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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创业正规金融约束影响因素实证分析1

张媛媛，朱红根

（江西农业大学，江西 南昌 330045）

【摘 要】：本文基于 2011年江西省 35个县（区）的 1080份创业农民调查数据，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

资本等方面选取 15个变量，采用多元 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创业正规金融约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

表明：个体特征中的年龄、文化程度、风险意识对农户创业正规金融约束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

风险意识越强的农户更容易获得创业资金；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的人口数、人均年纯收入对农户创业正规金融约

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耕地面积与其呈负向影响；在社会资本方面，具有丰富社会资本的农民工相对更容易获取

创业资金。

【关键词】：农户创业；金融约束；影响因素；江西省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自改革开发以来，亿万农民迫于生计进行跨地区流动，形成了一股打工潮。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沿海地区产业结

构不断升级，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诸多农民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以及技术等要素后，开始返乡创业，出现回流现象。

农户创业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对促进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可以解决农户自身的就业问

题，增加经济收入，还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可以带动城市先进技术向农村转

移，优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为发挥农户创业的正向效应，政府及学者开始注重如何鼓励和

引导更多的农户进行创业，但是农民创业作为我国特殊国情下的特殊创业行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广大学者结合国情具

体分析。目前，国内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探析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因素有哪些，包括对政策因素、地域因素、人力资本因素等

的研究。

胡豹（2010）研究发现，农户个人特征对其返乡创业有一定影响：第一，男性农民返乡创业意愿大于女性，因为男性风险

意识要高于女性，更愿意尝试创业；第二，年龄越大，其返乡创业意愿越弱，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龄大的农民工比一般农民工

拥有更多的阅历、工资收入、人力资本和资金资本，其返乡创业的机会成本会相应增加，导致创业意愿较弱；第三，已婚农户

返乡创业意愿大于未婚者，婚姻所带来的家庭责任和家庭负担，导致已婚农户更倾向于返乡创业以便于照顾家庭。张秀娥（2010）

认为，农户创业而行为的发生主要是受个体激励因素（包括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和外部激励因素（包括制度体制、相关政策

及就业压力等）的双重激励影响。朱红根（2010）通过对江西省 1145个返乡农户创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农户个体

及家庭特征因素中，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从业资格、技能获取、风险态度、家庭人均纯收入及外出务工收入等

因素对其返乡创业意愿有重要影响；在社会资本因素中，每月话费支出、常联系的朋友个数、亲戚担任村干部或公务员状况对

农户返乡创业意愿影响显著。此外政策支持力度也是影响农户返乡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郝朝艳（2012）等依据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农村金融调查”获得的数据，对农户的创业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给出了统计描述和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约束对农

户的创业行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农户的资产水平越高，其选择创业的概率就会越高，创业的初始投资水平也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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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受到信贷约束的可能性会越小。此外，相对于大规模农业生产而言，资产水平高的创业农户更倾向于选择自营工商业。拥

有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户选择创业。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于农户创业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但对于农户而言，创业的第一步是要有足够的

资本积累，目前国内外针对农户创业正规金融约束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这一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

文拟根据江西省各市县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适当的计量模型分析，探究农户创业正规金融约束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并

针对不同影响因素提出建议，以期为政府及相关单位在制定政策时提供参考。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情况介绍；第三部分是变量选取与描述

分析；第四部分是模型的构建及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1、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情况

1.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于课题组 2012年 1月至 3月期间在江西省 35个县（区）农户进行的调查。本次调查的对象涉及江

西省 35个县（区）的 1855个农民，共发放问卷 1855份，回收有效问卷 1716份，问卷有效率为 92.5%。

1.2样本基本情况

在 1716个有效样本中，已创业的有 1080个，占有效样本总体的 62.9%，可见，农户返乡创业的比例比较高，这一情况与现

阶段全国农户返乡创业的大形势相符。调查结果显示：从个体基本特征来看，样本农民年龄主要集中在 40岁以上，以男性、已

婚者、非冒险型、初中文化程度者为主，约三分之二的样本农民有一技之长；从家庭情况来看，八成以上的样本农民家庭有老

人或未成年人，家庭人数多为 4或 5人，多数家庭耕地面积在 6亩以下，耕地面积在 6亩及以上的较少，仅占总量的 15%；从收

入水平看，多数样本农民（约 59%）2011年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 6500元以上，2011年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 5000元以下的仅占

15.7%；从收入结构来看，样本农民年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总体较低，农业收入超过家庭总收入 50%的仅占 10.7%；从

创业资金来源来看，样本农民创业资金主要为自有资金，约占总量的 37.8%，民间借贷和银行借贷资金所占比重较少，分别为

14.9%和 10.3%。

2、变量选取与描述分析

2.1变量选择

本文选取农户从金融机构获取所需资金的难易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问卷采用顺序量表的形式，将难易程度分为非常难、

较难、一般、较易、非常容易五个等级进行调查，获取农户从金融机构获取所需资金难易程度的信息。在解释变量上，依据前

文分析，主要从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农业生产经营状况、社会资源等方面选择解释变量。具体变量选择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选取及描述分析

变量 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

变量
资金获取难易程度

非常难=1，较难=2，

一般=3，较易=4，

非常容易=5

2.34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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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

特征

年龄

30岁及以下=1，

30以上至 39岁=2，

40岁及以上=3

2.39 0.721

性别 男=1，女=0 0.86 0.348

婚姻状况 已婚=1，未婚=0 0.95 0.216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

高中=3，中专及以上=4
2.27 0.762

风险偏好 冒险型=1，非冒险型=0 0.19 0.395

一技之长 有=1，没有=0 0.63 0.483

技能培训 参加=1，没参加=0 0.51 0.5

家庭

特征

家庭人口数

3个及以下=1，4个=2，

5个=3，6个=4，

7个及以上=5

2.76 1.146

老人或未成年 有=1，没有=0 0.82 0.384

耕地面积

3亩及以下=1，

3亩以上至 6亩以下=2，

6亩及以上=3

1.69 0.717

人均年纯收入

5000元及以下=1，

5000元以上至 6500元=2，

6500元以上至 7500元=3，

7500元及以上=4

2.8 1.098

农业收入比重

20%及以下=1，

20%至 50%=2，

50%及以上=3

1.51 0.681

社会

资本

政府人员联系 有=1，没有=0 0.38 0.486

银行联系 有=1，没有=0 0.26 0.437

高层联系 有=1，没有=0 0.06 0.234

亲戚来往 常来往=1，其他=0 0.94 0.238

朋友类型 很多=1，其他=0 0.71 0.455

朋友联系 经常联系=1，其他=0 0.83 0.377

社会活动 会参加=1，不会参加=0 0.43 0.496

2.2变量描述性分析

根据表 1中对相关变量的描述分析，可以发现：被解释变量——农户从金融机构获取资金的难易程度均值为 2.34，标准差

为 0.840，反映了多数农户较难从金融机构获取资金。在解释变量方面，从农户个体特征来看，样本农户主要决策者的年龄均值

为 2.39，标准差为 0.721，性别均值为 0.86，标准差为 0.348，婚姻状况均值为 0.95，标准差为 0.216，说明样本农户主要决

策者主要以 30 岁以上到 40岁以下、男性、已婚人士为主；文化程度均值为 2.27，标准差为 0.726，反映了农户主要决策者的

受教育程度较低，为初中水平；风险偏好均值为 0.19，趋于非冒险型；技能方面均值为 0.63，大多数农户有一技之长。从家庭

特征来看，样本农户家庭人数均值为 2.76，反映了样本农户家庭人数较多；未成年或老年人均值为 0.82，说明家中非劳动力负

担相对较低；样本农户耕地面积均值为 1.69，农业收入比重均值为 1.51，说明样本农户耕地面积相对较低，农业收入在家庭总

收入中比重稍高。从社会资本来看，样本农户家中有政府关系、银行关系、高层关系的相对较少，社会资源以亲戚往来、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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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为主，说明样本农户金融机构、政府机关等方面的社会资源较为薄弱，而亲朋好友等方面资源较丰富，这与调查发现的借

贷资金中民间借贷比重大于银行借贷比重相吻合。

3、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3.1模型构建

样本农户从金融机构获取资金的难易程度是-个有序变量，而有多个自变量，因此本文拟采用多元 Logist 回归模型对农户

创业正规金融约束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 y为解释变量，x表示全部解释变量构成的集合，μ为随机误差项。

3.2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由于影响农户创业的正规金融约束因素较多，选取的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文在进行多元回归之前会

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来判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所选择的变量间相关系数均较小，所

有相关系数均小于 0.2，呈现极弱相关或无相关状态，因此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然后进一步采用多元 Logist模型进

行回归分析，通过回归得到，模型拟合信息检验整个模型，概率为 0.000，小于显著水平 0.05，说明模型有显著意义；此外从

拟合优度来看，相关系数=1.000，表示模型整体拟合较好；最后根据似然比检验结果，可以看到除婚姻状况、农业收入比重、

亲戚往来、朋友联系的概率分别为 0.859、0.197、0.277、0.145，均大于显著水平 0.05，说明其中的变量对因变量无显著影响

意义，其余变量对应概率均小于显著水平 0.05，说明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意义。

从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年龄在模型通过了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负，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自身的经验

及社会资源累计会对创业自今年的获取提供一定的有利影响，更容易获得创业资金。文化程度在模型中也通过了统计水平的显

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正，这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农户获取信息的能力越强，对于创业资金的渠道、流程等信息更有具有洞察

力，会对资金的可获性产生正向影响，这一观点得到了朱红根等的证实；在冒险精神上，冒险意识在显著水平下与农户创业资

金获取的难易程度呈现出负向相关的关系，说明冒险意识更强的农户更倾向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相应的会增加融资的规模，

导致获取资金的难度增加。

在家庭特征变量里面，人口数量通过了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整，说明随着家庭人口数量的增加，农户可以获得

更多的人力、物力、信息资源，可以从多渠道获取创业资金，从而降低资金获取的难度。此外，对于家庭内耕地面积的变量统

计检验显示，该变量通过了检验，但与因变量呈现出负向相关的关系，说明由于家庭更低面积的增加，农户需要花费更多的时

间与精力从事农业劳动生产，从而削弱了其在创业方面的精力投入，导致资金获取难度有所提升。

在社会资源方面发现，政府人员、银行关系、高层联系、社会活动等四个变量均通过了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

为正值，说明在社会资源方面，社会资源越丰富，越容易获得亲戚朋友以及政府、金融机构的信任与支持，进而提高获取资金

的可能性。

4、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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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江西省 1079 份创业农户的调査数据，采用多元 Legist 回归，对农户创业正规金融约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得到了以下结论：

社会资本对农户创业正规金融约束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社会资本越丰富，则获取资金越容易，此外，农户年龄越大、

文化程度越高、风险意识越强越容易获取创业资金，家庭人数越多也会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更便于获取创业资金，但是耕地面

积对创业资金的可获性呈现明显的负相关。

本文研究结论对提高农户创业正规金融约束水平的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首先，要充分引导农户发挥自身社会资源

的优越性，顺畅资金获取渠道；其次通过研究结果可以推测，良好、畅通的信息平台更有助于农户及时了解资金信贷的消息，

提高资金获得的成功率，因此需要政府在信息平台方面加强建设，建立畅通的资金信息平台；最后在法律政策方面，政府应加

强引导，建设和谐有序的信贷环境，尽量完善民间私有借贷的合理有序进行，保障借贷双方权益，同时也要简化金融机构的借

贷流程，为农户创业提供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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