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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EMATEL-ISM 的大学生返乡创业
影响因素层次结构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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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采用调查问卷与因子分析方法提取了江苏省大学生

返乡创业影响因子，并基于 DEMATEL-ISM 集成法构建了大学生返乡创业影响因素的多级递

阶结构模型，得出以下结论: 个人因子是驱动大学生投身返乡创业的直接原因，高校因子在支

持大学生返乡创业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市场因子、地方政府因子和国家战略因子对引导、
鼓励和扶持大学生投身返乡创业作用突出。同时，本研究深入剖析了影响因素间的层次结构

关系及其作用机理，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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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长期以来，城镇化引发的人才严重流失这一

国情民情成为了制约我国乡村发展的最大瓶颈。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

东代表团审议时特别强调: “乡村振兴需要有生

力军，要 让 精 英 人 才 到 乡 村 的 舞 台 上 大 施 拳

脚。”［1］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亟需一大批受过

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和乡村精英，其中高校培养

的返乡创业大学生就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人力资本。然而，诸多现实问题始终制约着大学

生投身返乡创业的进程，如返乡创业意愿较低、返
乡创业能力薄弱、返乡创业信心不足、创业技术含

量不高、创业环境相对恶劣等。基于此，深入分析

大学生返乡创业影响因素及其结构关系，对新时

代驱动和支持大学生投身返乡创业意义深远。
近年来，与大学生返乡创业相关的研究大体

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主要包括时代意义研究、影响

因素研究和支持策略研究。基于对落实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需要的探讨，梁书瀚和傅琳［2］研究发现

大学生返乡创业有利于改观乡村人文环境和“美

丽乡村”愿景的实现，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

路径。通过分析农二代大学生在参与农产建设中

的主体作用，周宇［3］认为以高校期间学习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为基础，结合农村资源优势，农二代大

学生返乡创业能够为农业现代化发展贡献积极力

量。通过对新时代大学生返乡创业素质要求进行

理论剖析，余喜文［4］认为强烈的创业意识、扎实

的创业知识、健康的创业心理以及社会资源分配

的相对公平性对大学生返乡创业具有重要影响。
毋靖雨［5］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调研方法分

析了大学生返乡创业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

出应构建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心理支持体系、制度

支持体系、金融支持体系和教育支持体系。通过

分析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面临的诸多阻力，宋

欢［6］认为政府实施的创业扶持政策应向“返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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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倾斜，工作重心须重视“过程服务”，高校则

要加强乡村振兴领域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进而

合力改善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支持路径。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大学

生返乡创业时代意义和支持策略方面的探讨，对

影响因素的研究虽已涉及，但在研究内容与研究

方法上仍不够深入，缺少对影响因素的系统化分

析以及对影响因素间层次结构关系与作用机理的

揭示。基于此，本研究以江苏省为具体研究对象，

采用调查问卷与因子分析方法提取大学生返乡创

业影响因子，同时运用 DEMATEL-ISM 集成法揭

示影响因素间的层次结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构

建江苏省大学生返乡创业影响因素多级递阶结构

模型，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支持策略。

1 江苏省大学生返乡创业影响因素初始集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2-6］，本文辨析出 15 个江

苏省大学生返乡创业影响因素( C1—C15 ) ，同时

认为性别、学历和专业等潜在因素也可能对大学

生返乡创业进程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结合前

人研究成果及江苏省具体情况，识别出影响江苏

省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各类潜在变量共计 18 个

( 见表 1) 。
表 1 江苏省大学生返乡创业影响因素初始集

因素 代码

返乡创业意愿 C1
返乡创业能力 C2
返乡创业心理素养 C3
返乡创业资金 C4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C5
返乡创业金融支持水平 C6
返乡创业商业环境 C7
返乡创业税收政策 C8
返乡创业基础设施建设 C9
地方政府返乡创业服务机构 C10
地方政府返乡创业扶持政策 C11
高校返乡创业项目指导与孵化 C12
高校返乡创业教育与实训 C13
高校返乡创业支持政策 C14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C15
性别 C16
学历 C17
专业 C18

2 因子分析

本研究因子分析阶段的相关数据主要源自问

卷调查方式。在进行预测试的基础上，问卷以表

1 中的 18 个影响因素为题项，使用 Likert 7 点量

表作为评价标准。受访者均为毕业 5 年内的大学

生返乡创业者，涵盖江苏省所辖的 13 个地级市

( 样本统计特征表略) 。调查共发出问卷 351 份，

回收有效问卷 330 份，有效率达 94. 02%。
基于 SPSS24. 0 统计软件，本文对相关数据予

以因子分析。首先，进行信效度检验，发现 Cron-
bach’s Alpha 值为 0. 730 ( ＞ 0. 7) ，表明问卷信度

良好; KMO 值为 0. 757 ( ＞ 0. 7 ) ，同时 Bartlett 球

形检验显著性 sig． = 0. 000( ＜ 0. 05) ，表明问卷效

度良好且适合予以因子分析。其次，依据特征根

大于 1 的检验标准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共提取

出 5 个 因 子，解 释 了 原 有 变 量 总 方 差 的

80. 936%，说明其能较好地反映问卷数据的变量

信息。第三，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因子进行旋转

检验，得出因子负荷矩阵 ( 表略) ，其中 C5、C10、
C16、C17 与 C18 在任一因子上的负荷系数均小

于 0. 5，故予以剔除。
结果显示: 变量 C1、C2、C3、C4 在因子 1 上负

荷较高( ＞ 0. 7 ) ，体现了大学生返乡创业所必须

具备的个人条件，故将其命名为“个人因子”，为

便于后文模型分析，将各变量其重新标记为 V1、
V2、V3、V4( 下同) ; 变量 C6、C7 在因子 2 上负荷

较高，体现了大学生返乡创业所需的市场环境，故

命名为“市场因子”，重新标记为 V5、V6; 变量

C8、C9、C11 的负荷集中于因子 3，反映了地方政

府为促进大学生返乡创业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故命名为“地方政府因子”，重新标记为 V7、V8、
V9; 变量 C12、C13、C14 的负荷则集中在因子 4，

体现了高校为支持大学生返乡创业而落实的相关

举措，故命名为“高校因子”，重新标记为 V10、
V11、V12; 变量 C15 在因子 5 上负荷较高，反映了

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大学生返乡创业产生的

积极影响，故命名为“国家战略因子”，重新标记

为 V13。上述分析将影响江苏省大学生返乡创业

的众多因素抽象为 5 个因子，为进一步剖析大学

生返乡创业影响因素及各因素间层次结构关系构

建了感知基础和行动参考。

3 DEMATEL-ISM 模型构建

决策实验室分析法( DEMATEL) 和解释结构

模型法( ISM) 是对复杂系统进行分析与决策的两

种重要方法，前者能够揭示影响因素间的相互关

系及其强度，而后者则能够构建因素间的多级递

阶结构模型。这两种方法的集成法 ( DEMA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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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 最早为周德群等［7］所提出，目前已广泛应用

于各研究领域［8］，但尚无学者运用该集成法深入

研究大学生返乡创业各影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与

强度。基于此，本文采用 EMATEL-ISM 集成法对

影响因素层次结构和关键要素进行解析与识别，为

鼓励和支持大学生投身返乡创业提供理论支撑。
3． 1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为得到大学生返乡创业影响因素 ( V1-V13 )

间的直接影响关系及其强度，本研究采用德尔菲

法进行数据收集。在预测试的基础上，设计了类

似于 Likert 5 点量表的语意量表，即将影响程度

的强弱分为五个评价等级，0 代表没有影响，1 代

表非常弱影响，2 代表弱影响，3 代表强影响，4 代

表非常强影响。受访者均为大学生返乡创业相关

领域的专家，地域涵盖江苏省所辖的 13 个地级市

( 学术领域专家基本情况表略) 。调查共发出问

卷 104 份，回 收 有 效 问 卷 88 份，有 效 率 达

84. 62%。
3． 2 分析过程与计算

① 将原始数据进行三角模糊数转换，计算得

到初始直接影响矩阵 Z = ( zij ) n×n。其中，矩阵各

要素取值为专家判断结果的众数，且当 i = j 时，

主对角线元素值为 0，计算结果见式 1。

z =

0 2 2 2 1 0 1 0 0 1 0 0 0
2 0 2 2 1 1 0 0 0 1 1 0 0
2 2 0 2 0 0 0 0 0 0 0 0 0
2 2 2 0 0 0 0 0 0 0 0 0 0
4 2 2 4 0 1 2 1 1 2 1 1 1
3 2 2 3 4 0 2 2 1 2 2 1 1
4 2 2 4 2 1 0 1 1 2 0 0 1
3 2 3 3 2 2 4 0 1 2 2 1 1
3 2 3 3 3 4 3 4 0 2 2 2 1
4 4 4 2 2 1 2 1 1 0 1 1 1
3 3 3 2 2 2 2 2 1 4 0 1 1
3 2 3 2 2 2 2 2 2 3 4 0 1







































3 2 3 2 3 3 3 3 4 3 3 4 0

( 1)

② 计算获得标准化的直接影响矩阵 X =
( xij ) n×n，且 0 ≤ xij ≤ 1，计算公式为:

X = s* Z ( 2)

s = 1
max

1≤i≤n∑
n

j =1
zij

，其中 i，j = 1，2，…，n ( 3)

③ 计算获得综合影响矩阵 T = ( tij ) n×n。其

中，元素 tij 表示因素 i 和 j 的综合影响关系。计算

公式为( 其中 I 表示单位矩阵) :

T = lim
m→∞

( X + X2 + X3 +… + Xm) = X( I － X) －1

( 4)

④ 计算获得每个因素的影响度 Di、被影响度

Rj、中心度 Pi 和原因度 Ei 等指标值，并绘制因果

图( 略) ，计算公式为:

Di = ∑
n

j = 1
tij ( 5)

Rj = ∑
n

i = 1
tij ( 6)

Pi = { Di + Rj | i = j} ( 7)

Ei = { Di － Rj | i = j} ( 8)

⑤ 计算获得整体影响矩阵 H( H = ［hij］n×n )

，计算公式为:

H = I + T ( 9)

式中 I 为单位矩阵。
⑥ 经多轮试验后，给定阈值 λ = 0. 0648，计

算得到可达矩阵 K( K = ［kij］n×n ) ，计算公式为:

kij = 1，if hij ≥ λ( i，j = 1，2，…，n) ( 10)

kij = 0，if hij ＜ λ( i，j = 1，2，…，n) ( 11)

以上公式 2—11，通过 MATLAB R2017a 软件

进行编程计算，并获得运算结果。
⑦ 确定各影响因素 ɑi 的可达集 Ri 和前因集

Si，计算公式为:

Ri = { ɑj | ɑj ∈ A，kij ≠ 0} ，( i = 1，2，…，n)

( 12)

Si = { ɑj | ɑj ∈ A，kji ≠ 0} ，( i = 1，2，…，n)

( 13)

式中 A 为影响因素的集合。
⑧ 验证公式Ri = Ri∩ Si，( i = 1，2，…，n) 是

否成立。若成立，则说明该因素为底层因素，并在

K 中划除第 i 行和第 j 列。
⑨ 重复步骤⑧，直至所有因素均被划除。
⑩ 根据被划除因素的顺序，绘制得到大学生

返乡创业影响因素递阶结构模型( 见图 1) 。

4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4． 1 研究结论

1) 高校因子在大学生返乡创业过程中发挥

着关键作用。由图 1 可知，高校因子包含返乡创

业项目指导与孵化、返乡创业教育与实训和返乡

创业支持政策等三个因素，分别处于模型的第二、
三、四层级。特别是高校开展的返乡创业项目指

导与孵化工作，对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能力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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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江苏省大学生返乡创业影响因素 DEMATEL-ISM 模型

理素养的提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也是高校实

施政策支持和开展教育实训等对推进大学生返乡

创业能够获得直接与显著成果的最佳路径之一。
2) 地方政府因子和市场因子在大学生返乡

创业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从图 1 中可以

看出，这两个因子所包含的多个因素，即返乡创业

扶持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税收政策、商业环境和

金融支持水平，处于模型的第二、三、四层级，均对

大学生返乡创业具有间接的影响，特别是金融支

持水平和税收政策两个因素更是直接决定了返乡

创业资金的来源和循环再投入状况。
3) 国家战略因子在影响大学生返乡创业过

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国家战略因子所包含的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因素处于模型的最高层级，对

其他影响因素起着基础性促进作用，并通过这些

因素对大学生返乡创业发挥着间接的推动作用。
从图 1 的因素影响路径来看，大学生返乡创业活

动主要通过个人因素加以实现，但国家乡村振兴

战略将作用于其他一系列中间因素，并最终影响

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活动进程。
4) 个人因子是驱动和推进大学生返乡创业

的直接原因。个人因子主要包括返乡创业意愿、
返乡创业能力、返乡创业资金和返乡创业心理素

养等 4 个维度，均位于模型的第一层级，共同并直

接指向大学生返乡创业活动。这说明只有当大学

生同时具备了返乡创业的意愿、能力、资金与心理

素养时，返乡创业活动才能顺利启动和推进。

4． 2 对策建议

1) 高校应落实较为完善的大学生返乡创业

支持政策。首先，通过启蒙教育、环境营造和课程

教学等途径，激发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

创业的意愿和热情; 其次，对预期能够具备返乡创

业条件的大学生给予重点关注，并通过专题讨论、
课题参与和技能实训等手段，不断提升其返乡创

业能力与心理素养; 再次，有针对性地对返乡创业

项目进行指导与孵化，为具备条件的大学生适时

投身返乡创业给予亟需的支持与服务。
2) 地方政府应着力构建大学生返乡创业帮

扶机制。一方面，更新并实施具有乡村振兴导向

的大学生返乡创业帮扶政策，特别是落实好补贴、
抵扣与减免等税收优惠政策，并对返乡创业基础

设施进行系统建设与全面优化，切实完善大学生

返乡创业综合服务平台; 另一方面，通过调整产业

结构、发展特色产业、支持优势行业等路径，形成

特色产业与优势行业发展的合力，在有效提升地

方商业环境和金融支持水平的基础上，竭力为大

学生营造一个前景广阔、资金充裕、竞争有序的市

场环境。
3) 作为全面规划与实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的中央政府，应制定、落实和更新鼓励大学生返乡

创业的相关规制。一方面，各部委，特别是教育

部、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应合力

( 下转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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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需要将导师的考评结果与津贴报酬、职称评

聘以及职务晋升等有效衔接。首先，加强对本科

生导师制的组织领导，建立有效的组织领导机制，

加强本科生导师制的组织动员、经费保障、考核监

督等工作。其次，设立导师基金，并结合对导师的

考评结果进行奖励。对在考评中表现比较优秀的

导师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而对考评结果较差的

导师进行批评教育，甚至取消导师资格，以增强导

师的荣誉感和主动性。最后，扩大导师对学生评

价的话语权，提供必要的导师与学生互动的环境，

使导师评价作为学生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其不

仅能够调动导师的工作积极性，也能更好地督促

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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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并实施鼓励大学生投身返乡创业的具体政

策; 另一方面，应对地方政府和高校落实有关支持

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工作开展情况予以监督与检

查。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变化，指导地

方政府和高校构建具有地方与高校特色的返乡创

业支持体系。
4) 大学生应持续提升返乡创业的意愿、能力

和心理素养，在实现有效融资的基础上积极投身

返乡创业。首先，利用高校返乡创业专题教育、课
程教学、案例研究、技能实训和项目孵化等途径，

不断提升返乡创业的意愿、能力和心理素养; 其

次，持续关注中央和地方政府推行的关于扶持大

学生返乡创业的相关措施，特别应对税收优惠政

策、办公设施费用减免、商业信息发布和专业技能

培训等政府实施的利好举措保持较高的敏感度;

再次，对家乡商业环境和金融环境开展系统性调

研，同时深入挖掘与利用好家庭及社会网络资源，

在时机成熟的基础上适时投身返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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