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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失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而创业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有效途径.借鉴创业行为理论和创业事件理论,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建立失地农民创业的

“意向—情境—行为”理论模型,挖掘失地农民创业行为产生的影响机理,并通过样本数据进

行验证.研究发现:创业意向是创业行为的内驱因素,主要通过渴求知觉和可行知觉起作

用;征地情境调节着创业意向与创业行为间的关系,征地区位、创业政策对创业意向与行为

关系的调节显著,安置方式对创业意向与行为关系的调节不显著,补偿金额对创业意向与行

为关系的调节呈边际递减趋势.因此,应培育失地农民创业意向,引导其创业行为;同时制

定失地农民创业政策,促进其创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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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农村土地被大量征收,从而产生了大批的失地农民[１].受传统的城

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失地农民在文化素质、生产技能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城市居民有较大

的差距.而在劳动力市场逐渐完善下,失地农民的就业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弱,他们对失地后的工作、
生活的忧虑不断加大.而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素,失地农民作为人的城镇化的重要组

成,其生计与发展是政府关注的重点之一.
保障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是研究的主要两个层面[２].一方面,在解决失地农民生计方面,保障

失地农民生存权的研究主要解决怎样补偿农民在原土地上所获得的基本生活保障,其中包括征地补

偿,如征地价格的确定、拆迁安置、社会保险、失地农民就业以及与其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一些学者

认为市场化的补偿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３],完善征地程序有利于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

权[４],建设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等[５].根据理论研究取得的成果,
政府部门修订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首先,通过修改«土地管理法»,使征

地补偿标准更为合理;其次,为了解决征地过程中的补偿标准偏低、同地不同价、随意性较大等突出问

题,开展了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再次,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失地农民社会

保障,并提供就业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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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解决失地农民发展方面,主要从创业角度来解决.现有研究可归纳为４个方面:

①要不要创业,即创业的必要性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补偿和保障只能解决生存问题,通过提高补偿费

无法满足物质需求,更无法满足失去土地带来的归属感的缺失[６].而失去土地的农民面临着社会、经
济、文化、资本、机会、权利等多方面的风险和损失[７].因此,失地农民不能单纯依靠补偿和保障维护

自身权益.要有效地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真正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和生计,必须从生存型转向发展

型[８].②想不想创业,即创业动机意愿调查.以转型期失地农民创业的“动机—行为—结果”为主线,
发展了失地农民创业的动因模型,以此解释失地农民的创业行为[９].有的学者通过调查发现,中国城

市居民创业意愿不到５％,大学生毕业后创业意愿更低,仅为１％,而城市务工的农民创业意愿高达

６０％,这表明农民的创业意愿非常强烈[１０].③会不会创业,即创业能力分析.重点关注资金、人力、
社会等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民创业的影响[１１].有的学者为了评价失地农民的创业潜力,采用了优先度

评估方法,促进培训资源的优化配置[１].④能不能创业,即创业环境探讨.目前,还没有针对失地农

民的适用性和操作性强的扶持政策,这关系到失地农民创业成功率,也影响了失地农民的创业主动

性[１２].因此,应该从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建立失地农民创业支持体系,实现多种手段的交替使用、
直接方式与间接方式的相互融合[１３].

综上,现有文献研究对失地农民创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较为关注,从主观(即失地农民创业意愿

和创业能力)和客观(即失地农民创业条件等资源资本)角度对失地农民创业进行综合性论述的较多,
但大多数对结合实证检验的定量方面的研究较为不足,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对现有失地农民创业的指

导性也不强,且在对失地农民创业的自身能力和创业环境评价中,很少关注征地政策对失地农民创业

的影响.为此,本文将引入征地情境,拟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失地农民创业意向—行为

理论,从而提出促进失地农民创业的较系统的政策启示.

　　一、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１．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在浙江省杭州桐庐县、宁波奉化市,山东省济宁市北湖开发区选取了物流运输、旅店经营、餐
饮娱乐、汽车维修等具有代表性的２３位创业的失地农民①,采取深度访谈方法,对失地农民创业情况

进行调查.
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思想,将原始记录逐字逐句进行开放式编码、标签、登录,从而

形成初始概念、发现概念的范畴.范畴化时,仅选择重复频次在３次以上的初始概念②,形成了失地

农民创业的成就动机(AM)、创新导向(IO)、社会资本(SC)、市场机会(MO)、征地区位(LL)、安置方

式(SM)、补偿方式(AC)、创业政策(EP)等八大概念范畴.参考创业行为理论和创业事件理论,将

８个范畴之间的联系进行归纳总结,得到失地农民创业意向的形成和征地情境的形成两大主范畴,
其中创业意向包括成就动机(AM)、创新导向(IO)、社会资本(SC)、市场机会(MO)４项,征地情境

包括征地区位(LL)、安置方式(SM)、补偿方式(AC)、创业政策(EP)４项,其关系的内涵如表１
所示.

根据上述主范畴及其对应关系,构建创业意向、创业行为、征地情境之间的结构关系,如表２所

示,根据创业行为理论,创业意向—创业行为是结构关系中的核心部分,但根据创业事件理论,创业意

向—创业行为关系还受到外部情境的影响,即征地情境因素影响创业意向—创业行为关系的方向与

程度.创业意向对创业行为具有直接影响,创业意向包括渴求知觉和可行知觉;征地情境对创业意向

与创业行为间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征地情境包括征地区位、安置方式、补偿方式、创业政策.
以上述结构关系为基础,在参考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特征,

建构和发展出失地农民创业行为的理论框架,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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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篇幅限制,略去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因篇幅限制,略去原始资料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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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失地农民创业行为产生的主范畴及其关系内涵

主范畴 对应范畴 关系的内涵

创业意向

成就动机(AM) 动机影响失地农民创业意向产生,成就动机越高,创业意向越高

创新导向(IO) 创新导向影响失地农民创业意向的形成与创业行为的方式

社会资本(SC)
社会资本(包括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行动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等方面)对失地农
民创业意向具有长期影响

市场机会(MO) 市场机会的识别与把握影响创业意向

征地情境

征地区位(LL) 征地区位带来创业意向与创业行为的差异性

安置方式(SM) 安置方式包括实物安置和货币安置

补偿金额(AC) 补偿金额是影响创业意向与创业行为的“双刃剑”

创业政策(EP) 创业教育与培训等扶持政策影响创业意向与创业行为

表２　失地农民创业意向—创业行为的结构关系

结构关系 关系的内涵

创业意向
(渴求知觉和可行知觉)—创业行为

失地农民创业意向(包括渴求知觉和可行知觉)是内在驱动因素,其对失地农民的创业
行为有直接影响

　征地情境　　　　
　 ↓调节作用

　 创业意向—创业行为

征地情境(包括征地区位、安置方式、补偿方式、创业政策)是外在驱动因素,其对创业意
向与创业行为间关系的方向和程度有调节影响

图１　失地农民创业的“意向—情境—行为”理论模型

　　从图１可知,根据Shapero的创业事件模型,失地农民创业意向划分为渴求知觉(包括成就动机

和创新导向)与可行知觉(包括社会资本和市场机会)２个变量,渴求知觉与可行知觉是创业行为的两

种基本认知路径.渴求知觉体现的是失地农民创业行为与创业意愿的切合度,即能带来多大的收益.
渴求知觉中的成就动机和创新导向体现创业者的潜质.可行知觉是失地农民感知与判断自身能够实

现创业行为的能力,失地农民的可行知觉越强,越可能从事创业活动.本研究中的可行知觉主要包括

社会资本和市场机会,这些可以被识别到的个人资源对失地农民是否进行创业产生重要影响.实地

调研发现,失地农民的渴求知觉与可行知觉越强,创业意向越高.这与 Krueger等人的研究结果吻

合:即渴求知觉和可行知觉正向影响创业意向,且可行知觉的影响更加显著[１４].同时,创业意向—创

业行为过程中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１５],中国失地农民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其外部环境主要受征地

政策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征地情境作为创业意向—创业行为间的调节变量,引入到创业行为模

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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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理论假设

(１)渴求知觉与可行知觉对创业行为的影响.①创业意向中的渴求知觉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在

深度访谈中发现,凡是创业成功、追求卓越的失地农民一般具有较高的成就动机,渴望创业带来的成

就感.失地农民的创新性意味着其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开放程度.具有创新意向的失地农民能紧

跟时代步伐,更易取得成功.因此,提出下面假设:

H１:失地农民的渴求知觉正向影响创业行为.

②创业意向中的可行知觉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失地农民对社会资本和市场机会的识别与掌握能

力对创业意向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中,社会资本中社会关系网络作为获取创业信息的主要途

径,是创业者识别创业机会的重要渠道.市场机会的掌握主要靠周围成功创业者的带动作用,这主要

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失地农民创业者,是否拥有并能有效利用社会资本,是影响创业意向

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出下面假设:

H２:失地农民可行知觉正向影响创业行为.
(２)征地情境在创业意向与创业行为间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征地过程涉及多方面环节,调研发

现,对创业行为影响较明显的是征地区位(LL)、安置方式(SM)、补偿金额(AC)和创业政策(EP).
据此,提出下面假设:

H３:征地情境对创业意向—创业行为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被征地越是靠近城市中心,就越有可能享受区位优势.征地区位指被征土地的地理位置,同时也

指该土地与其他土地的空间关系.理解被征地区位,包含两层意思:首先,被征土地的位置到主城区

的距离;其次,处于不同区位的失地农民拥有不同的创业环境.因此,提出下面假设:

H３１:征地区位(LL)变量对创业意向—创业行为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有学者认为征地拆迁补偿对失地农民再就业具有显著的抑制性影响,与无业及无收入来源的居

民相比,征地拆迁获得的补偿收入及租金收入越高的失地农民从事打工或创业的意愿越低,而征地拆

迁收入相对较少的失地农民从事打工或创业的可能性较大[１６].但是随着征地拆迁收入的增加,失地

农民也可能从事自主创业,因为启动一项创业项目都需要一定的资金门槛.同时征地拆迁后的安置

房如果具有租金收入,则可为失地农民创业提供一定的后续投入及创业失败风险的生活保障.另外

政府出台的相关就业扶持政策,诸如就业指导、创业教育与培训等,都可能对失地农民在创业过程中

进行帮助与扶持,从而有效地促进失地农民创业的产生与提高成功概率.因此,提出下面假设:

H３２:安置方式(SM)变量对创业意向—创业行为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H３３:补偿金额(AC)变量对创业意向—创业行为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H３４:创业政策(EP)变量对创业意向—创业行为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二、数据分析与检验

　　１．样本基本特征

访谈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期间在杭州市桐庐环溪村、狄浦村,宁波市奉化新建

村,济宁市北湖开发区等地实地调查,通过对２３位失地农民创业的深入访谈,根据他们回答情况和意

见进行问卷量表设计,并不断修正问卷量表;问卷调查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期间杭

州桐庐县、九堡镇,宁波奉化市等地的实地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有针对地选择社区门面、商贸城商

户等失地农民,问卷通过纸质方式进行发放.本研究采用小样本问卷调查数据,其原因在于:首先,失
地农民创业意向—情境—行为模型是一种探索性研究,而探索性研究一般采用小样本数据;其次,采
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初始的小样本调查问卷中题项进一步修正,同时用设计的量表所测得的结果能

更好地验证理论模型,使问卷量表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因此,本次调查初步采用小样本数

据,共发放１２０份问卷,收回９５份问卷,回收率为８３％.其中,有效问卷为６５份,占６８％.通过初步

的统计分析发现,样本特征是以男性为主,多在３１~５０岁之间,教育程度较低,家庭收入差距较大,具
有不同程度的创业经历,且在土地征收前就已经将土地流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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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信效度分析

首先,本研究在SPSS１９．０平台上,采用Cronbachc’sAlpha值检验问卷量表的信度,分析结果表

明,创业渴求知觉、可行知觉、创业意向与创业行为值分别为０．８７６、０．８４７,０．７６８、０．７３４,内在信度较

高,说明量表收集的数据真实可靠.
其次,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问卷量表的效度.问卷量表数据的

Bartlett球形检验和取样适切性量数 KMO值的分析结果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在最大方差旋转

后,所有因子的测量问项的因子负荷均在０．６以上;所有因子的测量问项在其他因子上的负荷均在０．５
以下,可认为创业渴求知觉、可行知觉、征地情境和创业行为的测量题项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据此

断定本调查数据可做下一步分析.

３．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根据上述信效度分析结果,本文运用SPSS１９．０平台,采用相关分析方法,再进一步对创业渴求

知觉、可行知觉、征地情境和创业行为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为回归分析做准备.通过对

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初步的分析,可以得到,因变量与自变量在０．０１的水平下显著相关,因变

量与调节变量也显著相关.此外,渴求知觉与可行知觉呈中低度相关,因此,不会产生共线性问题.

４．回归分析检验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创业意向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关系.在多元回归分析

前,先要对所有变量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建立如下模型:

Z＝α＋α１X１＋α２X２＋αiX１X２＋μm (１)
其中,XmXn为两维度之间的交互效应,X１X２为渴求知觉与可行知觉的交互效应.αi为回归系

数,α为常数项,μm为误差项.
为了验证渴求知觉(PD)与可行知觉(PF)对创业行为的影响作用,构建不带交互项的模型,即

模型Ⅰ.模型Ⅰ:检验渴求知觉(PD)与可行知觉(PF)两个主效应,回归系数显著性t检验结果表

明,渴求知觉(PD)与可行知觉(PF)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均具有显著水平,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０２９和

０．０６１,但渴求知觉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并没有可行知觉强,渴求知觉(PD)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可行知

觉(PF)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主要是因为失地农民多为“生存型”创业,且渴求知觉作为潜变量,调查

时通过考察失地农民个体潜质(如日常生活的态度)进行判别.
为了验证渴求知觉(PD)与可行知觉(PF)的交互效应对创业行为的影响作用,构建带交互项的

模型,即模型Ⅱ.模型Ⅱ:检验渴求知觉(PD)与可行知觉(PF)的交互效应,由渴求知觉(PD)与可

行知觉(PF)的交互项(X１×X２)可以得到,相互项的显著水平为０．０００,表明渴求知觉(PD)与可行

知觉(PF)具有显著的正向交互效应.这说明可行知觉较强的失地农民,通过增加渴求知觉来提升创

业行为产生.

５．征地情境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构建征地情境变量的调节效应理论模型:

Z＝α＋α１X１＋α２X２＋αiYj＋α１iX１Yj＋α２iX２Yj＋μm (２)
其中,Yj为征地情境变量,XiYj为变量Yj对Xi的创业意向Ｇ创业行为关系反映调节效应的交互

项.为了更好地对比征地情境变量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分别构建３个模型.模型Ⅰ:先不纳入征地情

境变量,只将创业意向下的两个变量(渴求知觉和可行知觉)纳入模型中,验证主效应;模型Ⅱ:将征地

情境纳入模型中,验证主效应;模型Ⅲ:将交互项纳入模型中,验证相互项的调节效应.失地农民创业

征地情境变量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３所示.
由表３可以看出如下结果:为了更好地验证 H１、H２、H３的理论假设,本文分别对征地区位(LL)、

安置方式(SM)、补偿方式(AC)、创业政策(EP)进行了多次实验分析,并在４种情况下分别构建了

模型Ⅰ、模型Ⅱ、模型Ⅲ.(１)征地区位(LL)的检验(表３中Y１)中,模型Ⅰ主要验证渴求知觉(PD)
与可行知觉(PF)在该模型中的显著水平.模型Ⅰ与上述回归分析检验中模型Ⅰ的结果基本一致,即
渴求知觉(PD)与可行知觉(PF)对创业行为的影响都具有显著水平,因此,验证了理论假设 H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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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２.模型Ⅱ主要是验证征地区位(LL)的主效应的显著水平.征地区位主效应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表明征地区位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显著.模型Ⅲ中,两个交互项均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表明征地区位

既影响失地农民创业动机,又影响创业环境,因此,验证了理论假设 H３１.(２)安置方式的检验(表３
中Y２)中,模型Ⅱ的安置方式主效应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但模型Ⅲ的交互项不显著,表明安置方式

对创业行为没有调节效应,因此,拒绝了理论假设 H３２.(３)征地补偿的检验(表３中Y３)中,模型Ⅱ的

补偿金额主效应在０．０５水平上呈现负相关,表明补偿金额对创业行为有一定的抑制效应.模型Ⅲ的

两个相互项在０．０５水平上呈现负相关,表明补偿金额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因此,验证了理论假设 H３３.
(４)创业政策的检验(表３中Y４)中,模型Ⅱ的创业政策主效应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表明创业政策对创

业行为影响显著.模型Ⅲ两个相互项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表明创业政策对创业行为存在显著调节作

用,因此,验证了理论假设 H３４.验证的分析结果见表４.
表３　失地农民创业的征地情境变量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比较

X
Y１(征地区位LL)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Y２(安置方式SM)
模型Ⅱ 模型Ⅲ

Y３(征地补偿AC)
模型Ⅱ 模型Ⅲ

Y４(创业政策EP)
模型Ⅱ 模型Ⅲ

常数项α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渴求知觉X１ ０．０３１∗ ０．４６１ ０．２５３∗ ０．４５１ ０．２２７∗ ０．３６６∗∗ ０．２２７∗ ０．４３５ ０．４５１

可行知觉X２ ０．０６１∗∗ ０．２７５ ０．４６８ ０．３９７ ０．４７８ ０．４９４ ０．４３８ ０．４３７ ０．４０３

征地情境Yi ０．１２８∗∗ ０．１４３∗∗ ０．２１４∗ ０．２１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８∗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８∗

X１×Yi ０．２１１∗∗ ０．２２１ －０．１８６∗ ０．２０４∗

X２×Yi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０∗

R２ ０．１７５ ０．１９８ ０．２１９ ０．２１４ ０．２２９ ０．２４４ ０．１９２ ０．１４５ ０．１５７

调整后的R２ ０．１７３ ０．１９８ ０．２１１ ０．２０９ ０．２２１ ０．２３６ ０．１８６ ０．２４６ ０．１６８

F 值 ６８．５１１ ３６．８９６ ２６．９８８ ３９．３９０ ２８．４４０ ３０．９９６ ３４．３５４ ３０．９９６ ３４．３５４

Sig．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 、∗ 分别表示在０．０１、０．０５水平上显著.

表４　失地农民创业理论假设的验证结果

理论假设 支持的结构关系 影响类型 路径方向 研究结果

H１ PD→EB 显著直接影响 正向 支持

H２ PF→EB 显著直接影响 正向 支持

H３１

LL
↓

EI－EB
显著调节作用 正向 支持

H３２

SM
↓

EI－EB
无调节作用 无 不支持

H３３

AC
↓

EI－EB
显著调节作用 负向/正向 支持

H３４

EP
↓

EI－EB
显著调节作用 正向 支持

　　三、研究结论、政策启示和未来展望

　　１．研究结论

鼓励失地农民创业是解决失地农民今后发展的可行途径.因此,围绕“如何使失地农民产生创业

行为”为主题,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意向—情境—行为”理论模型,并提

出了理论假设;通过初步的问卷调查,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理论模型及其假设.最终得到了以

下２个方面的结论:
(１)失地农民创业意向正向影响创业行为.创业意向作为影响创业行为的内在驱动因素,主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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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质因素和资源因素两个方面起作用.其中,渴求知觉PD(包括成就动机AM 和创新导向IO)为潜

质因素,可行知觉PF(包括社会资本SC 和市场机会MO)为资源因素.当失地农民具有较高的可

行知觉时,创业意向—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应通过提高渴求知觉实现.这也符合实际调查情况,即一

些失地农民创业者为了投资创业,而竭尽所能.
(２)征地情境对创业意向—创业行为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存在明显差异.征地情境作为调节变量,

包括征地区位、安置方式、补偿金额、创业政策４个方面.其中,征地区位和创业政策２个因素对创业

意向—创业行为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补偿金额对创业意向—创业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呈边

际递减趋势;安置方式对创业意向—创业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这说明征地情境要起到调节

效应,可通过区域差异化的创业政策来提高创业行为的产生,同时也应注重预防补偿金额的抑制作

用.不同地区的补偿金额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合理安排补偿金额有利于促进创业行为产生,因
此,保障失地农民发展不能依靠单一的补偿金额的提高.另外,安置方式的多样性和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不同,其对创业意向—创业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但是并不说明安置方式对创业行为没有

影响.例如,有的经济发达地区采用留地安置政策,留用地大多具有优良的区位条件,土地的资产价

值可观,从而弥补了法定安置费不足的问题,间接地补充了失地农民补偿.因此,根据地区具体情况,
考虑安置方式作为调节效应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２．政策启示

根据上述结论,失地农民创业意向是创业行为的内驱因素,征地情境的调节作用是影响创业意

向—创业行为间关系的方向和强弱.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了以下两方面的政策启示:
(１)培育失地农民创业意向,引导其创业行为.①在创业渴求知觉方面,营造良性创业氛围.一

方面,可借鉴国际成功案例,如美国通过立法加强全国创业教育、英国通过“企业创办计划”等政府计

划鼓励创业等,这些都为培育失地农民创业文化氛围提供了有益参考.另一方面,通过宣传失地农民

创业的成功典型事迹,总结创业成功经验,引领更多的失地农民走向创业之路,角色示范能在很大程

度上提升失地农民的渴求知觉.相关部门在地区创业政策的制定中,可以邀请失地农民参与互动.

②在创业可行性知觉方面,创建宽松创业环境.首先,实施创业教育与培训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社
会各界的密切配合以及具体培训机构的积极探索,构建失地农民创业教育与培训的一体化体系.以

政府的失地农民创业正式教育为主体形式,以失地农民创业非正式培训为辅助形式,积极开展多样

化、多元化的教育与培训体系[１７].正式教育与非正式培训的结合,更适合失地农民创业的特征.有

时采用一对一、一对多、学徒等形式,有经验的创业者帮助有创业意向的失地农民,有针对性的指导、
学习与交流,对于失地农民创业成功更为有利.政府在提供正式教育的同时,也有注重营造与提供非

正式培训的场所、服务等支持.其次,支持与推动失地农民创业平台建设,包括失地农民创业孵化器

(如浙江慈溪长河镇高兴村的慈e家创享吧)、失地农民创业园(如杭州的赛博创业工场、东方电子商

务园、江干九堡失业人员创业园)、失地农民众创空间(如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花园村农业众创空间)、
失地农民创业的绿色服务通道(如广西“一站式”惠民平台、浙江杭州江干(丁桥)创业就业服务中心)
等.进一步为失地农民提供良好的创业交流与学习环境,帮助其拓展创业社会资本和市场机会.最

后,通过简化手续、优先办理、税收优惠、完善农村贷款制度等手段,为失地农民创业提供宽松的政策

渠道.
(２)制定失地农民创业政策,促进其创业行为.根据征地情境的调节效应,建议从战略角度出发,

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制定创业扶持政策.此次调研过程中发现促使失地农民大量投身创业的是

与创业看似无关的政策,如“美丽乡村建设”,“五水共治”等,但因为这些政策符合当地发展模式,带动

了大量失地农民进行创业,这样的政策能够获得更多的长远效益.政策实施同样重要,借鉴浙江桐庐

环溪村等地的成功案例,为推动“美丽乡村”的建设,带动失地农民创业热情,当地政府各个部门统一

部署,桐庐农村合作银行开展“普惠大走访”活动,以“丰收小额贷款卡”、“丰收创业卡”为载体,推广小

额信用贷款,支持失地农民创业,助力小微企业成长.这些政策对失地农民创业都有非常重要的推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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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未来展望

本研究在创业行为理论和创业事件理论的基础上,考虑了失地农民这一特征群体的特征和实际

情况,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引入了征地情境变量(包括征地区位、安置方式、征地补偿和创业政策)作为

意向—行为模型的调节变量,构建了失地农民创业的意向—情境—行为的理论模型,这是本文的创新

所在.然而,由于我国失地农民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研究区域与环境的局限性,且国内在本研究

领域中,较多为初步的理论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更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基础,所以本文

所作出的探索还需要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的进一步验证.因此,针对这些问题,下一阶段将对理论研

究与实证研究作进一步的完善.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进一步完善失地农民创业“意向—情境—行

为”理论,寻找关键驱动因素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其次,在实证研究方面,预期扩大 调查范围及调查

对象,增加样本量,采用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失地农民创业“意向—情

境—行为”理论进一步验证,以期探寻更好的失地农民创业对策.

(致　谢:本文在成文过程中,赵佳茜在数据、材料收集和整理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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