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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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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引入中介变量创业拼凑及调节变量返乡创业政策感知，探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乡贤返乡

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正向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创业拼凑在人

力资本、社会资本对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返乡创业政策感知正向调节创业拼

凑与乡贤返乡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返乡创业政策感知正向调节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通过创业拼凑影

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中介作用。基于此，建议乡贤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拓展社会关系网络、加

强创业资源整合，政府加大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力度，以提升乡贤返乡创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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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Returnee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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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chool,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Introducing entrepreneurial patchwork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and the perception of return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as the regulating variable,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influence model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rural entrepreneu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re found to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rural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ship patchwork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returnees; Moreover,the perception of returning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ial patchwork and returnee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e 
perception of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rural entrepreneurs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patchwork.
Based on the research,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ural entrepreneurs should improve their own human capital level, 
expand their social network, and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relevant supportive policies in order to encourage rural entrepreneurs to start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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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 businessin their hometown.
Keywords：rural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entrepreneurial patchwork; willingness of returning  
hometown to startup; percep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战略目标。乡村振兴关键是人才振兴和

产业振兴 [1]，而创业能够起到吸纳人才、发展产业

的重要作用。2019 年，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出

台《关于进一步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的意见》，

进一步推动了返乡入乡创业工作，以创新带动创

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乡贤是返乡创业群体中占

比很大的组成部分，是推动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传统意义上的乡贤指品德、才学为乡人所推崇和敬

重的人，而新时代背景下的乡贤是指与特定乡村关

联、拥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持农村发展的贤

达之士 [2]。本文所提到的返乡乡贤则指将各种优势

资本带回家乡、因地制宜开展创业活动的、包括大

学生群体以及有技能和才能的外出从业者等在内

的能人。相关研究表明，乡贤返乡创业是统筹城乡

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3]。

然而，创业是一个开放复杂的系统，受到创业者自

身条件、创业资源、创业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

响，因此，剖析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是一

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人力资本包括个体所具备的知识、技能和健康

状况等，通常被认为是影响创业意愿的一个重要因

素。国外一些经典创业理论模型，诸如 Timmons
模型、Gartner 模型、Sahlman 模型、Wickham 模

型和 Christian-Julien 模型等，都将人力资本看作影

响创业意愿的一个重要要素 [4]。Jemari 等人 [5] 研

究发现，大学生人力资本对其创业意向具有正向

影响。Schlepphorst 等人 [6] 研究发现，具有工作经

验的员工的创业意向与其人力资本水平显著正相

关。国内学者在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

析中也重点分析了人力资本因素。朱红根等人 [7-9]

认为，人力资本显著影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返

乡创业意愿。此外，社会资本也被认为是影响创

业意愿的重要因素。Granovetter[10] 认为，社会资

本能使个人与更多不同的社会网络建立起联系 , 从

而获得更广泛的信息，并从中识别创业机会，进

而激发创业意愿。Anderson 等人 [11] 认为，社会资

本体现在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其有助于企业创

建对资源的获取。Ali 等人 [12] 通过对农村地区的

调查研究，发现社会资本通过形成对创业的期望

和创业效能感，进而正向影响个体创业意愿。国

内学界的研究也表明，社会资本能够显著影响乡

贤返乡创业意愿。蔡颖等人 [13] 认为，社会资本显

著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张广胜等人 [14] 认为，社

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

返乡创业意愿。张秀娥等人 [15] 认为，农村外出务

工人员的社会网络正向影响其返乡创业意愿，同

时创业自我效能感起中介作用。张思阳等人 [16] 研

究认为，现实社会资本和虚拟社会资本对农村外

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意愿均具有总体正向效应 , 但
内在作用路径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证实了人力资本和社会

资本是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但是，

创业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作为个体来说，人力资

本和社会资本对于创业固然重要，但是高效整合

各种内外部资源的能力以及感知创业政策和识别

创业机会的能力，对于开展创业同样重要。基于此，

本研究从创业拼凑视角出发，引入创业拼凑和返

乡创业政策感知，分析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乡

贤返乡创业意愿影响的路径和边界条件，以期丰

富乡贤返乡创业相关理论研究，并为推动乡贤返

乡创业及乡村人才振兴提供对策建议。

一、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一）人力资本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蕴含着潜在创业者的创业精神及其

未来的创业态度和行为 [13]。乡贤返乡创业意愿是

指有城市务工经历或求学经历的乡贤在积累了一

定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之后，回到

家乡开办新事业带动家乡发展的意愿。

人力资本是个体具有经济价值的各种知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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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体力（健康素质）等的存量总和。乡贤人力资

本是指乡贤所受的教育程度、所积累的经验、技能

等。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劳

动者获得更多的价值。对于乡贤来说，其积累的人

力资本越丰富，就越了解创业过程中所需具备的各

种知识、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法 [17]。既有研究表明，

人力资本会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如吴立爽 [18]

认为，大学生的教育培训对其创业意愿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胡俊波 [19] 认为，农村籍外出务工人员的

职业经历显著影响其返乡创业意愿；伍如昕等人 [20]

认为，人力资本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村籍外出务工人

员的创业动机和意愿；李敏等人 [21] 认为，人力资

本显著影响农村籍人口返乡创业决策和行为；陈国

生等人 [22] 认为，农村籍外出务工人员的人力资本

越丰富，越有利于识别创业机会、获取创业资源，

越能够经营好企业，因此越有可能开展创业活动。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
H1：人力资本正向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

（二）社会资本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

社会资本可以定义为个体或组织能够从其关

系网络中获得的各种实际和潜在资源的总和 [23]。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嵌入在社会网络中，

面对自己无法获得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资源，人

们可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去获得 [24-25]。随着经济

的快速发展，社会网络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日

渐凸显。对于返乡的乡贤来说，其构建的社会关

系网络及所拥有的社会资源都是影响其创业的关

键因素。既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乡贤

返乡创业意愿 [26-27]。社会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创业

资源的可得性，同时影响乡贤的创业机会识别与

创业绩效 [28-30]。另外，乡贤的人脉关系、家乡所

在地理位置、同质性的关系网络和外出务工经历

等都会影响其返乡创业意愿 [31-32]。综上，乡贤的

各种社会资本会影响其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也会

影响其未来创业绩效，继而影响其返乡创业的意

愿。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
H2：社会资本正向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

（三）创业拼凑的中介作用

创业拼凑是指创业者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依

靠自身资源，通过对所拥有资源的整合，去应对

不断出现的创业问题和机会 [33]。资源上的匮乏是

大部分创业者创业初期普遍面临的问题，对于返

乡的乡贤来说更是如此，其给返乡创业带来巨大

挑战。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旦已有资源不断

减少且无法短时间内补充时，个体将会通过采取

一系列举措来避免资源进一步损耗 [34]。因此，大

部分返乡创业的乡贤不得不通过创业拼凑去度过

创业初期的困境。本研究认为，乡贤的人力资本

和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创业拼凑，间接影响其返乡

创业意愿。创业拼凑的中介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创业拼

凑。乡贤在城市务工所积累的经验、技能、知识

等人力资本使其对创业拼凑有一定理解，能够掌

握创业拼凑过程中所需的方法、技巧，并为创业

拼凑积累一定的资源，从而影响其是否使用创业

拼凑的意向。刘艳秋等人 [35-36] 认为，包括创业经

验、行业经验等在内的创业者先前经验正向影响

创业拼凑。在企业初创期，以社会关系网络为依

托的社会资本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可利用的创业

资源。彭少峰等人 [37] 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规模、

密度和关系强度正向影响资源获取的效率和效果。

同时，拼凑能力受到各种资源存量的限制，创业

拼凑能够通过关系网络拼凑缓解企业的资源匮乏

问题 [38-39]。蔡文著等人 [40] 认为，包括人力资本和

社会资本在内的资源禀赋对创业拼凑有重要影响，

是提升创业拼凑的关键要素。

其次，创业拼凑正向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

创业需要各种资源，诸如资金、经验、人脉、知

识和技能等，然而对于返乡初创的乡贤而言，这

些资源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而创业拼凑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缓解这一问题。蒋兵等人 [41] 认为，创

业拼凑能够通过对现有资源利用方式的不断创新

来促进新创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姚柱等人 [42] 认

为，创业拼凑能够充分利用闲置资源，提高竞争

优势，从而有效促进节俭式创新。也有研究表明，

创业拼凑能够增强创业者识别和开发市场机会的

能力，提高竞争优势从而改善创业绩效 [43-44]。综

上，创业拼凑能够最大程度上最优化地整合乡贤

拥有的资源，从而改善其创业条件，提高其机会

识别能力，使其能够预测创业前景，进而激发其

返乡创业的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a 和

H3b。
H3a：创业拼凑在人力资本与乡贤返乡创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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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3b：创业拼凑在社会资本与乡贤返乡创业意

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四）返乡创业政策感知的调节作用

返乡创业政策是指乡村为了吸引和促进进城

务工的乡村劳动力和求学的学生群体返乡创业而

推出的相关政策，包括财政扶持政策、创业培训

政策、信息技术支持政策、审批简化政策和税费

减免政策等。返乡创业政策感知则是指乡贤对于

自己家乡创业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对返乡创业

影响因素的认知清晰度。在外务工的乡贤因乡土

情结，在同等条件下，了解创业政策之后，会更

愿意回乡创业，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张若谨 [45] 认为，创业补贴和创业贷款政策对农村

外出务工人员创业意愿有显著激励作用。杨建海

等人 [46] 调查发现，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出台能促

进乡贤返乡创业，并显著拉动当地就业。张立新

等人 [47] 研究发现，政策支持与创业氛围显著影响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意愿。综上，本文提

出假设 H4、H5a、H5b。
H4：返乡创业政策感知在创业拼凑与乡贤返

乡创业意愿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返乡创业

政策感知越强，创业拼凑对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

正向影响越大。

H5a：返乡创业政策感知正向调节人力资本通

过创业拼凑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中介作用，

返乡创业政策感知越强，人力资本通过创业拼凑

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中介作用越明显。

H5b：返乡创业政策感知正向调节社会资本通

过创业拼凑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中介作用，

返乡创业政策感知越强，社会资本通过创业拼凑

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中介作用越明显。

基于以上假设，本文构建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

本对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模型（见图 1）。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情况

为确保问卷的科学性，在开展正式调查前，

先进行了预调研。预调研采用发放问卷的方法，

同时辅以面对面的访谈，就问卷的内容、框架等

与乡贤进行交流讨论，征求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对某些存在歧义和难以理解的地方进行删改，以

期得到合适的、科学的问卷。在预调研期间，共

发放 6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50 份，有效回收

率为 83.3%。根据预调研结果，对问卷进行细微修

改。经过修改之后，最终的问卷主要包括 6 个方

面的内容：乡贤的基本情况、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创业拼凑、返乡创业政策感知以及返乡创业意愿。

正式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发布线上调查，通

过朋友、家人、同学，采取滚雪球方式发放问卷，

最终回收问卷 550 份，剔除作答不完整、作答时

间过短以及完全规律作答等无效问卷 50 份，有效

问卷共 500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0.91%。样本

的统计特征如表 1 所示。

（二）变量测量

人力资本包括“您的受教育程度”1 个题项；

社会资本包括“您身边是否有人创业”“您身边

是否有从事金融行业的人”等 4 个题项；创业拼

凑包括“面对创业中遇到的问题，能够通过已有

表 1 样本统计特征

统计项目

年龄 / 岁

婚育状态

性别

受教育程度

目前工作地点

分类

18~25
>25~35
>35~45
>45~55

>55

已婚并有小孩

已婚暂无小孩

未婚但有对象

未婚

男

女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市区

同省外市

外省

样本数

140
156
143
059
002

225
111
089
075

319
181

014
130
176
100
080

124
179
197

占比 /%
28.00
31.20
28.60
11.80
  0.40

45.00
22.20
17.80
15.00

63.80
36.20

  2.80
26.00
35.20
20.00
16.00

24.80
35.80
39.40

图 1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乡贤返乡创业意愿影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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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找到合理解决方案”“面对竞争者的挑战，

乐于运用手头资源加以应对”等 8 个题项；返乡

创业政策感知包括被调查者对“税收减免”“金

融支持”“基础设施环境”等政策的感知 8 个题项；

返乡创业意愿包括“您的返乡创业意愿”1 个题项。

此外，参考已有文献，选取年龄、性别、婚育

状态和目前工作地点作为控制变量。除控制变量

和人力资本之外，社会资本、创业拼凑、返乡创

业政策感知、返乡创业意愿测量量表均采用 Likert 
5 点评分法，分值由低到高表示调查对象的同意程

度，其中 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

三、结果分析

（一）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

计算社会资本、创业拼凑、返乡创业政策感

知变量的 Cronbach’s 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

以检验问卷的信度，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知，

社会资本、创业拼凑、返乡创业政策感知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757、0.930 和 0.941，
均大于 0.7，组合信度（CR）分别为 0.809、0.932
和 0.938，均大于 0.7，说明问卷信度良好。

问卷效度检验结果见表 3 和表 4。表 3 验证

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与其他模型相比，本研究

构建的五因子模型拟合效果较好（X2/df=1.693，
RMSEA=0.053，CFI=0.958，TLI=0.952），说明问

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适合进行后续的假设检

验。由表 4 可知，各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值均小

于所对应行、列的 AVE 值的平方根，说明问卷具

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 2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社会资本

创业拼凑

返乡创业政策感知

载荷系数

0.659~0.770
0.742~0.848
0.759~0.875

Cronbach’s α
0.757
0.930
0.941

AVE
0.514
0.630
0.656

CR
0.809
0.932
0.938

 注：ED 为人力资本，SO 为社会资本，EP 为创业拼凑，PE 为返乡创业政策感知，ASP 为乡贤返乡创业意愿；X2/df 为卡方 / 自由度，

RMSEA 为近似误差均方根，CFI 为比较拟合指数，TLI 为 Turker-Lewis 指数。

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五因子模型

四因子模型

三因子模型

二因子模型

单因子模型

因子

ED、SO、EP、PE、ASP
ED+SO、EP、PE、ASP
ED+SO+EP、PE、ASP
ED+SO+EP+PE、ASP
ED+SO+EP+PE+ASP

Χ2

  340.250
  537.145
1888.358
3429.356
1527.160

df
201
205
208
210
209

X2/df
  1.693
  2.620
  9.079
16.330
  7.307

RMSEA
0.053
0.081
0.180
0.248
0.159

CFI
0.958
0.901
0.498
0.038
0.606

TLI
  0.952
  0.888
  0.442
-0.058
  0.565

（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由表 4 可知，人力资本与创业拼凑显著正

相关（r=0.15，p<0.01）；人力资本与返乡创业意

愿显著正相关（r=0.25，p<0.01）；社会资本与创

业拼凑显著正相关（r=0.21，p<0.01）；社会资本

与返乡创业意愿显著正相关（r=0.52，p<0.01）；

创业拼凑与返乡创业意愿显著正相关（r=0.42，
p<0.01）；返乡创业政策感知与返乡创业意愿显著

正相关（r=0.49，p<0.01），分析结果与研究假设

基本一致。

表 4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注：** 表示 p<0.01，* 表示 p<0.05，下同。

变  量
1 年龄

2 性别

3 婚姻状态

4 目前工作地点

5 人力资本

6 社会资本

7 创业拼凑

8 返乡创业政策感知

9 返乡创业意愿

均值

2.33
1.40
2.74
1.98
3.00
3.62
3.53
3.39
3.37

标准差

1.06
0.49
0.98
1.05
0.93
0.80
0.97
1.09
1.27

1
1

-0.06
0.14**
-0.43**
-0.12**
-0.41**
-0.40**
-0.45**
-0.38**

2

1
0.08
0.10*
-0.09*
-0.10*
-0.01
-0.06
-0.04

3

1
0.23**
-0.10**
-0.28**
-0.18**
-0.41**
-0.35**

4

1
0.06
-0.03
0.07
-0.05
-0.08

5

1
0.18**
0.15**
0.17**
0.25**

6

1
0.21**
0.50**
0.52**

7

1
0.39**
0.42**

8

1
0.49**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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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同源偏差检验，将

所有变量的测项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无旋转的主成

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主成分解释的变异

量为 37.642%，低于 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

重的同源偏差。

（四）假设检验

1. 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 Mplus 8.3 进行路径分析，结果如图 2 所

示（图中 *** 表示 p<0.001）。由图 2 可知，人

力资本到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路径系数为 0.256
（p<0.001），说明人力资本正向影响乡贤返乡创

业意愿，H1 得到验证；社会资本到乡贤返乡创业

意愿的路径系数为 0.456（p<0.001），表明社会资

本正向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H2 得到验证；人

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到创业拼凑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151（p<0.05）和 0.258（p<0.001），创业拼凑到

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路径系数为 0.423（p<0.001），

说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通过正向影响创业拼凑，

进而间接正向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H3a 和 H3b
得到验证。结合 Bootstrap 取样法对中介效应进行

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由表 5 可知，人力资本

到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直接效应为 0.256，95% 的

置信区间为 [0.148, 0.364]（不包含 0），社会资本

到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直接效应为 0.456，95% 的

置信区间为 [0.612, 0.840]（不包含 0），人力资本

通过创业拼凑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间接效应

为 0.078，95% 的置信区间为 [0.031, 0.129]（不包

含 0），说明人力资本通过创业拼凑对乡贤返乡创

业意愿产生间接影响，H3a 得到进一步验证；同

理，社会资本通过创业拼凑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

愿的间接效应为 0.110，95% 的置信区间为 [0.063, 
0.166]（不包含 0），说明社会资本通过创业拼凑

对乡贤返乡创业意愿产生间接影响，H3b 得到进

一步验证。

2. 返乡创业政策感知的调节效应检验

由图 2 可知，创业拼凑与返乡创业政策感知

的交互项到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路径系数为 0.133
（p<0.05），说明返乡创业政策感知正向调节了创

业拼凑对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H4 得到验证。为

进一步显示调节作用的大小，以返乡创业政策感

知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后将其划分为高、低两

个水平，分别计算回归方程，得到返乡创业政策

感知的调节效应图（见图 3）。由图 3 可知，在高

水平的返乡创业政策感知下，创业拼凑对乡贤返

乡创业意愿的影响较大；而低水平的返乡创业政

策感知下，创业拼凑对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

较小。综上所述，返乡创业政策感知在创业拼凑

与返乡创业意愿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假设

H4 得到进一步验证。

3.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 6 为基于 Bootstrap 方法的被调节的中介效

应检验结果。由表 6 可知，在人力资本与乡贤返

乡创业意愿的关系中，被返乡创业政策感知调节

的创业拼凑中介效应值为 0.042，95% 的置信区间

为 [0.006, 0.089]（不包含 0），说明返乡创业政策

感知正向调节创业拼凑在人力资本和乡贤返乡创

业意愿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假设 H5a 得到验证；

在社会资本与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关系中，被返

乡创业政策感知调节的创业拼凑中介效应值为

0.026，95% 的置信区间为 [0.028, 0.094]（不包含

0），说明返乡创业政策感知正向调节创业拼凑在

表 5 中介效应 Bootstrap 分析结果

作用路径

ED → EP → ASP
ED → ASP

SO → EP → ASP
SO → ASP

效应值

0.078
0.256
0.110
0.456

SE
0.027
0.055
0.026
0.058

Boot95%CI
[0.031, 0.129]
[0.148, 0.364]
[0.063, 0.166]
[0.612, 0.840]

图 2 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图 3 返乡创业政策感知对创业拼凑和创业意愿

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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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和乡贤返乡创业意愿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假设 H5b 得到验证。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对乡贤返乡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

行了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人力资本

正向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乡贤的受教育程度

等人力资本越高，其返乡创业意愿越高。（2）
社会资本正向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乡贤的社

会关系网络越强大、人脉越广，其从中能够获得

的资源就越多，返乡创业意愿也就越强。（3）
创业拼凑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乡贤返乡创业

意愿的正向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随着乡贤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其创业拼凑可利用

的资源越多，拼凑方式也更为多样化，进而创业

资源匮乏的问题不断被弱化，其返乡创业的意愿

也就越强。（4）返乡创业政策感知正向调节创

业拼凑与乡贤返乡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即返乡

创业政策感知越强，其越有可能发现和识别市场

机会，因而会更愿意返乡创业。（5）返乡创业

政策感知正向调节创业拼凑在人力资本、社会资

本与乡贤返乡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即返乡

创业政策感知越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通过创

业拼凑正向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间接效应也

就越显著。

（二）研究启示

1. 多措并举，提升乡贤人力资本水平

乡贤的人力资本正向影响其返乡创业意愿。

为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乡贤应不断加强对新知

识的学习，不断从工作经历中积累和总结经验，

提升发现、识别和利用市场机会开展创业的能力；

同时，政府应注重提升乡贤创业素质，提供相关

创业培训，为乡贤提升创业技能及创新能力提供

条件。

2. 拓展社会关系网络，最大程度获取创业所需

社会资源

乡贤的社会资本对其返乡创业意愿有积极影

响。为提升社会资本，乡贤应积极拓展社会关系

网络。乡贤可利用个人兴趣爱好等，与各行各业

的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网络；还可充分利用乡村

社区平台，及时获取有关创业的有效信息等创业

所需各种资源。

3. 践行创业拼凑理念，加强乡贤创业资源整合

创业拼凑能够更好地整合乡贤手头上的各种

资源，在不浪费资源的同时最大程度缓解资源匮

乏的问题，符合乡贤节俭式、稳妥式创业的特征，

因而能够增强其返乡创业的意愿。因此，政府可

向乡贤宣传创业拼凑理念，并对其进行相关培训，

而乡贤则需要在理解创业拼凑理念的基础上，整

合自身有限资源去应对创业过程中资源匮乏的问

题，从而掌握创业拼凑的实践方法。

4. 加大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力度，提高乡贤创业

政策感知

乡贤对返乡创业政策的感知程度会影响其创

业意愿。乡贤如果能深入了解家乡的创业扶持政

策以及创业环境状况，其创业意向将更高。乡村

政府可加大各种创业扶持政策的力度，包括财政

扶持、税收减免，以及提供创业培训、构建审批

流程“绿色通道”、拓宽信息渠道、提供技术支

持等，使返乡的乡贤能够充分感受到政府对其创

业的支持，增强其创业意愿。同时，政府还应加

大扶持政策的宣传与落实力度，增强乡贤对政策

的感知，从而提高其回乡创业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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