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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民创业的影响

———基于陕西省杨凌区的调研数据

周暋易,付少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杨凌712100)

摘暋要暋基于陕西省杨凌示范区3个镇10个行政村失地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 Logistic模型实证分

析了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民创业的影响,特别关注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对失地农民创业的影响。结果

表明:在人力资本中,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对失地农民创业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在社会资本中,婚姻状况、经常联系

的朋友个数和可以借款的人数对失地农民创业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在金融资本中,家庭总收入作为失地农民最

关键的金融资本,对失地农民创业行为有关键性的影响。此外,原房屋被拆迁也是影响失地农民创业行为的重

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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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

的农民失去土地,成为规模日益庞大的特殊人口

群体———失地农民。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有些学

者认为以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在2000—2030 年

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达到363.33万hm2以上,
失地和部分失地的农民将超过7800万人,甚至超

过1亿人[1]。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具有双重作用,即土地是农

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失去土

地这一重要和关键的生计资源,必然会对农民的生

计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农民失去了土地就等于

失业,他们必须要转变生计方式来维持其基本生活。
而失地农民的生存权、经济权、就业权、财产权、发展

权、政治文化和教育权等诸多权利均因失地而受到

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影响[2],因此,对失地农民进行简

单的补偿和保障并不能保护失地农民多方面受损的

权益[3]。为了更好地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和就业问

题,自主创业就成为了各级政府解决失地农民就业

的重要路径和扶持形式。
目前学术界对于“失地农民创业暠一词并没有一

个明确而统一的界定。在本研究中,“失地农民创

业暠的定义为:因为耕地征用而导致的丧失了部分或

全部土地的农民创办工商企业,或从事农业规模经

营和开发性生产。这里的“创业暠既包括投资数万元

办企业,也包括投资数千元开饭店、经商,或进入非

农产业部门,或从事有别于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农

业生产活动等。
目前,在以创业促进失地农民就业问题上,一些

学者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如郭金云等指出,
自主创业是实现失地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途径,并
在创业机会识别、创业机会开发及创业结果管理等

方面就促进当前我国失地农民创业增收提出了对策

建议[4]。陈晓宏指出,在城市经济薄弱的中西部地

区,就业安置在现实中逐渐丧失其应有的作用,不足

以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因此,在完善征地补偿机

制、努力建立农民社保体系的基础上,以就业促进创

业、创业带动就业才是解决失地农民长远生计的有

效途径[5]。郑风田等认为依靠经济补偿、社会保障

为主的方法,很难实质性地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并且

失地农民长远生计的保障方面存在制度缺失,未来

应该建立失地农民的可持续长远生存战略:即建立

完善的创业支持体系,全方位地促进和支持失地农

民创业[3]。
以上的研究虽然都强调了自主创业在解决失地

农民生计问题上的重要作用,但主要采用定性研究的

方法,经验研究明显不足,研究的深入程度也不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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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从失地农民的生计资本的

角度对失地农民创业的影响进行研究。按照Scoones
的观点,实现不同生计策略的能力依赖个人拥有的物

质和社会资产与有形和无形资产,包括自然资本、金
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6],其中自然资本指人

们的生计所依靠的自然资源的储存和流动,包括空气

和各种生物等无形的公共资源,以及诸如树木、土地

等直接用于生产的可分配资源;人力资本是指个人拥

有的用于谋生的知识、技能以及劳动能力;金融资本

主要是指用于购买消费和生产物品的现金以及可以

获得的贷款和个人借款;社会资本是指为实现某一工

具性或情感性的目的,透过社会网络动员的资源或能

力的总和。在这些资本中,对失地农民最关键的生计

资本在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它们构成

了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主体能力、发展基础和重要

支撑[7]。基于此,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人

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创业的影

响,并定量分析这些资本对失地农民创业决策行为的

影响,从而可以进一步分析哪一类资本对创业会产生

影响,影响程度有多大。

暋暋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1.数据来源

所用数据源自笔者于2011年9月和10月在陕

西省杨凌示范区3个镇10个行政村针对部分失去土

地或全部失去土地的农民所开展的随机抽样调查,在
每个村随机发放10~15份问卷,共发放问卷155份,
回收有效问卷149份,有效率达到了96.1%。调查内

容包括5个部分:失地农民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家庭

人口数、外出务工年限等)、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情况

(包括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过劳动技能培训、是
否有手艺等)、失地农民的金融资本情况(包括家庭去

年总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等)、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情

况(包括婚姻状况、经常联系的朋友数、可以借款的人

数等)以及失地农民的创业情况。

2.样本基本情况

在受访的149个失地农民中,已经创业的失地农

民有35个,占23.0%,可见,失地农民正在创业的比

例比较低。受访失地农民的平均年龄为39岁,平均

受教育年限8.68年。从性别看,女性被访者居多,占

51.7%;从婚姻状况看,已婚被访者居多,占79.2%;
从家庭去年总收入来看,中低收入的家庭偏多,占

70.5%;从房屋拆迁情况来看,有65.8%的失地农民

已经进行了房屋拆迁。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暋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项目 选项 人数 比重/%

性别
男性 72 48.3
女性 77 51.7

年龄

30岁以下 45 30.2
30~39岁 31 20.8
40~49岁 40 26.8

50岁及以上 33 22.2

受教育年限

0年 4 2.7
1~6年 32 21.5
7~9年 54 36.2

10~12年 48 32.2
13年及以上 11 7.4

婚姻状况
已婚 118 79.2
未婚 31 20.8

家庭2010年总收入

15000元以下 44 29.5
15000~30000元 61 41.0

30000元以上 44 29.5

原房屋是否拆迁
是 98 65.8
否 51 34.2

暋暋二、计量模型与实证检验

1.模型构建

以失地农民的创业行为选择作为因变量,即分

为创业和未创业2种情况,为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

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
设因变量为y,取值为1表示失地农民创业,取

值为0表示失地农民未创业。影响y 的m 个自变

量分别记为x1,x2,…,xm(1曑m曑15)。设失地农

民i创业的条件概率为p(y=1|x)=pi,1-pi 则表

示农民i不创业发生的概率,它们均是由自变量x
构成的非线性函数:

pi = e
毩+暺

m

i=1
毬ixi

1+e
毩+暺

m

i=1
毬ixi

暋暋1-pi = 1

1+e
毩+暺

m

i=1
毬ixi

(1)

失地农民创业与不创业之比 pi

1-pi
被称为事件发生

比,即为exp(毬i),表示的是自变量xi 每变化一个单

位,失地农民创业与否的发生概率的比值是变化前

的相应比值的倍数。对exp(毬i)进行对数变换,得到

Logistic回归模型的线性表达式为:

ln pi

1-p( )i
=毩+暺

m

i=1
毬ixi (2)

式(1)、式(2)中,毩为常数项,m 为自变量的个数,其
中,毬i 是自变量的系数,表示自变量xi 每变化1个单

位,失地农民创业与不创业的发生比的自然对数值的

改变量。模型解释变量选择及处理说明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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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估计结果

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影响失地农民创业行

为的生计资本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到了表3所

示的结果。

表2暋模型解释变量选择及处理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创业行为y 已经创业=1;没有创业=0 0.230 0.425
人力资本

失地农民年龄(x1) 受访者的年龄 39.250 12.342
失地农民文化程度(x2) 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 8.680 3.226
是否接受过劳动技能培训(x3) 是=1;否=0 0.290 0.455
社会资本

婚姻状况(x4) 已婚=1;其他=0 0.790 0.407
经常联系的朋友个数(x5) 3及以下=1;4~6=2;7及以上=3 1.800 0.753
每月话费支出(x6)/元 20及以下=1;21~40=2;41~60=3;61~100=4;100以上=5 2.620 1.277
可以借款的人数(x7) 2.420 1.336
行政或事业单位任职的亲友数(x8) 实际调查数据 0.140 0.493
个体或私营企业老板的亲友数(x9) 实际调查数据 0.380 1.023
企业一般员工的亲友数(x10) 实际调查数据

金融资本

家庭总收入(x11)/元 2010年家庭总收入 2.000 0.771
控制变量

性别(x12) 0.480 0.501
家庭累计征地面积(x13)/667m2 实际调查数据 2.413 1.233
原住房是否拆迁(x14) 是=1;否=0 0.660 0.476

表3暋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栺

估计系数 Wald值 发生比率

模型栻
估计系数 Wald值 发生比率

人力资本

失地农民年龄(x1) 0.572** 5.124 1.772 0.526** 5.595 1.692
失地农民年龄平方(x曚1) -0.005*** 4.160 0.995 -0.005*** 4.397 0.995
失地农民文化程度(x2) 0.395** 4.678 1.485 0.344** 4.640 1.411
是否接受过劳动技能培训(x3) -0.430 0.200 0.650 - - -
社会资本

婚姻状况(x4) 1.483 2.454 4.405 1.560* 2.926 4.758
经常联系的朋友个数(x5) 1.035* 3.464 2.816 1.137** 5.310 3.117
每月话费支出(x6) -0.184 0.295 0.832 - - -
可以借款的人数(x7) 0.907*** 8.597 2.477 0.911*** 12.189 2.486
行政或事业单位任职的亲友数(x8) 1.309 1.303 3.701 1.601* 2.964 4.957
个体或私营企业老板的亲友数(x9) 0.525 0.706 1.690 - - -
企业一般员工的亲友数(x10) -0.105 0.139 0.900 - - -
金融资本

家庭总收入(x11) 1.593** 4.113 4.917 1.171* 3.426 3.225
控制变量

性别(x12) 0.524 0.467 1.688 - - -
家庭累计征地面积(x13) -0.148 0.223 0.863 - - -
原住房是否拆迁(x14) -1.811** 3.994 0.164 -1.775** 4.650 0.169

常数项 -26.238*** -24.906***

样本量 149 149
卡方值 103.266*** 101.137***

NagelkerkeR2 0.753 0.742
预测准确率/% 91.9 91.3

暋暋注:*、**、***分别表示变量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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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3.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民创业影响的Logistic回

归分析

(1)人力资本的影响。栙年龄是影响失地农

民创业的重要因素。在模型的显示结果中,失地

农民的年龄和年龄平方对其创业行为有显著影

响,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下显著,且影响系数

前者为正,后者为负,即失地农民的年龄与其创业

行为之间呈“倒 U 型暠的关系,失地农民中的青壮

年更容易选择创业。这一结果与 Blanchflower等

的观点基本一致[8]。栚文化程度对失地农民创业

有重要影响。文化程度变量在模型栺和模型栻中

都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文化程度越高,越利于

失地农民进行创业。可能的解释是,失地农民文

化程度越高,知识积累更多,见识也越多,接受新

事物的能力及创业能力也就越强,因而更容易创

业。栛是否参加过劳动技能培训对失地农民创业

无显著影响。只有少数失地农民参加过劳动技能

培训(见表1),另据调查,参加过劳动技能培训的

绝大多数失地农民又是在失去土地后才参加的由

当地政府统一组织的技能培训,但由于需要技能

培训上岗的失地农民普遍年龄偏大(45岁以上)且
文化程度较低(初中及以下),所以对新事物的理

解和接受能力较差,很难学会和掌握技能,因此针

对失地农民的劳动技能培训多流于形式,没有产

生应有的效果。
(2)社会资本的影响。栙婚姻状况是影响失地

农民创业的重要因素。婚姻状况变量在模型栻中通

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在其

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已婚的失地农民创业的概率

更大,其创业发生的概率是未婚失地农民的4.758
倍。对其可能的解释是:创业决策是夫妻双方共同

沟通与合作的结果,已婚的失地农民能够得到其配

偶在人力资本(如劳动力资源)和金融资本(如资金)
上的支持,因此其更容易创业。栚经常联系的朋友

个数对失地农民创业有显著影响。这一变量在模型

栺和模型栻中都分别通过了10%水平和5%水平的

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失地农民的朋友越多,
其创业的概率越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创业本身存

在一定的风险,而拥有更多朋友的失地农民其创业

风险会因为与朋友共同承担而大大降低,因此可以

积极促进失地农民进行创业。栛可以借款的人数是

影响失地农民创业的重要因素。可借款人数在模型

栺和模型栻中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

数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借款的人

数越多,失地农民进行创业的可能性越大。其主要

原因是:失地农民在失去了土地这一重要的自然资

本后,其生活开支增大,而进行创业无疑需要更多的

资金,因此拥有更多借款人数的失地农民更容易创

业。栜行政或事业单位任职的亲友数对失地农民创

业有显著影响。这一变量在模型栻中通过了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失地农民的在行政或事业单位任职的

亲友数越多,越利于其创业。对其可能的解释是:失
地农民拥有越多的在行政或事业单位任职的亲友,
其信息获取渠道会更加广泛,获得有关创业的政策

信息等就会越多,因此其创业概率更大。
(3)金融资本的影响。作为金融资本中最关键

的因素之一,家庭总收入对失地农民创业有显著影

响。家庭总收入变量在模型栺和模型栻中分别通过

了5%和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总收入越多的失地

农民越可能创业。对其可能的解释是:家庭经济状

况好的失地农民更倾向于自己经商,其创业具有更

好的资金基础和资本条件。
(4)控制变量的影响。性别与失地农民创业呈

正相关关系,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征地面积对失

地农民创业没有显著影响,且呈负相关关系。原住

房是否拆迁在模型栺和模型栻中都通过了5%水平

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负,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原住房被拆迁的失地农民比未被拆迁的

失地农民更不倾向于创业。可能的原因是:原房屋

被拆迁的失地农民的资金积累被大幅削减,多数资

金用于住房投资(如购买新房和装修等),对其创业

不能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因此不利于其创业。

暋暋三、结论与启示

基于杨凌区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

实证分析了影响失地农民创业的生计资本,证明了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失地农民创业起

决定性的作用。具体结论与启示如下:
(1)在人力资本方面,失地农民的年龄和文化程

度对其创业有重要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努力

提高中青年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能够积极促进失

地农民进行创业。
(2)在社会资本方面,婚姻状况、经常联系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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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个数、可以借款的人数和行政或事业单位的亲友

数对失地农民创业有重要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都对失地农民创业有

重要帮助,失地农民要善于利用由配偶和亲朋好友

构成的关系网络中的资源,不断扩大其社会关系网

络,更好地促进其创业。
(3)在金融资本方面,家庭总收入对失地农民创

业有重要影响。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拥有更多家

庭积累的失地农民更容易创业。这一结果也从侧面

反映出,失地农民创业急需政府给予一定的金融支

持,如专门设立失地农民的创业基金来解决其创业

启动资金问题等。

参暋考暋文暋献

[1]暋宋斌文,樊小钢,周慧文.失地农民问题是事关社会稳定的大问

题[J].调研世界,2004(1):22灢24.

[2]暋鲍海军,吴次芳.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J].管理世界,

2002(10):37灢42.

[3]暋郑风田,孙谨.从生存到发展———论我国失地农民创业支持体

系的构建[J].经济学家,2006(1):54灢61.

[4]暋郭金云,江伟娜.促进失地农民自主创业的对策研究———基于

创业过程的一般模型分析[J].农村经济,2010(2):106灢109.

[5]暋陈晓宏.失地农民创业的主体性、现实路径及对策研究[J].中

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12):29灢33.

[6]暋SCOONES.Sustainablelivelihood:aframeworkforAnalysis

[R].Brighton:IDS,1998.

[7]暋罗蓉.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D].重庆: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2008:80.

[8]暋BLANCHFLOWERDG,MEYERBD.Alongitudinalanalysis

ofyoungentrepreneursinAustraliaandtheUnitedStates[J].

SmallBusinessEconomics,1994,6(1):123灢131.

InfluenceofLivelihoodAssetsonLand灢lostPeasant暞sSelf灢employment

———BasedonSurveyDatainYangling,ShaanxiProvince

ZHOUYi,FUShao灢ping
(CollegeofHumanity&Sciences,NorthwestA &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

Abstract暋Basedonthesurveydataonland灢lostpeasantsfrom3townsand10villagesinYangling,

Shaanxiprovince,thispaperuseslogisticmodeltoanalyzeinfluenceoflivelihoodassetsonland-lost
peasant暞sself灢employment,especiallyinfluenceofhumancapital,socialcapitalandfinancialcapitalon
land灢lostpeasant暞sself灢employment.Theresultshowsthatinhumancapital,ageandeducationalback灢
groundhaveastronginfluenceonland灢lostpeasant暞sself灢employment;whileinsocialcapital,marital
status,thenumberoffriendsforfrequenttouchandthenumberofpeoplefromwhomthepeasantscould
loanhaveastronginfluenceonland灢lostpeasant暞sself灢employment.Financialcapitalisthekeyfactorin
thetotalincomesoffamilylastyearplaysaveryimportantroleinland灢lostpeasant暞sself灢employment.
Inaddition,oldhousingdemolitionisthekeyfactorininfluencingland灢lostpeasant暞sself灢employment.

Keywords暋land灢lostpeasants;humancapital;socialcapital;financialcapital;self灢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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