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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采用对全国农户创业的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多元调节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农户创业机会识

别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人口统计特征是影响农户创业者机会识别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其影

响程度弱于创业者特质,新特质论在农户创业的机会识别行为中得到验证;创业环境正在成为影响创业机会识

别行为的重要因素,其对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先前经验的调节效应强于对创业者心理特质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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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创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2008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提倡劳动者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念,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
农民作为我国最大的劳动力群体,他们的创业能力和

创业水平直接关系国家就业创业政策的落实,关系到

农户增收能力的提高、城镇化进程以及和谐社会的构

建。2007年中国创业者的动机已完成了从生存型向

机会型的转变。1979年,Kirzner首次指出创业是个

机会发现活动[1],机会识别作为机会型创业的基础和

核心环节,决定了创业活动的价值创造潜力。对于农

民创业者而言,需要知道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农户的机

会识别能力,农户识别机会的过程是如何完成的? 基

于此,本文从我国中部、东部、西部典型地区采集的

518户创业农户的相关数据,以期回答上述问题,帮
助农户更加主动培育和利用社会资本提升创业机会

的质量,获得更多的创业收益。

暋暋一、文献回顾和理论假设

1.文献回顾

对比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是指对创业机会的

识别、评价与开发进而实现在经济社会层面的价值创

造,识别机会的特征决定着创业活动的价值创造潜

力[2]。因此,机会识别成了创业的核心元素。
围绕机会识别能力的差异,学界多从创业机会的

识别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Kolb基

于学习和经验的整合视角,认为个体获取和转换信息

的方式不同,导致个体 机 会 识 别 能 力 的 差 异[3]。

Shane等提出某些人能够识别创业机会,而其他人不

能,主要源于“信息差异、认知差异和行为差异暠3个

方面[2]。Kirzner通过创业警觉性构建的机会识别模

型中,洞察力帮助创业者突破现有手段、目的,发现创

意中的商业价值,通过一定的认识过程来对形势进行

评估,突破现有手段-目的限制,直到机会识别,突出

了创业者个人特质中的警觉性对机会识别的重要

性[4]。多数研究也认为创业者的特殊属性,如创造

力、想象力、信息搜索能力、处理能力等,导致他们能

够发现别人未能发现的创业机会。Kirzner指出,当
创业环境改变时机会将大量产生,知识和信息缺口及

在行业或市场因变化产生了其他空间[4]。Bhave发

现关心市场、行业及顾客以此来增加识别机会的可能

性[5]。Singh创建了一个机会识别的概念模型:O=f
(P,I,E),其中O=创业机会,P=创业者的个人知

识、能力与背景,I=新创意,E=环境;并指出只有3
类因 素 协 调 一 致 才 能 成 功 的 识 别 创 业 机 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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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ichvili等基于 Dubin理论模型及其实证研究,构
建了基于过程的机会识别模型,模型强调个人特质、
创业警觉性、先前经验的重要性,将机会识别看做是

一个创业者积极参与的多阶段过程,个体差异及环境

差异等因素的融合导致了创业机会的识别[7]。
文献梳理发现,创业者特质是创业机会识别能力

的主要因素,创业环境调节个体对机会识别的能力。
因为机会识别是主观色彩比较浓厚的行为,一些稳定

的个体特质差异导致了某些人而不是另外一些人发

现并开发创业机会[8];变化的环境给社会带来了机会

和威胁,这是创业机会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一般认为

宽松的环境能够通过资源的可用性和获取性刺激创

业导向 [9],因为创业机会就是通过把资源创造性的

结合起来,创造价值的一种可能性[10]。

2.研究假设

(1)创业者特质与机会识别。追寻特质学派的

研究路径,最先关注人口统计特征,研究什么样的人

更有可能发现创业机会。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拥

有这些特质的人能够成为创业者[11]。特质论受到

严重挑战,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把研究的

重点转向了创业者的心理与认知特征,并且普遍认

为这些特质更能趋于反映创业的本质[12]。另外与

创业机会识别相关的特质还包括:警觉性,风险感

知,已有知识或先前经验,社会网络。对于农户而

言,由于创业传统乡土文化的影响,性别、年龄、宗族

等仍是影响农户识别创业机会的重要因素。鉴于乡

村相对均衡的市场环境,农户强烈的成就感、风险态

度、闯进、毅力、创新能力会提高个人的警觉性,时刻

关注身边的创业机会。相对于无形的心理特质而

言,农户后天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提高了其机会识别

的能力,同时强大的社会网络能够拓展农户的信息

来源渠道,增加创业机会来源的广度。基于此,提出

如下研究假设:

H1:创业者特质与创业机会识别高度相关。

H1a:基于人口统计特征的个体特质是影响创业

机会识别的重要因素。

H1b—H1d:创业者的心理特质、先前知识、社会

网络与创业机会识别正相关。
(2)创业环境的调节作用。根据 GEM 的经济

增长研究框架,创业环境影响创业机会和创业能力,
并提出度量创业环境的9个维度。Shane认为环境

的宽松性能够给创业者带来新的外部信息,从而有

助于他们依靠个体特质发现创业机会[2]。Helfat认

为环境的动态性会提高创业者对外部反映的敏感

性,提高创业者的警觉性[13]。甚至创业者之所以能

够创业成功,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放到了最佳的创业

环境中去。如果一个社会对创业失败比较宽容,有
浓厚的创业氛围,有完善的金融支持和创业服务体

系,就会激发个体创业的动机和愿望,促使个体主动

寻求关注创业机会。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创业环境调节着创业者特质与创业机会识

别意愿和能力之间的关系。具体为:

H2a~H2c:创业环境正向调节着创业者心理特

质、先前经验、社会网络,提高创业者识别创业机会

的意愿和能力。

暋暋二、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1.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样本选取满足下列4个条件:创业者是农村户

口;创业地点在农村或乡镇;创业者雇佣人员数在

10人以内(含创业者在内);创业时间在1年内。
数据调研方式主要以问卷调查和案例访谈为

主。在重庆范围内进行预调查,对问卷进行测试,根
据测试情况对问卷进行修正。选择在河南叶县、浙
江嘉兴县,四川双流县、大英县、乐山县以及重庆的

合川区、开县、铜梁县、荣昌县9个典型地区进行问

卷发放和案例访谈。发放问卷800份,回收问卷

692份,有效问卷518份,问卷回收率86.5%,问卷

有效率64.8%;案例访谈31人,其中创业者27人,
基层干部4人。有效样本的分布情况如表1。

表1暋受访农户人口统计学变量统计结果

基本特征 分组 人数 占总样本比例/%

性别
男 473 91.31
女 45 8.69

年龄

30岁以下 86 16.60
31~40岁 108 20.85
41岁以上 324 62.55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19 22.97
初中及高中 296 57.14
大专及以上 103 19.88

外出务工
是 297 57.34
否 221 42.66

暋暋由表1可见,创业范围集中在传统农业的规模

化经营的比例为84.75%,创业个体中男性比例

91.31%,年龄在40岁以上的为62.55%,初中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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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化程度者占57.14%。说明农户创业主要在改

造传统农业领域,创业者男性为主,文化程度较低。

2.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1)因变量。因变量为创业者识别机会的能力。
由于农村创业环境还不成熟、农户的创业行为尚在

研究之中,难以找到合适的变量表来衡量农户的机

会识别行为。态度和能力决定行为,调研中发现农

户创业的动机主要以追求财富为目的。因此,设置

2个问项作为因变量来衡量农户识别创业机会的能

力:“您常想赚钱或发展机会吗?暠根据赚钱能力强

弱,赋值1~5。“您发现赚钱或发展机会的能力如

何?暠根据赚钱能力强弱,赋值1~5。
(2)自变量。自变量主要是创业者特质,从创业

者心理特质、先前经验和社会网络3个维度去衡量。
根据前述的文献回顾和访谈案例,创业者心理特质

采用创新能力、闯劲、个性、交际能力、学习能力、风
险倾向、敏感性7个子项去描述;先前知识,采用“您
是否熟悉创业的技术支持?暠来衡量;社会网络根据

Granovetter提出的“弱连带网络的力量暠[14]和黄洁

等关于返乡农户机会识别中网络作用[15]的相关理

论,采用网络的规模去衡量,按照接触熟人或亲友的

数量多少赋值1~5。
(3)调节变量。创业环境为调节变量。根据

GEM 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创业环境的描述维度,结
合农村的具体状况,提出8个问项,描述农户创业环

境[16]。即E1“您对当地政府的评价如何?暠E2“您认

为当地政府对农户创业的支持力度大吗?暠E3“您认

为农民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容易吗?暠E4“您认为周

边农户的创业意识浓厚吗?暠E5“您对农村基础设施

评价如何?暠E6“您对农村软性公共服务的评价如

何?暠E7“您认为本地区农户进入一个新的生产领域

容易吗?暠E8“您认为所在地区的法律制度对农民的

权益保障程度如何?暠根据题项与创业机会识别的相

关性,采用Likert5点量表打分。
由于变量间可能存在高度的共线性问题,拟采

取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处理,用提取后的公因子

综合为一个变量参与后续模型的回归分析。通过

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因子旋转采用正交

旋转,根据特征根大于1,因子载荷不低于0.5的标

准,提取出2个公因子,其中

F1 =0.112E1 +0.180E2 -0.106E3 +0.082E4 +

0.297E5+0.328E6 +0.315E7 -0.188E8,方 差 贡 献 率 为

39.43%;

F2 =0.225E1 +0.107E2 +0.502E3 +0.231E4 -

0.137E5-0.171E6 -0.150E7 +0.622E8,方 差 贡 献 率 为

18.78%;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8.21%,再以各自的方差

贡献率为权重得到综合主成分:
F=39.43F1/58.21+18.78F2/58.21暋暋暋暋暋暋

=0.149E1 +0.156E2 +0.090E3 +0.130E4 +

0.157E5 +0.167E6 +0.165E7 +0.073E8

暋暋为保持量纲的统一,将各系数为权重,进行归一

化处理,得到创业环境综合指标:
HJ =F/(0.149+0.156+0.090+0.130+0.157+

0.167+0.165+0.073)

=0.137E1 +0.144E2 +0.083E3 +0.120E4 +

0.144E5 +0.154E6 +0.152E7 +0.067E8

暋暋(4)控制变量。选择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作为

控制变量。各变量具体描述见表2。

表2暋模型变量说明及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方差
自变量
机会识别态度(y1) 您常想赚钱或发展机会吗? 3.25 1.86

非常想=5,比较想=4,一般=3,不常想=2,不想=1
机会识别能力(y2) 您发现赚钱或发展机会的能力如何? 3.15 2.36

非常强=5,比较强=4,一般=3,比较弱=2,弱=1
控制变量
性别(x1) 男性=1,女性=0 0.91 0.28
年龄(x2) 实际年龄 43.65 12.47
受教育程度(x3) 小学及以下=1,初中及高中=2,大专及以上=3 1.97 0.65
因变量
农户心理特质(x4) 上述7个题项,按likert5点量表赋值,取平均值 3.24 1.38
先前经验(x5) 有=1,无=0 0.62 0.59
社会网络(x6) 联系人数<3=1,3~5=2,5~8=3,8~10=4,>10=5 2.44 0.74
调节变量
创业环境(x7) 8个题项,采用因子分析降维后综合 3.97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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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3.计量模型

根据本文因变量的特征,农户识别创业机会的

能力是2个赋值1~5之间的有序分类变量,属于多

元分类的变量。在研究过程中分类变量大于2个

的,一般选择probit概率模型,进行多元调节回归。
在排序选择中,因变量取值0,1,2,3…,自变量是可

能影响自变量排序的各种因素,可以是多个自变量

的集合,具体probit模型的一般形式是:
Yi =毬Xi+毰i

暋暋Yi 为某类隐变量或潜在变量;Xi 是解释变量

的集合;毬是待估参数;毰i 是随机扰动项。

暋暋三、农户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的计量

分析

暋暋采用Eviews5.0软件,对518个有序样本分别进

行了Probit模型处理,在模型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
自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的回

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模型拟合结果见表3。从表3
模型的拟合结果来看,模型似然比函数、拟合优度估

计结果均表明,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良好。从 殼R2 变

化,可以看出创业环境对主因子的调节效应显著。

1.人口统计变量对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的影响分析

对比两组模型,x1 均通过显著检验,x2 在模型

1~3中表现显著,而在模型4~6中未能通过检验;

x3 在两组模型中的表现相反,x3 的二次项为负数,
与创业机会识别行为呈倒 U 型,且较显著。这些检

验结果说明,由于生理和社会观念的原因,男性识别

创业机会的意愿和能力强于女性;年龄越大的人越

倾向于农村创业,这与表2数据中62.55%的创业

者年龄在40岁以上的情况相符,因为农户创业者多

为老一代返乡农民工,创业多集中在农业行业;学历

在两组模型中表现相反,且其二次项与因变量之间

负相关,说明学历对创业机会识别意愿影响不大,但
能够显著提高识别创业机会的能力,高学历和低学

历的农户创业机会识别意愿和能力较低,可能的解

释是,高学历的人就业面广,且缺少农耕经验,创业

的机会成本大,不愿创业;而低学历的人只能从事传

统农耕作业,不具备创业的门槛要求,难以创业;这
与表1中57.14%的创业人员具有初中及高中文化

程度吻合,与陈文龙对山西永济市的返乡农民工创

业的特征类似[17]。总体而言,人口统计因素在农户

创业机会识别中影响各异,假说 H1a得到部分验证。

表3暋农户创业机会识别行为影响因素多元调节probit模型估计结果(n=496)

因变量y1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因变量y2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x1 0.013*** 0.015*** 0.259* 0.301** 0.094* 0.110**

x2 0.392*** 0.299** 0.013* 0.003 0.001 0.001
x3 -0.016* -0.009 -0.006 0.029** 0.025* 0.021*

(x3)2 -0.010* -0.006** -0.003* -0.036** -0.017* -0.007*

x4 0.592*** 0.468*** 1.553*** 1.602***

x5 0.016 0.235* 0.112*** -0.331**

x6 0.035** 0.237** 0.125* 0.454***

x7 0.654** 0.374**

x7·x4 0.013 0.022
x7·x5 0.164* 0.125**

x7·x6 0.084*** 0.172**

LogLikelihood -418.900 -506.935 -809.45 -426.013 -684.523 -1028.899
Pseudo灢R2 0.027 0.106 0.218 0.030 0.172 0.322

殼R2 - 0.079 0.112 - 0.142 0.150

暋注:*、**、***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上显著。由于个别样本信息不完整,最终进入模型的只有496个样本。

暋暋2.创业者特质对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的影响分析

除x5 在模型2中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余

变量均正向显著影响因变量,其中x4 影响最为显著

(系数在模型1~6中均是最大)。x5 在第一组模中

的显著性弱于第二组模型。总体说明,创业者的心

理特质是影响农户识别创业机会意愿和能力的核心

要素,研究假说 H1b得到支持。创业者社会网络的

规模对机会识别意愿的影响强于识别能力,而先前

经验与此相反。说明,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大能够强

化创业意愿,而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的提高主要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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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先前经验,H1c和 H1d得到验证。

3.创业环境的调节效应分析

从表3模型3和模型6中加入调节项,x7·x5、

x7·x6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x7·x4 未能通过,且符

号为负,其中x7·x6 调节效应最为显著。H2b,H2c

得到验证,而 H2a未能通过检验。可能的解释是,长
期以来,农村封闭的环境、农民小富即安、害怕风险

的心态制约了人们创业的激情,短期内,外部的创业

环境难以改变农户的这一创业态度。而积极的创业

环境能够扩大农户的社交网络,通过网络成员间的

相互学习,形成独特的知识走廊,积累创业经验,进
而提高识别创业机会的意愿和能力,这与Singh强

调社会资源丰富的个体比其他人拥有更多有价值的

信息,所以能够进行有效的机会识别的研究结论吻

合[6]。

暋暋四、结论与启示

根据实际调查数据,采用Probit多元调节回归

分析,对农户识别创业机会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实证研究,结论与启示。
第一,人口统计特征仍是创业农户的机会识别

意愿和能力的重要因素。但性别和年龄也制约着农

户的创业参与行为,这说明农耕传统的习俗和社会

观念仍较保守。应该鼓励女性和年轻人参与到农村

创业中来,这是以创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

有效途径;应鼓励高学历的人参与到农村创业,以求

改善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业产业升级。
第二,创业者心理特质已成为影响农户机会识

别意愿和能力的核心要素,新特质论在农户创业行

为中得到验证。而社会网络能够通过扩大异质信息

的来源面,激起个体的创业机会识别意愿,但机会识

别能力的提高仍得益于先前经验的积累。这说明内

在创业者心理特质和外在网络、经验构成的创业者

特质能够协同作用于创业者机会识别行为,农户应

该积极提高内在特质,扩大自身的社会网络,有意识

的积累从业经验,以提高识别创业机会的能力。
第三,创业环境是提高创业个体机会识别行为

的重要因素,但对创业者内在素质的调节作用尚未

显现,对创业者社会网络和从业经验的改善较为明

显。这说明创业环境对创业机会识别的调节效应主

要通过外维因素起作用。而创业者内在特质是其机

会识别行为的主因,因此,创业环境的改善应从创业

者内在素质的改善入手。如从教育创新视角,提高

农户创新的能力;设立农户创业保险,降低农户创业

失败的成本,提高其创业风险的承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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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AnalysisonInfluencingFactorsofFarmer's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RecognitionBehavior

———BasedonSurveyof518Farmer暞sEntrepreneurship

GAOJing1,ZHANGYing灢liang2,HEChang灢zheng1

(1.BusinessSchoolof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64;2.ResearchCentreofRural
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

Abstract暋BasedonthesurveydataofChinafarmer暞sentrepreneurship,thispaperanalysesthein灢
fluencingfactorsandaction mechanism offarmers暞entrepreneurialopportunityrecognitionbyusing
moderatedmultipleregressionmethods.Theresultshowsthatdemographiccharacteristicsareimportant
factorstofarmers暞entrepreneurialopportunityrecognition,buttheirinfluencesareweakerthanentre灢
preneurs'traits.Newtraittheoryisverifiedinfarmers暞entrepreneurialopportunityrecognitionbehav灢
ior.Entrepreneurialenvironmentisbecominganincreasinglyimportantfactorinfarmers暞entrepreneur灢
ialopportunityrecognitionwhichhasstrongermoderatingeffectonentrepreneurs暞socialnetworkand
previousexperiencethantheeffectofthepsych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entrepreneurs.

Keywords暋employment;farmer暞sentrepreneurship;opportunityrecognitionbehavior;rural
householdsurvey;influencingfactors;empirical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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