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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农民工创办的微型企业成长性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湖南 269 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安，李朝晖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返乡农民工创办的微型企业在农村实体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其成长性可划分为营运成长性、生产

成长性以及后备成长性。基于湖南省蓝山、安化、嘉禾、岳阳四县 269名农民工创业的调查数据，运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创业者的交际能力、经营管理能力、机会识别能力、市场占有率、价格优势、家庭劳动力、家庭

负担、政府支持及合作组织等因素显著地影响企业的营运成长性；创业者经验技能、员工工作效率、员工流动频

率、员工培训、家庭劳动力、家庭负担及银行支持等因素显著地影响企业的生产成长性；创业者的文化程度、员

工培训、市场占有率、企业文化、家庭劳动力、家庭负担以及政府支持等因素显著地影响企业的后备成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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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influence factors analysis to miniature enterprise established by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Based on 269 questionnaires of Hunan province 
LI An, LI Zhao-hui 

(College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Miniature enterprises established by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ural economy; its 
growth can be divided into operating growth, production growth and reserve growth.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269 
business migrants of Lanshan, Anhua, Jiahe and Yueya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used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ound that: These factors like entrepreneurs' 
communication skill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bility,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bility, the market share, price 
advantage, family labor, family burden, government's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operating growth. These factors including entrepreneurs' experience skills, employees' work efficiency, employee 
turnover rate, employee training, family labor, family burden and banks’ support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roduction 
growth. These factors such as entrepreneurs' education level, employee training, market share, the enterprise culture, 
family labor, family burden and government's support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reserve growth. 

Key words: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miniature enterprises; growth; influence factors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实现创业带动就

业的关键在于推动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创业，[1]

农民是创业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外出务工者

回到家乡，利用自身的信息和资金等优势，在家乡

                                                        
收稿日期：2013－10－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3YJA7900 

44)：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13B316) 
作者简介：李安(1989—)，女，湖南邵阳人，硕士研究

生。研究方向：农民工创业与农村区域发展。 
 

创办微型企业的现象就称为农民工返乡创业。[3]创

业成为农民工对自身生存发展问题的一种解决途

径。[4]经济学家郎咸平将“小微企业”定义为小型

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

统称；农村微型企业是由农民创建、地处农村，以

自我雇佣为基础，以家庭经营为主，雇员不超过 9
人，企业绩效和家庭福利息息相关的经济组织。[5]

要使农村经济保持旺盛的活力，必须有大批的微型

企业创立。[6]返乡农民工创业是农民创业的主体，

创业的实体属于农村微型企业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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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西部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五种模式[7]，结合

实际调查情况，笔者认为，湖南省返乡农民工创业

可分为“生态农业型创业”、“产业移植型创业”、“传

统产业改良型创业”及“旅游服务型创业”等四种

类型，其中生态农业、产业移植以及传统产业改良

等生产型微型企业相较旅游服务型微型企业在农

村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当前，我

国微型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 2.9 年，或昙花一现或
保持在原有状态，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成长和发展。
[8]农民工创办的微型企业弱质性更为突出。成长性

关乎农民工创办的生产型微型企业的持续经营能

力、经济实力及发展潜力，关系返乡农民工的生存

与发展。显然，探明返乡农民工创办的生产型微型

企业成长性影响因素是政府理性制定政策的迫切

需要。笔者拟在对返乡农民工创办的生产型微型企

业成长性进行因子分析的基础上，采用 Logistic 回
归模型对其成长性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

关政策建议，以期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和农村实体

经济繁荣发展。 

二、研究假设 

吴业春等用多元回归分析探讨了影响中小企

业成长性的因素；[9]张晓东等运用数据量化测评和

定性分析评判等方法分析了宁夏小微型工业企业

成长现状。[10]上述研究为本文研究对象的确定及方

法选择提供了借鉴。返乡农民工创办的微型企业与

农村家庭具天然联系，组织结构和规模的特殊性决

定其受创业者本身及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同时其

弱质性特征决定了其对外界环境较为敏感。[11]企业

成长性既受到企业的各种内部因素影响，又受到企

业的各种外部因素以及企业家能力的影响。基于

此，本文对影响返乡农民工创办的生产型微型企业

成长性的因素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设： 
其一，创业者能力特征对企业成长性存在影

响。基于企业家特征及农民工创业者实际，本文假

定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自信心及主动性、交际能

力、经营管理能力、经验技能以及机会识别能力影

响其对新事物、新信息的接受能力及对市场机会的

识别把握，同时也关系到企业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及其发展后劲大小。农民工创业者受教育程度越

高、自信心及主动性越强、交际、经营管理、经验

技能以及机会识别等方面能力越强，则企业的成长

性越强。 
其二，企业内部因素对其成长性存在影响。返

乡农民工创办的生产型微型企业内部环境符合一

般微型企业内部环境的规律。因此本文假定员工工

作效率、员工流动性、员工培训状况、市场占有率、

产品价格优势以及企业文化水平等关系到企业生

产效率与生产成本的因素会影响企业的生产、营运

状况。员工工作效率越高、给予的相关培训越充分、

产品市场占有率越高、产品价格优势越突出、企业

文化状况越好，则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越好，成长

空间越大；员工务工状况相对稳定，则企业雇工成

本相对较低，有利于提升成长性。 
其三，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的成长性存在影

响。作为农村家庭的一员，青壮年劳动力往往承担

着家庭重担，家庭劳动力越多给予农民工创业的帮

助及后备支持越多；家庭负担越轻，创业者可用于

创业活动的资金越丰裕；此外，政府支持、银行贷

款能在制度上、资金上为企业提供帮助，合作组织

在技术上、销售上能够给予企业不同程度的帮助。 

三、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变量选取 
国外普遍采用企业近 3年来的收入、利润、资

产及销售量的平均增长率评估其成长性，而国内研

究对该方法运用较少，用于评价农村微型企业成长

性则更少。鉴于此，笔者结合农民工创办的生产型

微型企业的实际特点，将收入增速、资产增速、总

产值增速、利润增速以及销售量增速作为评价生产

型微型企业成长性的变量。 
依据本文研究假设，在构建生产型微型企业成

长性影响因素计量模型时，笔者选择创业者特征因

素、企业内部因素以及外部因素等三类 17 个变量
作为解释变量(表 1)。 

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3年6-8月在湖南省

蓝山、安化、嘉禾、岳阳四县实地调研的数据。上

述四县返乡农民工创业发展较快，具有典型意义。

其中，蓝山县在承接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以及绿

色农产品种植等方面的农民工创业较为典型；益阳

安化县在旅游服务、建材加工、特色种养以及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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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及其说明 
 变量 变量定义 预期方向

创业者特征因素 文化程度 X1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专及以上=4 + 
 自信心及主动性 X2 差=1，一般=2，强=3 + 
 交际技能 X3 差=1，一般=2，强=3 + 
 经营管理能力 X4 差=1，一般=2，强=3 + 
 经验技能 X5 是否具备相关经验技能，有=1，无=0 + 
 机会识别能力 X6 差=1，一般=2，强=3 + 
企业内部因素 员工工作效率 X7 差=1，一般=2，强=3 + 
 员工流动频率 X8 频繁=1，一般=2，不频繁=3 - 
 员工培训 X9 无培训=1，有培训=2，经常培训=3 + 
 市场占有率 X10 差=1，一般=2，强=3 + 
 价格优势 X11 是否具有价格优势，是=1，否=0 + 
 企业文化 X12 是否形成企业文化，是=1，否=0 + 
外部性因素 家庭劳动力 X13 家庭中无充足劳动力=1，一般水平=2，十分充足=3 - 
 家庭负担 X14 重=1，一般=2，轻=3 - 
 政府支持 X15 差=1，一般=2，强=3 + 
 银行支持 X16 差=1，一般=2，强=3 + 
 合作组织 X17 支持效果，差=1，一般=2，强=3 + 

注：“+”表示正向影响，“－”表示负向影响  
加工等方面的农民工创业较为典型；嘉禾县开展

“百厂返乡计划”，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方面的农

民工创业较为典型；岳阳县 2009 年建立“农民创

业园”，在生态农业方面的农民工创业较为典型。

调研内容包括返乡农民工微型企业 2010-2012 年的

收入、利润、销售量、资产、总产值状况，以及创

业者能力特征、企业内部因素、外部环境因素等影

响企业成长性的各个方面。共发放问卷 312份，回

收问卷 284份，其中有效问卷 269份，有效率 86.2%。

样本特征统计描述如表 2所示。 

四、计量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KMO及Bartlett球度检验衡量成长性

指标对因子分析的适用性。检验结果表明，KMO

值为 0.816，成长性变量间具较强相关性，适宜进

行因子分析；Bartlett 球度检验统计量为 125.971，

相应概率 Sig.为 0.002，接近于零，说明各变量间偏

相关性较弱，能够有效提取到公因子。由表 3可知，

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有三个较大特征值分别为

2.899，0.743，0.651，其前三个公因子的累积贡献

率达到 85.843%，因此可用前三个公因子的变化代

表整个样本的相关变量的变化，由此提取前 3个主

成分 F1，F2，F3。 

表 2 样本基本特征统计描述 

变量 比例/% 变量 比例/% 

样本地域分布  教育层次  

蓝山县 26.3 小学及以下 12.1 

安化县 23.8 初中 46.5 

嘉禾县 25.4 高中 34.6 

岳阳县 24.5 大专及以上 6.8 

性别  年龄  

男性 79.3 20岁以下 4.6 

女性 20.7 20-35岁 40.8 

创业形式  36-45岁 45.5 

个体经营 62.5 45岁以上 19.1 

私营企业 22.8 创业前家庭年收入 

股份制 8.6 1-2万元 28.4 

租赁经营 1.8 2-3万元 27.5 

承包经营 3.7 3-5万元 22.7 

其他 0.6 5-10万元 17.1 

家庭子女供养(以已婚群体 10万以上 4.3 

为基数 100)  婚姻  

无孩 10.7 未婚 38.6 

一孩 57.6 已婚 61.4 

二孩 31.7 创业时间  

创业类型分布  1-2年以下 15.3 

生态农业型 34.2 3-5年 32.6 

产业移植型 33.1 6-10年 37.4 

传统产业改良型 32.7 10年以上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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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特征值与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F1 2.899 57.978 57.978 

F2 0.743 14.852 72.830 

F3 0.651 13.013 85.843 

 
由于各因子的典型代表量不清晰，因此，笔者

采用方差极大法进行旋转，重新分配各主成分解释

原有变量的方差，以达到结构简化、便于解释的目

的。旋转后因子载荷如表 4所示： 

表 4 旋转前后因子载荷 
旋转前因子载荷 旋转后因子载荷 

变量 
F1 F2 F3 F1 F2 F3 

收入增速 0.726 0.459 0.254 0.769 0.286 0.306 
资产增速 0.575 0.396 0.896 0.103 0.325 0.912 
总产值增速 0.453 0.782 0.347 0.258 0.793 0.265 
利润增速 0.829 0.236 0.498 0.857 0.381 0.182 
销售量增速 0.665 0.478 0.579 0.786 0.214 0.204 

 
由表 4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因子 F1主要由生产

型微型企业 2010―2012 年收入、利润的平均变化

率决定，其所体现的企业成长性包含在企业收入增

速、利润增速和销售量增速信息中，此三变量集中

反映企业在生产经营的一个阶段获得的经济利益，

反映企业营运成长性。因子 F2反映生产型微型企业

2010―2012年总产值的平均增减变化，总产值代表

生产型微型企业的生产能力状况，反映其生产成长

性。因子 F3在资产增减变化上有较大载荷，资产是

企业拥有或控制、预期将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

源，是企业为了在将来取得更好成长而积蓄的力

量，其增加表明企业具备成长的能力。综上所述，

本文将以“收入增速”、“利润增速”、“销售量增速”

为代表的因子 F1确定为“营运成长性”，将以“总

产值增速”为代表的因子 F2确定为“生产成长性”，

将以“资产增速”为代表的因子 F3确定为“后备成

长性”。 

多项 Logistic 模型可应用于分类反应变量的类

别为三类及以上且类别之间无序次关系的情况。基

于对生产型微型企业成长性表现因素的因子分析，

笔者将营运成长性、生产成长性以及后备成长性作

为被解释变量，具体而言，将“营运成长性”定义

为 y=1，“生产成长性”定义为 y=2，“后备成长性”

定义为 y=3，将“总成长性”定义为 y=4，并将总

成长性作为对照组。以下公式中， P为影响因素作

用于某种成长性的概率；αn (n=1，2，3，4)为常数

项；xk为解释变量，表示第 k 个影响生产型微型企

业成长性的因素；βnk为模型 n 中第 k 个影响因素

的回归系数。具体模型如下： 

( ) k

k

k
k xpp ∑

=

+=
1

1141ln βα
 

( ) k

k

k
k xpp ∑

=

+=
1

2242ln βα
 

( ) k

k

k
k xpp ∑

=

+=
1

3343ln βα
 

笔者利用 SPSS20.0 对 269 个样本数据进行多
项 Logistic回归模拟，估计结果如表 5所示。 
模型似然比卡方的观测值为 102.793，拟合优

度检验统计值为 2 815，说明解释变量总体与模型
线性关系显著，能较好地拟合总体样本数据。从表

5 中各估计变量系数及显著程度来看，创业者能力
特征因素、企业内部因素及外部环境因素等三大类

因素中都有一些具体指标分别对返乡农民工生产

型微型企业的成长性构成了显著影响，且三个研究

假设中的 17 个变量影响程度具有不同的特点，结
果如下： 

1．创业者特征因素的影响 
首先，从企业营运成长性看，创业者特征因素

中，自信心及主动性、交际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及

机会识别能力分别通过 10%、5%、1%水平下的显
著性检验。这表明，创业者的交际能力、经营管理

能力及机会识别能力越强，其接受新事物、新信息

的能力越强，更能够洞察市场、把握机会，提升企

业营运成长性；创业者自信心及主动性越强，则应

对创业风险的能力越充分，有助于企业发展后劲的

提升。其次，从企业生产成长性看，经验技能变量

的回归系数通过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
在返乡农民工生产型微型企业大多规模较小的情

况下，创业者在生产过程中仍发挥顶梁柱作用，其

自身经验技能显著地影响企业的生产成长性，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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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生产型微型企业”成长性影响因素多项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 
营运成长性模型 生产成长性模型 后备成长性模型 

变量 
回归系数 发生比率 回归系数 发生比率 回归系数 发生比率 

截距 -1.768  -2.549**  -3.879**  
创业者特征因素 文化程度 0.208 1.546 0.157 1.042 0.436* 1.543 
 自信心及主动性 0.476* 1.863 0.067 0.854 0.389 1.964 
 交际技能 0.854** 2.486 0.104 1.115 0.165 0.985 
 经营管理能力 0.692** 0.982 0.443 2.586 0.276 1.498 
 经验技能 0.376 1.523 0.698*** 3.637 0.154 1.204 
 机会识别能力 0.687*** 1.486 0.398 1.671 0.201 1.051 
企业内部因素 员工工作效率 0.469 1.752 0.876* 3.026 0.179 0.991 
 员工流动频率 -0.246 0.536 -0.572* 1.483 -0.127 1.004 
 员工培训 0.367 0.679 0.791** 2.964 0.639** 3.757 
 市场占有率 1.204*** 2.973 0.376 2.421 0.647 3.931 
 价格优势 0.682* 0.863 1.432 3.869 0.483 2.486 
 企业文化 0.391 1.246 0.684 2.763 0.953** 4.736 
外部性因素 家庭劳动力 0.740*** 1.938 -0.876** 4.961 -0.660*** 4.932 

 家庭负担 -1.395*** 3.856 -0.939** 5.027 -0.864** 6.712 

 政府支持 0.779** 4.145 0.896 3.574 0.956* 2.871 

 银行支持 0.668 2.985 1.253*** 6.918 0.583 3.792 

 合作组织 1.472*** 3.729 0.967* 4.569 0.558 2.158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企业生产起着关键性基础作用。最后，从企业后备

成长性看，文化程度变量回归系数通过 10%水平下
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

能够对创业作出合理详细的规划，为企业的发展提

供充足的后劲。因而文化程度高低决定着创业农民

工发展潜力的大小，关系企业收益曲线的走势。以

上结果为研究假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2．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 
首先，从企业营运成长性看，市场占有率和价

格优势变量分别通过 1%和 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
验。这说明较高市场占有率能为企业生产提供有力

的保障，驱动企业生产总值的增加，市场占有率高

的企业能有效缩短产品生产销售周期，加速资金周

转；具价格优势的企业其产品能够迅速打开市场，

有效提升营运效率。其次，从企业生产成长性看，

员工工作效率、员工流动频率及员工培训等变量分

别通过 10%、10%和 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
是因为员工工作效率高低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效

率的高低，培训影响着员工工作技能、思想观念等

各方面综合素质的提升，因此二者对企业生产成长

性具有积极的影响。员工流动频率对企业生产成长

性影响为负，这可能是由于员工频繁流动导致企业

日常生产、人员管理等环节的成本损耗，降低了企

业管理效率。最后，从企业后备成长性看，员工培

训和企业文化均通过 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

是因为对员工进行培训意味着企业进行人力资本

投资，而这种人力资本积累的收益将随时间而递

增；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内部软环境，营造的企业归

属感能有效降低员工的流动，增强企业的发展潜

力。企业内部变量虽然对企业三类成长性影响各不

相同，但仍支持研究假设。 
3．外部因素的影响 
研究结果为与企业外部环境因素紧密相关的

研究假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影响企业成长性的外

部因素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家庭劳动力与家庭负担

同时通过营运成长性、生产成长性以及后备成长性

的显著性检验。由于农民工创办的微型企业在资

金、员工结构、经营场所、经营规划等方面很大程

度上受家庭因素影响，甚至出现“企业和家庭不分”

的情况。因此，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多少与家庭负担

的轻重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成长性。从企业营运

成长性看，除家庭劳动力和家庭负担外，政府支持

和合作组织也分别通过5%和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
验，政府政策支持能够在制度设计、设施提供等方

面为农民工创业提供便利，因此能有效促进企业的

成长；合作组织以专业化视角面向市场，不仅能够

促进企业营运成长性的提升，而且能够提供技术支

持推动生产的组织化、规范化、技术化，促进其生

产成长性快速提升。其次，银行支持显著地影响企

业的生产成长性。作为返乡农民工创办的生产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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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除通过非正式渠道融资外，银行贷款正式

融资渠道必不可少，且是推动企业成长的强效动

力。最后，从企业后备成长性看，政府支持通过 10%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可见政府制度、基础设施、

服务等支持不仅对现有农民工创业提供强劲的动

力及后续发展的良好保障，而且推动着潜在农民工

创业成为现实。 

五、结论及建议 

上述研究表明，返乡农民工创办的生产型微型

企业成长性可分为营运成长性、生产成长性及后备

成长性三类，且相关的影响因素作用如下：创业者

的交际能力、经营管理能力、机会识别能力、市场

占有率、价格优势、家庭劳动力、家庭负担、政府

支持及合作组织等因素显著地影响企业的营运成

长性；创业者经验技能、员工工作效率、员工流动

频率、员工培训、家庭劳动力、家庭负担及银行支

持等因素显著地影响企业生产成长性；创业者的文

化程度、员工培训、市场占有率、企业文化、家庭

劳动力、家庭负担以及政府支持等因素显著地影响

企业的后备成长性。基于此，要提升返乡农民工创

办的生产型微型企业的成长性，有必要做好以下方

面的工作： 
第一，基于政策支持的企业成长性提升。政府

应通过税收减免、财政投入等方式降低农民工创业

成本；打破农业人口落户小城镇的体制性障碍，对

创业农民工实行“零门槛”准入政策；逐步实现城

镇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物权法的实施，允许农民

工在依法、自愿互利及有偿等原则下实现自由流转

农村土地，保证创业用地。 
第二，基于企业家能力培育的企业成长性提

升。大力兴办创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形成正规化学

校教育与社会化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的立体化、系

统化创业教育培训体系以满足各层次创业者实际

需要；系统地提升创业农民工的交际能力、经营管

理能力、机会识别能力及自信心、主动性。 
第三，基于融资支持的企业成长性提升。改革

农村金融机构、引入竞争激励机制、放宽农村金融

市场准入、发挥政府担保作用以及推进金融机构创

新服务等，提供促进企业成长性的金融支持。 
第四，基于员工激励的企业成长性提升。作为

员工劳动创造效益回报的劳动报酬是一种最基本

的激励制度，企业应建立起完善的奖惩制度，对在

生产、销售、策划等各环节有特殊贡献的员工予以

奖励，促进员工主观能动性的持续发挥并降低员工

的流动性，保证企业生产与发展的连贯性。 
第五，基于社会服务机构完善的企业成长性提

升。政府应建立和完善创业社会服务体系，设置创

业社会服务中介机构，为创业农民工提供创业辅

导、技术培训、市场拓展、借贷担保及法律援助等

服务，减少其创业投资成本。创业农民工的信息获

取能力较低，政府应加快包括政策、技术、市场等

信息在内的与农民工创业有关的信息网络建设，及

时提供有关创业、生产、销售等环节的有效信息。 
第六，基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企业成长性提

升。完善农民工创业配套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创业

农民工公共服务体系，落实对创业农民工的保险、

子女入学、医疗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保障

创业者及其家庭的基本权力，解除其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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