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教育论坛 
第 7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0 

Modern Education Forum 

辽宁省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调查与策略 
 

张志芮  黄馨莹  苗馨予  赵美萱  李佳萱 

沈阳大学经济学院 

DOI:10.12238/mef.v7i3.7564 

 

[摘  要]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文章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了影响辽宁省农村籍大学生返乡

创业意愿的因素,将得到的数据进行SPSS和相关经济软件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返乡资金扶持、

学校打造专业特色、学生个人注重职业规划等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促成更多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目的。 

[关键词] 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乡村振兴；logistic回归 

中图分类号：G811.226  文献标识码：A 

 

Investigation and Strategy of Rural College Students ' Willingness to Return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Liaoning Province 

Zhirui Zhang  Xinying Huang  Xinyu Miao  Meixuan Zhao  Jiaxuan Li 

School of Economics, Sheny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alent revitalization is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willingness of rural college students in Liaoning province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to start businesses. The obtained data are analyzed by SPSS and related economic software. On 

this basis,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financial support 

for returning home, building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s, and focusing on career planning of students, 

so as to promote the purpose of more college student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 to start 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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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力

量[1]。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国家采取了积极措施,吸引和鼓励各

方面人才参与。其中,青年学生是乡村振兴的决定性力量。国家

在制定相关政策上十分优越,但即便如此,仍不足以在短时间内

改变目前返乡毕业生数量不足的状况。为此,本文研究影响大学

生返乡创业意愿的因素,并提出促进大学生返乡的相关建议。 

1 研究设计 

1.1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是辽宁省在读的农村籍大学生,将

调查问卷共分为个人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经济因素、社

会因素及返乡就业意愿五个部分。此外,未来增强研究的深入性

和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进行了针对大学生的深入访谈。通过这些

方式,期望能够更准确地了解他们的返乡意愿及其背后的原因。 

通过典型抽样调查,调查样本主要来自于就读在辽宁省高

校的农村籍大学生。沈阳高校具有典型代表性,从重点高校、普

通本科以及普通职专均有所覆盖,根据既往年份各类型高校的

人数比例进行同比例样本选取。主要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

发放问卷的方式,以便更高效且广泛地收集数据。在寒假期间,

采用实地调查法,通过与已经回乡的大学生之间的访谈,发放纸

质问卷,现场填写并反馈。 

调研阶段共计发放320份问卷,通过发送问卷星链接或二维

码邀请部分在校学生和已毕业学生填写,回收问卷320份,获得

有效问卷318份。 

1.2信度效度分析 

经过利用SPSS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信度检验,测试结

果克朗巴哈系数值等于0.815,显示本次调研所用问卷的内部信

度良好。 

本研究收集数据的KMO值为0.713,Sig值为0.000,小于显著

水平0.05,故拒绝原假设,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本研究量表

的结果效度良好。 

1.3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对有效回收调查问卷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和整理后发现,

受访样本男性占比48.4%,女性占比51.6%。在学历上,硕士研究

生学历占比6.9%,本科学历占比65.4%,专科学历占比27.7%；其

中,非应届在校生占比33%,应届毕业生占比16.7%,毕业2年或以

内占比13.8%,毕业2年以上占比20.8%；在学科专业上,文科类占

比23.3%,理科类占比43.1%,工科类占比30.5%,其他如军事、艺

术等占比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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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指通过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相关性的变

量因素来衡量两个变量因素之间相关性的远近。为了进行相关

性分析,相关性因素之间必须存在一定的联系或概率[2]。 

卡方检验基本思想的理论依据是：基于从随机变量x中随机

抽取几个观测值,这些观测结果的观测频率符合x的k个不交叉

的子集基本遵循正方形的卡的分布。基于这一思路,对变量x总

体分布的验证可以从分析每次观测的频率开始。当C2分布的伴

随概率值p小于显著性水平α时,原假设被拒绝,总样本分布与

预期分布或理论分布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运用SPSS软件分别对“返乡就业创业意愿”和“性别”“是

否独生子女”“家庭年收入”进行了pearson卡方检验,结果发现

其p值分别为0.33、0.006、0.000,可以看出性别的不同与农村

籍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意愿无显著差异；是否是独生子女和

家庭年收入的不同会显著影响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意愿。如

表2数据所示,是独生子女的农村籍大学生更不愿意返乡就业创

业(30.8%),非独生子女的学生更愿意返乡创业(69.2%),非独生

子女有兄弟姐妹共同承担家庭责任,而独生子女可能承担着家庭

更高的期望,希望通过自己努力实现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留在城市,而不是选择返乡

创业[3]；家庭年收入在8-25万的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意愿性更强。 

2.2 logistic回归分析 

logistic回归分析即逻辑回归分析是一种广义的线性回归

分析模型,广泛应用于数据挖掘、经济预测等领域[4]。设y服从

参数为p的二项分布,则μ=E(y)=p,采用逻辑连接函数,即 

g(μ)=logit(p)=ln( p/1-p)=xTβ, 

这个广义线性模型称为logistic模型。 

为了考查辽宁省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

选取变量y表示“是否愿意返乡创业”(1表示愿意,0表示不愿意),

将影响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家庭、个人和社会

三个方面。将三方面因素下的二级变量分别与农村籍大学生返

乡就业创业意愿进行pearson卡方检验,筛选出与农村籍大学生

返乡创业意愿存在显著性影响的变量。利用问卷数据分别建立

三个logistic回归模型,并采用逐步向后回归分析方法消除解

释变量多重共线性后,得到模型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3 辽宁省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3.1家庭因素 

在家庭因素中,家庭年收入、经济情况、家庭是否支持和家

庭经济压力大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家乡设

施落后对创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在家庭年收入方面,农村籍大学生的家庭年收入影响返乡

就业创业意愿,显著性为0.003,说明家庭年收入在3-8万元的相

对于家庭年收入在8-25万元的农村籍大学生,更不愿意返乡就

业创业[5],Exp(B)值为1.00,故家庭年收入在8-25万的农村籍大

学生是家庭年收入在3-8万元的1倍。 

表1 辽宁省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 

影响因素 B 显著性 Exp(B)

家庭因素

家庭年收入

0.000 0.003 1.000

家庭经济情况影响 0.363 0.014 1.438

家庭是否支持 -0.392 0.004 0.676

家乡设施落后 -0.415 0.164 0.660

家庭经济压力大 -0.151 0.047 0.560

常量 1.523 0.060 4.586

个人因素 生活成长环境 -0.305 0.086 0.737

接受创业教育 0.314 0.025 1.368

所学专业的影响 0.198 0.111 1.218

乡土情怀的影响 0.323 0.008 1.382

常量 -1.079 0.142 0.34

社会因素 就业难现状的影响 0.425 0.008 1.529

国家政策 -0.195 0.039 0.623

社会创业服务环境 0.352 0.015 1.421

社会创业文化环境 0.212 0.162 1.237

常量 -1.912 0.000 0.148
 

在家庭是否支持方面,显著性水平为0.004,α=0.05下,家

庭支持情况对于返乡创业就业意愿有显著性的影响。Exp为

0.676,则说明家庭不支持的农村籍大学生愿意返乡人数仅占家

庭支持愿意返乡人数的0.676倍。 

在家庭经济压力方面,显著性水平为0.047,α=0.05,家庭

经济压力情况对于返乡创业就业意愿有显著性的影响。Exp为

0.56,则说明家庭经济压力大的大学生愿意返乡人数仅占家庭

经济压力不大愿意返乡人数的0.56倍。 

3.2个人因素 

在个人因素中,是否接受创业教育以及乡土情怀对大学生

返乡创业有显著影响,而所学专业和生活成长环境对创业意愿

没有显著影响。 

在接受创业教育方面,显著性水平为0.025,α=0.05,是否

接受创业教育对于返乡创业就业意愿有显著性的影响。Exp为

1.36,则说明接受创业教育的愿意返乡人数是未接受创业教育

愿意返乡人数的1.36倍。由此说明学生是否接受创业教育是十

分重要的。 

在乡土情怀方面,显著性水平为0.008,α=0.05,是否认为

乡土情怀重要对于返乡创业就业意愿有显著性的影响。Exp为

1.382,则说明认为乡土情怀重要的农村籍大学生愿意返乡人数

是认为乡土情怀不重要的大学生愿意返乡人数的1.382倍。 

3.3社会因素 

在社会因素中,就业现状、国家政策、社会创业服务环境对

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而社会创业文化环境对创业

意愿无显著影响。 

在就业现状方面,显著性水平为0.047,α=0.05,就业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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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对于返乡创业就业意愿有显著性的影响。Exp为1.529,则说明

不赞同就业现状难的大学生愿意返乡人数是赞同就业难现状的

农村籍大学生愿意返乡人数的1.529倍,认为就业形势严峻的大

学生更不愿意选择返乡创业。 

在国家政策方面,显著性水平为0.039,α=0.05,国家政策

对于返乡创业就业意愿有显著性的影响。Exp为0.623,则说明认

为国家政策不重要的愿意返乡人数仅占认为国家政策重要的

愿意返乡人数的0.623倍。说明国家政策对于返乡创业有重要

影响。 

在社会创业服务环境力方面,显著性水平为0.015,α=0.05,

社会创业服务环境对于返乡创业就业意愿有显著性的影响。Exp

为1.237,则说明认为创业环境重要的愿意返乡人数是创业环境

不重要的愿意返乡人数的1.237倍。 

4 促进辽宁省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对策建议 

4.1政府层面的措施 

4.1.1政府加强对大学生返乡创业资金扶持力度 

加大对返乡创业大学生创业和就业发展的补贴,为有创业抱

负的大学生提供免费参加创业培训的机会,提高创业能力和成功

率,加强对归国创业型大学生的税费、企业注册等支持政策[6]。

对于支持大学生返乡入乡的金融机构,要制定和完善的金融支

持体系,给予大学生一定的资金支持,确保大学生更好创业。 

4.1.2政府加大大学生返乡创业优惠政策的宣传 

加大创业政策宣传力度,以加强高职院校的农村大学生对

相关政策信息的了解,使更多大学生了解并意识到政府对农村

创业的鼓励与支持,引导各类媒体和高校宣传学生返乡先进事

迹和重要意义,为农村大学生返乡创业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进

一步激发他们返乡创业热情。 

4.2学校层面的措施 

4.2.1提高创业竞争力 

学校可以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共同开发课程、优化教材,

利用多种类型的创新创业活动,调动学生的创新积极性,提升学

生相应的职业能力；也可通过对大学生在农村就业创业开展一

定的模拟演练,从实战中总结就业创业经验。 

4.2.2加强市场平台对接 

高校大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文化知识,而最为匮乏的是创

业实践的能力,最 

为缺乏的也是创业实践的平台和机会,通过校企对接,既能

为企业输送新鲜血液,又能促进高校大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

实践应用,特别是在农村振兴的大背景下,通过学校的联络对接,

有效解决阻隔。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掌握市场营销、经济管理、

工程设计等各类实用技能的人才缺乏的现象[7]。 

4.3个人层面的措施 

4.3.1提高自身能力 

农村大学生应加强自学能力,不断提高自我表现力,提高对

市场经济法律、规律、经济管理的认识,积极融入农业农村发展

实际。通过积极参与各种社区活动和社会实践,提高社会技能,

提前为未来的创业资金做准备[8]。 

4.3.2重视职业生涯规划 

要关注农村需求,及早制定职业规划,充分认识自己,深入

学习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扬长避短,结合自身兴趣、特长和能

力制定职业规划。提高业务技能和专业能力,学以致用,努力成

为有德有才的能人。保持对国家就业政策的敏锐感知,特别是针

对返乡地区的人才激励政策,务必事先做好周全的准备和规划。 

5 结语 

返乡创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板块,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发挥

大学生的力量,这与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意愿密切相关。很多时候

大学生是在被动的参与,并没有真正地激发其内生动力,发挥出

大学生本身的主体性。因此,本研究从政府、高校以及个人层面

提出对策建议,营造更加良好的返乡创业环境,对实现乡村振兴

战略目标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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