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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探讨了乡土情怀、创业环境和数

字素养对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的影响。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对辽宁省 4 所高校的 1 055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乡土情怀和创业环境均对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大学生的数字素养在乡土情怀与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而数字素

养在创业环境与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之间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果，为高校培养

大学生乡土情怀、提升大学生数字素养，地方政府优化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环境提供了针对性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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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一过程中，发展数字

商务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2021 年 1 月，商务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数字商务建设服务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通知》，其中提出的“数商兴农”行动，不仅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更是吸引

大学生返乡创业的重要推力[1]。为了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2023 年 7 月，商务部联合其他八个部门共

同制定了《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该计划指出，将针对返乡大学生开展直播带头

人技能培训，旨在提升他们的直播带货技能，激发农村直播电商创业的热潮[2]。 

    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不仅有助于推动农业实现高质高效的发展，还能助力打造乡村宜居宜

业的环境，最终实现农民富裕富足的生活。尽管学界对大学生返乡创业影响因素的探讨已经相当深入，

但对数字商务创业这一特定创业领域的研究仍然相对不足。现有研究认为，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的影

响因素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个人因素涵盖了性别、专业背景、社会实践经历、

亲戚朋友创业经历[3]、内在动机以及个人能力等方面[4]；而环境因素则包括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基础

设施状况、政策支持力度、科技文化水平、创业教育与培训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维度[5]。近

年来，乡土情怀作为影响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的因素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黄美娇等的实证研究表

明，乡土情怀能有效推动农村籍大学生形成返乡创业意向，而创业能力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6]。

刘甲坤、万利也指出，乡土情怀对大学生的返乡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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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数字商务这一相对不受空间限制的创业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大学生的乡土

情怀尚未被作为关键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此外，数字商务创业的成功离不开数字素养的支持，

但对这一重要变量，现有研究同样探讨不足。基于此，本研究确立了以下两个研究问题。研究问题一：

乡土情怀与创业环境对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问题二：数字素养在乡土

情怀与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之间，以及在创业环境与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之间发挥

着怎么样的调节作用。解决研究问题一的旨意是：为高校培养大学生乡土情怀提供建设性建议，同时，

也为地方政府如何优化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环境提供针对性的建议，以更好地激发大学生返乡数

字商务创业意愿，从而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解决问题二的旨意是：为高校创新创业课程如何有效提

升大学生的数字素养提供可行的建议，以助力培养更多具备数字化创业能力的新时代青年。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概念界定 

    1. 乡土情怀 

    现有研究对乡土情怀的界定主要聚焦于个人对故乡自然环境与民俗风情的深厚情感，以及对于推

动家乡经济社会发展所承担的责任与使命。李景韬、刘华荣指出，乡土情怀泛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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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乡贤、风土民情、物产名胜所产生的

自豪、骄傲与热爱之情。乡土情怀不仅蕴含着个人对家乡的眷恋，还蕴含着对父老乡亲、左邻右舍的

感恩之情，以及对家乡发展与进步的关心与回馈[8]。黄美娇等认为，乡土情怀是一种对家乡的热爱和

愿意为之奉献的心境，包含了乡土情结、乡土认同以及乡土责任三个方面的内容。本研究认为，乡土

情怀是指每个人内在自然流露出的对家乡的深切热爱，具体体现在对家乡宗族、血缘、亲缘、地缘等

关系的眷恋，对家乡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的认同与尊重，以及对家乡建设所承担的责任与使命。 

    2. 数字商务创业 

    数字商务是电子商务的升级概念，是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为驱动，聚焦商产融合这条主线，数

字技术与商务活动深度融合，实现商品和服务交易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型商务活动[9]。朱江

指出，数字商务是将现代信息化技术、商务经济活动以及政府监管等紧密结合，形成基于互联网技术

的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的商务发展新格局，使交易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产业融合[10]。基

于此，本研究对数字商务的定义是，借助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突破交易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推

动商品和服务交易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的一种新型商务模式。本研究参照 2021

年 5 月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数字商贸所包含的内容[11]，将

数字商务划分为数字化批发(含互联网批发)、数字化零售(含互联网零售)、数字化住宿、数字化餐饮、

数字化租赁以及数字化商务服务(如票务代理、旅游、会议展览等)。数字商务创业则是围绕这些产业

展开的创业活动。 

    3. 创业环境 

    现有研究已经就创业环境的概念与构成要素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张玉利、陈立新认为，创业环境

是在创业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要素组合。具体而言，创业环境包括四大要素：政府政策与工作程序、

社会经济条件、创业与管理技能，以及金融与非金融支持[12]。蔡莉等将供应资源的环境定义为直接匹

配环境要素，将确保资源获取的环境定义为间接匹配环境要素。直接匹配环境要素包括技术、人才及资

金；间接匹配环境要素则包括政策法规环境、中介服务体系、市场环境、信息化环境以及文化环境[13]。 

    由此可见，创业环境是影响创业意愿产生以及创业行为的一系列外部环境要素构成的整体，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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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多维度的概念。因此，不同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领域和重点，对其进行了不同维度的划分。在探讨

大学生创业环境的研究中，朱蕾蕾从行政环境、教育与培训环境、融资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四个方

面对创业环境进行了分类[14]。林周周等人则将创业环境划分为金融支持、政府支持、教育支持和文化

环境四个维度[15]。本研究在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和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实际环境的基础上，将创业

环境划分为政策环境、融资环境、专业基础设施、教育与培训环境以及文化环境五个维度。 

    4.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这一概念自 Bird 于 1988 年提出以来，一直被视为预测创业行为最为可靠和精确的指标。

Bird 将创业意愿定义为能够促使个体自发地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达成特定目标

的心理状态[16]。此后，Krueger、刘海鹰等学者对于创业意愿的内涵进行了补充，认为创业意愿是潜

在创业者是否愿意从事创业活动的一种主观态度，也是对人们具备创业者特质的程度和能力的一般

描述[17−18]。目前，对于创业意愿的测量，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从个体期望或计划等单维度来测

量，另一种则是对兴趣、考虑、自由职业偏好、受限制时的职业偏好、行为期望等五个方面进行综合

测量[19]。鉴于部分大学生尚未确立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或即便已有目标和规划，亦因诸多不确定性

因素致使其目标频繁变动，缺乏稳定性，本研究从兴趣、考虑、自由职业偏好、受限制时的职业偏好、

行为期望五个方面来测量创业意愿。 

    5. 数字素养 

    数字素养这一概念最初由以色列学者 Alkalai 于 1994 年提出[20]，随后，Gilster 对数字素养的概念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界定。Gilster 认为，数字素养是理解并读懂通过电脑显示的各种数字资源及信息真

正含义的能力[21]。凌征强则将数字素养视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涵盖了人们自信地使用数字通信技

术、批判性地检索和利用数字资源，以及自由参与数字社会活动等方面的综合能力[22]。从以上定义可

以看出，现有研究强调数字素养是人们批判性地使用数字通信技术的能力。然而，素养并不单单指能

力，还涵盖个人为适应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具备的认知和心智。因此，本研究认为，数字素养是人们为

满足数字社会需求所具备的综合素质。拥有数字素养的人不仅能正确认知并理解数字技术与内容，更

能批判性地获取并合理应用数字技术与内容。此外，他们还能针对学习、就业以及社会参与等各个领

域的具体任务，创造富有价值的数字内容。 

    (二) 研究假设 

    1. 乡土情怀和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 

    在外求学的大学生，无论身处何地，内心深处总有一种乡土情怀。这种乡土情怀源于对宗族、血

缘、亲缘、地缘等关系的深厚眷恋，使得他们乐于与家乡人保持联系，了解家乡数字商务产业的现状

及相关优惠政策，从而萌生出创业的念头。同时，大学生对家乡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的认同与尊重，

也促使他们愿意通过数字技术向外界展示家乡的美丽风光与独特的习俗。他们愿意依托家乡的自然

资源和文化特色，开展数字商务创业。近年来，众多返乡大学生通过拍摄短视频，宣传家乡的风土

人情和特色产品，成功开展数字商务创业的例子不胜枚举。并且，大学生对养育自己的家乡怀有的

感激之情，以及希望为家乡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心情，可能会激发他们返乡数字商务创业的意愿。

综上所述，大学生的乡土情怀为他们的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乡土情怀能够显著地增强大学生的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 

    2. 创业环境和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 

    在政策环境方面，为推进数字商务的快速发展，商务部办公厅于 2021 年 1 月发布了《关于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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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商务建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各地积极开展“数商兴农”行动和丝路电商

行动。基于此，众多地区纷纷出台了旨在激励数字商务发展的相关政策。在融资环境方面，地方政府

和相关机构为激励大学生创业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担保贷款和贴息政策、资金扶

持政策等。在专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潘宏亮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数据基础支撑水平，如宽带

接口端数、域名数以及网页数等，均呈现波动上升态势[23]。此外，各地积极建设电商产业园，为创业

者提供完善的办公场地与设施。在教育与培训环境方面，众多大学已开设与数字商务相关的专业，培

养了优质的数字商务人才。在文化环境方面，GEM 全球创业报告表明，在我国，约有 60%的成年人

在面临创业选择时，不会因为担忧失败而放弃[24]。这一数据表明了我国的创业文化为鼓励创新、宽容

失败。这种环境为我国创业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综上所述，从政策、融资、专业基础设施、

教育与培训以及文化等方面来看，当前的环境为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

大学生在感知到这样的环境后，将更有可能把握机遇，选择返乡创业。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创业环境感知能够显著地增强大学生的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 

    3. 数字素养的调节作用 

    具有良好数字素养的大学生更有能力运用数字技术来识别和评估家乡的创业机会。这种能力有助

于他们将乡土情怀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创业行动，从而提升了他们返乡创业的意愿。数字素养的内涵并

不仅限于对数字工具的熟练操作，更包括了对数字经济环境的敏锐洞察力。这使得拥有良好数字素养

的大学生能够紧密结合家乡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设计和实施数字商务模式。同时，良好的数字素养

还为大学生通过数字平台构建人际关系网络、整合各类资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种资源的累积对于

创业成功至关重要，并进一步激发了他们运用数字技术返乡创业的意愿。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良好的数字素养在乡土情怀与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具备良好数字素养的大学生对于数字商务创业环境有着更为敏锐的洞察力。他们不仅能够精准地

把握创业激励政策、融资条件以及市场需求等关键因素，更能凭借这种环境洞察力，敏锐地捕捉到创

业机会，从而激发出强烈的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同时，这些大学生在数字素养的加持下，能够游

刃有余地运用互联网及其他数字工具，高效、精准地搜集、分析并利用与创业紧密相关的各类信息。

这样的能力不仅使他们对创业环境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更在无形中激发了他们的创业热情与决

心。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b：良好的数字素养在创业环境感知与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 变量测量 

    在本研究所构建的理论模型中共有 4 个变量，分别是乡土情怀、创业环境、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

愿和数字素养。其中，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为因变量，乡土情怀与创业环境为自变量，数字素养为

调节变量。乡土情怀的测量主要借鉴了黄美娇等的量表，创业环境的测量主要借鉴了任泽平等的报

告[25]和王红军的研究[26]，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的测量主要借鉴了李永强的量表，数字素养的测量

主要借鉴了姚争、宋红岩的量表[27]。各量表的题项均采用李克特 5 点评分法，1 表示完全不符合，2

表示不太符合，3 表示有点符合，4 表示较为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 

    (二) 问卷收集 

    2024 年 1 月至 3 月，本研究向大连民族大学、大连工业大学、大连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的部分农

村籍本科生发放问卷 1 500 份，共回收 1 058 份，其中有效问卷 1 055 份，有效回收率 70.33%。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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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选择从上述四所大学中收集样本，原因在于这四所高校分别为民族类、综合类、工业类以及财经类

高校，聚集了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与多民族的大学生群体，因此，从这些大学收集的数据相对具有代表

性。从样本的年级分布来看，样本中大一学生占比 22.2%，大二学生占比 38.9%，大三学生占比 31.2%，

大四学生占比 7.1%，大五学生占比 0.7%；从专业构成来看，文史哲类专业占比 8.6%，经济类专业占

比 21.5%，管理类专业占比 45.4%，理工类专业占比 21.5%，其他专业占比 3%；从性别构成来看，男

生占比 34.3%，女生占比 65.7%。 

    (三) 测量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本研究采用 SPSS 26.0 来计算 Cronbach’s α系数。α系数的值

越高，表明问卷数据的信度越高。从表 1 中可以看出，乡土情怀、创业环境和创业意愿量表的 α值均

超过了 0.9，而数字素养量表的 α值也接近 0.9，表明各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本研究采用的所有量表

均借鉴现有的成熟量表制定而成，这些量表经过多次验证和应用，因此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在进行

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检验之前，对各量表的题项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所有量表的 KMO 指数均

大于 0.8，且 p 值小于 0.001，因此适合做因子分析。从表 1 中还可以看到，各量表的因子载荷的 CR

值均大于 0.9，AVE 值均大于 0.6，表明各量表的聚合效度良好。其后，采用 AVE 法对区分效度进行

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各变量的 AVE 的平方根值均大于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变量之间具有

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1  信度与效度分析 

变量 题项 α KMO 最小因子载荷 CR AVE 

乡土情怀 10 0.930 0.927 0.677 0.941 0.618 

创业环境 15 0.957 0.956 0.735 0.960 0.631 

创业意愿 5 0.934 0.879 0.846 0.950 0.791 

数字素养 4 0.899 0.831 0.787 0.930 0.769 

 
表 2  各变量间的区分效度 

 乡土情怀 创业环境 创业意愿 数字素养 

乡土情怀 0.786    

创业环境 0.406** 0.794   

创业意愿 0.455** 0.615** 0.889  

数字素养 0.282** 0.770** 0.578** 0.877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加粗数值为各变量 AVE 的平方根值。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采用 SPSS26.0 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大学生乡土情怀的平

均值达到了 3.89，标准偏差为 0.89，这说明大学生普遍怀有较为深厚的乡土情感。同时，创业环境的

平均值为 2.86，标准偏差为 0.92，这表明大学生对创业环境的整体感知处于一般水平。创业意愿的平

均值为 2.90，标准偏差为 1.12，这反映出大学生对返乡数字商务创业的意愿处于中等水平。而大学生

数字素养的平均值为 2.74，标准偏差为 1.05，这意味着他们的数字素养尚处于一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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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乡土情怀 1055 1 5 3.89 0.89 

创业环境 1055 1 5 2.86 0.92 

创业意愿 1055 1 5 2.90 1.12 

数字素养 1055 1 5 2.74 1.05 

 

    (二) 乡土情怀、创业环境与创业意愿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讨乡土情怀与创业环境对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的影响。为确保研究的严谨

性，本研究设定年级、专业、性别、民族、本人创业经历为控制变量，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为因变

量，乡土情怀与创业环境为自变量，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容差均大于 0.1，VIF 均小于 10，这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 1 的结

果显示，F=1.815，p＞0.05，模型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模型 2 的结果显示，F=116.211，p＜0.001，

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R2=0.433，意味着模型能解释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 43.3%的方差，模

型效果较好。其中，本人创业经历这一控制变量对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具体

而言，相较于没有创业经历的大学生，有创业经历的大学生的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更强(p＜0.01)。

分析结果还表明，乡土情怀对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0.001)，乡土情

怀每上升 1 个单位，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就提升 0.257 个单位，因此 H1 成立。同时，创业

环境也对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0.001)，创业环境每改善 1 个单位，

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就提升 0.511 个单位，因此 H2 成立。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B SE β 容差 VIF B SE β 容差 VIF 

年级 0.000 0.039 0.000 0.978 1.023 −0.047 0.029 −0.038 0.972 1.029 

专业 0.029 0.018 0.052 0.882 1.134 0.001 0.014 0.002 0.877 1.140 

性别 0.064 0.078 0.027 0.861 1.161 0.116 0.059 0.049 0.849 1.178 

民族 −0.119 0.070 −0.053 0.981 1.020 −0.043 0.053 −0.019 0.978 1.022 

本人创业经历 0.178 0.142 0.039 0.979 1.022 0.278 0.107 0.061** 0.972 1.029 

乡土情怀      0.323 0.032 0.257*** 0.811 1.232 

创业环境      0.624 0.031 0.511*** 0.819 1.222 

R2 0.009 0.437 

adj.R2 0.004 0.433 

F 1.815 116.211***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三) 数字素养的调节效应检验 

    由于 Bootstrap 方法提供的置信区间更精确且更具统计检验力，所以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 检验方

法来检验数字素养在乡土情怀与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以及创业环境感知与大学生返乡数字

商务创业意愿之间的调节效应。具体来说，设定 Bootstrap 次数为 5 000，置信区间为 95%，并将年



                                                                                           2025 年第 16 卷第 2 期 

 

26

 

级、专业、性别、民族、本人创业经历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分析中。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 5 所

示，数字素养在大学生的乡土情怀与返乡数字商务创业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因此 H3a 不成立。而数

字素养也在大学生的创业环境感知与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间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这意味着，学生

的数字素养水平越高，创业环境对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的影响就越大，因此 H3b 成立。 

 
表 5  Bootstrap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调节效应 假设路径 β SE p 值 95%置信区间 检验结果

调节效应 1 乡土情怀×数字素养 0.046 3 0.026 3 0.079 3 [−0.005 4, 0.098 0] 不显著 

调节效应 2 创业环境×数字素养 0.059 5 0.021 5 0.005 7 [0.017 3, 0.101 7] 显著 

 

    (四)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通过引入新的控制变量来检验分析结果的稳健性。鉴于父母有创业经历对大学生创业意愿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8]，本研究将家庭创业经历纳入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并未发

生改变，如表 6 所示。由此可见，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3 模型 4 

B SE β 容差 VIF B SE β 容差 VIF 

年级 0.000 0.039 0.000 0.977 1.023 −0.047 0.029 −0.038 0.971 1.030 

专业 0.029 0.018 0.052 0.881 1.134 0.001 0.014 0.002 0.877 1.140 

性别 0.064 0.078 0.027 0.861 1.161 0.116 0.059 0.049 0.849 1.178 

民族 −0.119 0.070 −0.053 0.981 1.020 −0.043 0.053 −0.019 0.978 1.023 

本人创业经历 0.176 0.144 0.039 0.947 1.056 0.286 0.109 0.063** 0.942 1.061 

家庭创业经历 0.006 0.073 0.003 0.965 1.036 −0.022 0.055 −0.009 0.960 1.041 

乡土情怀      0.322 0.032 0.257*** 0.809 1.237 

创业环境      0.625 0.031 0.512*** 0.815 1.226 

R2 0.009 0.437 

adj.R2 0.003 0.433 

F 1.512 101.623***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乡土情怀与创业环境对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的影响，并揭示了数字素养在

其中的调节作用。具体研究结论如下：①大学生的乡土情怀对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②创业环境显著地促进了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的产生。③大学生的数字素养在乡土情

怀与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④大学生的数字素养在创业环境与返乡数字商

务创业意愿之间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二) 管理启示 

    研究结论对于激发大学生的乡土情怀，改善创业环境，提升数字素养水平，鼓励大学生返乡数字

商务创业，具有以下启示：第一，高校要鼓励大学生结合所学专业知识，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为家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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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贡献力量，激发其返乡数字商务创业意愿。将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等与数字商务创业相关的赛事嵌入创新创业课程，鼓励大学生结合家乡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参与数

字商务比赛，在此过程中，引导学生发现家乡的数字商务创业机会。第二，地方政府需制定一系列旨

在激励大学生返乡数字商务创业的政策措施，涉及数字商务创业专项经费资助、贷款担保、贷款贴息

补助、冷链物流管理设施和场地、办公场地、创业培训等方面。同时，地方政府需加大宣传力度，确

保这些优惠政策能够广为人知，从而引导大学生认识到家乡优质的创业环境，提升其返乡数字商务创

业的意愿。第三，高校创新创业课程的授课教师应将数字化供应链管理技能、电商直播技术、短视频

制作方法以及网店运营数据分析方法等融入课程体系，引导学生运用数字技术进行创业实践，从而提

高学生的数字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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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to start digital commerce business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rural sentiment,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digital literacy on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and start digital commerce businesses. Us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1 055 college 

students from 4 universities in Liaoning Province were survey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rural senti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and start digital commerce businesses. While digital literacy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rural sentiment and the willingness to return to hometowns for digital 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it do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this willingnes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argeted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rural sentiment and enhance their digital literacy, as well a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optimize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digital commerce 

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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