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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乡村人才供需失衡的背景下,
 

基于西南某地42个村2021-2024年面板数据,
 

构建“政策—产业—人力

资本”分析框架,
 

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乡村产业振兴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驱动机制。
 

结果表明:
 

融合产业

生产经营活跃度对大学生返乡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通过农旅融合、
 

智慧农业等新业态创造技术密集型岗位;
 

传

统农业与工商业因技术含量较低未能有效吸纳专业人才,
 

农业活跃度与返乡率显著背离,
 

产业升级滞后;
 

返乡群

体人力资本适配机制缺失。
 

由此提出优化路径:
 

①
 

优先培育融合产业生态,
 

构建“业态孵化+数字基建+教育适

配”协同机制;
 

②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
 

通过技术渗透重塑岗位技能需求;
 

③
 

完善贯穿人才引入、
 

培育与留存的全

周期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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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rural
 

talent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olicy-industry-human
 

capital”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42
 

villages
 

in
 

southwest
 

China
 

from
 

2021
 

to
 

2024,
 

and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for
 

employment
 

through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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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ssion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tivity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integrated
 

industrie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return
 

rate
 

of
 

college
 

students.
 

It
 

created
 

technology-intensive
 

jobs
 

through
 

new
 

business
 

formats
 

such
 

as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and
 

smart
 

agriculture.
 

Tradi-
tional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and
 

commerce
 

failed
 

to
 

effectively
 

attract
 

the
 

professionals
 

due
 

to
 

their
 

low
 

technology
 

content,
 

and
 

the
 

agricultural
 

activity
 

and
 

return
 

rate
 

were
 

significantly
 

deviated,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was
 

lagged
 

behind.
 

There
 

was
 

a
 

lack
 

of
 

human
 

capital
 

adaptation
 

mechanism
 

for
 

returnees.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optimization
 

paths:
 

①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cultivating
 

an
 

integrated
 

industrial
 

ecology
 

and
 

building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business
 

incubation+digital
 

infrastructure+education
 

adaptation”.
 

②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reshape
 

the
 

demand
 

for
 

job
 

skills
 

through
 

technology
 

penetration.
 

③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full-cycle
 

policy
 

system
 

that
 

run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cultivation
 

and
 

retention
 

of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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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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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乡

村全面振兴为核心目标,
 

以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人才振兴等为核心抓手,
 

提出一系列重要举措,
 

旨在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20世纪80年代,
 

国外学者把人力资本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增长

模型,
 

提出“专业化人力资本”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
 

强调知识溢出效应推动产业集群发

展[1]。
 

这一理论为乡村产业振兴与乡村人才振兴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国内学者也在其研究中阐述,
 

当农业农村现有人才存量无法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需求时,
 

合理引导掌握一技之长的农民工、
 

农村籍大学

生以及非农籍社会人才回流农业,
 

是确保农业产业化持续、
 

快速、
 

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2-3]。
 

西方学者对

“人才回流”的通俗称谓是“Brain
 

Gain”,
 

是相对于“人才外流”而产生的一个概念,
 

早期主要用于研究在海

外工作和留学人才对母国的回归,
 

后来逐渐沿用到国内不同区域间的人才流动研究[4]。
 

2020年第七次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
 

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36.11%,
 

较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下降14.21个百分

点。
 

创新人才机制,
 

促进人才从城市回流成为乡村振兴迫切需要解决的短板问题[5]。
 

通过高等教育系统化

培养的大学生是乡村振兴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近年来大学生创业就业矛盾日益凸显。
 

2023年高校毕业

生规模达1
 

158万人,
 

“人才过剩”与“人才短缺”并存。
 

在此背景下,
 

乡村产业振兴通过政策创新推动大学

生返乡创业,
 

不仅关乎新型城乡关系构建,
 

更是破解劳动力再配置难题的重要场域。
 

一方面,
 

乡村产业振

兴推动城乡要素从“单向虹吸”转向“双向对流”。
 

另一方面,
 

乡村产业振兴作为国家战略干预手段,
 

可以通

过再平衡机制改善人才配置效率。
 

对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实证研究,
 

可以为乡村产业振兴

政策与乡村人才振兴政策实践效能提供评价依据和经验证据。
现有研究指出,

 

当前依托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大学生返乡创业仍面临诸多挑战,
 

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基本

形态、
 

动力机制、
 

现实困境和路径优化4个维度开展:
 

①
 

聚焦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基本形

态,
 

包括农业创业[6]、
 

电商创业[7]、
 

科技创业[8]、
 

文化创业[9]等;
 

②
 

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返乡创业

的动力机制,
 

指出政策激励[10]、
 

基层情怀[11]是主要动力,
 

返乡创业教育[12]、
 

农业产业依托[13-14]等具有影响

作用;
 

③
 

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现实困境,
 

提出创业观念[15]、
 

知识技能不足[16]、
 

缺乏经验

和资金[17]、
 

手续繁琐[18]、
 

专业无法对接[19]等阻碍大学生返乡创业实现的问题;
 

④
 

提出乡村振兴政策促进

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优化路径,
 

贡献出提升政策精准度、
 

发挥基层平台支撑、
 

返乡心理疏解[19]、
 

多元主体促

进[20]、
 

创业环境[21]等观点。
 

然而,
 

尽管已有研究对大学生返乡创业政策与制度效能进行了多维度探讨,
 

但

仍然存在以下局限:
 

①
 

数据时效性不足,
 

多基于2020年前的截面数据,
 

难以捕捉远程办公、
 

数字游民等新

趋势的影响;
 

②
 

动态跟踪缺失,
 

缺乏对返乡者5~10年职业轨迹的长期观察,
 

导致政策长效性评估失真;
 

③
 

理论整合不足,
 

单一学科视角难以解释“政策—产业—个体”的多维互动机制,
 

相关研究尚未构建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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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
 

本研究构建“政策—产业—个体”三维分析模型,
 

运用量化分析、
 

质性分析、
 

实验设计等混合研

究方法,
 

采集2021-2024年西南某地区42个村的面板数据,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样本进行过程追踪,
 

揭示政策作用发挥的微观机制,
 

以期为未来推进乡村人才振兴提供靶向优化方案。

1 乡村振兴促进大学生返乡路径探析

1.1 乡村产业振兴与大学生返乡创业相关性分析

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是乡村振兴政策促进大学生返乡创业路径研究的核心分析维度。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亦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
 

乡村产业根植于县域,
 

以农业农村资源

为依托,
 

以农民为主体,
 

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
 

地域特色鲜明、
 

创新创业活跃、
 

业态类型丰

富、
 

利益联结紧密,
 

是提升农业、
 

繁荣农村、
 

富裕农民的产业[22]。
 

大学生返乡创业,
 

是指接受高等教育的毕

业生在5年之内回到自己家乡,
 

结合自身能力并利用所在乡村资源为自己在乡村经济大环境中寻找到合适

的创业机会,
 

在实现个人社会价值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建设同步助力[23]。
 

乡村产业振兴通过产业形态、
 

产

业升级、
 

产业政策和产业生态四重逻辑,
 

深刻影响大学生返乡创业规模、
 

结构与可持续性。
 

①
 

乡村产业形

态决定要素禀赋结构与岗位承载力。
 

乡村产业振兴通过三产融合与业态创新,
 

催生了智慧农业、
 

乡村旅游、
 

农村电商等新业态。
 

这些新业态不仅扩大了创业容量,
 

还拓宽了创业渠道,
 

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了多样

化选择[24]。
 

例如,
 

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为大学生提供了网络营销、
 

物流管理、
 

供应链设计等新型岗位,
 

显

著提升了农村创业的吸引力。
 

②
 

乡村产业升级驱动人力资本适配。
 

产业升级通过技术渗透与价值链攀升,
 

倒逼岗位技能升级,
 

形成“技能—岗位”匹配通道。
 

县域数字经济渗透率与大学生返乡率呈现出正向关系,
 

表明技术驱动的产业升级对高素质人力资本具有显著吸引力。
 

③
 

乡村产业政策是核心干预工具。
 

产业政策

在引导和激发大学生返乡创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25]。
 

创业补贴可有效降低初创企业的运营成本,
 

促进其

创新水平提升[26];
 

产业园区通过集群效应降低人才流失率,
 

形成人才集聚高地。
 

相关扶持政策缩小城乡待

遇差距,
 

为返乡大学生提供良好的职业晋升空间,
 

增强其留乡发展意愿[27]。
 

④
 

乡村产业生态决定创业可持

续性。
 

产业生态质量锚定创业稳定性与增值空间,
 

良好的产业生态不仅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了多样化的

岗位选择,
 

还为其长期发展提供了土壤。

乡村产业振兴作为不可替代的中介变量,
 

连接政策供给与人力资本配置,
 

即产业形态决定岗位规模与

质量的供给端、
 

政策工具依托产业载体传递激励的需求端。
 

在动态层面,
 

产业生态质量锚定创业稳定性与

增值空间。
 

脱离产业振兴孤立探讨返乡创业,
 

将陷入“就创业论创业”的认知窄化,
 

遮蔽“政策—产业—人力

资本”的系统互动。
 

因此,
 

需从“产业需求牵引—人力资本适配—政策供给响应”三维框架解析要素配置、
 

制

度创新与能力演化的协同机制,
 

为破解乡村振兴人才困境提供理论基础。
 

本文构建“乡村产业振兴—大学

生返乡创业—制度创新”的联动机制作为分析框架,
 

本质上是一个由制度激励驱动要素重组、
 

要素重组适

配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反哺制度创新构成的闭环系统。
 

其理论逻辑可分解为以下3个层级:

1)
 

制度激励与要素禀赋的结构性调整。
 

产业振兴政策作为外生冲击,
 

通过制度性交易成本削减与要素

配置规则的重构,
 

可以打破乡村产业发展的低水平均衡、
 

降低生产要素流动与组合的摩擦成本。
 

①
 

产权制

度改革,
 

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宅基地“三权分置”,
 

可以释放土地要素的资产属性,
 

破解传统农业

的“土地锁定”困境;
 

②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
 

创业担保贷款、
 

初创企业所得税减免等优惠政策,
 

可以降

低资本要素的流动性约束,
 

引导社会资本向乡村新兴产业,
 

如智慧农业、
 

生态文旅集聚;
 

③
 

扩大数字基建投

入,
 

县域5
 

G网络覆盖、
 

区块链溯源系统等基建设施,
 

可以提升数据要素的可得性与可信度,
 

推动产业组织模

式从“经验依赖”转向“数据驱动”。
 

这一过程的实质是政策干预下要素禀赋结构升级,
 

即从土地、
 

劳动力主导的

传统要素组合,
 

向土地—资本—技术—数据多元互补的现代要素体系演进,
 

为产业振兴奠定物质基础。

2)
 

产业振兴与创业需求的技能迭代。
 

乡村产业振兴通过生产函数重构与价值链位势跃迁,
 

重塑创业市

场的技能需求结构。
 

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
 

产业升级是各种生产要素跨产业再配置的过程[28]。
 

当传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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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向三产融合转型时,
 

生产过程的技术密集度提升,
 

与价值链分工细化,
 

必然要求劳动力技能从“体力密集

型”向“知识—技能复合型”升级。
 

这种技能迭代产生双重效应:
 

①
 

岗位筛选效应,
 

即高技能岗位边际生产

率与薪资溢价显著高于传统岗位,
 

如数据分析师、
 

供应链经理,
 

形成对高等教育人群的“拉力”;
 

②
 

技能错

配消解效应,
 

即产业形态升级倒逼教育体系调整,
 

促进人力资本供给与产业需求动态匹配,
 

如涉农高校增

设数字农业课程。
 

在此过程中,
 

政策工具通过信号传递机制向大学生释放产业前景信号,
 

修正其“乡村=低

端创业”的认知偏差,
 

激发返乡创业的主动选择。

3)
 

人力资本适配与制度反馈的协同演化。
 

如图1所示,
 

大学生返乡创业作为高阶人力资本的定向流动,
 

通过知识溢出与组织创新反哺产业振兴,
 

形成“政策—产业—人力资本”的正反馈。
 

人力资本理论指出,
 

高素

质劳动力的核心价值在于其“配置能力”。
 

高素质劳动力能够整合科技创新资源,
 

运用高科技智能化设备进行

高效能生产,
 

实现高质量产出[29]。
 

具体而言:
 

①
 

返乡者主动通过技能学习、
 

技术模仿和管理模式的优化,
 

可

以提升所创办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30],
 

推动技术产业前沿外移;
 

②
 

返乡者依托社会网络构建“创新共同体”,
 

降低知识扩散的交易成本,
 

加速技术采纳与模仿;
 

③
 

返乡者参与基层治理,
 

优化政策执行的地方适配性,
 

推

动制度从“顶层设计”向“在地创新”迭代。
 

大学生返乡创业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有效

推动所在地创新能力提升和创业结构的多元化发展,
 

体现了“个体—群体—生态”的动态演化路径[31]。

图1 大学生返乡创业动态演化路径

根据以上分析,
 

由于不同类型产业形态所提供的新创业机会不

同,
 

要想深入探索乡村产业振兴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作用机制,
 

首先

需要细化乡村产业形态。
 

现有资料有大量对于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
 

如各省、
 

市、
 

区/县的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
都会对县域以上的产业增加值、

 

产业结构、
 

各产业市场主体总量及增

加值进行详细统计与发布,
 

但具体到村镇的则鲜有统计公布,
 

而实际

上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也要通过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才能创造生

产力。
 

换言之,
 

产值虽然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
 

但并不能与人力

资本产生直接联系,
 

真正促进创业机会产生的是产业生产经营活动

的活跃度所衍生出的对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的需求,
 

大学生作为优

质人力资本,
 

其返乡创业的实现需要二者同时发挥作用。
 

根据现阶段

乡村各产业生产经营活动情况,
 

将乡村产业生产经营活动界定为以

下3种形态:
 

①
 

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仅指种植业、
 

养殖业、
 

林业、
 

畜牧业、
 

渔业等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②
 

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
 

仅指单一形式的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交通运输业、
 

建筑业、
 

非农产品加工制造业、
 

采矿业、
 

卫生和社会工作等;
 

③
 

融合产业生产经营活动,
 

包括

种、
 

养殖农业间融合,
 

生态循环立体农业(如一季粮食作物一季经济作物、
 

畜禽粪便做肥料、
 

稻虾共养等),
 

一二产融合(如农产品加工、
 

产供销产业链延长等),
 

一三产融合的复合型农业(如农家乐、
 

采摘园、
 

乡村旅

游、
 

文化康养结合、
 

田园综合体等),
 

智慧农业(如引入互联网、
 

大数据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的高科技农

业),
 

多功能农业(如创意农业、
 

农耕体验和乡村文创手工艺等),
 

一二三产融合(如种养—加工—农家乐一

体化)。
 

基于上述分析,
 

结合产业生产经营活动所能提供的创业机会与产业内部生产经营活动分类,
 

本文提

出乡村各产业生产经营活动与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假设情况,
 

如表1所示。
表1 假设情况一览表

假设编号 假设内容

① 农业生产经营活跃度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返乡创业

② 工商业生产经营活跃度与大学生返乡创业不相关

③ 融合产业生产经营活跃度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返乡创业

④ 所学专业、
 

受教育年限会影响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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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验设计及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西南某地区42个村2021-2024年度实际情况为样本,
 

通过向研究区村委、
 

农户发放问卷,
 

获得问卷数据,
 

并将该问卷数据进行整理筛选,
 

得到实际有效的样本数据。
 

计算返乡创业大学生比率,
 

其

数学表达式为:

RR=NS/NZ (1)
式中:

 

NS表示村农户中大学生人数,
 

NZ 表示村农户总数。
 

以产业生产经营活动的3种分类为解释变量,
 

分别是农业生产经营活跃度、
 

工商业生产经营活跃度、
 

融合产业生产经营活跃度。
 

这3种分类对应解释变

量,
 

其中各项产业生产经营活跃度用参与该项生产经营活动农户家庭数目占被调研农户家庭参与3个产业

生产经营活动总数的比率表示。
 

由于所学专业、
 

受教育年限等个人特征都可能影响大学生返乡意愿,
 

故本

文选择返乡创业大学生农科专业比率、
 

受教育年限为控制变量,
 

分别用被调研村农科专业返乡创业大学生

在整个返乡创业大学生中的占比、
 

被调研村返乡创业大学生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

量、
 

控制变量的定义如表2所示。
表2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定义一览表

变量 名称 符号

被解释变量 返乡创业大学生比率 RR

解释变量 农业生产经营活跃度 AM

工商业生产经营活跃度 CA

融合产业生产经营活跃度 II

控制变量 返乡创业大学生农科专业比率 NK

返乡创业大学生受教育年限 NL

  在筛查出缺失样本数据后进行回归模型检验,
 

共获得1
 

440个数据,
 

根据上文提到的产业生产经营分

类情况进行回归模型检验,
 

并设置回归方程:

RR=β0+β1AM +β2CA+β3II+β4NK +β5NL+ε (2)
式中:

 

RR 为因变量,
 

β0 为常数量,
 

β1-β5 为对应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ε为残差项。
 

AM、
 

CA、
 

II作为解

释变量。
 

解释变量的数据通过问卷设计获取,
 

通过向研究区农户发放问卷,
 

获得有效问卷数据,
 

并在问卷

设计过程中对指标进行量化处理。

2 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大学生返乡创业实证分析

本文建立了产业生产经营活跃度与大学生返乡创业率的模型和假设检验,
 

以便更好地对乡村产业振兴

促进大学生返乡创业路径进行探究。
 

借助SPSSAU统计分析工具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检验,
 

可以更好地

验证假设条件提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各变量2021-2024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名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大学生返乡创业率 0.093 0.253 0.159 0.048 0.144

农业生产经营活跃度 0.365 0.566 0.439 0.075 0.414

工商业生产经营活跃度 0.114 0.199 0.147 0.024 0.144

融合产业生产经营活跃度 0.089 0.135 0.109 0.014 0.110

返乡创业大学生农科专业比率 0.050 0.400 0.248 0.100 0.265

受教育年限 14.400 16.000 14.967 0.503 14.800

  表3结果表明,
 

被调研地区返乡创业大学生比率整体偏低,
 

均值为0.159,
 

且区域差异显著,
 

标准差为

0.048,
 

与农业生产经营活跃度形成明显反差,
 

凸显出农业产业人才吸引力不足与县域产业需求间的结构

5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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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矛盾。
 

同时,
 

工商业和融合产业发展滞后,
 

返乡群体呈现出“非农科专业主导(比例达0.752)、
 

平均受教

育年限较短”等特征,
 

与农科人才短缺并存,
 

反映出县域产业升级与人才供给的错配风险。

表4结果表明,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
 

不同种类产业生产经营活跃度与

大学生返乡创业率之间具有相关关系(p<0.01),
 

回归结果和稳健性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4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

Pearson相关

RR AM CA II NK NL

RR 1

AM 0.808** 1

CA 0.025 0.17 1

II 0.956** 0.782** -0.073 1

NK -0.729** -0.732** 0.122 -0.800** 1

NL 0.613* 0.390 0.008 0.604** -0.527 1

  注:
 

*
 

、
 

**分别表示p<0.05,
 

p<0.0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5 产业生产经营活跃度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率的回归分析、
 

F 检验、
 

共线性诊断

回归系数(参数估计t值)
共线性诊断

VIF 容忍度

常数 -0.373(-2.010) - -

农业生产经营活跃度 0.126(1.027) 3.621 0.276

工商业生产经营活跃度 0.071(0.314) 1.270 0.788

融合产业生产经营活跃度 2.919**
  

(4.079) 4.557 0.219

农科专业返乡创业大学生比率 0.077(0.880) 3.313 0.302

平均受教育年限 0.009(0.683) 1.708 0.585

R2 0.939

调整R2 0.888

F 值 F(5,
 

6)=18.402,
 

p=0.001

  注:
 

*
 

、
 

**分别表示p<0.05,
 

p<0.0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从表5可以看出,
 

模型R 方值为0.939,
 

意味着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
 

融合产业生

产经营活动可以解释返乡创业大学生比率,
 

模型拟合情况较好。
 

对模型进行F 检验时发现,
 

模型通过F 检

验(F=18.402,
 

p=0.001<0.05),
 

也说明模型有意义,
 

且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
 

融合

产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至少一项对返乡创业大学生比率具有影响。
 

针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发现,
 

模

型中VIF 值全部小于5,
 

意味着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
 

样本数据之间并没有关联

关系,
 

模型较好。
 

总结分析可知,
 

融合产业生产经营活动与返乡创业大学生比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但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与返乡创业大学生比率不具备影响关系。

3 研究结论

1)
 

融合产业生产经营活跃度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返乡率。
 

产业融合通过资源互补性整合构建产业生

态网络,
 

显著提升大学生的返乡创业意愿,
 

是影响返乡创业意愿最为关键的结构性因素[32]。
 

这一结果验证

了假设③,
 

即融合产业通过创造多样化、
 

高质量的创业机会,
 

有效吸引大学生返乡。
 

融合产业涵盖农旅结

合、
 

智慧农业、
 

产供销一体化等新兴业态,
 

其复合型特征能够满足大学生对职业发展空间、
 

技术应用场景

及社会价值实现的需求。
 

例如,
 

乡村旅游和电商平台不仅需要传统农业技能,
 

还依赖数字技术、
 

市场营销

等跨领域能力,
 

与非农科专业和女性返乡群体的技能结构高度契合。
 

此外,
 

融合产业较高的附加值和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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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才的依赖,
 

与返乡大学生中党员比例突出的特征相符,
 

反映出基层治理与产业升级对高素质人才的协

同需求。
 

然而,
 

农业(AM)和工商业(CA)活跃度对返乡创业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
 

表明传

统农业对高学历人才吸纳能力有限。
 

县域工商业因产业层次低、
 

岗位技术含量不足,
 

难以形成有效吸引力。
 

这一结论为乡村振兴政策提供了明确方向,
 

即需优先发展融合产业,
 

通过产业形态创新释放人才需求,
 

而

非单纯依赖传统产业规模扩张。

2)
 

县域人才供需错配暴露了传统产业升级滞后问题。
 

数据分析显示,
 

农业生产经营活跃度与大学生返

乡率的显著背离,
 

揭示了传统农业与高学历人才需求的结构性矛盾。
 

尽管农业在县域经济中占据主导地

位,
 

但其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仍集中于体力劳动和初级生产环节,
 

与大学生职业预期存在落差。
 

农科专业返

乡比率仅0.248,
 

且与返乡率呈负相关(r=-0.729**),
 

进一步印证了传统农业未能有效吸纳专业人才。
 

与此同时,
 

工商业活跃度的低水平与低波动性表明,
 

县域工商业仍以低端服务业为主,
 

缺乏技术密集型岗

位,
 

导致非农科生的创业选择受限。
 

这一结果推翻了假设①和②,
 

说明单纯提升农业或工商业规模无法解

决人才短缺问题,
 

关键在于推动产业内涵升级。
 

例如,
 

农业需向智慧化、
 

品牌化转型;
 

工商业需嵌入区域产

业链高端环节,
 

才能创造与大学生能力匹配的岗位。
 

本研究还发现,
 

县域产业对青年职业初期支持不足,
 

进一步凸显了产业升级的紧迫性。
 

因此,
 

政策需从“增量扩张”转向“提质增效”,
 

通过技术赋能和业态创新

重塑产业吸引力。

3)
 

人力资本特征与产业需求协同机制亟待优化。
 

控制变量分析表明,
 

返乡大学生群体呈现出“非
农科主导”的特征,

 

与县域产业需求存在错配风险。
 

此外,
 

受教育年限长的群体的返乡率虽有利于基

层治理,
 

但若缺乏产业支撑,
 

易陷入“行政吸纳替代经济发展”的困境。
 

上述矛盾提示,
 

乡村振兴需建

立“产业—人才”动态适配机制:
 

①
 

通过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提升非农科生对融合产业的适应能力;
 

②
 

优化县域岗位结构,
 

增加技术管理、
 

创新创业等复合型职位,
 

打破性别与专业壁垒。
 

本研究还发

现,
 

农科专业比率与返乡率呈负相关,
 

暴露出涉农教育与实践需求脱节的问题,
 

需推动校企合作,
 

定

向培养“既懂技术又善经营”的现代农业人才。
 

最终,
 

政策应超越单纯创业率提升,
 

关注人才与产业协

同发展的可持续性。

4 研究启示

1)
 

以融合产业为核心抓手,
 

构建“产才共生”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本研究表明,
 

融合产业对大学生返乡

创业的驱动力远超传统农业与工商业,
 

这为政策设计提供了关键切入点。
 

未来乡村振兴需以融合产业为枢

纽,
 

重构“产业—人才”协同发展生态。
 

①
 

政策应聚焦新兴业态培育,
 

优先支持农旅融合、
 

智慧农业、
 

电商

平台等复合型项目,
 

通过财政补贴、
 

土地流转优惠等倾斜性措施降低创业门槛。
 

可设立县域融合产业孵化

基金,
 

引导大学生团队参与田园综合体运营或农产品品牌化建设。
 

②
 

强化基础设施与数字技术赋能,
 

加快

农村物流网络、
 

5
 

G基站及大数据平台建设,
 

破解融合产业的地理与技术瓶颈。
 

例如,
 

搭建县域农产品产销

一体化数字平台,
 

既提升产业链效率,
 

又创造数据分析、
 

电商运营等新型岗位,
 

适配非农科生技能。
 

③
 

建

立“产业需求—教育供给”动态对接机制,
 

推动地方高校课程体系改革,
 

增设农业物联网、
 

乡村旅游规划等

跨学科专业,
 

并联合企业开展定向培养。
 

同时,
 

设计灵活创业模式,
 

如远程办公、
 

季节性用工等,
 

释放其人

力资源潜力。
 

通过产业形态创新与人才结构优化双向互动,
 

可打破传统产业对低端劳动力的路径依赖,
 

实

现乡村振兴质量变革。

2)
 

以传统产业升级为基础,
 

重塑县域经济的人力资本吸纳能力。
 

本研究揭示农业与工商业的低层次

配置是人才错配的主因,
 

提示产业升级需从“规模驱动”转向“价值驱动”。
 

①
 

农业需向技术密集型转型,
 

通过智慧农业装备普及、
 

绿色生产标准推广提升岗位技术含量。
 

推广无人机植保、
 

AI养殖管理等技术应

用,
 

将农科生从田间劳作转向技术指导与研发,
 

同时配套职业农民认证制度,
 

明确大学生在产业链中的

核心地位。
 

②
 

工商业需嵌入区域价值链高端环节,
 

引导县域制造业向精密加工、
 

定制化生产升级,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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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向科技服务、
 

文化创意延伸。
 

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手工艺品牌,
 

吸引设计、
 

营销专业人才返乡

创业,
 

在满足游客对乡村风情体验需求的基础上,
 

有机植入现代化要素,
 

融合农村自然环境、
 

文化底蕴

和健康美学,
 

实现因地制宜、
 

一县一色、
 

一村一品的发展格局[33]。
 

此外,
 

需构建“政企校”协同创新平台,
 

设立县域产业技术研究院,
 

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
 

并为大学生提供技术入股、
 

知识产权分红等激励机

制。
 

系列产业升级路径通过提升产业附加值与岗位专业性,
 

能够将传统劣势转化为人力资本吸纳优势,
 

缓解人才结构性短缺。

3)
 

以人力资本适配为导向,
 

完善乡村振兴的“引育留”全周期机制。
 

大学生返乡创业不仅是数量问题,
 

更需关注其与产业需求的质量匹配。
 

①
 

建立精准化人才引进体系,
 

依托县域产业地图动态发布岗位需求清

单,
 

重点标注融合产业的技术管理岗、
 

传统产业的升级示范岗,
 

并通过“揭榜挂帅”机制吸引专业对口人才。
 

②
 

创新在地化人才培养模式,
 

设立乡村振兴学院,
 

开设“农业经理人”“乡村明白人”等定向培训项目,
 

帮助

非农科生快速掌握涉农技能。
 

同时,
 

高校应主动设立涉农特色学科方向,
 

增设智慧农业、
 

绿色生产等前沿

课程,
 

鼓励教师开展服务农村的应用性研究[34];
 

涉农企业需深化与高校的合作培养模式,
 

实现招生与招工

一体化、
 

校企“双主体”培养一体化,
 

充分发挥校企“双主体”育人作用[35];
 

推行“校企双导师制”,
 

让大学生

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实践,
 

破解农科教育与实践脱节问题。
 

③
 

构建多元化人才留存生态,
 

通过住房补贴、
 

子

女教育配套等政策降低生活成本,
 

并设立县域人才发展基金支持职业中期转型。
 

针对女性设计弹性工作制

与托育服务,
 

消除其后顾之忧。
 

此外,
 

需建立人才—产业适配度监测体系,
 

定期评估岗位技术含量、
 

薪酬竞

争力等指标,
 

动态优化政策工具箱。
 

这一全周期机制通过需求识别、
 

能力重塑与生态优化三重干预,
 

实现

人力资本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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