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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九大以来，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建设关键在人，特别是青年人才。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

农村人口流动的规模、方向、特点发生了改变。本文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农村青年回流动力机

制及其影响因素，并对结果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青年回流的动力机制主要为对家乡的情感、照

顾老人及子女、社会关系集中在家乡，是主动回流行为；男性、已婚、工作年限越长回流意愿较高；参

加流入地医疗保险的回流意愿较低；对家乡的情感越浓烈，越重视家乡的社会关系回流意愿越高；家乡

的社会关系对青年回流意愿的影响存在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应的支

持政策及具体优化路径：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就业创业服务政策；优化乡村环境，吸引青年参与乡

村振兴；强化情感服务，增强政策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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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rty has put forwar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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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key to rural development lies in people, especially young tal-
ents. Theref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scale, direction and characteris-
tics of rural population flow have changed. In this paper,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youth return intention,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results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young 
people’s return is mainly the emotion towards their hometown, taking care of the elderly and 
their children, and social relation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ir hometown, which is an active return 
behavior. Male, married, and longer working years have higher return intention; The return in-
ten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medical insurance at the destination is low; The stronger the emotion 
to hometown, the more attention to hometown social relations, the higher the return intent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gender and education level i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relations in home-
town on young people’s return inten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upport policies and specific optimization paths from three aspects: improving so-
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providing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service policies; Optimizing 
the rural environment and attracting you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We will 
strengthen emotional services and make policies more att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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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特别强调乡村建设关键在人，特别是青年

人才。各地政府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号召，制定了各类吸引青年劳动力返乡的优惠政策，使得农村人口

流动的规模、方向、特点等都发生了改变，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回流成为常态。2021 年农民工监测调

查数据显示，省内流动增加，40 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 48.2%，比上年下降 1.2%，这表明农村劳动

力外出劳动力的数量出现下降趋势，省内流动继续增加，大量劳动力选择从城市返回到农村[1]。从年龄

结构看，40 岁及以下的农民工占比 50.6%，可见青年是劳动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也是农村发展的中坚

力量。 
由于大量青年劳动力的外流，使得很多农村成为“空巢村”，造成无人建设的局面。因此，了解青

年的回流意愿，有助于吸引青年回乡建设，缓解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因此，在乡村振兴背

景下，分析农村青年劳动力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成为必要，为助力农村经济建设提供数据参考，有利

于制定吸引和留住青年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2]。鉴于此，文章主要提出以下问题：农村青年劳动力

的回流愿意如何？回流的动力机制是什么？青年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

利用课题组的调研数据对农村青年回流意愿及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同时使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方

法探究其影响因素，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的支持政策，为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借鉴。 

2. 文献综述 

农村青年劳动力回流作为人口迁移的重要部分，受到学者的关注。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第一是从微观层面研究个人及家庭特征对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影响，主要的自变量有性别、年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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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齐瑶娣，朱宇等(2019)得出相对于女性，男性外出较多，且更愿意回流，此外

已婚的更倾向于回到家乡，这是因为青年的回流决策很大程度上与配偶的支持有联系，已婚者会多考虑

到家庭因素而返乡。个体的学历水平对回流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土地是农户家庭发展的根本，是农村

劳动力流动的重要考虑因素(王丽媛，韩媛媛 2020) [3]。第二是从宏观角度分析制度因素、经济因素、社

会保障因素等对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徐斌、洪双(2015)得出制度与政策变迁对劳动力的影响更重要的

在于其对农村“生活预期”、“心理定位”等心理因素的长期作用。根据推拉理论，农村劳动力离开农

村迁往城市，往往就是由于农村的发展机会差，资源少，而城市的各项保障措施，公共基础设施都比较

完善(段成荣等，2019) [4]。 
第三是从个体的心理角度出发，更深层次的进行探索。在社会融合因素中，由于城乡户籍制度使得

农民工不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和职工同等的待遇，这些因素都形成了城市的推力，迫使农民工返回到

家乡(余运江等，2014)。秦雪征、周建波(2014)等将社会保障因素纳入模型，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

民工回流意愿较高。青年与本地人相处融洽并成为其一员的回流意愿较弱(张新等，2018) [5]。情感因素

的影响研究中，黄敦平、方建(2021)得出社会资本中社会经验、社会参与、社会网络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

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家乡的社会资本越多、而流入地社会资本越少，则回流意愿越强烈。 
综上所述，以往的研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都有较多的研究，但大多数都集中在农民工的

研究，少有对青年返乡的机制进行探究。由于“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在在受教育程度、社

会发展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回流的决策机制也不尽相同，现有研究对农村劳动力群体内部差异的

探讨相对不足。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究农村青年劳动力回流机制及支持政策仍具有重大意义。 

3. 数据、变量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关于青年的定义，学界没有一致的结论，在不同场域中，青年的含义具有不同的界定方式。世界卫

生组织(2017)将青年定义为 15~45 周岁，中国国家统计局将青年定义为 15~34 周岁。对回流的概念文丰

安(2021)指出劳动力回流是指外出劳动力向原出发地流动的行为或过程。因此，本文将回流青年的概念界

定为，离开目前所在地，回到青年家乡所在的县城及以下的 18~45 岁的青年劳动力。根据对调研对象的

界定，小组成员利用线下在各自所在的农村地区进出调研，以及结合线上发放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调

研的主要内容包括个人及家庭基本信息、回流的意愿以及愿意和不愿意回流的原因、家乡的政策制度和

资源环境、个人的社会融合和情感因素。调研时间为 2020 年 1 月~2020 年 3 月，最终经过筛选，共回收

有效问卷 395 份。 

3.2. 变量选择 

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村青年的回流意愿，问卷中的相关问题是“您的回乡的意愿是：”，将答案操作化

为“不愿意”和“愿意”二分类变量。对于自变量的命名和解释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控制变量，主要包

括个人和家庭因素的五个变量：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是否有宅基地。二是对政策制

度、资源环境、社会融合、情感因素四个核心自变量进行定义和解释，每一核心变量都包括 3~4 个具体指

标，并利用李克特 5 分量表进行选项的设置。例如“您认为家乡的社会关系对我的回流意愿影响很大？”

将五个选项分别赋值为：完全不同意 = 1；不太同意 = 2；一般 = 3；比较同意 = 4；完全同意 = 5。 

3.3. 研究方法 

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是一种非线性模型，研究二分类观察结果与一些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一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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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分析方法，是对二分类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常用统计分析方法。而多元 logistics 回归模型则是适

用于因变量为多分类的研究。本文的研究中青年劳动力回流意愿(即因变量 Y)分为了两种情况“愿意”和

“不愿意”属于二分类离散变量，适用于二元 logistic 回归。因此，本文利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

农村青年劳动力回流意愿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假设青年劳动力愿意回流的概率为 p，那么不愿意回流的

概率则为1 p− 。其中 0b 是常数项，xi 对应各个自变量，bi 是回归系数。 

( ) 0 1 1 2 21 k k
pp In b b x b x b x

p
θ

 
= = + + + + − 

  

4. 实证分析结果 

4.1. 农村青年回流的动力机制 

在 395 份有效调研问卷中，有 254 人表示愿意回流，占比 64.3%，可见大部分农村青年选择返回家

乡。在回流的特征上，男性青年占回流主体、已婚青年的返乡意愿更高，并且越来越多受教育良好的青

年也愿意返回家乡，响应国家乡村振兴的号召。如表 1 所示，根据“推拉理论”进一步探索青年回流的

动力机制，57.62%的青年选择“对家乡的情感”，44.76%是“为了照顾老人和小孩”，36.19%是因为“社

会关系集中在家乡”。可见青年选择返乡不是由于城市的排斥力被迫返乡，而主要是基于个体的主动选

择和农村拉力作用，是一种主动行为。而不愿意回流的主要原因是在城市能够使自己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占比 48.35%。45.6%的青年是为了让子女在城市受到更好的教育，42.86%是因为在城市能有更多的工作

机会和更为丰厚的收入水平。由此得出农村青年不愿意返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城市的吸引力。 
 
Table 1. Comparison of driving force mechanism of rural youth labor return 
表 1. 农村青年劳动力回流动力机制对比 

愿意回流的原因 不愿意回流的原因 

家乡生活成本低、竞争压力小 32.86% 城市工作机会多收入高 42.86% 

对家乡的情感 57.62% 城市基础设施完善 37.91% 

国家对青年返乡的政策支持 31.43% 城市社会保障齐全 38.46% 

社会关系集中在家乡 36.19% 为了让子女在城市受到更好的教育 45.60% 

为了照顾老人小孩 44.76% 自己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48.35% 

城市就业压力大 26.67% 农村务农及其他收入太少 41.21% 

在城镇容易受到歧视 15.24% 农村生活及居住条件不好 25.82% 

城镇住房太贵 25.24% 农村就业岗位少 31.32% 

子女在城镇入学困难 16.67% 农村基础设施差 23.63% 

城镇户口难以得到解决 15.71%   

4.2. 回归结果分析 

利用 SPSS26.0 软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量表整体的克隆巴赫 Alpha 值为 0.791，大于 0.7，因此该

量表的信度良好。再检验问卷的效度，KMO 的值为 0.958，大于 0.7，Sig.值为 0.00，说明问卷效度良好。

如表 2 所示，五个模型依次加入了控制变量、政策制度、资源环境、社会融合、情感因素以检验各变量

对青年回流意愿的影响。以模型 5 为最终的解释模型，因为这是加入了全样本变量的模型，其结果更具

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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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sults of binary logistic model test 
表 2. 二元 logistic 模型检验结果 

类别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控
制
变
量 

性别 0.775*** 0.89*** 1.012*** 1.126*** 0.956*** 

婚姻状况 1.322*** 1.45*** 1.556*** 1.673*** 1.593*** 

受教育程度 0.147* 0.195* 0.197* 0.351*** 0.233* 

工作年限 0.066** 0.086*** 0.093*** 0.112*** 0.115*** 

是否有宅基地 0.419* 0.258 0.367 0.342 0.250 

政
策
制
度 

人才引进政策  0.298** 0.248* 0.207 0.227 

社会保障制度  0.498*** 0.408*** 0.352** 0.268* 

就业培训政策  0.967*** 1.001*** 0.985*** 1.000*** 

环
境
资
源 

公共基础设施   0.346** 0.346** 0.316** 

学校教育质量   −0.259 −0.293 −0.280 

医疗水平服务   0.028 0.028 0.047 

交通运输状况   0.404*** 0.405** 0.384** 

社
会
融
合 

与本地人相处融洽    0.199 0.078 

生活习惯差别大    0.079 −0.056 

城乡居民医疗    −0.648* −0.645* 

城镇居民医疗    −0.997** −0.850* 

城镇职工医疗    −0.913** −0.894** 

家人支持程度     0.198 

情
感
因
素 

家乡情感     0.310** 

家乡社会关系     0.31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4.2.1. 个人特征的影响 
如表 2 所示，模型 1 是控制因素对青年回流意愿的影响。性别是二分类变量，系数为 0.956，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以女性作为对照组，男性青年的回流意愿比女性高。婚姻状况的系数为 1.593，
表明以未婚为对照组，已婚青年的回流意愿更高。受教育程度是一个有序变量，学历水平越高的青年也

倾向返乡建设家乡。工作年限的系数为 0.115，说明工作年限越长，回流意愿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农村青

年年轻时倾向外出获取更多的收入和经验，而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更倾向于返乡工作。户籍地是否有宅

基地变量随着变量的加入不再显著，这说明户籍地是否有宅基地对青年回流意愿没有影响，这表现出与

老一代农民工重视家乡宅基地的决策不相同。 

4.2.2. 政策制度和资源环境的影响 
模型 2 是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引入政策制度变量，对模型 2 至模型 5 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发现，社会

保障制度和就业培训政策都通过显著性检验。通过模型 5 得出，社会保障制度的系数为 0.268，说明对家

乡社会保障制度满意度越高，青年越愿意回流。随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各项资源、公共服

务等也有在加强，因此农村对青年产生了拉力作用。就业培训政策系数为 1，且 p < 0.01，表明家乡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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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就业技能培训政策的青年回流意愿是没有提供培训的 1 倍。这表明青年重视自身人力资本的提升，希

望通过培训来增加自身的竞争力。人才引进政策对回流意愿影响不显著。 
模型 3 是在进一步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引入资源环境的变量，得出公共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状况的系

数分别为 0.316、0.384，表明对家乡的公共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状况越满意，回流意愿越高，而家乡学

校教育质量以及医疗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受访者所处的农村教育质量和医疗水平本身并不

高，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农村青年首先注重的是基础需求的满足。 

4.2.3. 社会融合和情感因素的影响 
模型 4 是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再加入社会融合维度的变量，结果显示，与本地人相处是否融洽以及生

活习惯是否有差别对青年的回流意愿没有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青年的可塑性较强，对环境的变化具有较

强的适应性，因此这方面对其影响不大。参加的医疗保险种类是分类变量，探究了不同的保险类别对回

流意愿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医疗、城镇居民医疗、城镇职工医疗的系数为负数，表明参

加了城乡居民医疗、城镇居民医疗、城镇职工医疗比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回流意愿低。进一步体

现了健全医疗保险制度的重要性。 
模型 5 是在模型 4 的基础上再引入情感因素的变量，是全样本模型。结果显示在情感因素上，对家

乡的情感系数和家乡的社会关系均为 0.31，p 值分别小于 0.05 和 0.1，说明青年对家乡的情感越浓厚以及

越重视家乡的社会关系，青年的回流意愿越高，表明青年较为重视内心情感需要的满足，属于更高层次

的需要。同时家乡的庞大熟人关系网络能为青年带来更多的资源和便利性，因此相对于城市的“外来者”

身份，很多青年更愿意选择回到家乡，家乡的关系网络能为其带来更加强烈的归属感。 

4.3. 异质性分析 

如表 3 所示，本文进一步将样本按照性别、受教育程度进行划分，来探究家乡的社会关系对农村青

年劳动力回流意愿影响的群体性差异。结果表明，相对于女性，家乡的社会关系对男性青年劳动力回流

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家乡的社会关系对青年回流意愿的影响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在受教育程度上，

高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为 0.398。这说明，相对于高中以上受教育，

家乡的社会关系对高中以下受教育青年劳动力回流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

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拥有更好的社会资本，更容易与本地人建立联系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

因此对家乡的社会关系依赖程度较低。 
 
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relations by gender and education level on the intention to return 
表 3. 按性别、受教育程度划分的社会关系对回流意愿的影响 

变量 
按性别划分 按受教育程度划分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高中及以下 高中以上 

家乡社会关系 1.307** 0.225 0.398* 0.33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21 274 171 224 

注：*、**分别表示在 10%、5%水平上统计显著。 

5. 研究结论及支持政策 

文章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了个人特征、政策制度、资源环境、社会融合、情感因素对农村

青年劳动力回流意愿影响，并分析在不同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上，家乡社会关系对回流意愿影响的差异。最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8610


韩素念 等 
 

 

DOI: 10.12677/aam.2022.118610 5793 应用数学进展 
 

后得出以下结论：1) 目前农村青年的回流意愿较高，然而农村的学习机会较少、收入低以及子女的受教

育资源不足是阻碍青年回流的主要因素。2) 女性、未婚、工作年限较低的青年回流意愿较低。农村的社

会保障制度、就业培训政策、公共基础设施、交通状况的改善有利于促进青年的回流。同时青年对家乡的

情感以及家乡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是吸引青年回乡建设的重要因素。3) 男性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更

容易因为家乡现有的社会关系而选择回乡。可见，应重视这两类青年群体家乡社会关系的构建和维护。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数据是基于个人的实地调研而得，缺乏一定的代表性。在研究上也

缺少对青年的回流意愿进行影响路径的分析。在异质性的分析上，只对家乡社会关系在性别和受教育程

度的影响差异上进行分析，没有探讨多个因素的影响差异。对此，之后的研究可以利用权威数据库的数

据进一步在影响路径以及群体差异上展开研究。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文章从以下三方面提出农村青年回流的支持政策及具体优化路径： 

5.1.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青年提供就业创业服务政策 

社会保障是为公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重要手段，如今，社会保障制度越来越受到青年劳动力的重

视。第一政府要给与高度的重视，加大对企业的监察力度，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并为青年劳动力的权

益提供有力的保障[6]。第二，应加大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宣传，提高青年的权益意识，如借助新媒体等途

径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与此同时，青年的返乡打算是就业和创业的居多，且农村青年希望

政府在“就业创业指导机构、技能培训、咨询服务”方面提供帮助。同时，政府可以引导培育出一批就

业创业的带头人和导师，继续帮助下一代青年，形成互帮互助、资源共享的良性发展模式。帮助青年完

成从晚辈后生、新农人、农业企业家、返乡代表到领头人的社会角色转化，为鼓励青年参与乡村建设创

造有利条件[7]。 

5.2. 优化乡村环境，坚持产业兴乡战略 

优美的环境与完善的配套设施是当下青年择业的重要指标。乡村振兴首要是产业振兴，要充分结合

农村各地的特色资源优势，将现代元素注入乡村特色产业中。在纵向上，在传统农林牧渔等基础产业上

延伸产业链，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产品销售等。横向上，拓展农业的多重功能，将农业与旅游、文化、

教育等多种产业融合方式[8]。此外，在农村产业发展的同时，为年轻人提供发展的空间也是关键所在，

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就业创业，创造自己的价值。因此，振兴农村地区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和文化

三方面全面的振兴，还需要生态环境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全面振兴，只有这些方面的全面振兴，才能使青

年人才待得下，留得住。 

5.3. 强化情感服务，增强政策吸引力 

在现有的返乡鼓励政策中，许多政策集中于物质和财政补贴，较少考虑到外出青年的情绪感受和社

会关系等因素。因此政府可以以乡土情怀为核心，主打“感情牌”，而不仅仅局限于财政和物质上的帮

助等方面[9]。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组织外出务工同乡青年之间参与家乡的联谊活动，让他们及时了解家

乡信息，让青年明白家乡的需要，从而产生被需要感和被重视感，以主人翁精神参与到乡村振兴中。同

时发挥舆论的作用，对青年返乡行为进行媒体正面报道，在满足返乡青年自我实现感的同时也构建当地

的宣传渠道，以吸引更多的离乡青年返乡。营造出是乡村建设需要青年的参与，让青年“主动回流”而

不是“被动回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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