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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及各地区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条例，鼓励广大青年积极投身到乡村建设之

中。文章将大学生人才发展置于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进行深入研究，详细分析了大学生返乡就业

创业的现状、意义和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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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state and various regions have issued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o encourage the majority of young people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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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talent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
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alyzes in detail the current situ-
ation, significance, and difficulties faced by college student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 for employ-
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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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重大战略的制定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广大

高校毕业生描绘了开创新事业、谋求长远发展的宏伟蓝图。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不仅是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的主力军，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1]。这项措施不仅能推动当地产业的增长，还有助

于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大学生在返乡就业创业过程中仍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制约了大学生返

乡就业创业的积极性，需要社会各界提供更多支持，从而来推动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全面实现乡

村振兴的目标。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现状分析 

1) 就业创业环境有所改善 
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的总体就业创业环境逐步得到了较大的改善，随着国家对创新创业的大力扶持

和各种政策的出台，各地区在就业创业的条件、人们对创业的意愿、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社会文化宣传

等方面都取得了迅猛的进步。不仅包括政策支持、金融扶持，还涵盖了创业指导、市场资源等多方面的

辅助，为大学生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为大学毕业生返回家乡进行自主就业创业提供了强有力

支持和环境保障。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这些进

步不仅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还为他们开辟了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乡村青年人才大量流失 
由于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就业机会不足，以及教育和基础设施资源匮乏，导致大量年轻人流向

城市寻求更好的职业和生活条件。这种现象加剧了乡村地区的人才短缺和经济活力不足。乡村教育资源

匮乏也加剧了这一问题，许多乡村地区的教育设施老旧，师资力量薄弱，教育质量远远落后于城市。这

使青年的成长和职业发展机会受到了限制，从而导致他们更倾向于迁往城市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 
3) 高校毕业人数增加导致就业压力加剧 
根据教育部相关数据统计，2019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 834 万，2020 年为 874 万，2021 年为 909

万，2022 年为 1076 万，2023 年为 1158 万，2024 年为 1179 万，较上年增加 21 万[2]。随着毕业生人数

的逐年增加，市场上的就业岗位供给却未能同步增长。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许多行业面临

裁员或招聘冻结，导致毕业生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当大学生走出校门迈向社会求职时，不少学生的专

业技能与实际市场需求存在一定差距，使得他们在求职过程中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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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大力支持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 
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回乡就业创业对大学生极具吸引力，选择回乡进行就业创

业成为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后的选择。这不仅是大学生们的职业选择，更是一种对家乡、对社会、

对自己未来的积极回应和实现。随着政府对农村发展投入的增加和扶持政策的实施，农村就业环境的逐

步改善优化为年轻人在家乡实现梦想提供了有力支持。各级政府通过实施减税政策、提供就业创业补贴、

加强贷款支持等多种措施，积极支持大学生回乡就业创业。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多项支持大学生创业

的政策，见表 1，降低了大学生创业门槛，使他们创业更加便利，还为其减轻了初期财务压力，如各地推

行的高等人才安家费等政策，为大学生就业创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5) 新兴产业推动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机会的增加 
随着乡村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现代化程度的提升，乡村就业创业机会的增加也为大学生提供了广阔

的就业机会，诸如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直播带货等新兴产业迅速兴起，为返乡大学生提供

了丰富的职业发展和创业机会。这些新兴产业不仅有效利用了乡村资源，还能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专业技

能和创新能力，进一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对于大学生的返乡就业创业同样具有

重要意义，农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农村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大学生在知识技能的积累和实

践经验的获取方面有了显著提升。农村高校和地方政府在人才培养、技术支持、市场指导等方面的联合

努力，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环境和资源保障。尽管大学生选择返乡就业创业享有许多有

利条件和资源支持，但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例如创业资金的筹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技术

创新的推广应用以及部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就业机会稀缺、竞争激烈等问题仍然限制着他们的就业

前景和创业进程。 
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在乡村振兴中展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但需社会共同努力为其提供更多支持。这

样才能充分释放农村创新活力，推动农村现代化进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Table 1. Related policies for college graduate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表 1.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相关政策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2019 年 6 月 6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当前形势下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72 号) 

2020 年 7 月 2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发布就业补贴类政策清单及首批地方

线上申领平台的通知》(人社厅发〔2020〕44 号) 

2022 年 3 月 2 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22〕
13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22〕13 号) 

2023 年 3 月 6 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 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国办发

〔2023〕11 号) 

2023 年 6 月 27 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5 号) 

2023 年 7 月 28 日 《关于印发<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23〕75 号) 

2023 年 12 月 20 日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意义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大学生回乡就业创业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的回归促进了地方经济结构的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5243


董一林 
 

 

DOI: 10.12677/ve.2024.135243 1556 职业教育 
 

优化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学生的返乡不仅带来了专业知识，还引入了

现代管理、营销及科技应用的新理念和方法，这些都有助于推动乡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乡村经

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随着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以及政策支持的加强，越来越

多的大学生认识到乡村就业创业的机会和潜力。这些回乡创业者不仅为农村经济带来了新动能，还创造

了更多就业机会，对促进乡村振兴发挥了积极作用。 

4. 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困境 

1) 家乡工作岗位与专业不对口，大学生返乡意愿不足 
返乡的意愿不仅依赖于经济条件，而且还受到了社会的深刻的文化因素的制约。长期以来，中国的

“二元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城乡发展差异，进入城镇就业是乡村大学毕业生实现社会阶层跃迁、社会地

位提高的重要途径[3]。随着城乡统筹的深化，尽管城乡收入差距在显著缩小，但城镇的高质量生活仍吸

引着许多高校毕业生留在城市。目前，我国高校毕业生普遍面临理论与实际脱节、应用技能不足及“高

分低能”等挑战，农村现如今提供给大学生的工作岗位对于技术的要求较低，大多都为村级干部等岗位

且与大学生的专业不对口，也没有名校毕业的准入门槛。因此，很多大学生认为这些岗位无法发挥他们

在高等教育中所获的知识和技能，从而难以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此外，许多学生受到家庭和朋友的影

响，认为返乡就业创业会显得没有面子，甚至没有前途。在个人价值实现和经济追求方面，农村地区往

往无法对大学生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从而导致大学生返乡意愿不足。 
2) 农村地区经济吸引力不足，人才流失向城市集中 
农村地区经济吸引力较弱，许多农村企业无法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和职业发展前景，导致人才流

失向城市集中。首先，农村地区的经济水平相对较低，这使得其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远不及城市。城市拥

有更为发达的基础设施、更丰富的就业机会以及更高的薪资水平，这些都使得城市在经济和生活质量方

面具有显著优势。相对而言，农村地区在产业发展、职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上都存在明显差距，导致大学

生对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缺乏足够的兴趣。 
此外，城市中存在着更多的创新和创业机会，能够提供更多的发展平台和职业成长空间。而农村地

区的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传统农业或低端制造业，缺乏对高技能、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这种

差距使得大学生在选择就业地点时，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和更高收入的城市。由于

农村地区在经济水平和职业发展上存在的这些限制，吸引优秀大学生的难度自然增大。 
3) 大学生返乡创业缺乏融资支持 
尽管农村地区蕴含着丰富的创业机会和潜力，但大学生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往往面临着资金不足的困

境。传统的金融机构对于农村创业项目的融资审批往往较为谨慎且流程繁琐，这使得许多有创业意愿的

大学生望而却步。此外，农村地区的融资环境相对不成熟，缺乏针对大学生创业的专项融资政策和支持

机制。以电商助农为例，尽管目前对资本需求较低，但要实现稳定发展，必须在生产、营销、物流和售后

服务等环节加强品质控制，这些方面的投资不仅需要资金支持，还需要技术和管理的持续创新，以确保

整个运营链条的高效运转和服务质量的提升[4]。大学生自身在创业初期往往缺乏足够的信用记录和抵押

物，这也增加了他们获得融资的难度。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已采取了多项措施，如特殊金融支持计划、

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和专项扶持基金，旨在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但实际操作中，资金短缺仍然是主要障

碍。因此，大学生返乡创业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不仅限制了他们的创业规模和速度，甚至

可能导致一些具有潜力的创业项目因资金问题而夭折。 
4) 政策支持不够，政策宣传有待加强 
在促进返乡青年就业创业过程中，各级政府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和实践者。当前，政府尚未全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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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发展方向，支持措施大多停留在切入点和最终目的阶段，与返乡创业相关的优惠

措施则相对滞后，常常是应激性制定。与大学生创业相关的支持性政策多集中于城市和发达地区，农村

地区的政策覆盖范围较窄，导致政策效应不均衡，农村创业者难以享受到同样的支持和保障。在政策实

施过程中，由于工作人员技能受限，缺乏主观能动性和创新力导致措施常为模仿，缺少明确的责任主体，

影响了实施效果[5]。此外，由于高校、政府之间存在着沟通与对接不够、缺乏相关企业的知识等问题。

如高校在培养学生和开展科研时，往往与企业实际需求存在脱节，难以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解决方

案。企业在参与政策实施和创业支持时，可能对政府的政策导向和高校的科研成果缺乏足够的了解，这

导致政策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脱节。当前，我国高校就业创业教育体系尚不完善，政府在指导和推进高校

就业创业教育方面缺乏有效制度，未能有效发挥作用[6]。这导致大学生在返乡就业创业时难以获得到全

面、及时、系统的支持和指导。尽管中央和地方相继推出了多项促进青年就业创业和城镇建设的政策，

但政策宣传仍显单一，覆盖面不广，未能深入到每个人心中。针对以上问题，政府应对高校毕业生加大

政策宣传，促进高校毕业生回乡就业创业从而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 

5.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优化对策 

1) 加强就业服务系统建设 
除了少数出于对家乡建设热情和责任感而回乡的大学生，多数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回到家乡。在乡村

振兴战略的指导下，提升农村就业创业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农村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障体系和营造良好

的就业创业环境以吸引更多大学生参与乡村建设。这就需要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颁布具体法律等方面

采取措施，加强对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全面支持，为返乡就业创业的大学生提供充足的支持和保障。乡镇

政府应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增强对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吸引力、采取更多措施加强政策支持和资

金投入、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基本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政府应当持续增强对大学生就业创业的

资金扶持力度，同时激发社会各界力量参与为返乡大学生提供多样化的资本扶持，以此共同推动地方经

济的繁荣和乡村振兴的进程。 
2) 加强对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教育 
目前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主要以理论为主，实践教育的开展较为有限，尤其在返乡就业创业方面的

教育体系仍不够完善。高校需开发针对返乡就业创业的具体课程和教育引导，加强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

设。高校可以依托专业特色和优势来调整专业结构以促进乡村发展，从而达到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和

增强其返乡就业创业的意愿的目的。通过对课程设置和实践教育的优化，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技

能，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乡村发展的需要。如高校针对农业科技与现代农业专业，可以开设农业科技、

现代农业管理、农业工程等专业课程，培养具备现代农业技能和知识的人才。还可以通过提供实践机会，

如与当地农业企业合作进行实习和研究，学生可以深入了解乡村的实际需求，并掌握解决乡村农业问题

的技能。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满足乡村经济对人才的需求，还能为大学生的返乡就业创业之路提供更为

广阔的发展空间，共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3) 建立有效的人才共享机制 
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鼓励企业提供实习机会，支持高校与企业合作培养学生，提供奖学

金和就业优先支持。同时推动跨区域人才流动，扩大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机会。建立校企合作基地和加强

实践教学、科研合作，帮助学生获取更多资源和发展机会。此外，企业和高校可以建立更紧密的人才共

享机制，通过设立校企合作基地、加强实践教学以及科研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发展机会和资源支持。 
4) 加强政策支持 
应加强对农村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财政支持，提供多种形式的资助，包括创业补贴、贷款支持和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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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以有效解决他们面临的资金问题。这些措施可以帮助创业者在初期获得足够的启动资金，从而降

低创业风险，并提高创业成功率。可以设立专项创业补贴，用于支持大学生在创业初期的设备购置、原

材料采购以及运营开支。此外，政府还可以提供低息或无息的创业贷款，并简化贷款审批程序，使资金

更容易到达有实际需求的创业者手中。同时，为了进一步降低创业者的资金压力，可以设立创业担保基

金，帮助返乡大学生获得必要的银行担保，从而增加其融资的可行性。这种担保服务不仅可以减轻创业

者的财务负担，还能提高他们的信贷额度，支持更多的创业项目顺利启动和运营。通过这些综合性财政

支持措施，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面临的资金问题，激励他们利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回乡

创业，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实现。 

6. 结语 

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既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在返乡创业的过程中，大学生仍面临着许多困境和挑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

强就业服务系统建设、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和能力的教育、建立健全人才共享机制来为大学生返乡

就业创业提供良好的创业平台和工作环境，帮助大学生提高就业创业的成功率和创业质量从而推动实现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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