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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对于缓解就业压力、推动乡村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以兰州

市涉农高校(甘肃农业大学和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319名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

借助信度分析、因子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等方法，探究影响涉农高校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意愿的因

素。研究发现，外部支持、个人能力、个人特征、家庭影响和外部影响因素均对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产

生正向影响，其中外部支持是核心驱动因素。基于此，文章提出完善政策支持与能力培养体系、加强家

庭与社会协同助力、优化信息与示范引领机制等对策建议，旨在为推动大学生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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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ollege students’ return-to-hometown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lleviating employment pressure and pro-
moting rur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takes 319 students from Lanzhou-based agriculture-rela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nd Gans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
lege of Agriculture) as research objects, collects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e-related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for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by means of reliability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external support, personal ability,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family in-
fluence,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factors a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for entrepreneurship, with external support being the core driving fac-
tor.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improving the 
policy support and ability training system, strengthening family and social collaboration, and optimiz-
ing the information and demonstration leading mechanism,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romot-
ing college students’ return-to-hometown entrepreneurship and help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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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民族复兴进程中，乡村振兴地位关键。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生规模持续扩大，2025 年预计达 1222 万

人[1]。在就业市场竞争加剧背景下，《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强调就业的

民生底色与战略意义。大学生作为知识技能载体，返乡创业既契合个人职业发展需求，更是响应国家号

召、以实际行动服务乡村振兴的时代选择。 
电商作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业态，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引擎。《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深化农村电商布局，

助力乡村振兴”，强调通过电商推动农产品品牌化、完善物流体系、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在此背景下，

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不仅是响应国家战略的生动实践，更是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创新路径。同时涉农大

学生返乡电商创业又具有独特优势显著，专业知识贴合农业需求，对农村有深入了解和情感认同，既能

提升农产品溢价空间，又能促进乡村文化传承与传播。 
从理论层面看，大学生返乡创业契合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理论与创新驱动发展理论：前者通过推动人

才城乡双向流动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为农村注入知识型劳动力；后者通过引入新技术、新理念、新商业

模式，激活农村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2]。从现实意义看，其为乡村振兴开辟新路径——大学生依托专业

能力因地制宜布局创业项目，赋能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同时为个人提供“知识转化实践”的舞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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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乡村中实现职业发展与社会价值的双向提升[3]。 
本研究聚焦于影响涉农高校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的因素，并通过实证分析明确各因素的影响程度。

期望研究成果能够为政府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扶持政策、高校开展更有效的创业教育、社会提供更完善的

创业支持提供科学依据，进一步推动大学生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2. 文献综述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成为研究热点，国内众多学者围绕此展开研究，成

果丰富且各具特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2.1. 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相关研究 

刘敏娜指出，乡村振兴中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成为人才回流关键，但面临家庭观念阻碍、高校指导

形式化、政策落地“走样”等社会支持短板，需构建家庭情感支撑、高校学科对接、政府政策保障的协同

体系[4]。梁海珍、吴海琼构建“内在心理–外部环境”框架，揭示成就动机与目标价值追求驱动创业意

愿，个人能力、家庭态度、政策支持等外部因素显著影响决策，强调心理资本的风险应对作用[5]。庄强

提出“政策完善–意识强化–环境优化”路径，主张健全薪资福利、户籍教育等保障机制，通过“青春

兴晋”等活动转变认知，搭建“一站式”平台整合创业服务，推动产业融合创造多元岗位[6]。姚朝宗等

聚焦农村籍大学生“补位”功能，指出其凭借乡土认同在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发挥作用，受经济利益、

乡土情结、价值实现驱动，需通过政策“绿色通道”、高校特色专业、典型宣传破除观念束缚[7]。 
综合研究，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对乡村振兴意义非凡却挑战重重。影响其决策的因素多且相互交织。

后续研究应聚焦构建更完善协同的支持体系，加强家庭、高校、政府等主体合作。同时，依据大学生个

体差异与乡村实际需求精准制定政策，提升政策针对性与实效性，助力乡村振兴。 

2.2. 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相关研究 

蔡滨以福建大学生为对象，通过政策分析与调研发现，政策支持力度和公共服务完善度正向影响创

业意愿，而创业主体实践经验欠缺、产品创新能力不足及品牌创建意识薄弱是主要困境[8]。赵雪梅基于

东三省 15 所高校 852 名大学生样本，构建五维度农村创业环境指标体系，实证表明政策支持与经济社会

环境显著提升返乡电商创业意愿，金融服务环境影响不显著，且男性、经管类专业、有社会实践经历者

意愿更强[9]。余雅晶归纳出四种创业实践模式，指出现有模式推广面临高校创业教育与产业需求脱节、

政策落地效率不足的瓶颈[10]。梁雪结合政策解读与消费升级理论，分析指出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可推动

农村消费升级，但需解决资金短缺与人才流失问题[11]。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从创业环境、实践模式、政策支持等维度揭示了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的驱动机

制与现实挑战，但在样本区域多样性、创业长期效应及数字技术赋能等方面仍需深化，未来研究可聚焦

跨区域比较、技术融合路径与长效政策评估体系构建。 

3. 乡村振兴背景下涉农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意愿调查分析 

3.1. 问卷的设计与调查 

本研究以甘肃农业大学和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为对象，运用随机抽样法，借助“问卷星”平

台线上发放问卷收集数据。问卷设计参考了国内外研究成果与实际案例，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学

生返乡电商创业影响因素，分为个人基本信息、外部环境、家庭情况和自身情况四个部分。调查对象为

两校大一至大四的专科生和本科生，涉及多学科领域。此次共发放问卷 340 份，经筛选得到有效问卷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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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效率 94%，为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不过，本次样本局限于两所涉农高校，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

范围至不同地区、层次高校的学生，提升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和适用性。 

3.2. 所用研究方法的特征 

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是从众多原始变量中提取少数综合因子的统计方法。在本研究中，其意义在于

将影响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意愿的诸多复杂变量进行降维处理，浓缩信息。通过提取公共因子，简化数

据结构，把多个具有相关性的变量归结为几个核心维度，使研究人员能够更清晰地把握影响大学生返乡

电商创业意愿的关键因素类别，深入了解这些因素之间的潜在联系，为后续精准分析和制定策略奠定基

础。 
二元 Logistic 回归：二元 Logistic 回归用于分析自变量对二分类因变量的影响。本研究中，因变量为

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意愿(愿意或不愿意)，通过构建该模型，能够明确不同影响因素对大学生返乡电商创

业意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可以量化每个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抑制创业意愿，判断各因素的重要性，

进而为制定针对性地促进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政策和措施提供数据支持和科学依据。 

4. 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4.1. 分析模型变量选取 

在选取这些变量时，充分考虑了其与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意愿之间的潜在联系(见表 1)。例如，选取

“独生子女”作为变量，是因为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资源分配、家庭期望等方面可能存在特殊性，进而

影响其返乡创业决策“中共党员”这一变量，考虑到党员往往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可能

会对返乡创业意愿产生影响。通过对这些变量的分析，能够更全面地探究影响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的因

素。 
 
Table 1. The selection and meaning of research variables 
表 1. 研究变量的选取与含义 

变量名称 含义 变量定义 

个人特征 

性别 1 = 男，0 = 女 

年龄 1 = 18 岁以下，2 = 19~21 岁，3 = 22~24 岁，4 = 24 岁以上 

学历 1 = 专科，2 = 本科 

专业类型 1 = 经管类，2 = 农林类，3 = 理工类，4 = 教育学类， 
5 = 文史艺术类，6 = 医学类，7 = 其他 

U1 独生子女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U2 中共党员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U3 成绩优异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U4 学生干部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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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家庭情况 

家庭年收入 1 = 4 万以下，2 = 4~6 万，3 = 8~10 万，4 = 10 万以上 

T1 家庭支持创业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T2 亲朋好友中有电商创业成功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T3 家庭电商认知度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T4 家人希望返回家乡就业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T5 家庭给予资金支持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外部环境 

S1 电商政策支持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S2 当地创业有规范的法律保障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S3 物流便利性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S4 家乡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S5 电商平台资源获取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S6 电商培训参与度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S7 学校电商创业引导力度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S8 电商创业技术指导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S9 更便捷的政务关系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S10 帮助协调村民关系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个人能力 

U5 电商运营技能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U6 数字技术应用能力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U7 电商实践经历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 
4 = 比较重要，5 = 非常重要 

4.2. 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构建 

在探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涉农高校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意愿影响因素时，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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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是深入分析的关键环节。本研究以返乡电商创业意愿(二分类变量，1 = 愿意，0 = 不愿意)为因变量，

基于因子分析提取的公因子为自变量构建二元逻辑回归模型。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公式为： 

( ) 0 1 1 2 2 3 3logit ln
1 n n

pp F F F F
p

β β β β β
 

= = + + + + + − 
  

其中，p 代表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的意愿概率，即因变量取“1”(愿意返乡创业)的概率；1 − p 表示大学

生不返乡电商创业的概率。 0β 是常数项。 

5. 实证结果 

5.1. 因子分析结果 

在研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涉农高校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意愿时，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

性，对问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分析，并开展因子分析以提炼关键影响因素。 
信度分析采用学术界常用的 Cronbach’s α (克隆巴赫)系数，以 0.7 为界限衡量问卷稳定性和可靠性。

本研究问卷总克隆巴赫系数达 0.914 > 0.7，且删除项后系数小于删除前，这表明问卷的内在信度良好，

所收集的数据质量较高，可用于后续深入分析。 
效度评估则借助 KMO 法和巴特球面法。通常要求巴特莱特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低于 0.5，KMO 值

高于 0.5，此时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本研究中，KMO 值为 0.888，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

6273.499，p 值为 0.000 小于 0.05，说明问卷设计合理，能有效测量研究变量，数据的结构效度良好，为

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基础上，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通过最大方差正交旋转简化因子结构，从原始

的 22个指标中提取出 5个特征值大于 1的因子。这 5个因子旋转后方差解释率分别为 37.751%，19.254%，

9.471%，7.484%，4.804%累计方差解释率达 78.763%，有效浓缩了原始数据信息。根据旋转成分矩阵，

将 22 个指标信息归纳到 5 个公共因子中，分别命名为外部支持因素、个人能力因素、个人特征因素、家

庭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并且，问卷中的“性别返乡创业”“年龄”等个人特征基本信息与“个人

特征因素”变量归类相符，进一步验证了问卷设计的效度，确保能有效测量相关变量，为后续探究各因

素对大学生意愿的影响提供了有力支撑。 

5.2. 二元 Logistic 回归 

本研究通过 SPSS 进行二元 logic 来探究自变量：外部支持因素、个人能力因素、个人特征因素、家

庭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对因变量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程度。下表中模型系数的 Omnibus 检验以及内

戈尔科 R 方，主要用于判断模型拟合优度(见表 2)。本案例中，Omnibus 检验卡方为 58.269，p < 0.05，且

内戈尔科 R 方 = 0.235 > 0.05，说明模型的拟合较好(见表 3)。 
 
Table 2. Omnibus test for model coefficients 
表 2. 模型系数的 Omnibus 检验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步骤 1 

步骤 58.269 5 0.000 

块 58.269 5 0.000 

模型 58.269 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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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Model summary 
表 3. 模型摘要 

步骤 −2 对数似然 考克斯–斯奈尔 R 方 内戈尔科 R 方 

1 338.475 0.167 0.235 

 
由此得出回归方程：log(返乡创业意愿程度) = 1.002 + 0.776 * 外部支持因素 + 0.282 * 个人能力因

素 + 0.523 * 个人特征因素 + 0.34 * 家庭影响因素 + 0.321 * 外部影响因素。在显著性检验，五个因子

都通过了，可以进入回归方程模型。外部支持因素的回归系数值为 0.776，个人能力因素的回归系数值为

0.282，个人特征因素的回归系数值为 0.523，家庭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值为 0.34，外部影响因素的回归系

数值为 0.321，说明五个因子对于返乡电商创业意愿程度都有正向影响，其中外部支持因素是影响返乡创

业意愿的最重要因素(见表 4)。 
 
Table 4.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4.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B 标准误差 瓦尔德 自由度 显著性 Exp (B) 
EXP (B)的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外部支持因素 0.776 0.156 24.631 1 0.000 2.173 1.6 2.953 

个人能力因素 0.282 0.128 4.823 1 0.028 1.326 1.031 1.706 

个人特征因素 0.523 0.158 10.948 1 0.001 1.688 1.238 2.301 

家庭影响因素 0.34 0.154 4.871 1 0.027 1.406 1.039 1.902 

外部影响因素 0.321 0.159 4.057 1 0.044 1.378 1.009 1.883 

常量 1.002 0.148 45.848 1 0.000 2.724   

注：因变量：返乡电商创业意愿程度。 

5.3. 结果分析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外部支持因素对涉农高校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意愿的影响最为

显著，回归系数达 0.776，居五大影响因素之首。因子分析显示，该因素通过政策、基建、平台、高校及

基层协同等 10 个维度(S1~S10)，构建起立体化支撑网络，全面激发创业动能。政府政策与制度保障是降

低创业门槛的核心驱动力。电商政策支持(S1)通过专项补贴、税收减免和孵化基地建设，缓解资金压力；

规范的法律保障(S2)与“一站式”政务服务(S9)，降低制度性风险，提升行政效率，增强创业信心。物流

与基础设施是电商创业落地的硬件基石。物流便利性(S3)通过提升网点覆盖率、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直

接影响生鲜电商创业意愿；家乡网络覆盖、冷链仓储等基础设施(S4)，为高附加值农产品运营提供支撑，

保障供应链稳定高效。电商平台与资源对接是激活创业动能的关键纽带。接入主流电商平台农产品专区

(S5)可获流量扶持与市场拓展机会，助力项目触达消费者；电商培训参与度(S6)通过系统性技能培训，提

升数字技术应用与电商运营能力，增强创业胜任力。学校引导与技术赋能是提升创业胜任力的核心路径。

高校加大电商创业引导力度(S7)，通过专业课程与实践活动推动教育融合；提供数据分析、供应链管理等

技术指导(S8)，提升项目可行性与存活率，筑牢理论技术根基。社会网络与基层协同是优化创业生态的柔

性支撑。地方政府或村集体协调村民关系(S10)，帮助大学生融入乡村社会网络，降低初期人际协作成本，

营造良好创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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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些外部支持因素相互作用，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

力量。从社会认知理论来看，政府的电商政策和物流便利性降低了创业风险，增强了大学生的自我效能

感，契合班杜拉的观点，即积极的环境认知能够激发创业意愿[12]。这表明外部支持通过优化创业环境，

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了信心和动力。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电商平台资源获取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

社会资本，降低了创业成本，契合林南的观点，即社会资本是创业者获取资源、实现目标的关键[13]。这

说明社会关系网络在大学生返乡创业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土壤养分”作用。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学

校电商创业引导力度与技术引导增强了大学生的创业胜任力，契合舒尔茨的观点，即人力资本的增值能

够提升个体的竞争力，从而增强创业意愿。这体现了高校在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方面的关键作用[14]。 

6. 研究结论及建议 

6.1. 结论 

本研究围绕乡村振兴背景下涉农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意愿展开实证分析，通过对兰州两所涉农高校

319 名学生的调研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与二元 Logistic 回归，得出以下结论：外部支持、个人能力、个人特

征、家庭影响和外部环境因素均对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外部支持因素(回归系数

0.776)为核心驱动要素，涵盖政策保障、基础设施、平台资源等多维支撑；个人能力中的电商运营技能与

实践经历、个人特征中的党员身份与学生干部经历等对创业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家庭支持与外部环境

通过情感认同和资源协同进一步强化创业倾向。基于此，研究建议从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强家庭社会

协同及提升学生创业能力三方面发力，为推动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路径。 

6.2. 建议措施 

6.2.1. 完善政策支持与能力培养体系 
政府应持续完善政策支持。一方面，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提高创业补贴标准，延长补贴期限，拓宽

税收减免范围，针对不同类型的涉农创业项目给予精准优惠。另一方面，强化金融支持，引导金融机构

开发专属信贷产品，简化贷款审批流程，降低贷款门槛，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高校

要优化创业教育体系。构建涵盖创业理论、实践操作和案例分析的课程体系，增加实践课程比重，让学

生在实际操作中积累经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选拔培养一批兼具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教师，同时邀

请创业成功人士走进校园分享经验。此外，设立创业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场地、设备等资源，助力创

业项目孵化[15]。 

6.2.2. 加强家庭与社会协同助力  
家庭在大学生返乡电商创业中起着关键作用。家长应转变观念，给予子女充分的精神鼓励和必要的

资金支持，帮助他们坚定创业信心。同时，利用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创业项目牵线搭桥，拓展业务

渠道。社会各界也应积极参与。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要搭建交流合作平台，组织创业论坛、项目对接

会等活动，促进大学生创业者之间的经验交流和资源共享。企业可以与大学生创业项目开展合作，通过

技术支持、订单合作等方式，帮助创业项目解决技术和市场难题。媒体要加大对大学生返乡创业成功案

例的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提升创业的社会认可度[16]。 

6.2.3. 优化信息与示范引领机制  
政府和高校应建立统一的创业信息服务平台，整合政策、市场、行业等信息，利用大数据实现个性

化推送，为大学生提供精准的创业信息。同时，设立在线咨询和指导服务，及时解答创业过程中的疑问。

树立创业成功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深入挖掘成功案例，通过举办事迹报告会、编写案例集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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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传播创业经验。组织大学生实地参观学习，与创业者面对面交流，激发他们的创业热情和创新思维，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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