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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are the main bod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alents are the key elem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 should the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countryside orientate themselves, how should they attract college student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how should college students realize their subjective status, and how should they 

stimulate their vital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how do the returning college students play 

their role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These are questions that need to be actively thought about and explored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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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从农村中走出的大学生该如何定位，如何吸引大学生返乡

创业，大学生如何认识自己的主体地位，如何激发他们参与乡村振兴的活力，返乡大学生如何发挥自己在乡村

振兴中的作用？这些都是需要在实践中积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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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党的十九大时就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

央一号文件对此作了全面部署
[1]
。民族要复兴，乡村

必振兴。2021 年 2 月 2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

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是乡村振兴的主体，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
[2]
。从农村中走出的大学

生该如何定位，如何吸引大学生返乡创业，大学生如

何认识自己的主体地位，如何激发他们参与乡村振兴

的活力，返乡大学生如何发挥自己在乡村振兴中的作

用？很多大学生从乡村中走出来，拥有乡土情怀，拥

有新时代的使命担当，拥有市场经济思维或是互联网

思维，他们如若投入到乡村振兴中去，定会成为乡村

振兴的重要力量
[3]
。吸引大学生返乡创业，有利于充

分挖掘乡村振兴主体潜能，有利于解决乡村振兴中的

人才瓶颈问题，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乡村

振兴增能提效，这是非常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4]
。 

2．大学生返乡创业的重要意义和优势所在 

就目前情况而言，很多大学生在父辈的教育影响

下有着想要走出去逃离乡村的强烈愿望。在 208 人填

写的调查问卷中，来自乡村的比例是 65.38%，父母期

望大学生到城市发展的比例达到 90.38%，他们自己希

望到城市发展的比例更是高达 92.79%。然而事实上他

们也是乡村的主人，与乡村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有

着对土地“生命根源”的一种解不开的心结，有着对

“家乡”的一种浓浓的情愫。他们也有着其他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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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其他类人才所没有的对乡村各种关系的了解，有

着丰富的乡村生产生活经验，更加熟悉本地情况便于

开展工作。返乡大学生回乡创业，能够缓解农村长期

以来本土人才能人外流、人才匮乏、人才结构不合理

等制约乡村振兴的人才瓶颈问题，有利于实现农村生

产、生活与生态更高层次的平衡发展。鉴于此，如何

通过政策引导让他们安于本地乡村振兴实践、积极施

展才华创新创业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3．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主体地位认识 

在问卷中认为自己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的占

55.28%，而认为乡村振兴是“父辈的责任”、“相关工

作人员责任”和“政府的责任”的比例达到 44.71%。

要使返乡大学生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就要激发

他们的主体意识，明确自己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

保障他们的主体权利，加强四史教育，激活他们参与

乡村振兴的积极性投身乡村振兴实践。 

4．大学生返乡创业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突出矛盾表现在乡村。我们要

实现的乡村振兴是乡村的全面振兴。大学生返乡创业

有利于乡村振兴目标要求的实现。 

4.1．有利于实现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现代农
业体系构建 

国家对于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贷款优惠政策，可以

帮助拥有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返乡大学生充分利

用资本、技术、知识，实现对农业资源的科学、合理

利用，利用现代科技发展智慧农业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利用互联网思维构建“互联网+”的现代农业体

系，在新时代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一展身手，促进农村

产业兴旺，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带动村民生活更加富

裕。 

4.2．有利于推进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的发展 

返乡大学生经过长期的知识学习和技术武装，又

深受新时代潮流理念的影响，能够认识到人与自然和

谐统一的关系及对于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性，也有从技术层面操作的能力推进发展循环经济和

发展好生态经济的前景。 

4.3．有利于推进乡风文明的发展 

通过对返乡大学生回乡创业成功的典型事例宣

传介绍，可以吸引有知识、爱故乡、敢经营的乡村本

土人才和乡村精英回流。也可以吸引其他经营实体关

注乡村、投资乡村。一方面为乡村产业振兴持续注入

活力，另一个方面，也可以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故事

材料、丰富精神内涵，增强精神动力和经济支持。同

时，他们也具备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推进本土精神文明

建设和发展的潜力，开拓思路创新建立和巩固传承历

史文化资源的途径方法，推进乡风文明发展。 

4.4．有利于推进乡村治理有效开展 

返乡大学生都受过法治教育具有法治思维，他们

中的管理人才可以参与基层乡村依法治理实践，成为

新时代的新乡贤。经过锻炼可以更好处理协调各种关

系，推进乡村治理有效开展。 

5．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现实动因 

5.1．城市存在的就业压力与国家的积极政策
引导 

2021 年应届毕业生人数达到 909 万，按照我国

如此庞大的大学生毕业人数体量，每年未就业的大学

生人数依然很多
[5]
。 

对于大学生所面临的就业困境我们可以从这几

方面探究原因：一是很多大学生涌进条件优越的大城

市，而就业岗位却有限，这就出现了就业供需矛盾；

二是招聘单位对应聘人员的专业技术要求和能力较

高，然而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毕业生缺乏工作经验和

工作阅历；三是大学毕业生对应聘单位给自己提供的

工作环境、工作待遇及自己在就职单位职业发展的期

望过高导致社会企业无力承担；四是我国不同地域之

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

不同专业的毕业生面对不同的市场需求就业情况也

有所差别，对一些相对冷门专业学生的需求量有限，

这也造成了就业不充分的实际状况。政府在改善就业

形势的同时，一直以来也在积极引导大学毕业生返乡

创业。 

5.2．城市生活成本加大与农村创业成本较低
的吸引 

对于不少只身在大城市打拼的外地毕业生来说，

城市生活的高质量确实能够满足他们对不断提高的

美好生活的追求，但生活成本大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单就购房在大城市定居下来这一项支出就是一个不

小的压力。工作时间上虽是朝九晚五，但家与工作单

位的距离也成了每天挣扎的不可忽略的一项。再加上

市场竞争的压力所带来的工作压力，让他们感觉一时

喘不出气来。 

而乡村的生活成本相对较小，由于渴求人才当地

政府也为来此创新创业的人才提供了很多机会和相

对优越的政策支持。 

6．目前存在的困境 

6.1.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农村人口为什么要向城市迁徙？城市里有相对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53

1161



优越的生存发展条件和空间资源，尽管有压力但能够

让人们看到更好更多的满足点。 

6.1.1．求优势教育资源、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为下一代谋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受传统观念“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很多生长在

农村的人们看到城乡在教育上的差距，想通过读书改

变后代的命运，不惜倾其一生积蓄到城里买房为下一

代争取在城里受教育的机会。 

6.1.2．打工有高于农业的收入谋求更好的经
济条件。 

农村人口或因劳动技能或因农业技术等原因，在

土地上不能得到期望的需求，不能承载他们高质量的

追求。他们从土地上、从乡村里走出来，走向城市。

通过城市提供的较多的工作机会来实现他们提高收

入的目的。 

6.1.3.求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 

医疗卫生水平城乡存在较大差异，尽管有村卫生

室，也只是处理些轻症。近年来一些特殊疾病的出现

让他们对自己及家人的健康生活更加关注。农村人口

感受到在城市中生活会有更好的获得感、安全感。 

6.1.4．求自己的更好发展空间求更大自我价
值的实现。 

在乡村生活中，很多人认为自己做得再好也只是

普通农民，没有什么质的变化，没有什么发展空间，

认为自我价值实现受限。走到城市中，岗位分为级别，

收入分层次，与之前的农村经济生活相比较有较大变

化。这些级别和收入上的变化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职业

发展前景和自我价值。 

6.1.5．求社会认可。 

长期以来工人阶级是老大哥的观念在农民心里

也有一定影响。在一些农民心里到城里做工人比做农

民身份地位高。进城做工人让他们有自豪感。还有一

些人认为没有本事的才留在乡村。在这些观念的影响

下，他们会认为进城或务工或经商才会被乡里乡亲称

赞看好，认为这样才是有本事。 

6.2.大学生回乡创业存在困难 

回乡创业，是不是有足够的资金量，有没有有效

的人脉，只有学历或肯吃苦，有经济意识和经商头脑，

但缺乏实战经验很难有一番作为。如果失败了，创业

启动资金的漏洞谁来补？一蹶不振怎么办？ 

回乡创业，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量或人脉，支撑

你创业的动力或基础是什么？是靠单纯的能干？学

历高？还是有一腔热血要回报社会，助力乡村振兴？

如果信念不坚定，如果没有有效的机制环境氛围鼓励

很难长期坚定地坚持在乡村创业发展。 

在一线二线城市一样创业，而且很容易成功。然

而在乡村，人们的理念、消费观念等都有些滞后，行

动力还需要去动员。面对城市创业相对容易的对照，

会不会有人回，会有多少人回。 

7.如何吸引大学生返乡创业 

在问卷调查中，“影响你返乡创业的顾虑”中选择

“工资收益”和“社会保障”的达到 87.02%。在与大

学生的座谈中也了解到所选择的这些方面的顾虑主

要是对于乡村发展环境、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的担忧。

在与乡、村两级干部的座谈中也谈到了这种乡村发展

需要人才和现实中人才匮乏、留不住人才的矛盾。通

过座谈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人才流失的无奈、挽留的无

力和对人才的渴望。 

基于目前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大学生

回乡创业存在的困境，需要开展有针对性地解决人们

心中忧虑的现实问题。 

7.1.发展乡村教育，提升乡村文化水平 

发展乡村教育，改善乡村教师待遇，提升乡村教

育水平，发挥地区特色创办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留

住乡村受教育者。建设乡村图书馆，组织各种形式的

文化活动，发展并突出地方特色文化，提升乡村文化

水平，形成良好文化氛围。不仅要留住当地人口，还

要吸引外来人口流量，推动本地文化经济发展。 

7.2．使乡村更好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大力发展乡村经济 

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

根据农村人口的实际需求实现发展。应该认识到经济

发展新常态，把乡村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充分认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同时做好政府的指导，在乡村市场中也应适应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需要进行改革，大力发展乡村经济。 

7.3.提升乡村科技水平，发展智慧农业 

世界科技形势不断发展，科技水平不断提升，我

们应把握数字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发展

趋势，把握科技革命发展的新机遇，大力提升乡村科

技水平发展智慧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再加上

当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时代背景，这就需要

大量懂科技通网络会关注市场的高素质人才。 

大学生在毕业前可以协助自己家人老乡搞好农

业转型，毕业后可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组成创业团队

提升农业发展的层次。具体可以在技术支持、市场指

导、团队组建和培训、过程管理等多方面参与到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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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上来。 

7.4.深化政府与高校的合作，提升大学生的返
乡创业能力 

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理论内容较为扎实，专业

应用能力还需要在实践操作中不断加强提升。高校在

专业培养过程中，开设了创业就业指导课程，可以有

针对性地增加返乡创业指导和政府政策宣传。高校为

提升学生专业实践水平和能力，开辟了专业实习基地，

可以与政府合作设立返乡创业培训基地，进行返乡创

业形势介绍和岗前培训。政府提供场地、政策优惠，

高校提供专业指导教师与科研创新基金，合作建立创

业孵化基地。 

7.5.形成吸引人才的长效机制 

大学生村官对乡村发展贡献明显，说明乡村工作

对大学生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但真正让大学生能够选

择乡村的重要原因就是人才政策有效引导，选聘、管

理、培训、考核、选拔、流动等均作出明确规定，逐

步建立人才吸引和管理的长效工作机制。 

首先，自上而下制定并完善相关政策留人的制度

体系，构建长效机制，让返乡大学生看到发展机会和

发展空间。 

其次，顶层设计中形成比较清晰的返乡大学生职

业生涯发展路径，让返乡大学生看到自己未来发展前

景。 

第三，打造公平、高效、透明、开放的营商环境，

为返乡大学生创业提供有力的环境保障。 

第四，设立返乡创业专项资金，对创业基本状况

进行评估，分阶段因地因时因势对符合条件者给予创

业补贴。 

第五，探索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式，健全人才培

养体系
[6]
。有条件的高校可以根据乡村振兴应用型人

才的需要设置专业、设计专业发展方向，明确培养目

标，探索并逐步完善培养模式。积极在农村建立人才

实习实训基地，并对此制定常态化可操作性考核机制。

培养大学生的爱国爱乡情怀和被需要的幸福感、价值

感、获得感
[7]
。 

8.结论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大学生是国家建设

发展的重要力量，当然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人力资源。

大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优

势和重要作用，能够激发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主体意识，

提升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热情。通过国家自上而下制定

并完善相关政策、构建政策留人的长效机制，并在顶

层设计中形成比较清晰的返乡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

规划，探索政策留人的制度体系、长效机制和返乡大

学生职业生涯发展路径，就能有效吸引优秀大学生返

乡并能够做到“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
[8] 

为乡村

振兴积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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