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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government 
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stimulate market vitality, so a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s the main for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young people are faced with the dividends and 
accompanying	problems	brought	by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young	people’s	entrepreneurial	choice	to	solve	the	current	employment	dilemma.	
Through the macro and micro effect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macro and micro effects of digital finance, the constraint and 
promotion of the digital divide, and the trigger mechanism of the Internet, the digital economy carrier,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entrepreneurial growth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its 
mechanism,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youth entrepreneurship, and discusse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youth entrepreneurial choic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enhance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growth of youth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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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背景下青年创业选择的形成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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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加强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成为政府构建新发展格局、激发市场活力的着力点，以进一步促进创新创业快速发
展。青年群体作为创新创业活动的主力军，面临着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和伴随的问题。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探明对青年创业
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对破解当前就业困境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通过数字经济的宏微观效应、数字金融宏微观层面
影响、数字鸿沟的约束和促进作用以及数字经济载体互联网触发动力机制，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创业增长、创
业意向的影响及其机理，辨析了数字经济与青年群体创业的联系，探讨了数字经济对青年创业选择的传导机制。应夯实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培养，切实促进青年创业活力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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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底层数字技术推动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其

核心在于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依托于现代信息网络

这一重要载体，通过高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来实现经济效率

的显著提升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①。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

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发展数字经济

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②。据《中国数字

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 年）》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数

字经济在量上实现了合理的增长。具体而言，2022 年，中

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 50.2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名义增长

率高达 10.3%，这一增速已连续 11 年显著超过同期 GDP 的



195

现代教育进展·第 02卷·第 12 期·2024 年 10 月

名义增速。更为显著的是，数字经济在中国 GDP 中的比重

已达到 41.5%，中国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向

做强做优做大的方向迈进，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引领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③。

就业是经济的晴雨表，关乎民生之本，青年就业问题

更是重中之重。2021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就

业促进规划》。该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实现更加

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青年就业问题更是牵动着社

会的神经。然而，在全球经济环境中，青年就业难的问题愈

发凸显，中国也面临着这一严峻挑战。

2 数字金融影响创业活跃度的传导机制

多数学者主要从数字金融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创业的

影响。数字金融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为创业提供金融支

持，催生出新的商业形态和场景释放出大量创业机会。

依托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而发展起来的数字普惠金融

扩展了金融服务的边界，将金融服务延伸到传统金融难以触

及的领域，为更广泛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扩展了金融服务

的覆盖面。此模式的演进不仅广泛增进了金融服务受众的多

样性，提升了服务的普及程度，而且为更广泛的群体提供了

便捷的金融解决方案。进一步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优化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了信息获取和交易成本，

为潜在创业者提供了更多融资可能性，进而降低了其创业门

槛，增强了创业成功的可能性。

2.1 数字金融促进区域青年选择创业的宏观层面
数字金融借助于数字技术的时空穿透力突破了物理网

点和人工服务的束缚，将金融服务渗透到传统金融机构无法

到达的区域，延展了金融服务的触达范围，弥补了传统金融

供给不足，为不发达区域创业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持，进而

促进地区创业活动。在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引入为

创新创业活动带来了显著的资金支持。通过提供更加对称的

融资信息和拓宽金融服务覆盖范围，有效缓解了这些地区在

资金获取上的限制。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其独特的传导机制，

如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以及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显著地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创业活跃度。具体而言，当

数字普惠金融的细分指数中数字化水平较高时，其对应的信

用体系将更为完善，交易流程将更为便捷，且成本得到有效

降低。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农村创业环境，有效地提升了创

业活跃度。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还有助于吸引农民工

和大学生等人才返乡创业，通过发展区域经济，为这些地区

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在欠发达地区的推广和

应用，不仅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还通过

其多维度的传导机制，推动了农村创业活动的蓬勃发展，为

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2 数字金融促进个体青年选择创业的微观层面
其中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微观层面的影响主要集中

在就业、收入、创新创业等，现有文献的研究表明，数字普

惠金融会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扩大融资可得性从而促进个

体创业。数字普惠金融丰富企业融资渠道，能为创业者缓解

创业约束，让被排斥在传统金融服务之外的长尾群体和偏远

地区能够享受同样的金融资源。

对于面临严重信贷约束的个体，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对其创业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两

个方面来改变创业所面临的资金条件。一方面，数字普惠金

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外部金融的可得性。特别是对于那些原

本受到信贷约束的个体，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和深化使得他

们更容易获得信贷资源，从而增加了他们创业的机会和成功

率。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还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来

优化创业环境。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普及，金融服务更加

便捷、高效，贷款利率有所下降，这大大降低了创业者的融

资成本，提高了创业项目的盈利潜力和竞争力。因此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创业概率。

3 数字鸿沟对青年创业的约束和促进效应

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鸿沟现象越来越突出。数字鸿

沟对青年创业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3.1 空间的约束和促进效应
从空间视角研究数字鸿沟问题对青年创业选择的影响，

中国地区之间存在互联网使用的地区差异，无论是城乡之间

还是城市之间都十分明显。事实上，技术基础建设、财富和

教育资源在区域上的不均衡分布，会导致信息技术使用在地

理空间上的差异，中国地区之间在互联网使用方面存在一定

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也呈现

出明显的分化。实际上，技术基础设施、财富以及教育资源

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均衡分布，直接导致了信息技术应用的地

域性差异，这正是数字鸿沟的主要表现之一。数字鸿沟直接

反映了信息技术普及的不平等，基于不同地区数字鸿沟的影

响不一致，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鸿沟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创

业活动有更强的抑制作用。则可能表现为不同区域间创业意

愿的高低不同，在数字鸿沟的作用下，可能表现为东部地区

的青年更可能倾向于选择创业，中西部地区的青年受到数字

鸿沟的抑制作用更不会选择创业。

3.2 个人素养的约束和促进效应
从数字素养视角研究数字鸿沟问题对青年创业选择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青年个体对信息的掌握程度。1990 年，

托夫勒在其著作《权力的转移》中首次引入了“信息富人”

与“信息穷人”的概念，用以描述信息时代下个体在信息获

取与利用能力上的差异。在 1999 年，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

信息管理局（NTIA）在《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

的报告中，对数字鸿沟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学术定义。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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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数字鸿沟实质上是那些能够访问并有效利用信息时代

工具的人群与那些无法获得或无法有效使用这些工具的人

群之间的显著差距。这一定义不仅揭示了信息获取能力的

差异，还强调了信息利用能力在数字鸿沟形成中的重要性。

相对于互联网使用较少和对数字技术知识掌握较少的老年

群体来说，青年群体被认为是相对来说的“信息富人”，但

是基于社会阶层等因素的分化，青年群体间也存在数字信息

技术掌握的不平等现象。有研究揭示了互联网使用在工资水

平上的显著溢价效应。具体而言，相较于低技能青年群体，

高技能青年群体在利用互联网时展现出了更为明显的收入

提升趋势。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剧了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之

间的收入不平等，即产生了所谓的“收入溢价”（丁述磊、

刘翠花，2022）。关于家庭创业的相关研究成果表现了数

字鸿沟的存在，可能会一方面会减少家庭创业项目的收入，

另一方面会减少家庭对于创新活动的资金投入。其中信贷可

得性、社会互动水平、风险态度是数字鸿沟影响家庭参与创

业的重要渠道，即数字鸿沟问题的加重通过降低家庭正规

信贷的可得性、减少家庭的社会互动水平以及增加家庭的

风险厌恶程度，进而降低了家庭参与创业的意愿（吴海涛、 

秦小迪，2022）。

同样地，数字鸿沟现象显著地阻碍了农户家庭选择创

业的可能性。其中，信息渠道受限、资金约束加剧、社会资

本不足以及风险偏好降低，是数字鸿沟对农户家庭创业产生

负面影响的几个核心机制。这些机制共同作用，削弱了农户

家庭参与创业的动力和能力。在数字鸿沟对信息获取、社会

资本获取渠道的影响下对于创业意愿产生抑制作用。

前文所述数字普惠金融虽以其“普惠”特性被寄予促

进广泛金融服务的希望，并预期能形成显著的“数字红利”，

但其内在的“数字”性也可能因技术门槛的存在而限制其普

惠效应的全面实现。特别地，对于低数字素养者而言，由于

他们在接入互联网以及准确获取和理解数字普惠金融产品

及政策上可能存在困难，这些群体可能无法充分享受数字普

惠金融所带来的潜在福利。因此，数字普惠金融中的数字

鸿沟可能成为影响这些低数字素养者做出创业决策的关键

因素。

3.3 互联网媒介对青年创业选择的触发动力
青年创业是青年群体开创事业、达成梦想，实现自我

价值的重要途径，更是中国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重要措施。

信息网络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重构人们的生产或生活

方式，产生的消费主义倾向以及自我成功幻想意识影响已经

蔓延至青年创业场域。

同时数字经济下的网络在拓宽创业信息渠道的同时也

增加了创业者对财富的焦虑感相当数量青年的财富追求意

识空前高涨，加之市场劳动力的饱和教育和受教育人才的增

多等一系列就业、失业问题加重，使青年群体对未来的茫然

感和就业焦虑感逐渐加深，触发青年对创业道路的选择。很

明显，在互联网载体下数字经济创业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被美

化，相当数量的青年创业意愿和行为是被制造出来，因而这

种创业选择被认为是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

4 讨论与建议

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创业活动展现出了其独特

的生态特征，包括全面开放性、多用户参与性、无物理边界

限制以及强烈的互动性。在这样的环境中，青年创业者群

体凭借其庞大的数量和敏锐的商机洞察力，享有着显著的优

势。然而，同时他们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和风险，主要包

括在数字技术应用上缺乏经验、融资渠道的有限性、日益激

烈的市场竞争，以及网络安全隐患的增多。因此在数字经济

环境要制定青年创业的发展策略，助推数字经济和创业活动

发展。论文多维度探讨了数字经济对青年创业选择的传导机

制，基于上述讨论，论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①加快数字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应加速大数据、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以夯实

数字基础设施的根基。同时，应持续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

级，加强区域间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的协作与交流，以充分

发挥数字经济的创新创业效应，从而激发各区域的创新创业

活力。

②优化数字金融支持政策：在数字金融领域，应切实

落实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和普惠金融等支持政策，以拓

宽创新创业的融资渠道。此外，应建立包括担保贷款在内的

多样化贷款模式，为青年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并降低其资金

成本。政府应成立并注资小额贷款担保中心，并在合作银行

机构中专门设立“小额贷款担保基金专户”，由政府注入担

保资金，以进一步支持青年创业者的资金需求。

③加强数字人才教育与技能培训：应加大对数字人才

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投入力度，强化相关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建

设。这不仅包括培养具备高度数字素养的专业人才，还应注

重提升广大创业者的数字技能，以适应数字经济环境下的创

业需求。虽然高校和政府一直在探索大学生高科技创业之

路，但在根本上都只是把大学生创业单纯当作工作或者政治

任务去完成，应该把创业当作一项公共事务或者公共政策，

让社会更多部门参与改进创业环境，提供各种创业优惠政

策，吸纳创业人才和企业资本充分融入创业教育。

注释
①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国民政，2021 年。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

（2023 年）》，科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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