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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达州市 149 名返乡农民工的调查 

汤谨铭1，傅新红2，朱俊峰1 

(1.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2.四川农业大学 教务处，四川 雅安  625014) 

摘  要：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受众多因素的影响。以四川省达州市 149 名返乡农民工为例，运用 Logistic 模型进

行分析，研究发现：家庭年收入、打工经历、地理位置、恋乡情结、社会关系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有正面的影响，

经营管理、金融危机、其他创业者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有负面的影响。其结论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含义是：

应充分发挥意识形态作用，培育社会创业文化；应加大对收入较高且有着良好社会关系的农民工进行创业培训；

应合理规划创业地点，完善创业配套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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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influencing migrant workers return to start business in the context of the financial 

cris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about 149 migrant workers in Dazhou,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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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airs,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ichuan 625014, China) 

Abstract: The migrant workers’ behavior of return to start business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Taking 149 migrant 

workers in Dazhou, Sichuan province as the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vestigation data using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annual household income，working experience，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the working 

place，affection to countryside and social relation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migrant workers’ return to start 

business, while management,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other founders of the rural workers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ultivate the culture of establishing the business, strengthen the trainings 

for those migrants who have higher incomes and benign social relations, scheme the places of establishing business and 

complete the relevant servic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return to start business in countryside; influential factor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是农民工对自身以及社会资源的重

新优化配置，农民工返乡创业也是加快我国农村地

区发展、加强城乡互动、促进城乡统筹的内在动力。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

西部地区转移以及国家对农民培训和农业农村发

展支持力度的加大，农民工创业条件日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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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大批农民工返乡，如何

引导外出打工多年、积累了一定人力资本和物质资

本的返乡农民工创业、扩大就业成为了社会关注的

焦点。四川省是我国农民工输出大省，达州市更是

四川省重要的农民工输出地，每年大约有 170 万人

在外务工，占四川省外出农民工总数的 8.6%。受金

融危机影响，2009 年达州市共有 25.8 万农民工(含

季节性返乡)返乡，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

为解决当时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当地政府采取了

许多措施鼓励农民工创业，以此带动就业。笔者拟

以金融危机背景下达州市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情况

为例，分析影响农民工创业的因素，深入了解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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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创业行为。 

现有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探寻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因素，且主要采用定性

分析。这些研究根据推拉理论以及社会资本理论对

拉动或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

分析。Donald B [1]在“推—拉”理论中指出推动农

民工返乡创业的因素有工作不安全、生存条件恶劣

以及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诸多法律限制，拉动因素

包括家乡不断膨胀的创业机会、拥有土地或获取财

物的机会等。孙永松[2]指出诱发外出农民工返乡创

业的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因素，还包括城乡分割的社

会保障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造成农民工外出的社

会成本、心理成本增加的制度因素。刘光明等[3]通

过对安徽、四川两省四县 71 位返乡创业者进行案

例分析，认为返乡创业者中的成功者是一批具备开

拓精神、具有较高的知识和技能，且积累了经营管

理能力和信息收集能力的人。林斐[4]以 20 世纪 90

年代安徽省农村劳动力由城市打工后返回本地创

业的 193 个个案为例进行分析，从动机、资源、资

本等多角度阐明了外出打工与返乡创业之间的内

在联系。 

关于制约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因素，费杰[5]指出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障碍因素有自身因素，如自身资

金普遍缺乏、自身素质普遍偏低，阻碍了创业的步

伐、创业的后劲不足；外部环境因素如缺少优惠政

策、相关服务不到位、舆论宣传力度不够、邪恶势

力的影响等。胡明文等[6]以江西省万年县为例，对

没有创业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缺少创业的

资金、不具备创业所需的环境、没有技术和管理经

验以及创业风险是其不愿意创业的主要原因。赵曼

等[7]基于湖北省 15 县 67 名返乡创业者的纪实调查

指出，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因素有：融资渠道、

摊派问题、管理方式、管理知识问题。 

此外，社会资本理论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的关

注，已成为解释创业这一复杂现象的重要理论[8]。

MA Z D[9]对我国农村 9 省 13 县的 119 个村进了调

查，调查数据显示社会关系的收入回报率(在固定打

工经历和教育后)达到了 40%，社会关系资源包括亲

戚、朋友、乡村干部、乡镇和县城干部等；思想、

技术以及信息在亲戚、朋友、邻居等网络关系中的

传递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因此，社会关系也是拉

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从上述的理论分析以及前人研究成果可以总

结出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农

民工个人和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特征(自然资源和社

会关系)、外部环境特征，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促

使了农民工返乡创业。因此，本文围绕着这个理论

框架，从达州市返乡农民工基本情况(年龄、文化程

度、家庭收入等)、外出务工情况(打工时间、打工

工种、打工收入等)、返乡创业情况(是否已创业、

创业行业、创业原因等)、政府政策扶持情况(政策

了解情况、政策执行情况、需进一步扶持的政策)、

影响返乡创业因素评价情况这五个方面设计了调

查问卷，调查问卷所获得的数据能充分反映农民工

返乡创业的主要方面。 

二、样本数据来源及统计性分析 

1.样本数据来源 

笔者在调查问卷设计后，为了模拟调查结果，

于 2009 年 7 月先对达州市的 18 位返乡农民工进行

了预调查，然后对调查问卷进行改进。调查选取了

达州市的达县、宣汉县以及代管的万源市，这三个

地区是达州市农业大县且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较

强代表性。数据来源于对以上三个地区农民工的调

查，调查以实地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为主，采取调

查人员一对一的调查方式，共回收调查问卷 176 份，

因为一些农民工填写不完整造成部分无效问卷，其

中有效问卷 149 份，达县(66 份)、宣汉县(41 份)及

代管的万源市(42 份)，有效率为 85%。 

2.样本数据的统计性分析 

(1) 返乡农民工年龄相对不大，但大多受教育程

度和收入水平低。在返乡农民工中，男性占大多数(约

为 61.2%)，女性 38.8%，年龄主要集中于 21―41 岁

之间。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以 6―9 年为主(0―6 年占

22.52%，6―9 年占 58.94%，9―13 年占 18.54%)，

返乡农民工的家庭年收入以 1―3 万为主，此群体约

占总人数的 78%。这表明，大多数返乡农民工的文

化程度只具有初中水平，文化程度相对来说较低，

农民工的收入普遍较低。而从年龄上来看，大多数

的农民工正处于创业年龄的黄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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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返乡农民工创业热情较高，创业地主要集

中于家乡城镇，行业以种养殖为主。在返乡农民工

中，已经创业者占 30%。没有创业者中有 47%的人

表示非常愿意创业，30%的人表示愿意创业，13%

的人表示不太愿意，6%的人完全不愿意，4%的人

表示不确定；愿意创业的行业以特色种养殖、餐饮

服务业、服装经营业占主导。对于创业的方式，有

50%的人选择个体经营，26%的人选择股份制，12%

的人选择合伙，10%的人选择承包，2%的人选择租

赁；对于创业的地点，返乡农民工选择以户籍所在

的乡镇和农村为主(乡镇占 33%，农村占 34%，市

区占 21% ，县城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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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民工创业愿意选择的行业   

(3) 返乡农民工认为创业的支持政策效果欠

佳，应加大宣传力度。对于当地创业支持政策执行

情况的评价，有 56.7%的人认为一般，25.4%的人认

为较差，9.7%的人认为较好, 8.2%的人认为极差；

对于政策的了解情况，43%的人表示不太了解，32%

的人认为一般了解，20%的人认为比较了解, 5%的

人表示一点不了解。这表明，当地政府应进一步加

强政策的执行，同时，对农民工需要了解的政策应

加大宣传力度。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农民工需要

进一步扶持的政策方面的情况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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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农民工需要进一步扶持的政策方面的情况 

 (4) 返乡创业影响因素中拉力起着重要的作

用。笔者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评价表进行统

计分析发现，资金、技术、恋乡情结、社会关系、

经营管理、其他创业者、打工经历、地理位置、信

息以及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影响较大。被调查者认为

以上因素重要(包括非常重要、重要)的百分比分别

为：资金(92%)、恋乡情结(60%)、社会关系(56%)、

经营管 理 (87%)、 其他创业者 (60%)、打工 经历

(79%)、地理位置 (62%)、金融危机 (59%)、信息

(81%)、技术(77%)。从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影响

农民工返乡的拉力起着重要的作用，扶持农民工返

乡创业应重点考虑拉力因素。 

三、模型及变量的选取 

依据已有研究理论框架，本文从农民工个人和

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特征(自然资源和社会关系)、

外部环境特征三个方面对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

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农民工个人和家庭特征包括性

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年收入、外出务工时

间、打工经历、恋乡情结、家庭创业态度；资源禀

赋特征包括资金、信息、技术、地理位置、自然资

源、社会关系、经营管理、土地；外部环境特征包

括政府政策、金融危机的影响、其他创业者影响，

具体变量的设置与预期结果如表 1 所示。 

在模型的选择上，本文选择了 Logistic 回归分

析，Logit 模型是离散选择模型之一，与其他离散模

型如 Probit 模型相比，Logit 模型的应用方便而且可

以求解各选择集在新环境下被选择的概率，因此能

很好地达到分析的目的。本文设定是否已创业为因

变量 y，为 0/1 二值型变量，其中，y=0 表示未创业，

y=1 表示已创业，具体的模型可以表述为： 

  0 1 1 2 2Log /1 n np p X X X          

其中模型中 P 为农民工创业的概率，1- P 为没

有创业的概率， 0 为常数项， n 为 (自变量)

的回归系数，其自变量的取值与预测作用方向根据

理论以及调查分析解释如下：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越

长创业的机率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资金比较充足)

创业的机率相对来说较高，预期方向为正；打工经

历、恋乡情结、社会关系、经营管理、土地等因素

对农民工创业相对而言不重要，由于刻度型变量设

置为非常重要到不重要，因此预期方向为负；而性

别、年龄、外出务工时间在统计分析上没有显示其

对创业的影响，因此预期方向不确定。

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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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说明及预期作用方向 

变量名 赋值方法 均值 预期方向

性别 女=0；男=1 0.617 + /- 

年龄 16―21 岁=1  22―31 岁=2  32―41 岁=3  42―51 岁=4  51 岁以上=5  1.973 + /- 

受教育年限 6 年及 6 年以下= 1  7―9 年=2  10―12 年=3  13 年以上=4 1.966 + 

家庭年收入 2000 元以下=1  2001―5000 元=2  5001―10000 元=3  10001―20000 元=4 

20001―30000 元=5  30001―40000 元=6  40000 元以上=7 
4.107 + 

外出务工时间 1 年以下=1  2―3 年=1  4―6 年=3  7―9 年=4  10―12 年=5  12 年以上=6 3.503 + /- 

打工经历 非常重要=1  重要=2  一般= 3  不太重要=4  不重要=5 1.946 — 

恋乡情结 非常重要=1  重要=2  一般= 3  不太重要=4  不重要=5 2.235 — 

社会关系 非常重要=1  重要=2  一般= 3  不太重要=4  不重要=5 2.194 — 

经营管理 非常重要=1  重要=2  一般= 3  不太重要=4  不重要=5 1.557 — 

土地 非常重要=1  重要=2  一般= 3  不太重要=4  不重要=5 2.610 — 

信息 非常重要=1  重要=2  一般= 3  不太重要=4  不重要=5 1.725 — 

资金 非常重要=1  重要=2  一般= 3  不太重要=4  不重要=5 1.342 — 

技术 非常重要=1  重要=2  一般= 3  不太重要=4  不重要=5 1.792 — 

政府政策 非常重要=1  重要=2  一般= 3  不太重要=4  不重要=5 1.819 — 

金融危机的影响 非常大=1  较大=2  一般=3  较小=4  没有影响=5 2.570 + 

自然资源的影响 非常有利=1  有利=2  一般=3  不太有利=4  完全不利=5 2.644 — 

地理位置的影响 非常有利=1  有利=2  一般=3  不太有利=4  完全不利=5 2.705 — 

家庭对你创业的态度 非常支持=1  支持= 2  一般=3  不太支持=4  反对=5 1.946 — 

其他创业者的影响 非常大=1  较大=2  一般=3  较小= 4  没有影响=5 3.040 — 
 

四、回归分析 

本文借助 Eviews3.1 软件对表 1 中的影响因素
进行 Binary Logistic 回归分析，遵循计量经济学一
般到特殊的原则，逐步删除极不显著的影响因素，
经过多次试验，选取 AIC 以及 SC 最小值的模型，
最终结果如表 2 所示，从对数似然值可以得知模型
总体拟合较好，模型拟合的结果基本上与问卷统计
性分析一致。 

表 2  模型分析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误差 Z 统计量 概率 

家庭收入 0.997 993 0.252 096 3.958 779 0.000 1***

打工经历 0.342 609 0.200 344 1.710 106 0.087 2* 

恋乡情结 0.548 286 0.238 495 2.298 939 0.021 5** 

社会关系 0.911 714 0.314 755 2.896 580 0.003 8***

经营管理 0.667 220 0.357 132 1.868 274 0.061 7* 

金融危机 0.607 982 0.259 021 2.347 228 0.018 9** 

其他创业者 0.423 784 0.216 317 1.959 084 0.050 1* 

地理位置 0.956 840 0.315 463 3.033 126 0.002 4***

因变量均值 0.214 765 

回归标准差 0.335 298 

残差平方和 15.289 730 

对数似然统计值 48.315 670 

对数似然统计值平均值 0.324 266 

因变量标准差 0.412 044 

AIC 信息值 0.823 029 

SC 信息值 1.085 118 

HQC 信息值 0.929 512 

 *表示在0.1的水平显著，**表示在0.05的水平显著，***表示

在0.01的水平显著。 

通过以上的分析发现家庭年收入、外出务工经

历、恋乡情结、社会关系、经营管理、金融危机的

影响、其他创业者的影响、地理位置对农民工创业

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恋乡情结、金融危机在 0.05 水

平上显著，外出务工经历、经营管理、其他创业者

的影响在 0.1 水平下显著，家庭收入、社会关系、

地理位置在 0.01 水平下显著，其他变量则不具有显

著的统计学意义。 

(1) 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有显著正的

影响。这说明农民工家庭年收入越高，个人越愿意

创业，与预期的方向相同。因为家庭收入较高的农

民工具有创业的积蓄，抗风险能力强。作为理性的

经济人，农民也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创业失

败对于低收入者的打击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都太大，较大的机会成本使得他们往往放弃创业。

这与笔者的调查实际结果一致，调查结果显示创业

中最大的障碍还是资金不足，占到了 22%(图 3)，

92%的农民工表示资金对他们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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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农民工创业最大的障碍 

(2) 打工经历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息息相关，其

在 0.1 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了打工经历对于农民工

返乡创业具有重要的作用。外出打工是返乡创业的

“孵化器”，打工为创业者提供了技术经验、市场

信息，增加了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具备了成功创业

的必要条件。调查表明，25%的人认为外出务工学

到了一定的技能和经验(22%的人有合适的项目、

18%的人积攒了一定的资金、24%的人有一定的关

系网、11%的人政策支持)。此外，农民工打工时的

工种与返乡创业的项目高度相关，在打工工种中以

制造业、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为主，而愿意

创业的项目中以特色种养殖、加工业、餐饮服务业、

服装经营业为主，这反映了农民工在返乡创业时更

愿意选择与自己打工工种相近的行业，这样有利于

技能的发挥，使资源达到最优利用。调查显示，79%

的农民工认为打工经历对他们创业来说非常重要。 

(3) 恋乡情结和社会关系对农民工有正的影

响，其分别在 0.05、0.001 水平下显著。根据社会

资本理论，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农民工个人融入社会

网络的产物，个人通过社会关系来获得所需要的资

源、信息、技术、知识，依靠社会网络和个人的关

系(当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社会资本还包括规

则、信任、制度)从而实现自己的返乡创业。外出打

工的农民工由于种种原因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

度等原因，他们无法完全地融入到城市中去，调查

的大多数农民工都表明自己有恋乡情结，在外打工

都是为挣钱回家，因此恋乡情结对农民工创业起着

一定的促进作用。 

(4) 金融危机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有负的影响，

其在 0.05 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受金融危机影响越小

的农民工越愿意创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农民

工返乡的原因大多是因为企业停产、失业、工资降

低自动辞职，深受沿海企业的影响不愿意冒风险自

己去创业，认为自己目前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来创

业，所以往往属于规避风险型。从结果中可以看出

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发生比

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农民工高出 0.6 倍。 

(5) 地理位置对于农民工创业非常重要，且在

0.01 水平下显著。经济活动受制于地理空间上的限

制，区域位置的选取对于农民工创业有着重要的作

用。区域位置的好坏决定着创业成本能否达到最

低、创业后能否达到规模收益递增，所以作为理性

的经济人，对于创业地点的选取应该选择资源禀赋

较好，区位优势较高的地区。如人口集中、交通条

件好、资源丰富的地理位置，这样才能降低创业的

成本。调查显示，大多数的农民工愿意选择在家乡

城镇创业，这一方面能利用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

另一方面在农忙时能方便务农，与以前在外地打工

相比，大大减少了交易费用，同时也促进了县域经

济的发展。 

(6) 其他创业者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有负的影

响，其在 0.1 水平上显著，与预期作用相反。这可

能是因为近几年一些跟风事件的影响所造成的市

场供给过大而使得生产者损失惨重，农民工也逐渐

学会了用经济的眼光看问题。创业的失败会给创业

者个人和家庭带来严重影响，这些会在一些欲创业

的农民工中产生负效应，在失败的“先行者”面前，

他们会顾虑重重，很可能会放弃自己创业的计划。

同时，笔者根据调查实际情况认为，还可能是因为

当地的成功的农民工创业并没有形成规模效应，这

些农民工创业比较分散，并没有形成村带村，镇带

镇的情况。 

(7) 经营管理对于农民工创业有负的影响，其

在 0.1 水平上显著，与预期作用相反。笔者认为企

业经营管理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非常重要，它影响着

企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但可能对于农民工来说，

一旦具有良好的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他更愿选择就

业而不是创业，创业对于农民工来说面临的机会成

本太大。调查显示，更多的农民工愿意接受专业技

能的培训(图 4)，专业技能在农民工的创业过程中更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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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农民工需要培训的创业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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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简要结论与政策涵义 

统计分析和模型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农民

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中拉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其

中，家庭年收入、打工经历、地理位置、恋乡情结、

社会关系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有正面的影响，说明这

些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相

反，经营管理、金融危机、其他创业者对农民工返

乡创业有负面的影响。根据不同因素的显著性以及

影响程度，笔者认为要推动农民工创业，应完善以

下几方面的政策： 

一是应充分发挥意识形态作用，培育社会创业

文化。意识形态对人们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它构

成人们的日常行为范式并支配着人们的言行。金融

危机和其他创业者创业失败的个案会对返乡农民

工创业产生潜意识影响，因此，加强创业观念教育

成为引导农民工创业的重要一环。应充分发挥村委

会、农技推广站以及合作组织等的作用，对返乡农

民工进行创业观念的教育，创建必要的咨询平台，

减少创业者的心理负担和交易费用。此外，应通过

广播、电视以及网络平台对创业进行宣传，充分发

挥农民工恋乡情结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对其形成

创业的感召力，同时发挥创业成功者“经济酵母”

的作用，使得农民工创业能形成村带村、镇带镇、

乡带乡的规模效应。 

二是应加大对收入较高且有着良好社会关系

的农民工进行创业培训。在引导农民工改变创业观

念，克服创业的心理障碍后，还应加大对农民工的

创业培训，进一步降低其创业的风险。在培训对象

上，应加大对收入较高且有着良好社会关系的农民

工的培训，这类农民工创业的意愿以及成功率较

大，且成功后能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能带动其他

农民工创业或就业，应该作为培训的重点。在培训

内容上，应加强专业技能的培训，使得培训的内容

能与农民工打工经历相一致。调查显示，45%的农

工需要专业技能培训，部分农民工需要产品营销

知识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的培训，政府必要时应组织

队伍下乡对农民工进行培训。 

民 

三是应合理规划创业地点，完善创业配套相

关服务。地理位置对于农民工创业影响非常显著，

而大多数的农民工愿意选择在家乡城镇创业，因

此政府应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对创业地点

进行合理的规划。政府应根据地方自然、经济以

及技术情况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创业所需的土地。

创业地点的规划要达到节约用地、保护资源以及

集约利用的效果，而不是一味地盲目跟风鼓励创

业而浪费大量的资源。此外，对于创业地点的规

划还应考虑到交通、市场、企业集群效应等情况，

不断完善创业配套相关服务，使企业以后的生产、

销售的交易费用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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