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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创业教育对大学生
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吴 叶 林,徐 涵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意愿”是大学生“下得去、留得住”

的前提,创业教育是激活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形塑返乡入乡创业能力的可行路径。采用高校创业教

育量表、乡村依恋量表、返乡入乡创业意愿量表对5个省市907名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

返乡入乡创业意愿处于中等水平,农村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更高;高校创业教育既可直接影响大学生返乡

入乡创业意愿,也可通过乡村依恋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生源地能调节高校创业教育对大学生返乡入乡创

业意愿的直接预测作用及乡村依恋的中介作用。为提升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要强化乡村振兴战略

引领,突出数字赋能、实践融合等,优化高校乡村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乡土情怀嵌入机制,为乡村依恋

提供思想前提;突破传统择业观约束,重塑新时代返乡入乡符号内涵;优化乡村创业环境,增强乡村创业吸

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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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

兴[1]。人才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依托,创业创新是繁荣乡村产业的重要途径。2022年,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指出要推进农村创业创新,支持农民工、大中

专毕业生、退役军人等返乡入乡创业。大学生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和具有创业创新

潜质的群体之一,是强化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力量,能为乡村企业提供理念、技术、经营上的

支撑,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等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加快乡村现代化进程。

然而,尽管返乡入乡创业学生人数较往年有所提升,整体态势仍显不足,多数大学生毕业后依然

选择扎根城市,对乡村就业创业持观望或回避态度。这背后折射出乡村人才“引不进”的困境,构
成当前乡村振兴进程中亟待破解的瓶颈。

意愿是引发行为的关键因素[2]。以往研究发现,大学生到农村创业的意愿并不强烈[3]。因

此,为促进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首先要提升他们的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目前,国内外关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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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创业意愿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但对“返乡入乡”这一特定情境下的创业意愿研究较为缺乏,且主

要集中在农村大学生的返乡创业意愿上。如吴书新等认为农村大学生的创业主观规范与自我效

能感对其返乡创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4];蔺海沣等认为社会资本是驱动农村籍大学生

高返乡创业意愿生成的必要条件,且地方依恋和亲社会动机是该驱动模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5]。

总体而言,学界对城镇大学生入乡创业的意愿及其背后的复杂动因关注不足。因此,对于大学生

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研究仍待完善。高校创业教育作为增进创业认知、激发创业激情、提升创业

意志的重要手段,是激活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可行路径,因而亟须丰富对两者关系的实践

探索。同时,主观依恋是驱动大学生返乡的重要非理性因素[6]。在此基础上,乡村依恋作为大学

生与乡村建立的人地情感连接,构成了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内在动力。因此,本研究引入

乡村依恋要素,考察其在高校创业教育与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间的中介效应,有助于从情感

层面揭示前者影响后者的作用机制。此外,生源地类别的不同背后是城镇与农村学生成长环境

的差异,能投射城乡学生在认知、资本、观念、习惯上的区别,这种区别可能影响乡村依恋的中介

作用效果。将生源地作为调节变量,能够探明高校创业教育对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影响机

理的群体差异。

综上,本研究整合认知、情感、态度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对高校创业教育与大学生返乡入乡创

业意愿的关系及内部机制进行探讨,重点考察乡村依恋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生源地的调节作

用,以期为促进高校创业教育从注重城市空间向注重乡村空间转型,提升高校创业教育质量与大

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提供实证依据和理论参考。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高校创业教育与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关系

创业教育是“通过向学生传授创业知识和训练学生创业技能,来激发学生创业精神,提升创

业意向,培养创业能力的教育活动”[7]。高校创业教育是高校开展的旨在面向高校学生的创业教

育。本研究所关注的“高校创业教育”特指乡村振兴背景下融入了乡村创业内容的高校创业教

育。既往研究表明,高校创业教育能够对大学生创业意愿产生积极影响,并降低学生创业中的盲

目和非理性因素[8]。创业教育通过传授创业相关知识、技能,让学生进行创业实践练习等,能够

提升大学生的创业胜任力[9]、机会识别能力,促使大学生产生创业自我效能感[10],激发学生的创

业激情[11],从而提升创业意愿。

然而,当视角转向“返乡入乡创业”这一特定类型的创业行为,其意愿的形成机制则需予以专

门考量。本研究参考何淑贞等对创业意愿的定义[12],将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界定为个体对自身是

否返回或去到乡村从事创业活动的一种主观态度和心理倾向。返乡入乡创业意愿,作为创业意

愿在地域选择上的特定体现,虽本质上隶属于广泛的创业意愿范畴,却展现出独特的地域性与情

境依赖性。现有文献虽已充分论证了高校创业教育对普遍创业意愿的积极影响,但在“返乡入乡

创业”这一具体情境下,教育干预能否同样激发并引导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

具体作用机制,仍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高校创业教育能够正向影

响大学生的返乡入乡创业意愿。

(二)乡村依恋与高校创业教育、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关系

乡村依恋是环境心理学中“地方依恋”的衍生概念,指“个体与乡村之间积极的情感联

结”[13]。根据 Williams的地方依恋二维框架理论[14],乡村依恋可划分为乡村依赖、乡村认同两

个维度。其中,乡村依赖强调个体对乡村的客观上的功能性依恋,反映乡村满足个体目标的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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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个体对乡村的趋近倾向;乡村认同强调主观上的精神性依恋,反映乡村能够界定个体身份

的自我向度以及个体对乡村意义的认可[15-16]。

高校创业教育能提升大学生乡村依恋水平。个体对地方的记忆、想象,对地方知识和意义的

建构等认知成分是形成地方依恋的基础[17]。以往研究表明,即使没有到访过某个地方,个体也

能够通过获取与此地有关的信息(如历史文化、景观风貌等)增进对地方意象的了解,进而形成地

方依恋[18]。高校创业教育通过增进大学生对返乡入乡创业政策、对乡村的风貌和发展现状的认

知,促使大学生理解乡村独特的地理资源以及人文环境对其创业的优势与重要性,从而生成、强

化乡村依赖。对于农村生源大学生,他们离开乡村到城市求学,与乡村的联系减弱,这会对他们

的乡村认同产生不良影响[19]。高校创业教育通过强化学生的乡村认知,从而帮助学生重建与乡

村的联结,唤醒乡土记忆,重塑乡村认同。对于城镇生源大学生,即使他们没有乡村生活经历,经

过创业教育形成的乡村知识经验也能促使他们对乡村产生文化想象,理解乡村的象征性意义,从

而对乡村产生认同[20]。

乡村依恋是推动个体参与乡村建设的重要驱动力量。认知与情感体验是行为意愿产生的两

个决定因素[21],乡村依恋是个体以认知为基础的对乡村的情感联结,因此乡村依恋能够成为促

进个体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内在动机。以往研究表明,对乡村的认知和情感能够催化农村大学

生返乡创业意愿的产生和提升。如黄海平认为,乡土情感、乡镇资源、乡村环境的改善,以及乡村

振兴政策等构成的乡村拉力,促使农村青年作出了回嵌乡镇、返乡创业的决策[22];刘甲坤等发

现,乡土情怀能够正向预测农村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有强烈乡土情怀的农村大学生更愿积

极搜集返乡创业政策信息,更易获得创业支持[23]。需要指出,乡村发展不只需要返乡大学生,也

需城镇大学生为乡村注入多元活力。因此,城镇生源地大学生的乡村依恋对其入乡创业意愿的

作用也值得探究。

综上,乡村依恋是创业教育的重要结果变量,也是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重要前因变量。基于

现有研究结论,乡村依恋可能是创业教育影响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路径上的重要中介变量。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乡村依恋在高校创业教育对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影响中具有

中介作用。

(三)生源地的调节作用

生源地不同意味着大学生的经验、认知与资本等存在差异。农村大学生处在社会资本以及

人力资本的双重不利地位,通过创业教育,他们对创业可行性的感知程度提高,当农村大学生在

严峻就业环境下感受到更加弱势的竞争力时,他们更易产生以创业替代或实现就业的动机[24]。

并且,与城镇大学生相比,农村大学生的创业资源相对匮乏,他们在创业地点上会更加偏向自己

熟悉的乡村,即选择返乡创业。而城镇大学生由于就业机会供给相对充足,创业选择多,选择入

乡创业的概率较小,从而推断高校创业教育对城镇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可能弱于对

农村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生源地能够在高校创业教

育影响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中起到调节作用。

此外,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口迁移形式,可以采用推拉理论来解释:城市

的就业、生活压力大是推力,而乡村的发展机会、乡村依恋可以成为拉力[23]。由于我国城乡发展

具有不均衡性,农村与城市社会在经济发展、教育投入和社会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会对个体的发展

产生不同影响[24]。因此,城乡大学生在就业选择、未来发展方向上都具有差异。相比城市生源

地大学生来说,农村学生存在一种“‘逃离’自己生长土地的倾向”[25],多年来根深蒂固的“离农”

“离土”观念势必会减弱乡村依恋对他们回归故土的拉力,导致城乡取舍的两难,因此乡村依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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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作用会减弱。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生源地能够调节乡村依恋在创业教育影响大学

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中的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基于目的抽样与方便抽样的原则,以接受过高校创业教育的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在山东、四

川、重庆、云南、广西等5个省市范围内发放线上问卷,通过“您是否接受过高校创业教育”和“您

接受的高校创业教育是否涉及乡村内容”题项对问卷进行筛选,删除信息缺失等无效问卷后,最

终得到有效问卷907份。在性别上,男生214人(占比23.6%),女生693人(占比76.4%);在年

级上,大一38人(占比4.2%),大二232人(占比25.6%),大三364人(占比40.1%),大四273人

(占比30.1%);在学科类别上,人文学科类(文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171人(占比18.8%),社

会科学类(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法学)425人(占比46.9%),理工农医类311人(占比34.3%);

在生源地上,农村407人(占比44.9%),城镇500人(占比55.1%)。

(二)研究工具

1.高校创业教育量表

杜晶晶等从创业教育的习得效果出发[26],根据Souitaris等的研究以及国内现实编制了大学

生创业教育量表[27],从实证层面检验了高校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本研究在此量

表的基础上,结合返乡入乡创业特点,编制了高校创业教育量表,从知识获取、志向鼓舞、意识唤

醒等方面测量大学生在高校创业教育中的习得效果。经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量表的KMO值为

0.961,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性为0.000,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出2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

为82.827%。将2个因子分别命名为认知提升(共6题)、非认知培养(共8题),分别测量高校创

业教育带给大学生的认知和非认知方面的收益。量表共计14个题项,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

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分数越高代表学生习得的高校创业教育效果越

好。总量表及两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973、0.973、0.950,Omega系数分别为0.973、

0.973、0.952,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2.乡村依恋量表

以 Williams提出的地方依恋二维框架(地方认同、地方依赖)为基础,参考 Williams、Chen等

的地方依恋量表题目编制本研究的乡村依恋量表[14,28]。经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量表的KMO值

为0.956,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性为0.000,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出2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

率为84.368%,将2个因子命名为乡村认同(共6题)、乡村依赖(共6题),分别测量大学生对乡

村的精神性依恋和功能性依恋。量表共12个题项,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
“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分数越高代表学生对乡村的地方依恋程度越深。总量表及两维度的

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965、0.961、0.963,Omega系数分别为0.964、0.961、0.963,表明量表具

有良好的信度。

3.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量表

此量表改编自Thompson的创业意愿量表[29],将题目表述中的“创业”改为“返乡入乡创

业”,用于反映大学生对于未来返回或前往乡村地区开展创业活动的心理倾向。经探索性因子分

析得出量表的KMO值为0.929,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性为0.000,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出

1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6.773%。量表共6个题项,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

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分数越高代表学生返乡入乡创业的意愿越强。量表的C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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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h'sα系数和Omega系数分别为0.969、0.970,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三)数据处理

使用SPSS25.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

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可靠性分析,使用AMOS23.0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验证性因子

分析,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4.1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四、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熊红星、张璟、叶宝娟等提出的“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检验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

法偏差[30]。第一步,建构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 M1;第二步,构建有方法潜因子模型 M2;第三步,

比较模型 M1 和 M2 的主要拟合指数,Δχ2/df=1.774,ΔCFI=0.023,ΔTLI=0.022,ΔSRMR=
0.016,ΔRMSEA=0.015,各项拟合指标的变化均小于0.03,表明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并未

得到明显改善,证明不存在明显的共同偏差问题。
(二)收敛效度、区分效度、组合信度

对主要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三个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介于0.708~0.950之间,组
合信度(CR)分别为0.973、0.962、0.970,均大于0.7;平均方差萃取值(AVE)分别为0.718、0.680、

0.843,均大于0.5,表明测量模型聚合效度良好。同时,各变量分别对应的AVE 值的开根号值均

大于它们之间相关系数(见表1),区分效度良好。
表1 描述统计、相关性分析及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M SD 标准化因子载荷 CR AVE
相关系数及区分效度

1 2 3
1.高校创业教育 3.580 0.866 0.708~0.907 0.973 0.718 0.847
2.乡村依恋 3.538 0.864 0.726~0.912 0.962 0.680 0.783*** 0.825
3.返乡入乡创业意愿 3.019 1.046 0.866~0.950 0.970 0.843 0.693*** 0.808*** 0.918

  注:(1)相关系数及区分效度中,对角线粗体字为潜变量AVE 的开根号值,下三角为Pearson相关系数。(2)***p<0.001

(三)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高校创业教育、乡村依恋以及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就总体而言,大学生的返乡入乡创业意愿处于中等水平(M=3.019),意愿不高,习得的

高校创业教育效果较好(M=3.580),对乡村的依恋程度较高(M=3.538)。对于变量之间的相关

性,大学生的返乡入乡创业意愿与高校创业教育、乡村依恋均显著正相关(r=0.693,p<0.001;

r=0.808,p<0.001),这说明习得的高校创业教育效果越好、乡村依恋程度越高,大学生的返乡

入乡创业意愿越强;大学生的乡村依恋与高校创业教育显著正相关(r=0.783,p<0.001),说明

习得的高校创业教育效果越好,大学生的乡村依恋程度越高。
(四)差异性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大学生的乡村依恋、返乡入乡创业意愿在生源地类别上的差异进行

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农村和城镇生源大学生的返乡入乡创业意愿、乡村依恋均具有显著差异

(p<0.001)。其中,农村大学生的返乡入乡创业意愿显著高于城镇大学生(t=6.319,p<0.001);
农村大学生的乡村依恋及其两个子维度乡村认同、乡村依赖水平也显著高于城镇大学生(乡村依

恋:t=2.023,p<0.05;乡村认同:t=7.815,p<0.001;乡村依赖:t=3.919,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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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变量
生源地类别

农村 城镇
t

返乡入乡创业意愿 3.097±1.028 2.956±1.057 2.023*

乡村依恋 3.732±0.775 3.381±0.900 6.319***

乡村认同 4.022±0.822 3.565±0.937 7.815***

乡村依赖 3.443±0.887 3.196±0.986 3.919***

  注:*p<0.05,**p<0.01,***p<0.001

(五)乡村依恋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Process宏程序中的 Model4,在控制年级、性别的情况下,对乡村依恋在高校创业教育

与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4所示。高校创业教育能够

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β=0.655,t=26.222,p<0.001)。加入中介变量乡村依

恋后,高校创业教育仍显著直接预测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β=0.244,t=7.592,p<0.001),

但效应值明显下降。高校创业教育对乡村依恋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739,t=32.907,p<0.001),

乡村依恋对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正向预测作用也显著(β=0.557,t=17.362,p<0.001)。

此外,本研究设定Bootstrap法自助抽样5000次和95%的置信区间进一步验证乡村依恋的

中介效应,结果如表4。高校创业教育影响大学生返乡入乡意愿的直接效应及乡村依恋的中介

效应的95%置信区间分别为[0.174,0.311]、[0.356,0.471],均不包含0,表明乡村依恋在高校创

业教育影响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路径上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乡村依恋的中介效应

为0.411,高校创业教育的直接效应为0.244,分别占总效应的62.75%、37.25%。
表3 乡村依恋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β t
Bootstrap95%CI
下限 上限

R2 F

返乡入乡创业意愿 年级 -0.048 -1.922 -0.097 0.001 0.440 236.162***

性别 0.156 2.657** 0.041 0.271
高校创业教育 0.655 26.222*** 0.606 0.704

乡村依恋 年级 -0.011 -0.495 -0.055 0.033 0.547 363.505***

性别 0.038 0.717 -0.061 0.141
高校创业教育 0.739 32.907*** 0.678 0.798

返乡入乡创业意愿 年级 -0.042 1.933 -0.084 0.003 0.580 311.412***

性别 0.135 2.653** 0.035 0.230
高校创业教育 0.244 7.592*** 0.174 0.311

乡村依恋 0.557 17.362*** 0.495 0.620

  注:(1)模型中各变量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带入回归方程,下同。(2)*p<0.05,**p<0.01,***p<0.001

表4 中介效应、直接效应、总效应Bootstrap检验结果

效应类型 效应值 BootSE
Boot95%CI

下限 上限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0.655 0.025 0.606 0.704
直接效应 0.244 0.035 0.174 0.311 37.25%
中介效应 0.411 0.029 0.356 0.471 62.75%

  (六)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乡村依恋的中介效应得到验证的基础上,检验生源地的调节效应。

首先,在控制年级、性别的情况下,采用Process宏程序中的 Model59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与图1所示。高校创业教育与生源地的交互项对乡村依恋、大学生返乡入

乡创业意愿的预测作用显著(乡村依恋:β=0.134,t=3.085,p<0.01;返乡入乡创业意愿:β=-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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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128,p<0.01),且Bootstrap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13,0.254]、[-0.358,-0.063],均不包含0;

乡村依恋与生源地的交互项对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0.215,t=3.154,p<
0.01),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为[0.078,0.362],不包含0。以上结果表明生源地不仅能够调节高校

创业教育对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直接预测作用,还能调节高校创业教育对乡村依恋、乡村

依恋对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预测作用。进一步的判定指标结果显示,生源地对乡村依恋

中介效应的调节判定指标INDEX=0.230,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为[0.106,0.258],表明乡村

依恋的中介效应存在显著的生源地差异。
表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β t
Bootstrap95%CI

下限 上限
R2 F

乡村依恋

年级 -0.026 -1.189 -0.068 0.017
性别 0.029 0.563 -0.067 0.124

高校创业教育 0.659 20.532*** 0.566 0.742
生源地 -0.770 -5.600***-1.164-0.373

高校创业教育×生源地 0.134 3.085** 0.013 0.254

0.585 253.700***

返乡入乡创业意愿

年级 -0.035 -1.600 -0.078 0.011
性别 0.130 2.570* 0.027 0.229

高校创业教育 0.341 7.160*** 0.229 0.461
乡村依恋 0.452 8.484*** 0.332 0.564
生源地 0.067 0.435 -0.214 0.367

高校创业教育×生源地 -0.204 -3.128** -0.358-0.063
乡村依恋×生源地 0.215 3.154** 0.078 0.362

0.588 183.262***

  注:*p<0.05,**p<0.01,***p<0.001

图1 高校创业教育影响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其次,为更直观地解释生源地在高校创业教育影响大学生返乡入乡意愿不同路径上的调节

效应,需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如图1所示,高校创业教育对城镇和农村生源大学生的返乡入乡创

业意愿均有正向预测作用(城镇:simpleslope=0.137,t=3.075,p<0.01;农村:simpleslope=
0.341,t=7.160,p<0.001),相较于农村大学生,高校创业教育对城镇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

的预测作用显著减弱。如图2所示,高校创业教育对城镇大学生乡村依恋的预测作用显著高于

农村大学生(城镇:simpleslope=0.793,t=27.281,p<0.001;农村:simpleslope=0.659,t=
20.532,p<0.001),但无论是高校创业教育低分组还是高校创业教育高分组,农村大学生的乡村

依恋始终高于城镇大学生。如图3所示,乡村依恋对城镇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预测作用

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城镇:simpleslope=0.667,t=15.662,p<0.001;农村:simple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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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2,t=8.484,p<0.001),表明随着乡村依恋的提高,城镇大学生的返乡入乡创业意愿提升更

大。由以上结果可知,相较于农村大学生,高校创业教育对城镇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直接

预测作用更小,而乡村依恋的中介效应更加显著。

图2 生源地在高校创业教育与大学生返乡入乡

创业意愿间的调节作用
图3 生源地在高校创业教育与

乡村依恋间的调节作用

图4 生源地在乡村依恋与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间的调节作用

五、研究结论

(一)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处于中等水平,农村生源地大学生意愿更高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返乡入乡创业意愿中等,具有较大提升空间。这说明,在持续推进

“双创”的战略导向下,大学生逐渐将目光转向自主创业,而乡村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及广阔的发

展空间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大学生有意愿去到或返回乡村进行创业。尽管

如此,由于乡村经济基础薄弱,吸纳和承载创业项目的能力有限[31],加之存在传统文化式微、生

态环境恶化等问题[32],乡村对大学生的吸引力遭到削弱,因此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的意愿不够

强烈,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研究结果还显示,农村生源地大学生的返乡入乡创业意愿显著高于城镇生源地大学生。造

成此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第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归乡情怀,相较于城镇大学生,农村大学生

对生养自己的乡村更有一份责任感,希望通过创业的方式反哺桑梓,助力乡村振兴。第二,血缘

与地缘关系是农村大学生情感的寄托与现实考量的砝码,这对他们有着一股天然的拉力。因而

在面临就业抉择时,考虑到家庭友邻的期盼、资源的积累,他们更倾向于回归故里。第三,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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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力资本的城乡不均给农村大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城市就业压力,但也成为他们回乡创业的推

力。以往的研究显示,城镇大学生的就业率与就业质量都显著好于农村大学生[33-34]。相比之下,

城镇大学生受到此类推力的影响较小,因此其入乡创业的意愿相对较低。

(二)高校创业教育能够正向影响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

研究结果表明,高校创业教育能正向影响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验证了假设 H1。一方

面,高校通过理论课程、实践训练等形式实施创业教育,将乡村创业的知识、技能及文化积淀内化

为大学生内在的认知框架与行动指南,在显性与隐性的交融中构建大学生对乡村创业的思维认

知与情感认同,激发返乡入乡创业意愿。面向乡村振兴,高校创业教育让大学生感受乡村新风

貌,看到乡村的创业机会以及新的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改变其对返乡入乡创业的传统观念、

看法,改变其城市创业的单一视角以及对传统职业路径的固有偏好。在此过程中,大学生的乡村

创业意识得到唤醒,返乡入乡创业意愿得以提升,展现出回归乡土、投身创业的积极态度。另一

方面,对创业的陌生感是大学生强化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重要阻滞因素。通过创业教育,大学生

能获取乡村创业相关知识,增强创业能力认知[35],提高对乡村创业的熟悉度,减轻对创业失败的

恐惧,进而激发乡村创业自我效能感,提升返乡入乡创业意愿。同时,高校创业教育本身也能看

作学校对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为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提供不可或缺的资源与情感支持,能够显著

提升大学生的返乡入乡创业意愿[36]。

(三)乡村依恋在高校创业教育影响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中有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乡村依恋在高校创业教育影响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验证了假设 H2。同时,结果还显示乡村依恋的中介效应高于直接效应,说明高校创业教育通过

提升大学生的乡村依恋,能更好地提高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这验证了乡村依恋是大学生形

成返乡入乡创业意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情感因素与重要驱动力,是乡村振兴战略上的重要纽带。

首先,创业教育通过解构创业过程,使大学生认识到乡村作为创业场域的独特性、潜在价值,以及

乡村对自身发展、社会收益的重要性,增进其乡村认同,使其乡村依恋水平由此提升[37]。其次,

创业教育不仅能提升大学生的创业知识技能水平,还能促使其从文化理论层面反思“三农”问题,

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乡村的现状与挑战,将乡村认同融入自我认同的构建之中,希望通过返乡入

乡创业的途径解决乡村问题[38]。这种内在驱动,源自于对乡村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对社会责任的

自觉承担,体现了高校创业教育在培育大学生人文关怀与社会担当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后,创业

教育通过增进大学生对乡村文化、风土的认知与理解,促成他们对乡村的正面情感投射,唤起城

乡学生的乡愁情结及对乡村疗愈作用的渴求,产生对乡村的依恋感[39],吸引大学生返乡入乡创

业。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产生是认知、情感共同影响的结果,创业教育与乡村依恋所带来的知识

技能提升、情感迸发与价值观形成等作为合力,共同推动大学生产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

(四)生源地能调节创业教育对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直接预测作用及乡村依恋的中介

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生源地能调节创业教育对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直接预测作用以及乡

村依恋的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 H3和 H4。生源地的调节作用,既凸显了个体经历对高校创业

教育效果的潜在影响,也强调了乡村依恋作为情感纽带与驱动力量的不可替代性。

第一,生源地能调节创业教育对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直接预测作用。结果显示,相较

于城镇大学生,高校创业教育对农村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直接预测作用更加明显,这与以

往研究结果不一致[40]。究其原因,返乡入乡创业因地点的特殊性,要求大学生考虑成长环境的

影响及乡村发展实际。通过创业教育,大学生更能深刻体会社会资本、各方资源等对创业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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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评估自身在不同地域背景下的创业优势与挑战。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场域中,

农村大学生在城市中往往处于社会资本竞争的弱势地位,缺乏创业支持与资源,因而会更倾向于

选择与自己亲缘与地缘关系更近、社会关系网络更加紧密的乡村作为创业起点,在某种程度上弥

补了城市创业中可能遭遇的社会资本不足。因此,相比于城镇大学生,高校创业教育对农村大学

生返乡创业意愿的直接提升作用会更明显。

第二,生源地能调节乡村依恋在高校创业教育影响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中的中介作用。

相较于农村大学生而言,乡村依恋在高校创业教育影响城镇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路径上的

中介效应占比更大。首先,相较于农村大学生,高校创业教育对城镇大学生的乡村依恋的预测作

用更强。城镇大学生由于生长在城市,与乡村的地理、心理距离较远,对乡村的认知程度较低,因

此其初始的依恋水平不高。城镇大学生对乡村的认知和态度塑造更多是从创业教育中获得,因

而创业教育对其乡村依恋的影响作用更明显。其次,乡村依恋对城镇大学生的返乡入乡创业意

愿预测作用也比农村大学生更强。对于大多数农村大学生来说,高等教育常被视为逃离乡土、迈

向城市的重要途径,希望通过考学冲破乡土藩篱[41]。在此背景下,他们对乡村的依恋与“跳农

门”的观念相互拉扯,“离土”与“归乡”的双重冲动相互碰撞,形成了复杂的情感冲突。不仅如此,

农村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意愿还受传统观念影响,他们返乡创业需要克服乡邻的固有角色化偏见

认知[37]。因此,相较于城镇大学生,乡村依恋对农村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更弱。

六、研究建议

(一)强化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优化高校乡村创业人才培养模式

作为催化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关键动力,高校创业教育需紧扣时代脉搏与社会需求,

完善面向乡村空间的创业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与能力,助力乡村振兴与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一,强化战略引领。高校创业教育要以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为核心,全面

对接文化、产业、生态、人才、组织五大目标,突出乡村创业基础理论与技能训练,确保教育内容契

合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动态需求,通过与地方政府、乡村企业及社会团体深度合作,实现创业教育

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第二,突出数字赋能。高校可依托在线教育平台、虚拟现实实验室、

智能导师系统等工具,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沉浸式乡村创业学习体验,加深创业流程理解,增强对

乡村创业的效能感,为返乡入乡创业奠定基础。第三,强调实践融合。校企合作建立返乡入乡创

业实训基地或乡村创业园区,面向真实创业情境培养学生风险意识、机会识别能力,增长管理知

识与社会经验。强化案例教学,建立乡村创业典型案例库。通过案例剖析,学生能直观理解乡村

创业的独特机遇与复杂挑战,激发返乡入乡创业兴趣与信心,提升投身乡村创业实践意愿。第

四,聚力乡村新质生产力。新时代的返乡入乡创业呼唤创新与变革,应超越传统框架引导大学生

探索乡村新能源、数字经济、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发展。通过产教协同、

跨学科课程设计与实践平台搭建,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激励大学生探索乡村发展

新路径,将创新构想转化为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的乡村创业项目,从而引领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

新潮流,推动乡村经济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乡土情怀嵌入机制,为大学生乡村依恋生成提供情感前提

乡村依恋是高校创业教育影响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路径上至关重要的情感因素,完善

高校创业教育的乡土情怀嵌入机制有利于建立大学生与乡村之间的情感联结,提升大学生乡村

依恋水平,进而提升其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第一,乡土文化嵌入高校创业教育。高校创业教育应

将乡土文化视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维度,将有关乡村的知识、理念、价值观等融入教育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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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42],使大学生改变因城乡物理距离而造成的乡村情感疏离,增强乡土文化认同。对于城镇大

学生,可以采用图频媒介、乡村叙事等方式增进他们对乡村文化、乡村创业的了解,满足他们对乡

村的美好想象与期待,提升其对乡村的认同,从乡村的旁观者变成行动者,构筑精神的“拟态乡

愁”,达到创业情怀与乡土情怀相通相融;对于农村大学生,高校创业教育需要消除他们对乡土文

化的自卑感,通过乡土文化的再认识与再诠释,重塑其乡土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从而加强他们

在返乡创业中的主角意识。第二,乡土认知嵌入高校创业教育。高校创业教育要全面展现乡村

风貌、乡村美学,打破大学生对乡村的片面认知,使其认识到乡村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要素优

势对创业的重要性,提升乡村依恋水平。同时,高校创业教育要从乡村视角切入,为大学生揭示

创业活动在乡村语境下的新可能,引导大学生积极探索乡村环境,从中找寻创业的新机遇,期待

在新视域、新空间实现自我价值。第三,推动高校思政教育与乡村创业教育整合。投身乡村是当

代青年服务国家的重要情感表征,引导青年学生返乡创业是新时代的“上山下乡”,是高校思政教

育的重要内涵和维度。高校创业教育同思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育大学生服务乡村、回馈社会

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不仅能够促进青年学生的个人成长,还能够为乡村振兴注入新鲜血液,形

成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突破传统择业观约束,重塑新时代返乡入乡符号内涵

面对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教育中存在的“离土”倾向,大学生创业就业呈现出明显的

城市聚集效应。尤其是农村大学生“离农”“农转非”等观念对乡村依恋的削弱致使大学生群体返

乡入乡创业意愿提升受阻。但迈入新时代,乡村不再是信息闭塞的代名词,而是充满了无限机遇

的新天地。因此,为有效提升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需改变大学生传统择业观,从注重城市

空间转向聚焦乡村场域,增强乡村依恋对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提升作用。第一,打破乡村

长期以来的“失语”状态,重塑返乡入乡创业的正面形象。政府、社会、高校应协同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致力于乡村面貌的现代化转型,打造新乡村话语,塑造社会各主体对返乡入乡的新观念:到

乡村创业不再是一种落后,而是一种蕴含浪漫与时尚的生活方式选择[43],更是响应国家乡村振

兴号召的积极行动。同时,要高度肯定并积极宣传大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形成

支持与鼓励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的积极文化语境,清除观念上的障碍,为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提

供强有力的思想支撑。第二,高校应引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乡村振兴战略接轨。首先,要推

动吃俸禄、事业编、跳农门等传统择业观转型,引导大学生结合个人兴趣、志向追求、自我价值、社

会贡献等进行职业规划。其次,高校应发挥职业生涯规划引导与创业教育合力,紧扣乡村振兴这

个时代命题,通过多元化的宣传教育手段,生动展现乡村发展的无限可能,鼓励大学生以国家复

兴和乡村振兴为己任,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贡献的统一。

(四)优化乡村创业多元环境,增强乡村创业吸引力

乡村舒适、安全的环境及其所能提供的生产获取是形成乡村依恋的基础[44]。因此,创业政

策支持与乡村建设需协同发力,为大学生提供更加优良的创业环境、生活环境以及更加便利的经

济生产条件,从而提升乡村创业的吸引力,强化乡村依恋、激发创业意愿,让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

“引得来”“留得下”。第一,加大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政策扶持力度。首先,完善大学生返乡入乡

创业优惠政策。如地方政府可以采取提供场地支持、简化落户流程、实行税收减免、给予金融支

持等政策措施吸引大学生投身乡村创业。其次,完善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保障政策。政府要建

立对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的持续跟踪机制,动态评估企业需求并适时提供帮扶;助力大学生在乡

创立企业的成果宣传与推广,提高大学生在乡创业的社会声量;建立科学合理的创业风险消解与

分担机制等。第二,推进乡村设施、文化、产业建设,全面优化乡村环境。首先,完善乡村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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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地方政府要推进乡村交通、用电、卫生等物质环境的改善,减轻大学生返乡入乡后的生

活条件落差感;加强对乡村医疗、教育、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项目的保障,补齐乡村地区的短板,

提升乡村生活质量。其次,重振乡土文化。政府、高校、社会需联动关注农村地区物质不发达背

后的技能滞后、精神单一和文化缺位,持续提升乡村本土人才素质,丰富其精神生活,促进其技能

提升,为大学生乡村创业提供更有效的本土支持。同时,充分利用现代科技赋能乡村产业,打造

智慧农业、绿色经济和生态旅游等新型产业,让大学生看到乡村发展的广阔前景,从而激发大学

生返乡入乡创业的热情,实现个人成长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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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Mechanismof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inUniversitiesonCollegeStudents
WillingnesstoReturntoStartBusinessesinRuralAreas:BasedonModeratedMediationTest

WUYelin,XUHan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CollegestudentsreturningtoandstartingbusinessesinruralareasisastrategicinitiativeforChinasruralre-
vitalizationwhile“willingness”isaprerequisiteforcollegestudentstobeabletogobackandstay.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inuniversitiesisafeasiblepathtoactivatecollegestudentswillingnesstoreturntoandstartbusinessesin
ruralareas,aswellastoshapetheircapabilitiesforsuchendeavors.Aquestionnairesurveywasconductedon907col-
legestudentsfromfiveprovincesusingthe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Scale,RuralAttachmentScale,andtheWilling-
nessto Return-to-and-Start-Businesses-in-Rural-AreasScale.Theresultsshowedthatthe willingnessofcollege
studentstoreturntoandstartbusinessesinruralareasisatamoderatelevel.Butthewillingnessofruralcollege
studentswashigher.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candirectlyinfluencecollegestudentswillingnesstoreturntoand
startbusinessesinruralareas,andindirectlythroughthemediatingeffectofruralattachment.Theplaceoforigincan
regulatethedirectpredictiveeffectof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oncollegestudentswillingnesstoreturntoandstart
businessesinruralareas,aswellasthemediatingeffectofruralattachment.Toenhancethewillingnessofcollege
studentstoreturntoandstartbusinessesinruralareas,itisnecessarytostrengthenthestrategicguidanceofruralrevi-
talization,highlightdigitalempowermentandpracticalintegration,andoptimizethetrainingmodelforruralentrepre-
neurialtalents.Theembeddingmechanismofruralsentimentneedstobeimprovedtoprovideamentalprerequisitefor
ruralattachment.Effortsarealsoneededtobreakthroughtheconstraintsoftraditionalcareerchoicesandreshapethe
symbolicmeaningofreturningtoandstartingbusinessesinruralareasinthenewera.Additionally,strategiesshould
aimtooptimizetheruralentrepreneurialenvironmentandincreasetheappealofruralentrepreneurship.
Keywords: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inuniversities;returntorunbusinessesinruralareas;willingnesstorunbusi-
ness;ruralattachment;placeofstudent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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