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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创业青年信息需求调查研究

张 瑜袁 霍明奎

（长春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长春 130022）

摘 要院 [目的 /意义]对处于相对信息弱势的农村地区来说，信息能直接影响创业者成功概率，明确农村创业青年的信息需

求特点和状态对推动农村青年创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 过程]本文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农村创

业青年在创业领域的信息需求的强度受年龄、收入水平、行业特征等因素的影响。[结论 / 结果]农村创业青年群体中还存在

较多人员对创业信息了解程度较低、信息需求满足度较低、对公共信息服务的认同度较低等问题。为更好的调动农村创业青

年的创业积极性，提高其成功率，应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性力量协同推动农村信息服务的针对性、适用性和现代手段，推动

农村青年创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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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任务之一袁 而提

升就业和创业是实现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手段袁
因此袁 鼓励和支持农村青年创业可以作为三农工作选

项之一遥 中国当前由三大类为代表的农村创业群体袁
分别是返乡尧 下乡和本乡创业者遥 据调查发现袁 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尧 乡镇企业尧 农产品加工企业中的 70%

的创办者都是具有打工尧 求学和服兵役等经历的农村

青年能人遥 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村本地青年力量的支持袁
农村创业青年应成为乡村振兴中主力军之一遥 农村青

年创业将有助于产业落地乡村袁 既能带动农民就业袁

又能吸引人才袁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袁 成为乡村振兴的

新动能遥
农村创业实质上就是结合农村当地条件向市场提

供产品或服务袁 信息作为创业资源的载体和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袁 在农村青年创业过程中具有

重要作用遥 当前袁 基于农民信息行为研究逐渐受到关

注袁 例如针对返乡创业者尧 农民创业者的信息服务尧
信息获取等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袁 不过针对农村创业

青年的信息需求及相关行为的调查研究仍有不足遥 本

文希望能够通过调查研究揭示农村创业青年的信息需

求的特点袁 信息需求影响因素和对公共信息服务的满

意度袁 并由此提升针对农村创业青年的信息服务质量袁
为扶持和帮助农村创业青年事业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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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研究综述

2.1 创业不确定性与信息需求

创业的核心是不确定性袁 MCMULLE 和 SHEP-

HERD 认为创业需要对行动做出判断袁 必须克服相应

的不确定性[1]遥 MILLIKEN 认为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创业

行为取决于创业者感知到的不确定性类型袁 尤其是信

息缺失的类型 [2]遥 MEKELVIE 在 MILLIKEN 的基础上

研究不确定性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袁 关注决策者在

面对不同的不确定性组合时开发给定机会的意愿袁 并

发现不确定性的类型对参与创业行动的意愿有不同的

影响[3]遥
基于不确定性的存在袁 相继出现了系列信息需求

研究理论遥 TAYLOR 将信息需求分为 4 个层次袁 依次

是本能的需求尧 意识到的需求尧 形式化的需求尧 妥协

的需求 [4]袁 前两层属于潜在需求袁 后两层属于显性需

求曰 KOCHEN 将信息需求分为客观状态层尧 认识层尧
表达层 3 个层次的信息需求[5]遥 关于信息需求的来源袁
概括起来大致有 3 种主要观点院 第一种是信息需求满

足论袁 WEIR 在需求层次理论的基础上袁 提出了信息寻

求行为等级袁 他认为当人们的某类信息在自身的信息

需求等级中无关紧要时袁 便会产生知识沟[6]曰 第二种是

认知过程论袁 该理论认为信息需求起源于个人的认知

过程袁 例如 KUHLTHAN 主张认知的不确定性原则 [7]曰
第三种是行为障碍论袁 该理论认为信息需求产生于个

人认知不足导致的行为障碍[8]遥 信息需求是个体认知与

客观环境接触后产生的不足感袁 并想找出解决不足的

方法遥 创业过程中袁 人们认知和创业的不确定性袁 导

致创业者的信息需求可能更为复杂遥 感知到创业的不

确定性是创业者信息搜寻的动机袁 厘清创业者的信息

需求袁 以及有针对性地发布相关信息以消除创业带来

的不确定性袁 引导人们创业是十分必要的遥
2.2 农村创业信息需求与信息服务研究

徐昱从返乡农民工视角出发袁 指出信息需求在创

业过程中至关重要袁 并将信息需求分成人尧 机会和资

源 3 类信息[9]遥 赵媛等探究了农民的信息获取状况袁 发

现农民创业信息需求程度较低[10]遥 丁君和陈旖在研究

中指出袁 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主要由个体尧 信息获取

渠道尧 主体感受和诱导因素构成 [11]遥 宋金刚以农村微

型企业为研究对象袁 将创业信息需求影响因素分为个

人尧 企业和信息特征[12]遥 邓卫华认为农民创业者信息

搜索强度的受到创业经历尧 打工经历等特征的影响[13]遥
高静发现农户创业机会的识别受到信息获取和信息处

理能力的影响袁 信息获取能力从信息获取渠道的广泛性

角度衡量袁 信息处理能力从能否有效利用信息衡量[14]遥
樊振佳等发现农村现有信息服务体系与农村创业

信息需求存在较大差距袁 导致了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的

短板[15]遥 赵奇钊对贫困地区返乡创业农民工的信息服

务现状进行调查发现袁 创业信息需求度较大尧 创业信

息获取渠道狭窄等问题袁 基于此提出了一系列对策[16]遥
王胜以用户信息服务需求为出发点袁 研究了农村双创

信息需求的结构尧 信息服务满意度等信息服务问题[17]遥
文献分析可以看出袁 当前学术领域对返乡创业者

这类群体的信息行为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袁 但是针对农

村创业青年这一主体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行为研究较少袁
对其创业信息需求的特征尧 影响因素尧 满足程度以及

信息服务评价研究值得深入探索遥

3 农村创业青年创业信息需求特征

3.1 样本信息描述

本文根据 WHO 给年龄分期的规定袁 将 44 岁以内

的利用与整合农村资源的人员定义为农村创业青年袁
其中包括农民工尧 中高等院校毕业生尧 退役军人等群

体遥 为深入研究农村创业青年的信息需求及其信息服

务问题袁 课题组于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3 月期间对

吉林尧 辽宁尧 黑龙江 3 省 14 个区县的乡镇农村的创业

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袁 访谈问题以创业信息需求内容尧
获取渠道尧 信息服务评价为主线袁 根据访谈数据调整

调查问卷中有关行业尧 创业信息类型尧 信息获取渠道

等问题袁 共回收问卷 407 份袁 有效问卷 386 份袁 其中

吉林省 198 份袁 辽宁省 121 份袁 黑龙江省 57 份遥 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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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 44 岁以内的农村创业者占 76.22% 曰 男性占

46.94%袁 女性占 53.06%曰 未婚者占比 48.98%袁 已婚者

占 51.02%遥 文化程度介于初中到大专 / 大学之间袁 占

比达 88.76%遥 69.90%的农村创业者创业目的是摆脱贫

困尧 改善生活袁 30.10%的农村创业者是为了挑战自我尧
回报社会遥

调查发现袁 农村创业青年平均年龄低于整体农村

创业者平均年龄约 7 岁曰 农村创业青年中属于小学学

历的比例低于其他农村创业者袁 而初高中和大专及以

上者比例高于其他创业者袁 青年群体的受教育程度略

高于上一辈遥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农村创业青年平均家

庭年收入比农村中老年创业人群低 1.55 万元 渊表 1冤遥

调查显示袁 农村青年选择创业行业时以加工业和

服务业为主袁 而农村中老年创业人群更多的是延续传

统的农业生产形式袁 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普及袁
电商等新型创业形式在农村快速发展袁 青年创业者参

与比例较高遥 从创业的基本形式上看袁 家禽家畜养殖

类尧 农副产品加工类尧 商品零售批发类仍然是主体形

式遥 但是青年群体和中老年群体在 野其他冶 行业中具

有较大差别袁 比如农村青年更多选择了美容美发尧 电

器维修袁 而中老年群体选择的是交通运输尧 建筑承包

等袁 这与他们的家庭资产条件和社会资本状况有关

渊图 1冤遥
3.2 农村创业青年的信息需求类型及认知度

信息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是信息需求的确定袁 不

能只局限于 野需要哪些信息冶 问题袁 还要进一步提出

野为什么需要这些信息冶 野已经了解哪些信息冶 野需要

这些信息的程度如何冶 等问题[9]袁 再进一步探讨满足程

度遥

农村创业者需要信息的动机大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袁
减少创业的不确定性以便顺利创业遥 农村创业者的主

要创业动机是经济性的袁 属于资源推动型创业遥 根据

资源推动型的创业路径理论袁 可将创业信息分为机会

信息和资源信息[18]遥 结合对农村创业者的访谈袁 本文

将创业信息分为创业环境信息和创业资源信息两类袁
前者具体包括产品市场信息尧 销售渠道信息尧 科技信

息尧 创业项目信息曰 后者包括资金信息尧 土地信息尧
创业政策扶持信息尧 技术信息尧 经营管理信息遥 在问

卷调查过程中采取 5 分制方法设计相关问题遥
3.2.1 农村创业青年创业信息的自我认知不高

从调研情况看袁 农村创业青年对 9 类创业信息内

容的了解程度总均值约为 2.9袁 渊2= 不了解袁 3= 一般

了解冤袁 勉强属于 野一般了解冶 状态袁 表现为缺乏了解

信息的积极性袁 对创业信息的认知存在 野知识沟冶袁 其

中有 6 类小于 3 但也超过 2.5遥 即使是最了解的土地信

息与最不了解的科技信息之间的均值差也仅为 0.26袁
说明农村创业青年对各类创业信息的了解程度并无显

著差异遥 相对而言袁 农村创业青年更了解土地信息袁
反映出这一信息相比于其他类别的创业信息更易获取尧
理解和利用袁 该信息有助于农村创业青年选取到租金

低廉尧 客流量多的地理位置遥
调查发现袁 销售渠道尧 资金尧 产品市场尧 创业项

目信息在两个群体中排名紧跟其后遥 由于与生产或服

务相关的科技信息理解起来颇具难度袁 无论是青年群

体还是中老年群体对此类信息的了解程度都比较低遥
创业政策信息排在倒数第二位袁 其原因可能是政府宣

项目 农村创业青年 农村中老年创业人群 平均 

年龄/岁 28.51 55.02 34.81 

受教育年限/年 12.79  9.93 12.11 

家庭年收入/万  4.28  5.83  4.65 

打工时长/年  3.44  5.94  4.03 

 

表 1 农村创业青年的个人基本特征

Table 1 Basic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youth

大棚种植
人工养殖

农副产品加工
服装纺织
零售批发
住宿餐饮
乡村旅游
农村电商

其他

图 1 农村创业青年与中老年创业人群选择行业领域对比图

Fig.1 Rural entrepreneurial youth versus middle-aged and older

entrepreneurial populations in choosing industry 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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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农村创业青年与中老年的创业信息认知程度对比图

Fig.3 Comparison of the degree of entrepreneuri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between rural entrepreneurial youth and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传服务不到位或创业者对政策期待值不高袁 未产生应

有的信息需求袁 从而就不可能主动去了解和获取这些

信息袁 详情见图 3遥
3.2.2 农村创业青年的创业信息需求强度较高

农村创业青年对 9 类创业信息的需求程度总均值

超过 3.6 渊4= 比较需要冤袁 说明农村创业青年对自我认

知的创业信息内容处于 野比较需要冶 的需求状态袁 而

且对 9 类信息的需求程度均较强 渊均值都在 3.5 以上冤遥
即使是最需要的资金信息与最不需要的科技信息之间

的均值差也仅为 0.18袁 这说明当前农村创业青年对各

类创业信息的需求都相当迫切遥
农村创业青年需求程度最强烈的是资金和创业政

策信息袁 两者都属于资源类信息遥 由于没有原始资本

的积累袁 这一群体创业时最关心通过哪些途径获取资

金尧 获取多少资金支撑创业曰 由于政策具有导向性袁
相比于农村中老年创业人群袁 农村创业青年最关注创

业政策扶持信息袁 例如简化贷款手续等袁 他们更有机

会把握政策带来的机遇遥 农村创业青年的创业项目科

技含量不高袁 因此对具有科技含量的信息最不感兴趣遥

除此之外袁 与农村中老年创业人群更不同袁 青年创业者

更倾向于获取有关销售渠道尧 经营管理类信息 渊图 4冤遥
3.2.3 农村创业青年信息获取渠道具有 野强连带冶 效应

农村创业青年通过手机网络尧 亲戚朋友尧 电视广

播等现代和人际传播渠道的比例相对较高袁 而通过报

刊书籍尧 政府部门尧 村组织 渊合作社冤 等传统传播渠

道的比例相对较低遥 调查显示袁 农村创业青年通过手

机网络尧 报刊书籍获取创业信息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

创业者袁 而农村创业青年通过电视广播尧 政府部门获

取创业信息的比例显著低于其他创业者遥 需要特别指

出的是袁 无论是对农村创业青年还是其他创业者袁 亲

戚朋友这种人际信息途径是他们获取创业信息的主要

途径袁 如图 5 所示遥
调研结果符合查特曼的小世界信息行为特征 [19]遥

受访者所处的小世界形成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结构给一

般情境下的创业信息获取行为带来屏障袁 削弱了外部

政策尧 科技环境的影响力袁 限制了信宿对媒介的选择袁
再加上信源不对称与农村地区明显的 野马太效应冶袁 还

会导致农村创业者对信息源的利用存在差距遥 调查结

1
1.5

2
2.5

3
3.5

4

产品市场信息 销售渠道信息 科技信息 创业项目信息 资金信息 土地信息 创业政策信息 技术信息 经营管理信息

农村创业青年 农村中老年创业者

1
1.5

2
2.5

3
3.5

4

产品市场信息 销售渠道信息 科技信息 创业项目信息 资金信息 土地信息 创业政策信息 技术信息 经营管理信息

农村创业青年 农村中老年创业者

图 4 农村创业青年与中老年创业信息需求程度对比图

Fig.4 Comparison of the degree of entrepreneurial information needs between rural entrepreneurial youth and middle-aged and

older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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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农村创业青年与中老年信息获取渠道差异

Fig.5 Differences in access to information between rural

entrepreneurial youth and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果表明农村创业青年获取创业信息时袁 更青睐于使用

亲戚朋友等强连带带回的内部社会资本袁 而强连带往

往促进小圈子的形成袁 这也反映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创

业青年获取创业信息的重要性遥
3.2.4 农村创业青年的创业信息满意度较低

调查发现袁 农村创业青年的信息满意度相对较低袁
满意指数仅为 3.05袁 非常不满意尧 不满意和一般的合

计比例达到 71.59%袁 野比较满意冶 和 野非常满意冶 的

合计比例仅为 28.41%袁 说明农村创业青年对所获得信

息的满意程度普遍较低遥 从图 6 可以看出袁 在对创业

信息满意程度中袁 土地尧 产品市场等信息排名较高袁
而创业政策信息得分最低袁 其次是销售渠道和创业项

目等信息遥 由进一步访谈得知袁 大部分受访者都希望

能获得致富项目尧 销路以及优惠政策等信息袁 受访者

表示 野最好是比较实际的袁 例如根据当地的气候尧 经

济程度去提供能适用的项目信息袁 而不是华而不实的

面子工程冶遥 可见袁 对于农村创业青年而言袁 对于创业

信息的满意程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袁 对于能够解决

创业中实际问题的创业政策尧 销售渠道和创业项目信

息还具有强烈的要求遥
3.2.5 农村创业青年对所获信息的利用效率较低

调查统计发现袁 当问到 野您认为创业过程中在信

息方面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冶 时袁 有 32.54%的农村创业

青年回答是 野不能有效利用信息冶袁 有 34.32%的创业

者回答是 野缺少有效利用信息的指导帮助冶袁 反映了目

前农村创业青年信息利用效率和效果不高尧 信息利用

能力不高的现象袁 进一步反映出农村创业青年亟需信

息服务的指导帮扶袁 以及信息利用能力的培训教育遥
除此之外袁 有 18.93%的创业者选择了信息获取还存在

难度袁 显示出了农村青年创业过程中获取信息的渠道

仍存在一定的障碍袁 需要改进和破解遥

4 农村创业青年的创业信息需求影响

因素

农村创业青年对创业信息的需求程度主要受到个

人因素尧 诱导因素和主观感受的影响[11]遥 三元交互决

定论表明袁 个体会驱动本身做出某种行为袁 同时行为

带来的结果又会对这种行为的感知产生或强或弱的效

果袁 从而个体与行为形成一个闭环[20]遥 信息需求导致

信息行为袁 信息行为反作用于信息需求袁 因此本研究

考虑了行为因素遥 个人因素涉及年龄尧 收入尧 学历[12]袁
诱导因素包括是否参加过创业培训尧 打工时长尧 创业

经历尧 行业特征[13]袁 行为因素包括获取创业信息的渠道

是否广泛尧 有偿获得信息意愿尧 对信息的利用程度[14]袁
主观感受包括对创业信息是否满意尧 对信息服务是否

满意[11]遥 本文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袁 变量的赋值

情况如表 2 所示遥
通过 Spss20.0 软件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袁 分析

结果如表 3 所示遥
结果显示上述自变量与因变量正相关遥 将相关性

较弱的变量删除后袁 用逐步向前剔除法将剩余变量带

入方程进行逻辑回归分析袁 得到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

验尧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尧 参数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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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农村创业青年创业信息满足程度

Fig.6 Degree of entrepreneurial information satisfaction among

rural entrepreneurial youth

张 瑜，霍明奎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创业青年信息需求调查研究

55



2022年第 34卷第 3期

所示遥
因为表 4 概率 值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袁 因此采

用该模型是合理的遥
从表 5 可以看出袁 值显著袁 大于 0.05袁 因此模型

拟合优度较好遥
从回归系数的符号来看 渊表 6冤袁 X1尧 X2尧 X4尧 X8尧

X10尧 X11 和 X12 正向影响创业信息需求的强度遥 首先袁
年龄与信息需求的强度成正相关袁 处于 31~40 岁年龄

段的农村创业青年阅历相对丰富袁 对所需的创业信息

有更深刻的判断曰 收入等级越高袁 说明农村创业青年

投入资金较多或经营规模较大袁 创业者承担的风险也

就越大袁 因此对创业信息的需求较为强烈曰 3 种行业类

型中服务业的农村青年对信息的把握最高袁 他们需要

依靠创业信息来进行交易曰 农村创业青年获取创业信

息的渠道越多袁 信息获取数量水平就越高袁 从而激发

创业者产生更多的创业信息需求曰 农村创业青年愿意

付费获取信息袁 说明他得到的信息没有得到满足或者

深知信息的重要性袁 因此其需要信息的程度更强曰 农

村创业青年对创业信息内容感到比较满意袁 信息给其

带来的高效用会促使其增加对创业信息的需求袁 创业

者的信息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会影响信息需求程度曰 如

变量 影响因素 变量赋值 

个人因素 

X1 年龄 1=其他，2=31~40 岁 

X2 收入 1=8 万以下，2=8-15 万，3=15 万以上 

X3 学历 1=初中及以下，2=高中，3=大专及以上 

诱导因素 

X4 行业特征 1=工业，2=农业，3=服务业 

X5 打工时长 1=1 年以下，2=1~5 年，3=5-10 年，4=10

年以上 

X6 创业经历 1=0 次，2=1 次，3=2 次及以上 

X7 创业培训经历 1=无，2=有 

行为因素 

X8 信息渠道是否广泛 1=否，2=是 

X9 对信息的利用程度 1=低，2=高 

X10 有偿获得信息意愿 1=不愿意，2=愿意 

主观感受 

X11 对创业信息是否满意 1=不满意，2=满意 

X12 对信息服务是否满意 1=不满意，2=满意 

Y 创业信息需求程度 0=不需要，1=需要 

 

项目 Y 

相关系数 .147* X1 

Sig.（双侧） .040 

相关系数 .223** X2 

Sig.（双侧） .001 

相关系数 .052 X3 

Sig.（双侧） .465 

相关系数 .149* X4 

Sig.（双侧） .032 

相关系数 .106 X5 

Sig.（双侧） .123 

相关系数 .130 X6 

Sig.（双侧） .054 

相关系数 .199** X7 

Sig.（双侧） .005 

相关系数 .266** X8 

Sig.（双侧） .000 

相关系数 .045 X9 

Sig.（双侧） .529 

相关系数 .212** X10 

Sig.（双侧） .003 

相关系数 .091 X11 

Sig.（双侧） .180 

相关系数 .069 

Kendall 的 tau_b 

X12 

Sig.（双侧） .336 

 

表 2 各变量的赋值方法

Table 2 Assignment method of each variable

表 3 相关性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项目 卡方 df Sig. 

步骤  5.222 1 .022 

块 54.357 8 .000 步骤 7 

模型 54.357 8 .000 

 

表 4 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

Table 4 Comprehensive test of model coefficients

步骤 卡方 df Sig. 

7 5.144 7 .642 

 

表 5 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

Table 5 Hosmer and Lemeshow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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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政府信息服务不能给农村创业青年带来便利袁 会削

弱创业者对信息服务采取的态度和行动袁 从而减小对

创业信息的需求程度遥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袁 影响农村创业者需求创业信

息强度的因素有年龄尧 收入尧 行业特征尧 信息渠道是

否广泛尧 有偿获得信息意愿尧 对信息的满意程度尧 对

信息服务的满意程度遥 从显著性水平来看袁 X10尧 X8 和

X2袁 即收入尧 获取信息渠道的广泛程度和有偿获得信

息的意愿是农村创业青年对创业信息需求程度存在差

异的主要影响因素遥 信息满足的基础是信息需求袁 因

此激发农村创业青年产生信息需求能帮助该群体顺利

创业遥

5 农村创业青年对公共信息服务的满

意度

当问到 野当地政府是否为创业人群提供创业信息

服务和支持冶 时袁 69.23%的农村创业青年选择 野是冶袁
30.77%选择 野否冶遥 考虑到有些农村地区的信息服务建

设不是特别完善袁 存在名存实亡或者创业者自身认识

不清等问题袁 因此换一个角度去提问 野您当地提供的

创业信息服务有哪些冶袁 依次有 62.13%尧 62.72%尧
53.25%尧 48.52%尧 46.15%的创业者选择了网站平台尧
政府部门尧 创业培训与经验分享尧 第三方信息支持和

宣传栏袁 还有 8.28%的人选择了其他袁 其中有少部分

人提到了例行检查尧 跟踪指导等形式袁 有的人则表示

没有信息服务袁 反映出农村信息服务确实存在效果较

低尧 针对性不高的问题遥
调查数据表明袁 农村创业青年对公共信息服务满

意度相对一般袁 将信息服务题项依次赋值为 1 到 5袁 农

村创业青年的信息服务满意度指数为 3.25袁 有部分受

访者表示 野当地的政府也提供不了什么呀袁 亲戚一手

给张罗的冶袁 可见部分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信息服

务并不满意遥 大部分农村创业青年表示希望政府能提

供信息指导袁 能利用各村信息站或网络平台及时发布

更清晰的创业信息袁 并且能安排相关人员答疑解感遥

6 农村创业青年创业信息服务改进策略

6.1 区分创业行业特点袁 提供行业专属信息

服务

农业生产尧 加工制造以及服务业之间存在明显的

行业特征差异袁 针对不同的行业应提供专属的创业信

息服务遥 中国现代农业主要特征是依靠现代科技改造

农业袁 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袁 提升信息化水平曰
而加工制造具有生产规模化尧 标准化和集约化的特点袁
农村加工制造业由于技术相对简单袁 加工程度不深袁
与服务业关联程度更为紧密曰 而农村服务业经营范围

相对更加广泛袁 经营方式有专业经营和综合经营等多

种形式袁 具有业务技术性特点遥 政府应针对不同的农

村创业行业提供异质性的信息服务袁 有关农业的信息

服务应重点提供资金尧 科技等信息曰 有关加工制造的

信息服务侧重点应在技术等信息上曰 有关服务业的信

息服务侧重点应在渠道开拓和营销推广等信息上遥
6.2 发挥小世界优势袁 建立创业信息服务圈

通过人际关系获得信息是此次调查中发现的农村

创业青年倾向使用的一种信息获取途径遥 通过小世界

原理可知袁 人人之间都可以形成弱纽带袁 这在社会网

络中发挥非常大的作用遥 如若通过社会内部资本产生

一个可信任的网络袁 其中的潜能不可估计遥 通过信息

项目 B Wals df Sig. Exp(B) 

X1   .807  4.897 1 .027  2.241 

X2  1.436  7.325 1 .007  4.204 

X4  1.063  5.693 1 .017  2.896 

X8  2.335  7.380 1 .007 10.327 

X10  1.825 15.353 1 .000  6.204 

X11  1.287  4.874 1 .027  3.621 

X12  1.034  3.157 1 .076  2.811 

常量 -4.377 20.563 1 .000  0.013 

 

表 6 影响创业信息需求程度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Table 6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factors affecting

entrepreneurial information demand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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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将人与人尧 人与社会尧 人与商业聚集在一起袁 打

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屏障袁 发挥出小世界的优势袁 提

供一项基于农村创业的以前未探索过的网络袁 打造农

村创业信息服务圈袁 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袁 深化创业

信息共享袁 发展乡村产业集群遥
6.3 强化资金支持袁 搭建农村创业财务信息

服务渠道

东北应该加快落实一系列的保障政策袁 各级政府

特别是对税费减免尧 资金扶持等问题上应对农村创业

青年提供大力支持遥 政府应当大力提倡银行成立科技

信贷专营事业部袁 对目前的贷款制度实行进一步的改

良升级袁 建立农村青年创业财务信息服务渠道遥 农村

信用社作为金融纽带将农村青年紧密联合起来袁 要把

农村信用社作为主要融资途径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遥
提升银行风险管理能力袁 对符合要求的创业群体尽量

放宽贷款额度等限制袁 出台 野创业信用卡冶 制度袁 让

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投入到农村创业的行列中遥
6.4 优化创业氛围袁 提升农村创业平台服务

水平

东北区域应建立健全 野互联网 +冶 创新创业服务

体系袁 加速综合创新综合体等平台建设袁 完善电子商

务平台尧 双创孵化区以及新型农业产业园区遥 利用公

众号尧 政府网站和线下宣传活动等方式来广泛地发布

优秀案例以及技术培训袁 进而减少创业主体获取创业

信息尧 学习经验的时间成本遥 加快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速度袁 从而提高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的管理水平袁 积极

运用互联网等先进科学信息技术为农民进行双创活动

提供加持袁 实现双创主体与资本尧 技术的对接袁 给农

村双创主体提供所需服务袁 尽可能满足其培训尧 技术

的需要袁 使更多优质资源惠及群众遥
6.5 加强信息能力培训袁 提升农村青年信息

素养水平

农村青年信息素养培育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袁
需要建立长效机制遥 将信息素养与通识教育相结合袁

培育农村创业青年自主追求创业信息尧 运用信息的意

识和能力袁 占有越多的信息袁 信息需求越明确遥 充分

运用政府信息服务的职能袁 拓宽农村创业青年获取信

息渠道袁 提升创业信息利用效果遥 在县尧 镇尧 村三级

的培育体系中袁 首先做到县级政府相关部门做好统筹

规划工作袁 主要制定好培育方案曰 其次各个乡镇根据

上级文件的指示袁 将任务分解袁 贴近农村青年的实际

状况袁 确定培育对象袁 制定培育计划袁 开展培育工作曰
最后袁 由各村委会把培育的任务委托给创业主体袁 定

期对培育对象进行考核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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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For rural areas, which are in a relatively information disadvantage, information can directly affect the

probability of success of entrepreneurs, and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tatus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youth's

information needs to promote rural youth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Methods/Process] In this paper, we

found through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research that the intensity of information needs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youth in the field of

entrepreneurship is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age, income level, and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Conclusions/Results] There are still

more people in the group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youth who have a lower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f entrepreneurial information, a lower

level of information need satisfaction, and a lower level of recognition of 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order to better mobilize the

entrepreneurial enthusiasm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youth and improve their success rate,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forces should be

given full play to promote the relevance, applicability and modern means of rural information servic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youth entrepreneurship.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entrepreneurial youth; information needs; inform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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