业岗位

空缺严重，尤其是缺乏高素质人才，虽然部分地

方政府采用高薪引才政策，但人才引进效果并不

显著。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进一步深化，解

决这一社会问题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本研究

从发展环境和乡土情怀两个层面，围绕大学生返

乡就业创业意愿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对大学生返

乡就业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提出相应

的建议，不仅可以丰富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理

论研究，还可以为高校聚焦大学生乡土情怀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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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政策制定提供思路。 
    二、文献综述 
    (一)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就大学生就业的理论方面研究较

多，如 Parsons 提出的人职匹配理论、Edgar Schein
的“职业锚”理论、John Holland 的职业选择理

论以及 Donald E.Super 的职业发展理论，这些理

论在指导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选择和发展

上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 
    针对大学生返乡就业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Poulin 等人在对不同阶段的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

究后提出，不同阶段的大学生存在着不同的返乡

就业观念，因此高校应依据就业理论，针对不同

阶段的大学生开展不同的就业指导[1]；也有学者

通过使用李克特量表这一工具对大学生的就业

能力进行了量化评估，使得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得

到了关注[2]。 
    (二) 国内研究综述 
    1. 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现状的相关研究 
    关于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现状，相关学者

基于乡村振兴中人才振兴的视角，重点针对乡村

人才建设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要

通过引导农村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加大乡

村振兴政策的宣传力度，以产业为导向调整乡

村人才结构等手段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3]；还

有学者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分析了大学生

返乡创业面临的困难和障碍，并针对有关问题进

行了探讨[4]。另外，闵强认为，大学生返乡创业

能力提升需要借助于社会各方面的资源，针对高

校学生的不同特点，鼓励其进行团队式、合作式、

联合式的项目实践[5]。 
    2. 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学者们侧重于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大学生的

返乡就业创业意愿进行定量研究。有学者在对

甘肃农业大学学生返乡就业的意愿调查时采用

多种研究方法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该校

每年本科毕业生有 4 000 多人，其中有 64%的

毕业生愿意返乡就业，30%以上的毕业生不愿意

返乡就业[6]；也有学者从理性与非理性的角度解

释大学生返乡就业现象，总结出家乡引力是尤为

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并提出了若想吸引优秀人

才返乡就业，就要重视大学生就业发展前景和大

学生乡土情怀的培育[7]；还有学者通过对江浙地

区的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大学生返乡就业

考虑的首要因素是个人，其次分别是家乡、家庭

以及社会关系[8]。 
    3. 文献评述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大学生就业理论、返乡就

业的现状、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创业扶持政策、

农村就业环境等方面进行研究，为本文的展开提

供了理论借鉴，但尚有一些问题没有涉及，也为

本研究提供了探索空间。 
    第一，缺乏实证研究法。现有研究大都采用

规范分析方法，以理论阐述居多；虽然也有少量

调查研究，但大多停留在频次分析等简单描述性

统计层面，对数据和现象背后的原因缺乏实证，

导致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定性分析别无二致。 
    第二，影响因素研究缺乏系统性。通过查阅

文献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层面分

析，关于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影响因素的系统研

究较少。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概念界定 
    1. 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

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

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意见》中提出，乡村振兴是指在乡村经济发

展的基础上，包括乡村文化、治理、民生、生态

等在内的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提升。乡村振兴

的总要求是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农民主体地位、乡村全面振兴、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城乡融合发展和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七大原则，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目标。乡村振兴主

要有五个振兴系统，即“一是产业振兴，把产业

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全力以赴消除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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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二是人才振兴，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

乡的人留得安心，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

队伍；三是文化振兴，提高农村社会文明程度；

四是生态振兴，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计划，完善农村生活设施；五是组织振兴，

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确保乡

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本文研究的重点

是探讨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大学生群体是

人才振兴的中坚力量，人才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基础，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

是推动地方发展的关键因素。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新挑战，乡村振兴是要把人才振兴放在首要

位置，着力解决人才“贫瘠”问题，奏响人才振

兴的“四部曲”。 
    2. 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 

大学生就业创业是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将

现有的技术、资金、知识进行整合，充分利用现

有资源以及自身能力，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寻找

并把握机会以期获得工作岗位或创立企业组织

来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就业意愿是指个人在就

业时对自己愿意从事的职业的倾向，是对今后

所从事工作的具体标准的期望，真实地反映了

个人对就业的看法和认识。它既是个人职业理

想的直接体现，也是个人对职业的社会评价的

直观表达[9]。 
3. 乡土情怀 

    “乡土”一词蕴含着特定的地域文化和情感

归属，具有地域性和文化性的双重含义。“情怀”

是一个深植于中华文化却难以用其他语言表达

的概念，常用来表达人的情感和心境，如职业情

怀、教育情怀、人文情怀、家国情怀等。而“乡

土情怀”表达的是人对本乡本土的一种情感归

属，有学者称之为“每个人基于与生俱来的地缘、

血缘、乡愿、乡情，对家乡(无论城市或乡村)历
史、乡贤、风土民情、物产名胜的自豪、骄傲与

热爱之情”[10]。乡土情怀是个人对乡村的眷恋以

及认同感与责任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向上的精

神力量，乡土情怀最本质的内容正是对乡村的热

爱之情。这一情怀是调动乡村振兴战略主体投身

乡村振兴战略主观能动性的内在动力，因而构成

实现乡村振兴长效发展的重要保障因素[11−12]。 
    (二) 理论基础 
    1.“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是研究人口流动、迁移的重

要理论依据之一。该理论由英国的雷文斯坦 
(E.Ravenstein)于 19 世纪提出，他以人口学为切

入点，将人口迁移的原因分为推力因素和拉力因

素进行分析。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学者 E.S.Lee
系统地研究了影响人口迁移的两个因素，即“推

力”与“拉力”两个方面，并将人口迁移理论提

升为“推−拉”理论。 
    大学生返乡就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口流动

形式，可以运用“推−拉”理论分析其流动行为。

“推−拉”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劳动力

的流动是理性的，人是以完全满足自身利益为标

准的。大学生就业是劳动力流动的表现，就业地

点的选择也是权衡推力与拉力的结果，是大学生

考虑自身利益后所做的决定。如果我们把“推−
拉”理论运用在大学生返乡就业这个论题上来

看，现阶段大学生城市就业难和城市生活压力大

是推力，而农村地区所呈现的就业发展机会和大

学生对家乡的特殊感情成为拉力。大学生返乡就

业的行为就是在这种推力和拉力的相互作用下

产生的。 
    2.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是人

们在探求生活压力对身心健康影响的背景下产

生的。但是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支持才首

次被作为专业概念在精神病学文献中提出，之后

很多著名学者将其作为一门科学进行广泛深入

的探讨和研究。该理论认为，个人需求与个人行

为会受到社会环境与外界支持的影响，客观社会

环境对个人主观的选择、目标的达成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13]。 
    在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返乡就业创

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时发现，社会环境、国家政策、

家庭支持等是提供社会支持的主体，而大学生则

是接受社会支持的客体。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

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支持力度、当地的社

会保障制度、当地政府的扶持政策、当地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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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校的宣传与支持力度、家庭的认同与支

持等，都是影响大学生选择返乡就业创业的关键

因素，因此我们将社会支持理论也作为我们研究

的理论基础。 
    (三) 研究假设 
    1. 发展环境与返乡就业创业意愿的关系 
    根据文献梳理，本研究中的发展环境主要包

括政策环境、教育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通过对

大学生返乡就业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家乡的宏观环境、返乡就业支持政策、家

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是影响大学生返乡就业

的直接因素[14]。结合上文中的农村地区所呈现的

发展机会作为发展环境中的“拉力”和社会支持

理论，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假设 1：发展环境对返乡就业创业意愿有着

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1-1：发展环境对返乡就业意愿有着显

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1-2：发展环境对返乡创业意愿有着显

著的正向影响。 
    2. 乡土情怀与返乡就业创业意愿的关系 
    乡土情怀表现为一种心理定势和行为准则，

会推动大学生回到家乡创业就业。实证研究结果

表明：乡土情怀对返乡创业意向有显著的正向促

进作用，较强的乡土情怀可促使农村籍大学生积

极识别和搜寻家乡的创业政策、信息，由于与家

乡亲朋好友沟通、交流起来相对更加顺畅，更容

易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获得支持，增强创业

自信心，提升创业能力，从而激发大学生的返乡

就业创业意愿[15]。进一步结合“推−拉”理论，

现阶段大学生城市就业难和城市生活压力大是

推力，而大学生对家乡的特殊感情成为其返乡就

业创业的拉力，因此，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假设 2：乡土情怀对返乡就业创业意愿有着

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2-1：乡土情怀对返乡就业意愿有着显

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2-2：乡土情怀对返乡创业意愿有着显

著的正向影响。 

    四、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调查 
    (一) 调查问卷设计 
    本文在参考诸多学者的调查问卷基础之上

进行了问卷设计，寻求归纳同类研究问卷设计的

内在关联和规律。在问卷正式发放前进行试验，

根据问卷初稿的反馈情况进行修改，并确定问卷

最终版。在此基础上确保问卷的科学性、合理性

和可行性，保证获取数据的真实、有效、可靠。

本文所得数据基于 2021 年 3 月至 2021 年 4 月对

全国 54 所高校大学生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共

回收 420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315 份，问卷有

效回收率达到 75%，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类别 选项 小计 占比/% 

性别 
女 153 48.57 

男 162 51.43 

年级 

大一 140 44.44 

大二 121 38.41 

大三 42 13.33 

大四 12 3.81 

学历 

专科 56 17.78 

本科 236 74.92 

硕士 12 3.81 

博士 11 3.49 

专业类型 

理工类 107 33.97 

文科类 173 54.92 

艺术类 35 11.11 

政治面貌 

群众 42 13.33 

共青团员 243 77.14 

中共预备党员 15 4.76 

中共党员 15 4.76 

返乡志愿活动
参加过 124 39.36 

没参加过 191 60.64 

是否为独生子

女 

独生子女 131 41.59 

非独生子女 184 58.41 

成长环境 

地级市 63 20.00 

县级市 70 22.22 

小城镇 61 19.30 

农村 121 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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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大学生个体特征返乡就业创业意愿比

较分析 
    本部分将不同性别、年级、学历、专业、政

治面貌、志愿、家庭子女数、生源地情况等进行

对比研究，对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状况及影

响返乡就业创业意愿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在分析

的过程中发现上述因素对大学生的返乡就业创

业意愿有着不同的影响。 
    1. 性别差异分析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返

乡就业创业意愿进行比较，P值为 0.001、0.040，
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从表 2 可知，男生均值

分别是 3.31、3.30，女性均值是 2.46、2.16，可

以看出男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远远高于女生。 
 

表 2  不同性别的返乡就业意愿差异分析 

性别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F统计量  P值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男 162 3.31 3.30 0.09 1.13 
3.748 4.234  0.001 0.040 

女 153 2.46 2.16 1.08 0.94 

 
    2. 年级差异分析 
    通过方差分析对不同年级的大学生返乡就

业创业意愿进行比较，P 值为 0.309、0.360，在

0.05 水平上差异并不显著。从表 3 可以看出大一

年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最高，大三学生的返乡

就业意愿最低；返乡创业方面大四年级学生的

意愿最强，大一学生的意愿最低。 

 
表 3  不同年级的返乡就业创业意愿差异分析 

年级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F统计量  P值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大一 140 3.38 2.89 0.93 1.45 

1.201 1.075  0.309 0.360 
大二 121 3.21 3.13 1.00 1.11 

大三 42 3.10 3.19 1.08 1.04 

大四 12 3.18 3.33 1.16 0.97 

 
    3. 学历差异分析 
    通过方差分析对不同学历的大学生返乡就

业意愿进行比较，P 值为 0.034，在 0.05 水平上

差异显著；返乡创业意愿 P 值为 0.183，在 0.05
水平上差异不显著。从表 4 可以看出硕士的返

乡就业创业意愿最强，博士的返乡就业创业意

愿最弱。 

    4. 专业类别差异分析 
    通过方差分析对不同专业类别的大学生返

乡就业意愿进行比较，P 值为 0.444、0.297，在

0.05 水平上差异不显著。从表 5 可以看出文科类

学生的返乡就业创业意愿程度最高，艺术类专业

的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最低。 

 
表 4  不同学历的返乡就业意愿差异分析 

学历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F统计量  P值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专科 56 3.36 3.33 0.826 0.91 

4.33 1.625  0.034 0.183 
本科 236 3.28 3.24 1.010 1.06 

硕士 12 3.40 3.33 1.050 1.00 

博士 11 2.52 2.59 1.170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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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专业的返乡就业意愿差异分析 

专业类别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F统计量  P值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理工类 107 3.24 3.18 1.060 1.11 

0.814 1.127  0.444 0.297 文科类 173 3.32 3.31 0.928 0.99 

艺术类 35 3.10 3.04 1.100 1.07 

 
    5. 政治面貌差异 
    通过方差分析对不同政治面貌的大学生返

乡就业意愿进行比较，P 值为 0.622、0.908，在

0.05 水平上差异并不显著。从表 6 可以看出政治

面貌是中共预备党员的返乡就业创业意愿最高，

群众的返乡就业创业意愿最低。 
 

表 6  不同政治面貌的返乡就业意愿差异分析 

政治面貌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F统计量  P值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群众 42 3.15 3.05 1.03 1.36 

0.591 0.183  0.622 0.908 
共青团员 243 3.27 3.24 0.96 1.00 

中共预备党员 15 3.53 3.28 1.16 1.29 

中共党员 15 3.35 3.26 1.29 1.09 

 
    6. 志愿活动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是否参加过志愿活动

的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进行比较，P值为 1.515、

0.427，在 0.05 水平上差异不显著。从表 7 可以

看出参加过志愿活动学生的返乡就业创业意愿

均高于未参加过志愿活动的学生。 
 

表 7  是否参加过志愿活动的返乡就业意愿差异分析 

是否参加过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F统计量  P值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是 124 3.339 3 3.42 1.214 37 1.19 
1.515 0.854  0.221 0.427 

否 191 3.243 5 3.26 0.991 22 0.94 

 
    7. 是否是独生子女差异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对是否是独自子女的

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进行比较，P 值为 0.049、

0.024，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从表 8 可以看

出非独生子女的返乡就业创业意愿均高于独生

子女。 
 

表 8  是否是独生子女的返乡就业意愿差异分析 

是否独生子女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F统计量  P值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是 131 3.145 0 3.08 1.08 1.13 
3.894 5.120  0.049 0.024 

否 184 3.368 5 3.35 0.91 0.96 

 
    8. 成长环境差异 
    通过方差分析对不同成长环境的大学生返

乡就业意愿进行比较，P值为 0.702，在 0.05 水
平上差异并不显著；乡创业意愿 P 值为 0.042，

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从表 9 可以看出在农

村成长的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程度最高，在地

级市成长的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程度最低，在县

级市成长的学生的返乡创业意愿程度最低。 



                                                                                           2022 年第 13 卷第 3 期 

 

42

 

 
表 9  不同成长环境的返乡就业意愿差异分析 

成长环境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F统计量  P值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农村 121 3.39 3.49 1.01 0.99 

0.472 2.354  0.702 0.042 
城镇 61 3.28 3.27 1.02 1.05 

县级市 70 3.25 3.03 1.01 1.12 

地级市 63 3.18 3.14 0.90 0.95 

 
    五、实证分析 
    (一) 信效度检验 
    1. 发展环境量表的信效度 
    为了确认发展环境测量项目是否适合因素

分析，首先对量表进行了 KMO和 Bartlett 检验，

发展环境的 KMO 值为 0.923，Bartlett 检验的显

著性系数为 0.000，说明数据相关矩阵不是单位

矩阵，数据也适合做因素分析。在此基础上，

对发展环境量表做了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共有

三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公共因子，共可以解释总

方差的 77.099%，因素负荷在 0.798~0.875 之间。

按照文献回顾和项目题义，分别将这三个因素命

名为政策环境、教育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三个

因素的 a 系数在 0.896~0.959 之间，说明量表效

度良好。 
    2. 乡土情怀量表的信效度 
    乡土情怀量表的 KMO 值为 0.908，Bartlett
检验的显著性系数为 0.000，说明数据相关矩阵

不是单位矩阵，数据也适合做因素分析。在此基

础上，对乡土情怀做了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共有

一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公共因子，共可以解释总方

差的 80.699%，因素负荷在 0.869~0.925 之间。按

照文献回顾和项目题义，将这个因素命名为乡土

情怀。a系数在为 0.952，说明量表效度良好。 
    3. 返乡就业创业意愿量表的信效度 
    返乡就业创业意愿的 KMO 值为 0.941，
Bartlett 检验的显著性系数为 0.000，说明数据相

关矩阵不是单位矩阵，数据也适合做因素分析。

通过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共有 2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公共因子，共同解释总方差的 84.861%，因素

负荷在 0.555~0.878 之间。按照文献回顾和项目

题义，将这两个因素命名为返乡就业意愿和返乡

创业意愿。因素的 a 系数在 0.938~0.952 之间，

说明量表效度良好。 
    (二) 假设检验结果 
    1. 基于相关分析的假设检验 
    在确保量表信效度的基础上，对各个假设模

型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之前，进行了变量之间

的相关关系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10 所示，所有

相关系数都在 0.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 10  变量相关关系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 性别 1         

2 年龄 0.047** 1        

3 学历 −0.168** 0.149** 1       

4 政策环境 −0.164** −0.018 −0.155** 1      

5 教育环境 0.144** −0.014 0.070 0.466** 1     

6 基础设施环境 0.094 0.006 0.036 0.617** 0.460** 1    

7 乡土情怀 0.170** 0.017 0.182** 0.733** 0.447** 0.541** 1   

8 返乡就业意愿 0.046 −0.098 0.109 0.666** 0.643** 0.692** 0.575** 1  

9 返乡创业意愿 0.064 −0.099 −0.096 0.644** 0.608** 0.663** 0.508** 0.909** 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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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10 可以看出，自变量发展环境的三个

因素政策环境、教育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与因变

量返乡就业创业意愿的相关系数都达到了显著

水平，自变量乡土情怀与因变量返乡就业创业意

愿的相关系数也达到了显著水平，前文的假设得

到了初步验证。通过相关关系分析，发现了各变

量之间的相关性及相关系数，但是各变量之间的

因果关系还并未发现，所以需要通过下一步回归

分析来验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年级、学历与

各变量均存在不同的显著相关关系。 
    2. 基于回归分析的假设检验 
    相关关系分析只能表明变量间是否有关系，

但无法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变

量间的影响方向和大小。因此，在相关分析的基

础上，进一步采取回归分析对研究假设和理论模

型依次进行检验。 
    (1) 发展环境对返乡就业创业意愿的影响。 
    把发展环境的三个因素政策环境、教育环

境、基础设施环境作为自变量，返乡就业意愿作

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

11 所示。从表 11 可以看出，F值为 106.439，表

明回归效果好，调整后的 R2为 0.668，表明发展

环境可以用来解释返乡就业创业意愿总体变异

的 66.8%。同时 β 值分别为 0.288(P＜0.001)、
0.353(P＜0.001)、0.360(P＜0.001)。这表明发展

环境的三个因素政策环境、教育环境、基础设施

环境对返乡就业意愿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假设

1-1 得到了验证。 
 

表 11  发展环境对返乡就业意愿的回归分析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B 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T值 Sig. 

(常量) 0.428 0.213  2.010 0.045 

性别 −0.173 0.067 −0.087 −2.603 0.010 

年龄 −0.099 0.040 −0.082 −2.481 0.014 

学历 −0.049 0.057 −0.029 −0.859 0.391 

政策环境 0.294 0.044 0.288 6.612 0.000 

教育环境 0.356 0.038 0.353 9.292 0.000 

基础设施环境 0.370 0.044 0.360 8.407 0.000 

 
    把发展环境的三个因素政策环境、教育环

境、基础设施环境作为自变量，返乡创业意愿作

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

12 所示。从表 12 可以看出，F 值为 82.066，
表明回归效果好，调整后的 R2 为 0.608，表明

发展环境可以用来解释返乡创业意愿总体变异的 

60.8%。同时 β值分别为 0.288(P＜0.001)、0.323 
(P＜0.001)、0.343(P＜0.001)。表明发展环境的三

个因素政策环境、教育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对

返乡创业意愿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假设 1-2 得到

了验证。 

 
表 12  发展环境对返乡创业意愿的回归分析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B 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T值 Sig. 

(常量) 0.283 0.243  1.162 0.246 

性别 −0.125 0.076 −0.060 −1.649 0.100 

年龄 −0.110 0.046 −0.087 −2.424 0.016 

学历 −0.025 0.065 −0.014 −0.382 0.703 

政策环境 0.309 0.051 0.288 6.090 0.000 

教育环境 0.342 0.044 0.323 7.807 0.000 

基础设施环境 0.371 0.050 0.343 7.36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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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乡土情怀对返乡就业创业意愿的影响。 
    把乡土情怀作为自变量，返乡就业意愿作为

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 13
所示。从表 13 可以看出，F值为 40.814，表明回

归效果好，调整后的 R2为 0.337，表明乡土情怀

可以用来解释返乡就业意愿总体变异的 33.7%。

同时 β值为 0.586(P＜0.001)，表明乡土情怀对返

乡就业意愿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假设 2-1 得到了

验证。 
    把乡土情怀作为自变量，返乡创业意愿作为

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 14
所示。从表 14 可以看出，F值为 28.643，表明回

归效果好，调整后的 R2为 0.260，表明乡土情怀

可以用来解释返乡创业意愿总体变异的 26%，同

时 β值为 0.514(P＜0.001)，表明乡土情怀对返乡创

业意愿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假设 2-2 得到了验证。

 
表 13  乡土情怀对返乡就业意愿的回归分析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B 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T值 Sig. 

(常量) 1.257 0.305  4.123 0.000 

性别 −0.096 0.094 −0.048 −1.020 0.309 

年龄 −0.129 0.056 −0.107 −2.286 0.023 

学历 0.010 0.080 0.006 0.126 0.900 

乡土情怀 0.612 0.049 0.586 12.405 0.000 

 
表 14  乡土情怀对返乡创业意愿的回归分析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B 标准误 标准系数试用版 T值 Sig. 

(常量) 1.314 0.338  3.888 0.000 

性别 −0.034 0.104 −0.016 −0.331 0.741 

年龄 −0.138 0.063 −0.109 −2.212 0.028 

学历 0.019 0.089 0.011 0.216 0.829 

乡土情怀 0.563 0.055 0.514 10.305 0.000 

 
    六、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 315 名大学生的抽样调查，实

证分析了发展环境与乡土情怀对返乡就业创业

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如下： 
    1. 发展环境与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的

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发展环境的三个维度政策

环境、教育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对返乡就业创业

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上述三个维度是

影响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的主要因素。 
    2. 乡土情怀与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的

关系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大学生的乡土情怀对返

乡就业创业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也表明乡

土情怀是影响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的关键

因素。 

    (二) 管理建议 
    1. 完善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发展环境 
    政府层面。国家和政府层面进一步制定和完

善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扶持政策，切实加强农

村就业创业的福利政策、创业资金和技术方面的

扶持力度，加强引导、推动贫困大学生返乡就业

创业，同时制定社会创业政策，发挥政策优势，

为返乡创业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服务并提供有

力的政策保障，解决农村人才资源稀缺等问题。 
    高校层面。将返乡就业创业教育引入到学生

培养计划中，提高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需要的知

识、技能等，同时与农村地区达成相关实习协议，

与政府部门或者村镇企业展开合作，建立专门针

对农业农村的就业创业基地，与地方携手打造返

乡就业创业互助平台，为大学生提供一个体验农

村工作环境、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高校也可以

聘请专业人士提供指导，使大学生全方面、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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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地了解乡镇就业创业政策和乡镇企业的管理

模式以及其它与就业创业相关的专业知识。 
    乡村层面。地方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咨询

部门、扶助部门等，以乡镇为单位将返乡就业创

业专项政策落到实处，为返乡就业创业的青年提

供住房等基本生活保障。乡村方面尤其应大力发

展农村第三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大学生返乡就业难的局面。同时充分调动当

地资源，在教育、医疗、社会工作等领域设置岗

位，为返乡大学生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以及就业

平台。 
    家庭层面。对大学生而言，返乡就业创业往

往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来自家庭的理解和支

持就显得尤为重要，家人应摆正心态，给予支持，

转变传统观念，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并支持子女的

返乡就业创业行为。大学生也应主动与父母沟

通，争取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得到家庭的理解

和支持。 
    2. 加强大学生乡土情怀培养，激发返乡就业

创业主动性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在改善大学

生返乡就业创业所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的同时，

还应积极培育影响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个体

因素。乡村振兴离不开优秀人才的注入，拥有新

思想、新技术、新观念的大学生是农村建设的主

力军，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凝聚多个

主体的力量，帮助大学生转换思维，增强其对乡

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加强大学生的乡土情怀培

养，激发其返乡就业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 
    高校层面。首先，高校应加强大学生思想教

育，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呼吁大学

生返乡就业创业，保有乡土情怀投身家乡建设。

其次，高校应借鉴国外高校鼓励学生到乡村就业

创业的经验，在教育的过程中增强大学生的创新

能力与实践能力。 
    家庭层面。家庭教育对价值观与个人思想观

念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家长，应在家

庭教育的过程中加强孩子对家乡的认知与归属

感。将乡土情怀融入个人的成长过程，加强其乡

土情怀的培养，为返乡就业创业打好思想基础。 
    个人层面。当代大学生应积极转换思想观

念，投身家乡建设，在校期间积极参与返乡实践

活动，增强自身对于乡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不

盲目择业，不随波逐流。将自身所学的知识、

技能应用到乡村建设当中，顺应时代潮流，谋

求长远发展。 
    (三) 研究局限性及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本研究的样本数量较少，范围相对较

狭窄，可能对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有一定影响。在

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扩大样本的数量和范围来

进一步验证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的影响因

素，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适性程度。 
    其次，本研究主要是采用横向研究设计方

法，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应该强化纵向研究设计，

通过纵向比较来发现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过程

和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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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 for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force of rural talent revitalization. The study of exploring the willing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for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rural talent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sampling surve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420 university students, it explores 
further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willing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for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re are significan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return home for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Secondly,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rural feelings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namely policy environment,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infrastructure environmen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for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To further verif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case studi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50 colleg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management suggestions and strategies from the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local feeling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local feelings; willingness of returning 
home for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编辑：游玉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