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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 
基于河南、山西、重庆 的调查问卷 

刘苓玲，徐 雷 
(西南政法大学 劳动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401120) 

摘 要：通过对2011年河南、山西和重庆三省市2791份农民工返乡创业有效调查问卷的分 

析，运用 Logistic计量经济模型，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视角下，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返 

乡创业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包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和创业技能培 

训等因素的人力资本，和包含创业项 目、创业政策、创业形式和资金筹措渠道等因素的社会 

资本在农民工返 乡创业中作用显著，但 目前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在农民工返乡 

创业过程中依旧匮乏。其政策含义是：继续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 

支持力度，营造公平有序的创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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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f Migrant W orkers Returning Home for Business in Middle—west 

China：Based on Questionnaires from Henan，Shanxi，Chongqing 

LIU Ling-ling，XU Lei 

(Labor Economy Research Center，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 120，China) 

Abstract：By effective analyzing 279 1 pieces of questionnaires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for business of Henan，Shanxi and Chongqing three cities in 201 1，and using Logistic econometric 

model，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in center-west region，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for business in Middle—west China．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human capital including age， education level， health status， 

entrepreneurial skills training and other factors，and social capital containing the entrepreneurial 

projects，business policy，business forms，channels of raising funds and other factors in the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for business effect is distinct， at present，in Middle-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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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re still short of supplies in the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Its policy implication is：continue to deepen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crease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ial support， and create a fair and effective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Keywords：migrant workers；returning home for business；human capital；social capital 

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对外加工贸易企业出现了生产经营困难与经济效益下滑的不 

利局面，近年来的通货膨胀又进一步使企业经营环境面临严峻挑战，造成一些企业限产、停产甚至破 

产倒闭，出现了农民工大规模回流返乡。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底全国返乡农民工超 

过7000万人①，进而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输出大省 (市)，如安徽、河南、江西、湖南、重庆及四川 

等地区，引致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概念 (回流经济)，即由返乡创业农民工带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而 

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能力发挥着核心作用。2012年 2月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持续加大财政用于 

“三农”的支出，加大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这些要求不但体现了中央 
一 贯对 “三农”问题的重视，也有利于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能力，推进创业活动，有利于推动新农 

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一

、 文献综述 

伴随着我国企业用工形式的多样化和农民工规模的不断壮大，有关农民工问题的理论研究不断丰 

富。而随着农民工流动从打工期、创业期向回归期的转变，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进行了 

研究。 

在理论方面，由于农民工是中国特殊经济发展时期所形成的一个群体，因此，农民工返乡创业的 

概念也是由国内学者所给定的。例如刘芳认为，在外打工人员回到原籍，利用周边的资源来生产产品 

和提供服务的过程就是农民工返乡创业 J。汪三贵、刘湘琳等认为，外出务工者回到家乡，利用自 

身的本领、阅历、信息和资金，在家乡创办微小型企业的现象就称为农民工返乡创业_2 J。有学者从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功能的角度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王西玉、崔传义等认为农民工的打工和创 

业之间的关系密切，外出打工是创业的前提，没有外出打工就不会有返乡创业。打工的经历也影响到 

创业行为，特别是阅历和企业家精神等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创业的决定因素 j。杨群红指出中国创业 

者的文化素质偏低，这大大降低了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成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后劲不足的瓶颈 。 

刘唐宇认为由于返乡创业农民工没有接受正规的创业培训和技能培训，造成他们的经营管理水平低， 

使其创业失败的风险也随之加大 。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机会的影响方面，胡晓娣认为社 

会资本能增加返乡农民工发现创业机会的概率。社会资本不仅为农民工提供了把握市场机会的可能， 

也为他们在信息和资源方面提供支持 J。刘唐宇指出目前返乡创业农民工所面临的资金匮乏、融资 

难等问题是其社会资本缺乏的具体表现"J。马忠国指出农民工所累积的社会资本在其返乡创业的过 

程中有重要作用，表现在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对亲缘、乡缘等地缘关系网络的依赖，其中社会关系 

与网络资源是农民工掌握的最关键的创业资源 J。在实证方面，曹卫秋等通过调研发现社会资本和 

社会网络是创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其中有 52．16％的人创业之初的资本来源于亲友借款，有 

63．12％的人的创业信息来源于亲朋好友 J。此外阳立高、廖进中等对湖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调查发 

现，返乡创业对内陆城乡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是目前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依旧不够，致使农 

民工返乡创业仍然存在许多困难 ⋯。陈昭玖、朱红根通过对江西省返乡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 

的年龄、受教育年限和自身职业技能等人力资本是目前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建议 

① 国家统计局．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 [EB／OL]，2009—03—25．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detail 
jsp?searchword 

· 34· 

万方数据



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的方式推动农民工获取政府创业支持 。罗锋、黄丽从人力资本的角度，采 

用扩展的明瑟工资方程，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收人水平问题，结果表明教育培训和工 

作经验对其收人水平影响显著，教育每增加 1年，年收入增长2．1％ 1 。汤谨铭等从社会资本的角度 

对四川省达州市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对农民工返乡创 

业有积极影响，经营管理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有消极影响；建议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对返乡农民工进行必 

要的创业培训 。墨媛媛、王振华等运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对农民工的创业群体特征进行分析，认 

为农民工的外出务工次数、技术掌握程度和信息来源等因素对其创业意愿影响较大 。 

学者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研究，为推动农民工创业实践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研究的侧 

重点不同，所得的结论难免不一致，且多数是经验性的统计与定性研究，少量的实证研究也是局限于 

个别地区甚至是一个县域，因而很难得出一般性的结论。本文通过对河南、山西和重庆三个中西部地 

区典型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调查，引入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概念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以期为进 
一 步推动农村地区创业经济的发展、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机制提供数据层面的支撑和政策层面的参考。 

二、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1．数据来源 

在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力研究过程中，笔者选取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河南、山西和重 

庆 3个省市作为调研对象，走访调研地区包括重庆市合川县、永川区，河南省新乡市、济源市，山西 

省临汾市等返乡创业农民工密集的区 (市、县)。本文所有数据均源自2011年 7一l0月的调查问卷。 

在河南省和山西省分别发放调查问卷 1000份，在重庆市发放调查问卷 1200份，共计 3200份。其中 

在河南省回收有效问卷 874份，在山西省回收有效问卷 813份，在重庆市回收有效问卷 1104份，共 

计 2791份，问卷总有效回收率为87．2％。 

2．返乡创业农民工人力资本因素的一般特征分析 

首先，从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来看。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 (含中 

专、技校、职高等)，其中初中所占比例为41．8％，高中所占比例为40．5％。就整体而言，文化程度 

相对偏低，所以在返乡创业中所从事的项 目有一半以上属于第三产业，其中从事住宿餐饮服务业的创 

业者占29．5％，从事批发零售业的创业者占24．1％。另有 12．2％的返乡创业农民工选择了农产品加 

工或规模种植养殖业，其余34．2％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分布于交通运输业、建筑建材业和制造业。这 

反映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活动受到自身技能素质的制约，多数选择了技术含量较低、对教育程度要求相 

对不高的行业。 

其次，从创业者的年龄结构和健康状况来看。创业者的年龄在 30～4O岁之间者占被调查总人数 

的38．8％，40～50岁者占32．8％，30岁以下者占24．2％，50岁以上者仅有4．2％。创业者的年龄集 

中在30～50岁之间，说明外出打工的过程，不但是年岁增长的过程，也是经验、技能与人脉资源形 

成的过程。只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为创业打下坚实基础。创业者的身体健康 

状况，将直接影响到他们今后创业的成功与否。在调查中也发现，有 14．7％的被调查者感觉身体状 

况一般，仅有 39％的人群对 自己的身体状况感到满意，说明多数被调查者健康状况存在问题。 

最后，从创业者的技能培训方面看。由于农村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加之外出务工主要从事一线生 

产操作和社会服务行业，因而在职业技能培训上几乎为零。有 41％的受访者表示，缺乏创业知识与 

技能是他们在创业中面临的重大障碍，这将影响创业者的管理水平和开拓能力。在调查中发现，很多 

人对培训有排斥感，认为可有可无，有 24％的受访者认为不需要参加创业培训或者认为是否培训无 

所谓，这种看法无疑不利于创业者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 

3．返乡创业农民工社会资本因素的一般特征分析 

在对农民返乡创业动机的调查中发现，有 “自主创业收入高”动机的人数占被调查者的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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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 “兼顾家庭”动机的人数占18．3％，认为 “不愿为别人打工”的占15．9％，认为返乡创业有助 

于 “发挥个人特长”的占15．5％，认为 “外出打工就业难”的占6．2％。从创业初始投资计划规模 

的调查统计数据来看，计划投资规模在 2万元以下的，占比为 18．5％，2万 ～5万元的为 20．4％，5 

万 一10万元的为 38．6％，10万元以上的为22．5％。调查数据表明，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企业多数仍是 

小本经营。在创业形式的选择上，57％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家庭创业，23％的被调查者选择合伙创业， 

20％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注册企业。这也反映出创业形式的选择与初始创业资本的投入具有一定的关联 

性。从总体上看，创业资金 的筹措渠道主要来 自于找亲戚朋友借贷 (32．2％)、使用 自有资金 

(25．4％)以及银行或信用社借贷和政府政策贷款 (36．5％)。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返乡农民工都有 

很强的致富意愿，有70％的调查者表示愿意自己创业，说明他们对创业有着比较积极的热情。但受 

访者表示创业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充足的资金，有 60％的被调查者表示创业资本不足是 目前创 

业所面临的重大障碍。说明在社会资本所包含的诸多因素中，资金问题始终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 

瓶颈。 

三、模型构建与结果 

1．模型构建 

为研究人力资本因素与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本文引入 Logistic回归模型，其 

模型表达式为：Y=．厂(SC，HC，CV)+ 。其中，】，为返乡农民工对自身创业能力的评价，问卷所设 

定的备选项为 “满足”、“一般”、“不满足”，表明结果发生的变量取值为多项分类，其中 “满足”、 
“

一 般”、“不满足”分别对应 y值取数字 “3”、 “2”、 “1”来表示。本文将 自变量分为社会资本 

(SC)、人力资本 (HC)和可控变量 (CV)三大类。人力资本包含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年龄、性别、 

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和创业技能培训，社会资本包含创业项目、创业政策、创业形式和资金筹 

措渠道等，控制变量包含收入水平和所在地区。 表示随机扰动项 (无法观测的因子)。 

本文建立有序多项分类Logistic模型Y =Ot+∑ Z + ，将返乡创业农民工年龄 ( 。)、性别状 

况 ( )、返乡创业农民工文化程度 (X，)、返乡创业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 (x4)、创业前是否有过 

培训 (X5)、项 目是否成熟 (X6)、对创业政策的了解程度 (X7)、创业形式 (X。)、创业资金筹措渠 

道 (X。)、农民工打工时月收入水平 (X 。)、所在地区 (X )等变量全部纳入回归方程。其中Y 表 

示无法直接测量的统计数据的内在趋势， 为截距参数的估计值， 为变量系数， 为随机误差项， 

通过计算数据的累积分布函数求的 z 值 ，查证是否在落在相应置信区间内。 (i=1，2)为分位 

点，且 1( 1=0) <／z2。若Y ≤ 1，Y=1；若 1<Y ≤ 2，Y：2；若 2<Y ，Y=3。 

利用EViews 6．0软件选取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采用最大似然函数法对2791份数 

据中的影响进行梳理，模型的详细检验结果如表 1所示。通常 Logistic模型回归时借助似然值来反映 

拟合优劣，通过模型检验的似然值来看，LR =90．493，LR =87．621，说明该回归模型具有较高的 

拟合度。 

2．实证结果解释 

(1)在人力资本方面，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和创业技能培训都 

与返乡农民工对自身创业能力的评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只有性别因素没有通过检验。从年龄方面来 

看，相比其他年龄段的人群，40～49岁的人群对自身创业能力评价最高 (0．5992)，并且从表 1可以 

看出，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年龄与对 自身创业能力评价呈现大致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年龄较大的返乡 

创业农民工通过外出打工所积累的经验和技能增加了自身的创业能力。相比之下，40岁以下农民工 

对自身创业能力评价偏低的一个可能解释，是他们对创业能力的理解上起点更高、创业经验不足，或 

者是与所选择的创业项目难度有关。从文化程度来看，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群对自身创业能力评价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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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Logistic回归模型计量分析 

注 ：⋯⋯’、⋯ ”’、⋯ ”表不结果在 1％ 、5％、10％ 的水平 F显著 。 

文化程度与创业能力的自我认同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中大学文化的人群对创业能力的自我认同系数为 

0．7003，小学文化的仅为0．4390，这说明提高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人们对自身创业能力 

的评估。身体健康状况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系数为0．3871，说明身体健康状况影响到返 

乡创业农民工对自身创业能力的评价，这也与调查中返乡创业农民工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注是一致 

的。在是否需要创业技能培训方面，通过调查发现，接受了培训的人群对 自身创业能力的评价更高，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具有一致的内在作用。性别状况没有通过模型的显著性检 

验，说明性别差异没有影响到返乡创业人群对 自身创业能力的评估 ，这也符合现实状况，即性别因素 

对创业成败的影响比较小。 

(2)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创业项 目、创业政策、创业形式和资金筹措渠道等都与返乡农民 

工对自身创业能力的评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其中创业项 目的成熟度、资金筹措渠道两个变量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创业政策、创业形式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所有这些变量的系数均为正。在 

变量系数的比较中发现，资金筹措渠道对返乡创业人群的自身创业能力评估是最高的 (0．3792)，对 

创业政策的了解程度对返乡创业人群的自身创业能力评估是最低的 (0．1833)，说明资金的来源渠道 
一 定程度上代表了创业人群对 自身创业能力的判断，也暗示了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实力的大小。而对 

创业政策的掌握和了解并没有将创业人群的创业能力很好地区分开，所以创业政策具有公共资源的属 

性，表现在创业中创业政策对创业者还缺乏激励性。创业项 目、创业形式两变量的系数分别为 

0．2356、0．2871，尽管其影响到返乡人员对 自身创业能力的评价，但是相对于创业资金方面影响力仍 

然较小，表明在所考察的社会资本选项之中，创业资金占据着社会资本的主要方面，创业资金筹措的 

难易程度折射出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的重要性。 

(3)从可控变量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打工时月收入水平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系数为 

0．3801，表明返乡农民工收入水平越高，对自身的创业能力评估越高，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而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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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因素没有通过检验，说明返乡农民工对其自身的创业能力评估与所在地区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从侧 

面反映了地区间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扶持力度不存在明显的差异或者是差距不大。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所得结果与现有的理论假设相一致，如在人力资本方面体现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状 

况和技能培训都与返乡农民工对其创业能力的评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在社会资本方面的创业项目、 

创业政策、创业形式和资金筹措渠道等都与返乡农民工对自身创业能力的评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而 

性别因素与居住地区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自身能力的发挥没有直接关系。尤其在对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方 

面的分析，明显体现出教育的正外部性作用。因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如下。 

第一，大力提高农民工的创业技能和创业水平，尤其是要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在调查中 

发现，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处于偏低的状态，例如，小学文化程度和初中文化程度占到全体被 

调查者比例的50％，这些数据反映了目前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在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方面仍需补充。 

城乡一体化的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有助于在基层培养起农民工的创业意识，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农民工 

自身素质的提高。农民职业技能的提高将大大增加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机会和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 

竞争力，从而可以通过多渠道资源的良好配置提高农民收入。 

第二，政府应积极推动返乡农民工创业风险基金的设立。为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活动的安全性与 

成功率，化解其在创业中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保险制度覆盖面仍不完善的情况 

下，政府应积极为农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创业服务，建立专项资金用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贷款贴息、创 

业培训和担保资金等。此外，部分地方政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活动认识不足，大多把招商引资作为拉 

动本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政府的各项扶持创业的政策在广大农村地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和 

响应，然而创业活动信息的获取渠道是否畅通对创业活动成败的影响极为重要，因此，应通过相关措 

施的制定来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进行更好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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