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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民开展电商创业意愿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湖南省炎陵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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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随着我国电商水平、物流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电商在我国扶贫攻坚任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而在这其中,如何刺激农民主动与电商物流展开合作并鼓励其积极主动开展创业活动,是影响电商扶贫最终成效

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想提高农民的主动性,了解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农民通过电商渠道开展创业的意愿是必不可少的。

主要研究直接影响到农民对于电商创业意愿因素,通过对湖南省炎陵县的农户发放了 102 份问卷来实地调查,运用

Logistics 模型分析各种不同的因素会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分析得出:一个农户的教育水平、家人态度以及政策了解

程度对其意愿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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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作为党和国家在“十三五”工作期间的重中之重,对我国而言是增强创新动力,维护国家稳定,确保 2020 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我国农民创业活动蓬勃发展,农民创业者在提升生产力、改善

农村面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世界经验表明,一个人创业尤其创业一年以上,可以带动 3～5 人以上就业。电子商

务模式随着信息建设正在农村地区快速发展,同时因为农村电商逐渐革新农村商品交易模式、降低农村的交易成本等;越来越多

的农民选择依托电商模式开展自主经营。 

当前的研究显示,农民在进行创业活动的时候,相较于其他创业群体在自身知识水平、可用资源、地域方面存在着劣势,这也

是当前主流观点认为限制农村创业积极性的原因。同时由于电商作为全新模式,政府的引入政策、物流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

农民的培训状况等因素也会影响农民选择。本文通过对农民开展电商创业的意愿进行研究,分析可能存在的会影响到农民进行电

商经营活动的因素,为农村电商发展、创业扶持政策的实施提供参考。 

1 文献综述 

当前已有的关于影响农民通过电商开展创业活动选择的研究比较薄弱,但是与之相关的研究较为丰富,与之相关的研究主要

侧重于“影响农民创业意愿”以及“限制农村电商发展的因素”等方面。而本文也就以上两个主要方面对当前研究动态进行梳

理。 

1.1影响农民创业意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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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业者的支持环境来看,郑风田和孙谨(2006)认为农民的创业需要一个系统的支持,包括:创业辅导、金融支持、创业机会、

创业服务等方面,而这些支持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一个地区农民的创业意愿。Ardichvili等(2003)认为当前当地已有的政府

层面的创业支持对于一个农民创业的意愿有一定的影响。主要的做法是以政府牵头,引进新技术,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第二

是从金融信贷支持角度分析,农村地区良好的金融环境能增强农民信贷的可获得性,减少资金束缚,从而提高农民的创业意愿。

(朱红根康兰媛 2013)。庄晋财(2011)提出,农民工创业通过社会网络的传导功能形成强烈的创业示范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使越

来越多的农民参与到创业队伍中来。由于农民群体的社会网络“强关系”特征,这种示范效应首先在创业成功者血缘、亲缘、地

缘关系网络中扩散。 

其次从农民生活的家庭角度来看,郝朝艳(2012)的调查问卷记录了农户的家庭人口数量和结构,创业农户的人口数量和劳动

力数量均略高于全部农户,但差异并不显著。 

从农民自身个人特征和素质条件来看,郝朝艳(2012)的研究表明,不同地区被调查农户户主平均年龄为 50.76岁,但是创业农

户户主年龄都在 48岁左右,也就表明在同样的情况下年轻的农户相对来说拥有更强的创业意愿,但是该特征并不显著。在管理方

面,我国农民习惯于粗放操作,多年的家庭联产承包又使农民失去组织大生产的能力,加之教育水平低,使许多农民在创业的过程

中因为缺乏现代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而步履维艰。另外 Senyard(2009)提出,如果农民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很少受过现代创业知

识的教育,知识不足,视野狭窄,信息量不足,在创业过程中仅凭自己的主观判断确定投资领域和方向,从而使许多农民在创业中

失利,这也是限制其他农民创业意愿的原因。 

1.2影响农村电商发展的研究 

在浙江大学《包容性创新和增长:中国涉农电子商务发展研究》的研究报告中,将农村电商萌芽时期的影响因素分为共性因

素(企业家精神带头人、产业壁垒、创业环境)和非共性因素(特色产品、产业基础、网商创业人才等)董坤祥(2016)等人,就沙集

和遂昌两地的调查结果分析得出,环境和季节因素,配套的农产品冷链运输和保鲜技术的缺乏以及缺乏品牌意识是该地区限制电

商发展的重要因素。贺国杰(2015)提到,当前我国大部分区域农村物流信息体系建设落后,无法配合物流公司、电商企业、零售

终端建立实时反馈市场,导致农村电商相对于城市一直更加滞后。余刚(2018)提出了目前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双向流通由于受制于

流通成本、政策引导缺失以及渠道和价格设计不协调等因素,涉农电商的效益依旧未能完全开发。许嘉扬(2017)提到,农村电商

的金融需求层次上升,但是传统的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大规模的电商经济的融资。 

2 影响农民开展电商创业因素的实证分析 

2.1数据来源 

通过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我们通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于 2019 年 1 月初和 2 月底,两次对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下

村乡、水口镇等地的农民、种植户进行线下走访调研。调查遵循随机抽样的原则。本次调研一共发放 108份问卷,去掉 6分无效

问卷(未完成或虚报等),共收集有效问卷 102份,总体有效率为 94.4%。 

2.2研究假设 

影响一个农民对于一项计划的决策以及意愿,主要从农民自身的个人限制因素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出发。而就电商创业采纳的

意愿而言,可以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环境特征、资金状况及融资可行性。 

2.2.1个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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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活动相较于传统的种植工作,其风险性更大,而不同年龄层面群体的风险偏好程度也有所不同,由于农村的养老保险的

不健全,年纪较长的农民更倾向于将土地以及其他资产作为养老储备资产,所以通常情况下风险偏好呈现与年龄的负相关关系。

同样的,性别方面,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分工不同,尤其是在更为传统的农村地区,男性更多的是承担家庭财富创造的工作,对于财

富的追求要更强于女性;在受教育水平上,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通常对新技术、新模式的接受更加积极,同时对新事物的学习能力

也更强;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则会呈现拒绝新模式的采纳、掌握能力低下的特点;由于电商经营对创业者在信息搜集、行情预判

等方面有较高要求,所以接受了更高教育的群体对风险的把控以及市场行情的判断有更加精确的理解,其通过电商渠道创业的意

愿也要更加强烈。 

2.2.2家庭特征。 

在家庭方面,家庭结构主要分为夫妇核心家庭,三代直系家庭,隔代直系家庭为主的三种(王跃生 2006),通常家庭人口数量越

少的核心家庭,其创业的意愿更强,家庭规模庞大的家庭多半由于已经在某一行业和领域有了一定的社会资源,所以其家庭成员

在创业意愿上偏向于保守。同样,如果家庭成员对于创业者持悲观和反对态度,则创业者的最终意愿将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2.2.3环境特征。 

政策支持的不完善是很多地区农村电商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当前我国农村电商政策工具应用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配套措

施有待完善,部分政策工具应用存在不科学、不协同的问题(钮钦 2016),这将很大程度上打击农民的积极性。另外,适当的开展电

商销售和渠道的宣讲会、组织电商运营的培训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创业的意愿,同时能缓解电商人才紧缺的问题。同时,

区域整体的浓郁创业氛围对个体的选择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2.2.4资金状况及融资可行性。 

家庭资产水平会影响到农户有多少资本去进行创业投资。通常情况下,目前持有越多资产的农户,其创业的意愿则更强,同时

当前的收入水平也将会影响到农民的创业意愿,尽管相对收入较低的群体其通过电商创业的限制性更大,但其主观意愿却更强烈;

另外资金规模对其创业的方向以及类型有了限制。而在融资可行性方面,如果农户能够通过亲朋好友或者民间借贷解决自身需求,

其创业的资金限制性更小。另外,农民由于其资产状况相较于城镇居民更差,所以其能够到银行进行抵押贷款的余地选择相对来

说更少,而较差的融资环境也是许多有创业意愿的人打消了创业的想法。 

2.3变量选取 

表 1影响因素赋值 

变量 赋值 

创业意愿(Y) 0=没有意愿;1=有意愿 

性别(X1) 1=女;2=男 

年龄(X2) 1=20岁以下;2=20～29岁;3=30～39岁;4=40～49岁;5=50～59岁 

教育背景(X3)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4=本科及大专;5=硕士及以上 

家庭结构(X4) 1=夫妇核心家庭;2=三代直系家庭 

家庭年收入(X5) 1=3万元以下;2=3万元～6万元;3=9万元～12万元;4=12万元～15万元;5=15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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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态度(X6) 1=强烈反对;2=比较反对;3=不支持不反对;4=比较支持;5=强烈支持 

是否参加过电商创业培训(X7) 1=从未参加;2=参加过一次培训;3=参加过多次或长期培训 

是否了解当地政府电商支持政策(X8) 1=完全没听说;2=听说过一点;3=有些了解;4=比较了解;5=非常清楚 

结识的创业者(X9) 1=完全没有;2=1～2个;3=3～4个;4=5～6个;5=7个以上 

创业资金是否充足(X10) 1=完全不行;2=比较有限;3=基本够用;4=非常充裕 

是否能从亲友筹集资金(X11) 1=完全不行;2=比较有限;3=基本够用;4=非常充裕 

是否能从银行筹措资金(X12) 1=完全不行;2=比较有限;3=基本够用;4=非常充裕 

 

本文将研究因变量设为“农民是否有通过电商开展创业活动的意愿”即表示农民在当前的情况下,以及在达成部分仍未满

足的条件后,愿意通过电商开展创业活动;反之即当前没有任何通过电商进行创业的意愿。由于采用 Logistics分析,所以当被调

查者无意愿时,对该样本赋值为 0,表现出意愿则赋值为 1。 

根据研究假设和调查问卷,将研究的自变量分为:个人特征变量(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家庭特征变量(家庭结构、家庭年

收入、家人态度);环境特征变量(职业培训、扶持政策、从事电商创业的亲友数量);融资可行性变量(可用创业资金、亲友借款

可行性、银行借款可行性)。对每一个自变量进行选项设置、赋值结果如表 1。 

2.4描述性统计分析 

2.4.1电商创业意愿。 

在最终的 102份有效问卷里,有创业意愿的人一共有 48人,比重为 47.1%,略少于无意愿者。 

表 2电商创业意愿 

事件 意愿 人数 百分比 

创业意愿 

愿意 48 47.1% 

不愿意 54 52.9% 

 

2.4.2个人特征变量。 

在本次一共 102份调查问卷中有 54份问卷是由男性填写,占比达 54.9%,女性填写问卷 46份。在调查之前我们考虑到由于传

统文化因素的影响,男性在农村家庭中的决策地位要略高于女性,所以其主观性更强,同时在调查中存在许多妇女认为与自己无

关而拒绝回答问卷的情况影响到了调查结果。在受访者中,年龄分布并不均衡,样本的整体年龄大于初期预计。仅有 2 名调查者

是 20岁以下,20～29岁之间的受访者也仅有 8人,而且多为在外务工临时回家。30～39岁的受访者人数最多,达到了 36人,占比

高达 35.3%。40～49岁的受访者占比类似,达到了 29.4%。而 50～59岁的人群占比为 25.5%,共有 26名。年龄分布基本符合当地

年轻人务工而年长者务农的农村基本特征。在调查的受访者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和高中(中专)占据绝大多数比例,其中初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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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者有 38 名,占比 37.3%;同时高中及中专文凭的受访者大约占样本总体的 4 成左右。而这两者之和接近 80%。本科及大专以上

文凭者仅有 9.8%,且没有任何受访者学历超过硕士,而且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全部为 20～29岁上下的年轻受访者。 

表 3个体特征变量 

事件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女 48 47.1% 

男 54 52.9% 

年龄 

20岁以下 2 2.0% 

20～29岁 8 7.8% 

30～39岁 36 35.3% 

40～49岁 30 29.4% 

50～59岁 26 25.5% 

教育背景 

小学及以下 12 11.8% 

初中 39 37.3% 

高中 42 41.2% 

大专及本科 10 10% 

硕士及上 0 0 

 

2.4.3家庭特征变量。 

有 70.6%的被访者属于核心家庭,在这当中绝大多数为子女在外务工、读书的,年龄大于 50岁的中老年核心家庭,部分家庭仍

需赡养年迈老人;只有 30 人的家庭仍然与未成年子女一同居住。在家人对于创业者的态度上,有 48 位表示家人对其持中立态度

(不支持不反对意见),同时 42位被访者的家人表示比较支持其行为,有 4位表示强烈支持。持消极态度的占比仅为 7.8%。在家庭

收入方面,年收入在 3 万元以下以及 3 万元～6 万元之间的家庭占比最高,分别为 43.1%和 41.2%;收入介于 6 万元～15 万元之间

仅有 9.8%,但收入在 15万元以上的有 5.9%。 

表 4家庭特征变量 

事件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家庭结构 

核心家庭 72 70.6% 

非核心家庭 30 29.4% 

家庭年收入 3万元以下 44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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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元～6万元 42 41.2% 

9万元～12万元 10 9.8% 

12万元～15万元 0 0 

15万元以上 6 5.9% 

家人态度 

强烈反对 0 0 

比较反对 8 7.8% 

不支持不反对 48 47.1% 

比较支持 42 41.2% 

强烈支持 4 3.9% 

 

2.4.4环境特征变量。 

有超过半数(56.9%)的农民表示从未参加过任何形式的职业培训;而参加过多次或长期培训的人数仅 14人。在访问中得知从

未参加过培训的人多为主观上拒绝和抵触参加。在政策熟悉度上,有一半(52 人)表示从未了解过当地有特殊的电商扶持政策,有

35.3%的人表示他们听说过炎陵县政府有相关的政策措施但并不清楚有哪些,仅有 4 人表示自己比较了解电商扶持政策的条款。

在电商从业者人脉上,有 58 名被访者身边的从业者数量少于 4 人。但是仅有 4 位被访者表示身边有 4～5 名电商从业者,而身边

有超过 7位认识创业者的人反而达到 24人,而这 24人中大部分人是相互熟识,属于同一个社交圈内。 

2.4.5资金特征变量。 

用 74.5%的人认为目前的资金状况无法满足创业的需求;17.6%的人表示基本够用;仅有 7.8%的人拥有足够的创业资金。从筹

措资金的角度来看,一共 76.5%的人认为通过亲友的借款无法完成自己的创业需求,认为足够的人占比不足 23.5%。同时 68.6%的

人认为银行借贷同样无法满足创业资金需求。 

2.5计量分析 

2.5.1模型建立。 

本文讨论的题目是“影响农民开展电商创业活动的因素”。因变量是“农民有开展电商创业活动的意愿”。仅有两种状态:

即有意愿和无意愿。因变量是离散型随机变量,所以本文采用二元 Logistics回归对其进行分析,公式为: 

 

其中 Pi表示第 i个样本愿意进行创业的概率;α为常数项,βij为第 i个样本的第 j钟影响因素对应的回归系数,Xij为第 i个

农民的第 j种影响因素;μ为随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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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环境特征变量 

事件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电商培训 

未参加培训 58 56.9% 

参加过一次培训 30 29.4% 

参加过多次或长期培训 14 13.7% 

政策了解 

完全未听说 52 51.0% 

听说过一点 32 35.3% 

有些了解 14 13.7% 

比较了解 4 3.9% 

非常清楚 0 0 

电商从业亲友数量 

完全没有 18 17.6% 

1-2个 28 27.4% 

3-4个 12 11.8% 

5-6个 20 19.6% 

7个以上 24 23.5% 

 

表 6资金特征变量 

事件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可用创业资金 

完全不够 26 25.5% 

比较有限 50 49.0% 

基本够用 18 17.6% 

非常充裕 8 7.8% 

亲友借贷可行性 

完全不够 22 21.6% 

比较有限 56 54.9% 

基本够用 18 17.6% 

非常充裕 6 5.9% 

银行贷款可行性 完全不够 32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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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限 38 37.3% 

基本够用 30 29.4% 

非常充裕 2 2.0% 

 

把 102 位农民的样本数据输入到 IBM SPSS Statistics25 中,然后运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通过该模型,我们

可以得到各种不同变量的回归系数,Wald值,以及显著性水平,并通过显著性水平可以判断出解释变量是否与其相关。结果如表 7。 

2.5.2结果分析。 

(1)个人特征变量分析。 

样本的第一个变量,即年龄因素未能通过任何显著性检验,猜测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年轻群体尽管在教育水平、电子商务的学

习能力上以及风险偏好上更加倾向于创业,但是,由于创业者的年龄和其资产水平有直接正相关的关系,所以导致了年轻群体有

开展电商创业的想法,但是受制于资产规模以及信贷水平的限制。所以导致年龄和其创业意愿未能发现有明显关系。 

表 7回归结果 

 
系数 标准误差 瓦尔德 显著性 

性别 0.404 0.573 0.499 0.480 

年龄 -0.307 0.377 4.664 0.045 

教育背景 1.196 0.407 8.624 0.003 

家庭结构 -1.501 0.662 0.133 0.239 

家庭年收入 -0.648 0.369 5.077 0.039 

家人支持 1.579 0.480 10.813 0.001 

培训 0.231 0.402 0.330 0.566 

政策 -0.963 0.384 6.186 0.012 

认识的朋友 -0.209 0.179 5.066 0.034 

钱够不够 0.113 0.308 4.135 0.71 

借钱 0.174 0.427 4.166 0.068 

贷款 0.184 0.394 0.219 0.640 

常量 -4.149 2.214 3.512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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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别变量上,通过了 5%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在农村群体中,男性更倾向于创业,而女性则相对更保守,其主要原因首先是

男性风险承担能力更强,同时由于受传统观念的限制,男性在农村家庭中话语权要更加重要。同时,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

有创业意图的妻子受制于丈夫决策的限制,无法肯定地做出决定是否愿意去创业。 

在教育水平变量上,该变量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教育水平对一个农村居民是否愿意开展电商创业有非常直接和

明显的影响。可能的解释是:电商经营对创业者的综合素质有一定的要求,需要掌握大量的电子商务、计算机等知识。此外,较为

年轻的群体,对于电子商务等全新商业模式的接受程度高于年长群体,相反相对年长者从主观上对电商存在抵触与拒绝。 

(2)家庭特征变量。 

在家庭结构变量未通过任何显著性水平检验,主要原因可能是农村地区家庭结构较为复杂,在统计中很难用特定的模型涵盖

所有的家庭类型,造成统计结果的不相关性;其次是调查中的核心家庭农民的年龄分化较大,导致了其他的非家庭结构的影响因

素会致使结果出现偏差。 

家庭年收入变量通过了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证明家庭收入越高者,其电商创业意愿也就越强。主要原因为低收入者由于其

资金的限制,导致其初始创业资本的缺乏,从而限制了其创业的意愿程度,同时,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源主要为劳务性收入,而高收

入者,其部分收入来源来自于财产性收入,而这个因素导致高收入者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关于电商的相关政策以及技能学

习,对最终的结果有一定影响。 

家人的态度变量通过了 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家人的态度对其是否开展电商创业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在创业

的过程初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这需要与配偶、甚至与其父母商议,资金的挪用以及筹措,必须征得家人的同意及支持;同时

农村小微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通常由家庭成员协作完成,故家庭成员的态度对个人的意愿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3)环境特征变量。 

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并没有通过任何显著性检验。分析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当地政府并没有特别的重视职业培训的推广

以及宣传工作(并不是指政府没有举行和开展),导致许多农民从主观上对职业培训抱有怀疑和排斥的态度;另外一点就是单次或

者短期培训,培训内容多为讲座和引导性的培训,并没有对电商的运营管理做出非常详细的指导规划,所以大多数居民认为该类

型的培训以及讲座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 

而对当地电商扶持政策的了解,变量因素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分析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农民听取了和了解了电商扶持政

策,而对电商创业抱有极大兴趣,而是因为许多在初期就有一定创业意图的人(不一定通过电商创业)就已经对当地的电商扶持政

策进行主动的了解和学习。所以在最终的调查过程中,那些有创业意图的人,必定已经了解过当地扶持电商的相关政策,而没有意

愿的人也不会对这样的政策进行主动学习。 

身边成功创业者的变量因素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身边电商从业者越多,对个人的意愿刺激作用也就越强,尤其是存

在成功的创业者的情况下,刺激作用更加强烈。此外,由于电商创业者个人之间的社交范围,所以导致许多电商从业者与彼此之间

相互结识,所以对最终的计量结果有一定影响。 

(4)融资可行性变量。 

可用创业资金变量通过了 10%显著性水平检验。其原因与家庭年收入的因素类似,因为通常家庭现收入越高的个人,其家庭存

款以及资产的数额也就越大,而其资本的自由性也能够提高对自身资产增值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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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亲友筹措资金的可行性变量同样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是否能够从亲友筹措到足够的资金,对最终的创业意愿有

一定程度的影响。相比较于城市企业和个人,农村居民的可融资渠道远远少于城市居民,所以更加依赖于私人借贷,所以向亲友筹

资的可行性一定程度上会决定农村居民创业计划启动的可能性。 

从银行筹措资金的可行性没有通过任何显著性检验。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地居民普遍对银行抵押贷款以及相关政策没有过多

的了解。另外就是地方银行还并没有能够对创业以及电商领域进行特别的贷款优惠以及利率降低等补贴。所以银行资金筹措渠

道并没有与最终的电商创业意愿产生相关性。 

3 政策建议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完善当前的基础教育。调查发现,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群体,其创业的意图也更强,对电子商务

等全新商业模式的接受程度也更高;同时其目前创造的社会及个人财富也要远远大于其他人。所以,人力资本的积累将会对地区

的电商环境、创业环境,贫困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改善。 

其次,需要强化政策的支持力度与宣传引导。调查发现,一个农民对于政策的熟知程度会极大程度与其创业意愿相关。同时

证明农村居民对于政府的创业活动的政策了解甚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其相关意愿。如果政府对于创业活动的税收减免和

补贴等政策为更多人所熟知,会让更多人意识到电商创业致富对其收入程度提高的可能性,从而促进创业活动的开展,带动区域

经济发展,提升就业率。 

第三,提供对创业初始资金的支持。农村创业者有别于城市创业者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其资金的短缺。因为农村创业者的投

资及创业项目多为投资回报周期较长而同时自身的收入水平又限制其到银行进行抵押贷款的能力。如果在政策上对农村创业者

予以特殊的利率和限额优惠,农村的小微企业就能够完成从零到一的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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