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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创业榜样如何带动创业＊1 

——基于扎根理论的关键维度识别 

许昆鹏 任国章 

(武汉纺织大学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3) 

  【摘 要】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的方法,探索农村创业榜样带动创业的关键维度。研究结果表明,农村

的成功创业者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创业榜样,其带动创业的关键维度为创业示范、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支持。创业示

范具体表现为:创业榜样能够增加潜在创业者对创业的了解和认同;创业榜样在创业过程中获取的金钱回报、社会地

位以及成就给潜在创业者带来很大的创业吸引;潜在创业者通过对创业榜样的经营效仿来减少创业过程中的试错成

本从而提高创业的可行性。创业机会识别具体表现为:潜在创业者与创业榜样在日常交流过程中,对创业榜样所在行

业、所实施的创业项目以及创业模式深入了解后,判断该领域是否有值得进入的价值和机会。创业支持具体表现为:

精神鼓励、技术指导、销售扶持和资金借贷,但具体的支持内容则取决于创业榜样与潜在创业者的关系强度,实质性

的帮助只会出现在强关系成员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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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农村地区的创业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在欧盟和 OECD国家实施的新农村范式(New RuralParadigm)中,创业成为促进农

村发展的重要工具。纵观我国农村 20多年的改革进程,农民创业对于农村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具有根本性的作用,〔1〕激发农民的创

造活力与创业精神曾经是农村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发展经验之一。但随后的“民工潮”让更多的农民选择外出务工,农村创业活

动趋缓。如今,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战略部署下,重提创业意义重大。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创业意愿仍旧不强,

农村创业的动力仍旧不足。〔2〕〔3〕因此,如何激励更多的农民自发创业,促使更多创业行为的发生,让农村经济的活力在一个合理的

时间而不是过于漫长的时间段内被激发,仍需继续深入探讨。 

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其他人的行为进行间接学习,这个“其他人”被称为榜样。〔4〕创业

情境下的榜样是指成功创业者,一个积极的榜样会增加一个人成为创业者的可能性,〔5〕而缺乏榜样的积极作用,会让促进创业的努

力大打折扣。〔6〕创业榜样的激励作用甚至可以造成地区间创业水平的差异。〔7〕因此,在实践上可以把农村创业榜样做为带动农村

创业的有效工具,这就需要厘清创业榜样带动创业的具体路径为前提,但目前对此还没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鉴于此,本文运

用扎根理论这一质性研究方法,识别农村创业榜样带动创业的关键维度,为制定有效的宣传策略和互动策略提供依据。 

二、研究的方法和过程 

                                                        
1＊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创业榜样对农村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编号：7140319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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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方法是扎根理论,该方法是由 Barney Glaser 和 Anselm Strauss 于 1967 年提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致力于在

经验资料和理论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即: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系统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经验资料,并在此基础上验证现有理论

或者开发新理论。〔8〕 

资料分析是扎根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环,它需要对理论资料进行逐级编码,也就是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分解然后进行定

义和分类,扎根理论的资料分析过程实际上就是编码过程。编码的类型一共有三种:开放式编码、关联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9〕

本文首先使用了开放式编码进行概念化并归纳出了次要范畴,然后使用了关联式编码总结了主要范畴,最后使用了选择式编码构

建出了核心范畴。 

2.研究过程 

(1)资料收集。在质性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基本都是描述性的,因此,更多采用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法来收集资料。〔10〕本文在分

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针对农村地区的创业者设计了 20个访谈问题,涉及创业榜样、创业机会、创业支持等方面。通过开放式访

谈收集资料,在访谈过程中提问的内容和顺序将根据对象和情境的不同进行调整,在征得访谈对象的同意后进行笔记记录和录音,

之后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与分析,以了解创业榜样对访谈对象所产生影响的几个层面,为进一步的理论归纳提供依据。 

扎根理论采用的抽样方法是理论性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理论性抽样是以完善已有观点为目的,其抽样原则为“理

论饱和原则”,〔11〕即:当访谈中获得的信息开始重复,数据收集不再能产生新的概念或者理论时,则说明已经达到了理论饱和,此

时应当停止抽样。〔12〕本文把创业榜样界定为已经成功创业、并且能够起到榜样作用(激励、示范、让人模仿等)的创业者,于 2017

年 3月至 4月期间,对河南省信阳市氵师河区谭家河乡和湖北省安陆市木梓乡两个农村地区的 30名创业者进行实地访谈,对其创

业背景和经历进行了解之后,选择其中的 15 名创业者进行深度访谈,最后对访谈结果进行编码和分析,直至理论饱和后进行理论

构建。 

(2)资料分析。一是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开放式编码是在检查资料的过程中进行逐行分析来对行动或者事件进行定_
〔13〕逐行编码中要不断思考资料的意义,并且进行不断的比较,然后对发现的关键性现象进行命名及范畴(类属)化。开放式

编码有三个步骤:一是对经验资料进行逐行、逐段编码,加以分析之后定义现象;二是对现象进行重组形成概念,理论抽样直到出

现重复的概念;三是将相似的概念进行归类形成范畴。〔14〕 

表 1 开放式编码(概念化) 

定义现象 概念化 

A1.父母为榜样的家庭模式创业；A13.舅 

舅为榜样的家庭模式创业；A15.师傅带徒弟，

徒 

弟仿照类似方式进行创业；A18.有亲戚在灯

饰行 

业，因此进入该行业；A21.公司内有同事开

始进 

行养殖；A26.依照他人的餐厅模式开设自己

的餐 

厅；A28.有亲戚在相关行业经营；A31.观察

B1.经营效 

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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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流量和销售价格设置。 

A2.父母鼓励创业；A20.亲戚建议进入灯 

饰行业；A30.亲戚支持出来创业。 

B2.鼓励创 

业 

A3.先创业者为朋友提供技术指导；A14.舅 

舅指导相关的专业技术；A16.为徒弟提供技

术指 

导；A23.为其他养殖户提供技术帮助；A33.

亲 

戚指导养猪技术。 

B3.技术指 

导 

A4.先创业者为朋友提供销售指导；A17.为 

徒弟提供销售指导。 

B4.销售指 

导 

A5.父母指导相关的专业知识；A12.亲戚 

指导相关的专业知识。 

B5.知识传 

授 

A6.父母提供资金支持；A32.亲戚帮助出 

资。 

B6.资金支 

持 

A7.父母帮助联系一定的客户。 
B7.客源介 

绍 

A8.创业者的收益远大于上学的收益；A10. 

老板永远比员工挣得多；A27.创业收入比打

工收人更髙。 

B8.创业收 

益吸引力 

A1.父母为榜样的家庭模式创业；A13.舅 

舅为榜样的家庭模式创业；A15.师傅带徒弟，

徒弟仿照类似方式进行创业；A18.有亲戚在

灯饰行业，因此进入该行业；A40.同龄的亲

戚髙中毕业就开始创业。 

B9. 了解和 

认可创业 

All.对创业榜样成就的羡慕。 
B10.创业 

成就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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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给亲戚帮忙，然后学会相关技术；A25. B11.技术 

有亲友来实地学习。 学习 

A22.带动其他养殖户进行养殖后，帮助销 B12.提供 

售。 销售渠道 

A29.直接进入亲戚所在的行业；A35.直接 

进入父母所在的行业。 

B13.直接 

进人相关行 

业 

A9.对周围物流业务的观察发现了新的创业 B14.发现 

项目；A24.对当地其他餐厅考察后，选择农

家乐 
可行创业项 

这个项目。 S 

A34.自己创办养猪厂；37.自家创办茶厂出 

口砖茶；A38.提供信息中介服务；A39.收茶

卖 

茶赚取差价。 

B15.自营 

模式创业 

A36.代理本地韵达快递业务。 
B16.代理 

模式创业 

 按照开放式编码的原则和步骤，本文最终定义了 40 个现象，然后将这些现象重组成 16 个概念，现象概念化的过程如表

１所示。 

在下一步编码中将这 16个概念进行归类，相似的概念归为一组形成范畴，范畴形成过程如表２所示。 

表 2 开放式编码(范畴化) 

次要范畴 包含概念 

C1.经营效仿 B1.经营效仿。 

C2.技术指导 
B3.技术指导；B5.知识传授；B11.技 

术学习。 

C3.销售扶持 
B4.销售指导；B7.介绍顾客；B12.提 

供销售渠道。 

C4.资金借贷 B6.资金支持。 

C5.创业行业识别 B13.直接进人相关行业。 

C6.精神鼓励 B2.鼓励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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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创业吸引 

B8.创业收益吸引力；B10.创业成就

吸 

引力。 

C8.创业项目识别 B14.发现可行创业项目。 

C9.创业认同 B9. 了解和认可创业。 

C10.创业模式识别 
B15.自营模式创业;B16.代理模式创

业。 

 

表 3 关联式编码过程 

主要范畴 次要范畴 

D1.创业示

范 
C1.经营效仿；C6.创业吸引；C9.创业认同。 

D2.机会识

别 

C5.创业行业识别；C8.创业项目识别；C10.

创 

业模式识别。 

D3.创业支

持 

C2.技术指导；C3.销售扶持；C4.资金借贷；

C7. 

精神鼓励。 

二是关联式编码(axial coding)。在开放式编码中得到了 10个基本范畴,这些范畴都是独立的,需要在范畴和范畴之间建立

联系,来证明经验资料中的各个部分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15〕这被称为关联式编码。通过对 10 个基本范畴的不断比较和挖掘,

最终将其抽象为更高层次的 3个类属,如表 3所示。 

 三是选择式编码(selective coding)。选择式编码建立在关联式编码之上,它是要进一步选择一个能够统领其他所有范畴

的核心范畴,并以此建构一个故事线,来解释各种范畴之间的关系,也为研究过程或互动提供一个抽象的解释。 

根据实地访谈的结果,本文总结出了相关的故事路线:那些成功创业者可以成为他人的创业榜样;创业榜样通过自身的创业

经历让潜在创业者对创业更加了解和认同;创业榜样在创业过程中获取的金钱回报、社会地位以及成就给潜在创业者带来很大的

“创业吸引”;潜在创业者通过对创业榜样的“经营效仿”来减少创业过程中的试错成本从而提高创业的可行性;潜在创业者与

创业榜样在日常交流过程中,对创业榜样所在“行业”,所实施的“创业项目”及“创业模式”有了深入的了解,从而判断该领域

是否有值得进入的价值和机会;创业榜样的支持内容与关系强度有关,如创业榜样与潜在创业者间存在较强的信任,就能够为其

提供“技术指导”、“销售扶持”和“资金借贷”等实质性的帮助。 

根据故事路线将农村创业榜样带动创业的方式做为核心范畴,与主要范畴和次要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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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农村创业者进行深度访谈获得原始资料,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资料进行分析。首先,通过开放式编码定义了 40个

现象;然后,将这些现象重组成 16个概念,接着对这 16个概念进行归类得到了 10个次要范畴,进一步使用关联式编码在次要范畴

之间建立逻辑关系得到了 3 个主要范畴;最后,利用选择式编码形成可以统领所有主要范畴的核心范畴。即农村创业榜样通过创

业示范、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支持三种方式带动创业,其中创业示范包括创业认同、创业吸引和经营效仿三个维度;创业机会识

别包括创业行业识别、创业项目识别和创业模式识别三个维度;创业支持包括精神鼓励、技术指导、销售扶持和资金借贷四个维

度。 

本文以农村创业者为样本探索出的创业榜样带动创业的关键维度在已有研究中尚未看到,具有理论的创新性。后续可以进一

步探讨这些关键维度和创业意愿、创业决策的关系,利用大样本数据进行深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创业实践和创业政策的制定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对于创业实践而言,创业榜样应该意识到自身对他

人的示范作用,在精神上鼓励潜在的创业者大胆创业,增强他们的创业信心,激发他们的创业激情;在潜在的创业者进行创业准备

的过程中能够积极地提供各种帮助,解决他们面临的实际困难,降低其创业的难度。对于政府相关部门而言,应进一步改善农村创

业环境,让已有创业者的创业之路日益顺畅,使他们能够发挥榜样的示范效应;还要大力弘扬创业榜样的创业精神,营造创业氛围,

建立创业榜样与潜在创业者的沟通机制,促进更多新创业的发生,不断激发农村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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