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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共选取和采集了718名农民工的人口学资料、外出务 

工情况、创业及培训信息。通过卡方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Logistic回归等方法，探讨 

甘肃省农民工群体的创业特征，以期为创业政策提供导向性信息及建议，促进农民工群体创 

业意向的形成和实现。分析结果显示甘肃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 

度的农民工仅 占到调查群体的77．6％；被调查者中64．3％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务工创业技术掌握与否、创业政策知晓与否、创业信息获取 

便利与否以及外出务工次数对甘肃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具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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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an undertaking in Gansu province．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grant workers’degree 

of education is quite low．77．6％ of the respondents have a lower than ju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al level； 64 ．3％ of the respondents have never been trained； The age， skill， the 

awareness of the policies and times of out—migrant working influence the migrant workers’desire of 

starting an under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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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言 

进入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规模庞大、作用巨大的劳动力大军——农民工群体的流动出 

现了许多新特点，其中之一就是由 “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 “候鸟式”流动状态到 “进城打工与 

返乡创业”的 “双向流动”转变，农民工创业开始出现并呈现增长趋势，并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界 

的重视。自金融危机以来，“农民工创业难”问题备受关注，已有众多研究将困难的原因归结于农民 

工自身素质不够以及国家政策有待加强等方面 “J。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后，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外 

出务工大省，都出台了鼓励农民工创业的政策，包括甘肃省也推出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工作 

的通知》等一系列鼓励和帮助农民工创业的优惠政策。然而，已有研究 和现有调查都证明，在金 

融危机前后，农民工群体中真正创业的比例并不高。 

由此可见，导致农民工创业比例不高的原因还存在着许多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政府现在所推行的 

政策本身而言，其内容涉及之广，时效性之强，都可看出国家对于农民工创业问题的高度重视。现有 

政策面向的是所有农民工，受益人群范围广泛，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针对性难以突出，政策利 

用率较低等问题。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农民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分化最明显的社会群体 。分化的 

农民工对政策需求不尽相同。因此，农民工在政策的支持下创业的可能性就存在较大差异。而相同的 

政策导向，很可能会造成在面向创业可能性高的人群时政策力度明显不够，而在没有太多创业意愿的 

人群中资源浪费过多的局面。 

本文旨在开创一个看待 “农民工创业难”问题的新角度，研究那些具有创业意愿的人群所具有 

的共性特点，通过理想类型的方式建构群体特征模型，以帮助政府更好地定位创业可能性较高的目标 

人群，使政策的实施与推广更具针对性，形成一个通过重点发展、树立典型，使引导工作在纵向深入 

的同时，有步骤地横向扩展，从而推动立体化、全方位、有层次的 “农民工创业”发展趋势。 

二、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 

目前对农民工创业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研究。但我们认为，对于农民工的创业 

而言，无论农民工目前是否返乡，都可能具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行动。由此，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由两 

部分人口组成，一部分是从农村流向城市 ，并居留在城市的人群；另一部分是从农村到城市，又回流 

到农村的人群。这两部分人共同的特征是，有跨地区、跨职业的流动经历，即农民工的一般性定义： 

户籍身份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劳动力，而不管其调查时刻在农村还是 

城市 。 

据此，此次调查对象的总体为甘肃省 l5～60岁的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居民。所谓外出务工经 

历是指有到户籍所在乡镇以外地区就业的经历。调查对象的选取同时包括目前仍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 

群体和已返乡的农民工群体两大类。已有研究和相关新闻报道以及预调查都显示 ，已返乡农民工 

群体所占比例不高，即使在金融危机下依然选择外出务工就业的还是占主导，因此，本次调查的对象 

选取以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为主，共抽取 500个样本，同时抽取在调查时点已经返乡的250位农 

民工来突出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情况。 

2．调查方法 

针对研究对象需要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典型性要求 ，本项研究采用调查法来了解甘肃省农民工创业 

的总体情况，同时辅以个案访谈来充实资料和获取更为详细的信息，个案访谈对象从调查对象中按照 

1％的比例抽取，共抽取75人进行访谈。 

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选取调查对象。首先，在调研地区的选择上，根据调研目的、地区类 

型和经济发展程度、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的规模，选取了甘肃省兰州市区、庆阳市区和农村、平凉市区 

和农村、陇南农村作为调查地点。其次，依据 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各地人 口性别年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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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对各地所调查样本分布进行了分层，在调查实际进行过程中考虑到部分地区的部分年龄组人口数量 

相对较少，调整了调查样本的年龄、性别和职业结构的配额，使样本的代表性更强。 

调查由兰州大学社会与经济发展研究评价中心在2009年 6—8月负责组织实施。根据抽样方案共 

抽取750个样本作为调查对象，由接受过社会调查培训的兰州大学学生采取结构式问卷访谈法收集资 

料，问卷回收率为 100％。经过复核，合格问卷718份，问卷合格率为95．7％。 

3．资料处理与分析 

应用 SPSS16．0系统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认为 P<0．05为具备统计学意义。分析内容包括对创业 

人群特征的相关特征分析和创业人群特征模型建立。主要运用描述统计、卡方检验及 Logistic回归分 

析来进行数据处理。 

三、结果 

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4． 5 

此次调查中共调查农民工718名，其中男性395 萋 3 5 
人 (55．9％)，女性 311人 (44．1％)。调查对象的 

年龄为14—65岁，平均年龄33．4±11．7岁。从年龄 ； 
段的分布来看，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高峰段有两个，一 

个是 19～25岁，另一个是 35～45岁，而 25～35岁 

的农民工外出却出现低谷 (如图 1)。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尽管被调查者 (忍=718)都 

= 高 高 器 寻 荨 

年龄(岁) 

图1 研究对象年龄分布 ( =706) 

是以农民工的身份接受本次调查，但从户口性质来看，有小部分农民工已经不再符合以往的经典定 

义，他们的户口性质已经不再是农业户口，而是非农业户口，比例占到调查样本总体的2．9％。在所 

调查人群中，六成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为初高中，仅有7％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说明甘肃农民工的 

整体受教育水平处于较低水平，受到高等教育的人群仍占少数。虽然金融危机导致大批农民工的返乡 

潮，但在此次调查中，仍有约 85％的农民工还处于打工状态，可见，进城打工仍是大部分农民工获 

取收入的主要方式。 

其他情况如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接受培训情况以及工作状态详见表 1。 

表 1 调查对象情况一览表 (n=718) 人，％ 

2．创业人群特征 

因为本文重点讨论农民工创业人群特征，根据现有研究结果 “ ，对数据进行提炼和分类，将 

创业人群的特征总结和归纳为2O个、7个方面，分别为人口学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外出务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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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信息获取情况、对生活满意度、技能和培训及榜样激励作用 (见表 2)。 

以上提取出的特征 表2 农民工创业人群可能具备的特征分类 ( =698) 

是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分 

析，得出的农 民工创业 

人群的可能特征，这些 

特征是否与潜在的农民 

工创业群体真实相关? 

如何通过这些特征找到 

农 民工创业特征人群? 

这些问题仍需运用统计 

分析进行进一步探索。 

因数据多为分类变量， 

判断分类变量的相关性 

是否具备统计学意义， 

卡方检验具备优势 。 

在得到以上农 民工 

特 征 的基 础 上，运 用 

SPSS16．0对所有分类变 

量进行卡方分析。选择 

“是否想独立创业”这 
一 题 目的所得数据作为 

创业人群 的区分标准， 

通过制作交叉表，将每 

个特征分别与该题 目的 

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并 

进行统计检验。当自由 

度大于 1、单元格频数 

大于 5时，选择皮尔逊 

卡方检验 (pearson chi． 

变量 卡方值 自由度 P值 

注：幸P<0．05；料P<0．O1； $}P<0．001 

square test)的值及对应 的显著度检验值，当单元格中的期望频数小于 5时，选取费什精准检验 

(fisher’S exact test)的值及对应的显著度检验值。在检验的17个变量中，与创业人群呈现相关性的变 

量共有 1O个，分别为教育程度；榜样；外出务工次数；工作性质；外出没有工作，是否返乡，获取创 

业信息的渠道有无；有无听说政府的政策；职业资格证书有无；是否接受过培训及 目前是否掌握务工 

或创业技术。 

其中年龄、耕地面积和家庭收入三个变量为定距变量，不适用于交叉表分析，故采取斯皮尔曼 

(Spearman)相关分析进行探讨。其中年龄与 “想创业”的相关系数为 一0．175(P=0．000)，呈负相 

关；家庭收入与创业人群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094(P=0．003)。而耕地面积与创业人群的相关 

系数为0．024(P=0．453)，故认为二者不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收入与年龄和创业的相关性较强。 

3．模型建构及结果 

经过卡方检验和 Spearman相关分析，初步得到了影响农民工创业人群的特征。考虑这些特征当 

中可能存在交互效应的影响，有些特征与创业意愿发生相关可能是因为二者都与第三个变量存在相关 

性；同时，各相关特征对创业人群的影响程度并不能通过卡方检验及相关分析表现。故选取创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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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因变量，对已得到的相关特征进行模型建构。 

在本研究中，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大多为离散数据，如创业人群变量取值为0和1，此外还有如性 

别、婚姻、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等变量也属于离散变量；而年龄、人均耕地面积、家庭 

人 口数、人均年收入、外出务工次数等属于数值型变量。综上，模型适宜选取定类因变量模型，故运 

用 Logistic回归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Logistic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南  ㈩ 
其中，P为农民工创业概率；i为被调查者的编号；6 为人群特征的回归系数；J为人群特征的编 

号；m是人群特征的个数； 是 自变量；表示第 i个样本的第 种人群特征；口为截距； 为误差项。 

在 SPSS 16．0中，选用二 

元逻辑斯蒂回归(bin r)r— 磊 _．奎垦工_ 些 型 望 集墨 
logistic regression)，运用 Wald 

概率统计法，选择 自变量全 

部进 入 模 型，得 到表 4和 

表5。 

通过建立 Logistic回归模 

型，共获得 5个与创业人群 

显著相关 的特征 因素，分别 

是信 息获取、政 策知 晓度、 

务工创业技术、年龄及外 出 

务工次数。除年龄 因素对创 

业发生 比造成 的影响小于 1 

外，其他四个 因素均大于 1。 

表明在其他外在因素一定 的 

条件下，具备务工创业技术、 

创业信息和政策支持且外 出 

务工次数大于 1次的农民工 

更倾向于创业；而在其他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年龄越小的农民工越倾向于选择创业。 

表5显示该 Logistic回归模型具备较好的解释度和拟合优度 一2LL(一2log likelihood)，反映了在 

模型中包括了所有自变量后的误差，当一2LL的实际显著性水平大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仅时，因变量 

的变动中无法解释的部分是不显著的，表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越好。将 5个因素拟合至模型后，预 

测创业人群的准确度达到 89．1％，也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 

在通过 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后，原有的与创业人群相关的 12个特征因素，减少至 5个。表明 

12个因素中，有一部分因素可能是因为交互效应才与创业人群产生相关性，可能并不是创业人群的 

主要特征。如在卡方检验中受教育水平与创业呈现相关性，但在 Logistic回归模型建立中却消失了， 

很有可能是因为受教育水平是与年龄呈相关性的，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相应越低。因为年龄是创业 

人群的主要特征，关联性较强，故在卡方检验中，受教育水平与创业人群呈现了伪相关。 

另外收入在卡方检验中与创业人群呈现弱相关 (0．94)，在模型中也没有纳人，这与其他文章的 

分析结果存在差异，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收入与年龄及信息获取途径呈现相关性，在交互效应的 

影响下，与创业人群呈现伪相关；其二，调查中，甘肃农民工创业群体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万元，每 

年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极少，故其对农民工群体的创业选择不会形成较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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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具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群体 (这里我们把这部分人称作目标人群)具 

备一些比较明显的群体特征，如年龄较小、务工技术掌握较好、信息获取便利以及外出务工次数较多 

等。如果能够对具备这些特征的人群有针对性地采取鼓励措施，将会对农民工创业起到更明显的促进 

作用。 

就我国目前的形势看，支持农民工创业的资源并不是特别丰富，同时扶植农民工创业的政策和规 

章制度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使得原本不足的创业资源利用率很低。要想切实促进农民工创业，就应 

该告别 “乱枪打鸟”式的政策，对有创业意愿和潜力的农民工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扶持，合理利用 

现有的创业资源。与此同时，要充分挖掘可利用的创业资源，扩大具有创业意愿和创业潜力的人群， 

如此循环，使农民工创业成为一种潮流。 

五、贡献与不足 

以往对于农民工创业问题的视角，大多是采用 “一刀切”的方式，即把整个农民工群体看作一 

个整体，所提出的建议和出台的政策力求同步推动整个群体的创业进程。事实证明，这样的模式并不 

成功。本文提出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即通过分析农民工群体中创业人群的特征，将具备 

潜在创业可能的农民工剥离出来，重点扶植。把推动农民工创业的问题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有 

重点、有步骤地鼓励和推动农民工进行创业，使有限的创业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本文通过探索农民工创业群体的特征提出新的分析农民工创业的角度，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具 

有针对性的思路。影响农民工群体的创业因素很多，穷尽所有的影响因素分析是不现实的，本文在综 

合前人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对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但是可能仍有因素未能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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