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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湖南省 9 个县（市）482 位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基于社会资本视角，运

用统计学分析和二元 Logistic 数学模型实证分析，探讨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主要因素

。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满意度、是否参加技能培训、风险态度以及创业成功案例对农民工的

返乡创业意愿有正向重要影响；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兄弟姐妹数、是否了解政府创业政

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年限、家庭年收入、是否参加

创业培训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有负向影响。促逬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政府加以引导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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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了城乡工农之间在市场、资本、信息、技术、管理、人才和理念等方面的

密切联动和深度融合，为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了新鲜活力。但是从现实情

况看，因为各种原因，当前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意愿并不强烈。如何科学引导那些已经在市场经济浪潮

中开阔了视野，积累了资金，掌握了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有一定市场信息的农民工返乡创业，

十分重要。理论界将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与解决“三农”问题结合起来研究。阳立高等基于湖南省的

调查资料，提出改革工商登记制度、调整金融制度、实行税费减免、改革土地制度、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人文环境等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对策建议。黄建新以结构化理论为基础，认为政府提供政策支

持尤其是提升创业者自身人力资本，是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关键。李含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

创业资金不足、政策支持缺乏、文化素质偏低是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家庭人口数、家庭承包耕地面积以及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创业行为有重要影响。但是现有的这些

研究大多以相关定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为主，缺乏多视角的研究分析。本文从社会资本视角，运用数

学模型实证探讨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一些建言与对策，希望能为政府的决策提供

理论参考依据。

一、理论分析框架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期望收入与机会成本是决定其愿意回乡创业的重要因素。显然，当机会成本小

于返乡创业的期望收入时,农民工就会考虑返乡创业，否则则不会。通常，农民工的打工收入或务农收

入构成其返乡创业的机会成本。假设农民工是理性的“经济人”，其目的是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农民



工返乡创业意愿决策的函数表达式为

二、变量、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数据都来自于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对湖南省返乡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为以连续外出打工时间超过 1 年以上、但现已在家务农的农民工。调查内容主要有:返乡农民

工的区域特征、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资本特征、返乡前的就业特征；返乡创业政府政策支持状

况;社会经济环境特征;返乡创业案例。其中，区域特征主要调查农民工所在的地理位置以及所在地的

经济发展水平;个人特征主要包含农民工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婚姻状况、外出务工时间、风险偏

好;家庭特征包含家庭人口数、家庭年收入等。为防止抽样出现误差，本研究采取多阶段抽样以及分层

抽样方法，即以经济水平状况将全省各个县市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在每组中随机抽取 3 个县（

市）；然后又以经济水平状况将抽样县市中的各个乡镇分为高、低两组，在每组中随机抽取 2 个乡镇;



最后在所选取的乡镇中随机抽样 15 位返乡农民工。最终以湖南省 9 个县（市）中的 36 个乡镇为抽查

对象，共发放了 540 份关于返乡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482 份，有效率达到了 89.3%0

(二）样本基本情况

在 482 个样本中，有 59 个返乡农民工选择“不愿意”创业，占比 12.2%，有 423 个选择“愿意”

返乡创业，占 87.8%，可见农民工愿意返乡创业的占绝大多数。样本中，返乡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38.54

岁，最低的 17 岁，最高的 64 岁；30-49 岁的占比为 47.1%，50-64 岁的占比为 16.6%，30 岁以下的占

比为 36.3%，即 49 岁以下的中青年返乡农民工占绝大多数，占比达 83.4%。从文化程度看，具有初高

中文化程度的返乡农民工占比为 73.0%。从家庭关系看，返乡农民工平均的兄弟姐妹数为 2.9 个，其中

，有 142 人的兄弟姐妹数在 2 个及以下，340 人的兄弟姐妹数超 2 个。从外出打工时间看，大多数返乡

农民工的打工时间在 5 年左右。

(三）变量

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个体或是群体所拥有并可以从其中借用资源和力量的社会交

往网络。在布迪厄看来，行动者社会资本量的多少与行动者自身能够调用和介人的社会网络大小及其

所拥有的其他类型社会资本的多少是直接相关的。对于农民工创业者而言，其创业过程中都必须依赖

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支持。现实状况也表明，农民工创业者因为这三种资本相对匮乏，

他们的创业历程更加艰难；创业者选择创业的最初动机与其希望改变自己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困窘状况

相关;与国家所大力倡导的脱贫致富相关。在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都比较薄弱和匮乏情况下，农民创业

者要想获得创业所需要的各类资本，必须充分运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或者说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和

社会关系方面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转变为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

所以，本文从社会资本视角探讨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将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因素分为四

大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资本以及其他变量因素。个人特征细分为性别、年龄、外出务工年限

、婚姻状况，对应变量分别为 x1,x2,x3,x4;家庭特征细分为兄弟姐妹数、年收人，对应变量分别为 x5,x6;

社会资本细分为对社会资本的满意程度、是否参加技能培训、是否参加创业培训、是否了解政府创业

政策，对应变量分别为 x7,x8,x9,x10;其他变量因素细分为对风险的态度以及是否有成功的例子，对应

的变量分别为 x11,x12。

三、模型构建与研究方法

(一）实证模型构建





四、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利用 SPSS20.0 等统计软件对 482 个样本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检验二元 Logistic 模型，结果见

表 2。估计结果显示，模型卡方值达到了 51.468，NagelkerkeR2 值是 0.193,说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良

好，回归分析所得到的结果可以作为分析和判断的依据。

(一）农民工个人特征的影响

(1)性别变量、年龄变量以及婚姻状况变量的影响。表 2 可见，这 3 个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前两者的估计系数为负数，后者的估计系数为正。这说明，随着改革开放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

女性更加独立，其创业意愿逐步增强；年龄大的农民工受到传统的思想禁锢以及精力不济等方面原因

，反而不如年龄较小的农民工富有激情，变得不愿意创业;结婚后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既能方便照顾家庭

事务，乂可将在外学到的技术、技能发挥，而未婚外出农民工返乡概率小，是因为他们外出打工更多

是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期待。

(2)外出务工年限变量的影响。表 2 中，此变量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模

型中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此变量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有负向影响，即农民工外出务

工的时间越长，其返乡创业的意愿就更低。原因可能是在外务工时间越长，在职场（就业单位）越能

找到自己的价值，如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技能变成“骨干”或“能工巧匠”而获得满足感等，从而不愿

意改变或转变职业身份，返乡创业意愿不高。



(二）农民工家庭特征的影响

(1)兄弟姐妹数变量影响。

此变量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不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由于兄弟姐妹的出身背

景相同、社会背景相差不大，导致他们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和信息彼此之间差异不大，从而对农民工返

乡创业的意愿影响不大。

(2)家庭年收人变量的影响。

此变量在模型中通过了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系数是负数。这与预期结果相反。统计结果表明

，家庭年收入会负向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而且农民工创业意愿会随着家庭年收人的减少而增

加。即农民工家庭年收入每减少一个捫次，其返乡创业愿意的比例将会增加 57.1%。可能的原因是“穷

则思变”，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家庭收入较低的状况，增加了农民工改变自身现状的愿望和创业动机

，更倾向于返乡创业。

(三）农民工社会资本特征的影响

(1)社会资本的满意度变量、参加技能培训变量以及参加创业培训变量的影响。

表 2 可见，社会资本的满意度与参加技能培训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培训变

量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满意度在模型中通过了 10%水平的显著性

检验，表明农民工对社会资本越满意，返乡创业意愿越强。结果显示，对社会资本满意的农民工返乡

创业的意愿发生比是对社会资本不满意的农民工的 1.857 倍。其主要原因：一是农民工拥有的社会资

本较强，其与外界联系得更密切，获取相关创业信息的能力就越强;二是良好的社会资本状况可以获得

更好的创业条件，比如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缓解资金压力，增加创业的合作机会，拓宽创

业产品的销售渠道，得到专家大师的技术指导等；三是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较强，就越有利于创造更好

的外部环境，更便利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从而降低返乡创业成本和风险。是否参加技能培训在模型中

通过了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相比，

参加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更愿意返乡创业。这是因为，参加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学到了技术，掌握了专

业技能，更倾向于将自身的一技之长（也是个人型社会资本）作为非货币资本投资，通过返乡创业活

动来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否参加创业培训变量在模型中通过了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其系数为负，

这表明参加过创业培训的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意愿较弱。可能原因是参加创业培训的农民工意识到自己

的社会资本不足，如对自己管理能力信心不足、欠缺明确的创业思维和创业项目、人脉圈等社会关系

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社会资本应用策略模糊等，创业成功的概率低，从而返乡创业意愿下降。

(2)了解政府创业政策变量的影响。



是否了解政府创业政策不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这一变量没有通过任何统计水

平的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是政府创业政策吸引力不够或宣传不到位，以及农民工自身能力和素质的

问题。

(四）其他特征的影响

风险态度变量以及创业成功案例变 M 的影响。风险态度与创业成功案例变量在模型中均通过 1%水

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即二者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偏好型农民工

越倾向于做出返乡创业选择;创业成功的例子越多，农民工越倾向于做出返乡创业选择。这主要在于，

风险偏好型农民工胆识更强，对市场的认知能力较强，把捤创业机会的能力较强；农民工身边创业成

功的案例越多，容易产生辐射作用，增强返乡创业希望和信心。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湖南省 9 个县（市）482 个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经过统计学分析和二元 Logistic 数

学模型实证分析，探讨了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主要因素。分析表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受多

种因素影响，并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因素包括个人条件、家庭状况、社会资本、外部条

件等，同时还受到资金、技术、管理水平、市场结构、创业内容、风险偏好、心理承担能力、创新水

平、国家政策等方面因素的约束。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在现阶段出现的新特点，需要政府和学术界关注。农民工

返乡创业既提高农民工的收人水平，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还对其他农民工创业者有较好的示

范性作用，对农村、农民的发展极其有利。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政府要加以引导与推进。一方面要

加强农民工本身素质的提升，如提升农民工的专业技能水平以及创业意识。另一方面要改善创业环境

，如采取一些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的优惠政策，降低相关税率，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鼓励创

业服务机构、咨询机构和培训机构等中间组织向农民工开放，共同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