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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长期以来，随着大量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务工，村

庄社会中的生产和生活主体流失，村庄社会呈现“过疏

化”问题，这也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巨大障碍。在

此背景下，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有效弥补了乡村振兴的

主 体 缺 位 问 题 。 但 是 ， 乡 村 振 兴 是 一 项 系 统 全 面 的 工

程，涉及乡村产业、治理、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这

不 仅 依 赖 于 主 体 的 回 流 ， 还 依 赖 于 村 庄 社 会 关 联 的 营

造。村庄社会关联涉及村民可以调动的村庄内外部关系

和 资 源 的 能 力 ， 这 是 村 庄 建 设 和 村 庄 秩 序 的 基 础 。 因

此，村庄社会关联的营造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这 也 是 农 村 返 乡 创 业 青 年 引 领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要 社 会 机

制。已有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农民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之

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强调发挥返乡创业青年的中坚力量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过，农村返乡创业青年是如何推

动乡村振兴的？实践机制是什么？这在已有研究的讨论

中仍是不清晰的。为此，本文将立足农村青年的返乡创

业实践，从关联营造的角度，进一步揭示农村返乡创业

青年引领乡村振兴的社会机制。

农村青年返乡创业：

群体素描、创业类型与动机

（一）群体素描

返 乡 创 业 的 农 村 青 年 群 体 主 要 有 三 部 分 ： 一 是 外

出务工者；二是在外经商的老板；三是返乡大学生。返

乡创业的外出务工者多是具有一定技能，经济收入水平

略高于普通务工者，从而具备了一定的资本积累能力，

即在外务工的收入能够超越家庭消费水平的制约，从而

形成初步的资本积累。在外经商的老板则是早年外出务

工，形成了一定资本积累能力之后，便在外经商创业。

这既包括众多的小老板，如包工头、饭店老板、小企业

经营者等，也包括少数大老板，如身价千万元以上的煤

老板、房地产开发商等。返乡大学生则是近年来新兴的

一批返乡创业者，他们具备较高的知识水平、学习能力

以及开阔的视野，并且大多出身于农村，对于在农村中

干事业有着天然的情感，不甘于城市中的平庸生活，受

近年来国家政策号召，返乡创业以实现人生价值。

（二）创业类型

农村青年返乡创业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投资农业

发展规模经营；二是投资工业创办工厂；三是投资服务

业发展乡村旅游。农业规模经营是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

最普遍类型。经营规模一般在100-200亩，并结合特色产

业种植。这是由于相较于工业而言，农业规模经营的资

金、技术和管理门槛较低，并且借助于本乡本土的熟人

关系网络流转土地能够显著降低土地流转成本和劳动力

使用成本。这就在客观上提高了农业规模经营效益。投

资建设工厂的资金规模要求则相对较高，只有长期在外

经商的老板才具备这一条件，他们多借助在外经商的技

术和管理经验，依托农村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提升

产品的竞争力。受限于农民的资本积累能力，通常情况

下，农村青年返乡创办的工厂规模都不大，一般在30-50

人，所生产的产品也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资本

化和技术化程度并不高。乡村旅游是近年来新兴起的一

种创业类型，以民宿为主要形式，同时结合农特产品生

产、加工和销售。因而，在形式上，乡村旅游也往往与

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工业相结合，形成“农、工、旅”

一体的产业发展模式。由于民宿主要以自家房屋和家庭

劳动力经营为主，因而所需资本规模和管理投入水平并

不是太高。不过，当前也有越来越多的资本化投入水平

较高的“高端民宿”开始兴起，这也构成对农村青年返

乡发展乡村旅游的一种挑战。

（三）创业动机

从动机上看，虽然不同群体，不同创业模式动机不

一，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况：一是为获取资本

收益最大化；二是开拓农村就业的机会；三是实现人生

价值以及更高的社会目标。无论是普通务工者，还是经

商的老板，抑或返乡大学生，返乡创业都涉及一定规模

的资本投入，在市场机制下，必然要谋求资本收益的最

大化，否则便无法在市场环境中生存下来。这里有所不

同的是，在外务工者和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完全摆

脱家庭消费需求的制约，因而，仍是不完全资本化的，

在创业过程中投入其本人及家庭成员的较多劳动力，以

减少资本成本。相对而言，在外经商老板返乡创业的资

本化程度则更高一些。不过，经济动机虽然重要，但影

响大多数农村青年返乡创业选择的还在于后两个方面的

因素。稍有能力的在外务工者都会意识到在外打工并非

长久之计，自己总归是要回到村庄生活，因而，在自己

尚有选择能力之时返乡创业，为自己今后的发展留有余

地。大学生则更受人生价值导向的影响，试图以一种创

业者的身份证明自己新的人生价值。

主体回流与关联营造：

农村返乡创业青年的嵌入性发展

农 村 青 年 返 乡 创 业 重 塑 了 村 庄 社 会 主 体 ， 具 有 非

常深远的意义。长期以来，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

财、物等要素资源向城市流动，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经济

的发展。但是，这也同时意味着农村社会的衰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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