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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有了新的特征和转变，对于推进宜居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

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使用2018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逐步回

归，探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对农业转移劳动力支持差异。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和金融资本对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支持的影响均显著，进一步构建新发展阶段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

创业的支持路径，从而提高返乡创业的质量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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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ing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China’s agricultural migrant labor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a business has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motion of 
livable rural constru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Using the 2018 China Labor Dynamic 
Survey data (CLDS),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upport of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to the migrant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al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entrepreneurial support of migrant agricultural labor returning to their home-
town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onstruct the support path of migrant agricultural la-
bor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returnee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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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大众创业、万种创新”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新发展阶段返乡创业的农业转移劳动力也在逐年增

加，其创业动机也随着我国社会矛盾的转变而发生改变。农业转移劳动力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由生存型创业转变为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型创业。但是在这一返乡浪潮中，并不是所有农业转移劳动力

都会创业成功甚至会失败，因此学界展开了对返乡创业的结果绩效评估研究。外出务工或者外出创业经

历是考察返乡创业绩效评估指标之一，拥有创业经验的农业转移劳动力能够再次挖掘人力资本，更易获

得较高创业绩效[1]。但也有学者认为外出务工经历明显阻碍了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虽然外出务工

经历有助于农业转移劳动力拓展视野、提升人力资本以及获取外部资源，但由于长期在外，其在家乡的

个人声誉、人缘关系及社会评价等本地社会资源有所丧失，不利于返乡创业[2]。而创业支持政策落实困

难以及资金、技术、人才、土地等要素整合不到位，则是创业过程中出现融资难、用工难、土地流转难、

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和创新意识缺乏等问题的主要原因[3]。在创业过程中周围的舆论压力、个人的创业能

力、融资渠道狭窄、人才引进困难、配套行政服务缺乏则是导致返乡创业失败的重要因素[4]。因此本研

究，将上述影响因素总结为农业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三个方面，利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究对返乡创业过程支持的差异和影响，从而构建新发展阶段农业转移劳动力的返乡创业支

持路径。 

2. 变量说明及模型设定 

2.1. 数据来源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简称 CLDS)通过对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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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建立了以劳动力为调查对象的综合性数据库，包含了劳动力个体、家庭和社

区三个层次的追踪和横截面数据，可为实证导向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数据。因此，

本文选取 2018 年的 CLDS 数据中个体层面的调查数据，相较于以往的调查数据，2018 年的数据更具有

时效性，它以 15~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对象，以劳动力的教育、就业、务工经历、社会参与等的现状

和变迁为核心开展调查，为本研究提供了各个变量的数据支持。2018 年 CLDS 样本覆盖中国 29 个省市，

样本规模为 401 个村居，14,226 户家庭，21,086 个个体，本研究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筛选，最终共得到

1420 个有效数据。 

2.2. 模型设定 

根据 CLDS2018 问卷受访者问卷调查情况，对数据进行筛选时，去除了户籍为城市的个体变量，将

受访者回答为“曾经有外出务工经历”、“不再外出务工”且“职业类型为自雇和雇主”看作是返乡创

业者，赋值为 1，定义为“y = 1”；反之，则赋值为 0，定义为“y = 0”。被解释变量“城市农业转移劳

动力是否返乡创业”则可以看作为一个二分类变量，因此利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其模型

基本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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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表示影响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第 i 个解释变量，k 为解释变量个数，α 为截距项，βi 为

解释变量 xi 的系数，反映该变量对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影响的方向及程度，通常用最大似然估

计法求得。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概率与未创业的概率的比值 ( ) ( )1 1 1p y y= − = 为事件发生比，

即 OR 值。 

2.3. 变量选取 

结合新发展阶段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现状，解释变量主要划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等，其中人力资本以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政府补贴提供的职业培训和

使用社交网络的能力作为衡量指标；社会本以兄弟姐妹个数、对他人的信任程度、邻里熟悉程度、在村

里的熟人个数和亲戚喜事送礼的情况作为衡量指标；金融资本以年收入和在家乡是否有经营投资作为衡

量指标；自然资本以是否在家乡拥有土地作为衡量指标。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作

为研究的控制变量。对上述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 1 = 工作类型为雇主或自雇；0 = 其他工作类型。 0.1286 0.3348 

年龄 1 = 30 岁以下；2 = 31~50 岁之间；3 = 大于 51 岁。 2.2831 0.6789 

婚姻状况 1 = 已婚；0 = 未婚。 0.8853 0.3187 

性别 1 = 男；0 = 女。 0.6249 0.4843 

兄弟姐妹数量 1 = 1 个；2 = 2 个；3 = 3 个…… 3.30 1.907 

受教育程度 1 = 小学及以下；2 = 初中；3 = 高中及中专； 
4 = 大专及以上。 

1.7993 0.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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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情况 1 = 非常健康；2 = 健康；3 = 一般；4 = 比较不健康； 
5 = 非常不健康。 

2.54 1.025 

熟人个数 1 = 1 个；2 = 2 个；3 = 3 个…… 3.4427 2.2443 

对他人信任程度 1 = 非常不信任；2 = 不太信任；3 = 一般；4 = 比较信任；

5 = 非常信任。 
2.6974 1.6180 

邻里熟悉程度 1 = 非常不熟悉；2 = 不太熟悉；3 = 一般；4 = 比较熟悉；

5 = 非常熟悉。 
3.4307 1.9784 

年收入 1 = 两万以下；2 = 两万到五万；3 = 五万到十万； 
4 = 十万以上。 

1.7710 0.8764 

政府提供职业培训 1 = 是；0 = 否。 0.0746 0.2628 

亲戚喜事送礼情况 1 = 全部都去；2 = 大部分会去；3 = 少部分会去； 
4 = 极少会去。 

1.72 0.804 

使用网络社交情况 1 = 经常使；2 = 偶尔使用；3 = 很少使用；4 = 不使用。 2.36 1.344 

是否在家乡拥有土地 1 = 是；0 = 否。 0.7797 0.4145 

是否在家乡有经营投资 1 = 是；0 = 否。 0.0584 0.2346 

 
由表 1 可知在返乡的农业转移劳动力群体中，选择进行创业的并不多，其均值只有 0.1286，大多数

还是从事务农等工作，主要集中在 31~60 岁之间的年龄段。返乡的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婚姻状况大多数为

已婚，其均值达到了 0.8853，其中男性偏多，且每人平均拥有 3 个兄弟姐妹。现阶段农业转移劳动力的

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还是学历为初高中的居多。对于政府提供的职业培训，参与意识较低，均

值只有 0.0746，说明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参与过培训，政府的培训政策并没有很好的落实到基层。常年在

外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业转移劳动力在家乡的社会资本，其对邻里的信任程度不高，熟人较少，

只有平均不到 4 人，但是经常参与村里的亲戚喜事还是居多，对邻里相对熟悉。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年收

入集中在 2 万左右一年，其中大部分人还保留着家乡土地，驱动其返乡务农。 

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本文利用 SPSS26.0 统计软件对新发展阶段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情况进行二元 Logistic 逐步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其中模型一是将所有的解释变量都引入回归模型得到的统计结果，将在模型一

中对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影响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剔除。此时，模型二只包含解释变量中对农业转移

劳动力返乡创业影响显著的变量。模型一与模型二的拟合优度分别为 0.753 和 0.755，说明模型的拟合优

度较好，且模型二经过逐步回归拟合优度得到了改善。 
 

Table 2.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migrant labor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表 2. 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B 瓦尔德 OR 值 B 瓦尔德 OR 值 

年龄 0.037 0.030 1.038 - - - 

婚姻状况 1.302*** 7.411 3.676 1.279*** 9.141 3.591 

性别 0.185* 3.298 1.203 0.195** 3.680 1.215 

兄弟姐妹数量 −0.032 0.230 0.96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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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程度 0.044* 0.080 1.045 0.306** 33.516 1.358 

健康情况 0.055 0.203 1.056 - - - 

熟人个数 −0.005 0.056 0.995 - - - 

对他人的信任程度 −0.103 0.252 0.902 - - - 

邻里熟悉程度 −0.071 1.413 0.931 - - - 

年收入 0.685*** 24.314 1.984 0.711*** 32.143 2.036 

政府提供职业培训 −1.445*** 7.080 0.770 −1.768*** 11.280 0.706 

亲戚喜事送礼情况 0.105* 3.208 4.242 0.115** 4.034 1.122 

使用网络社交情况 −0.342*** 10.130 0.710 −0.343*** 11.794 0.710 

是否在家乡拥有土地 −0.340** 1.609 0.711 −0.496** 4.093 0.609 

是否在家乡有经营投资 1.914*** 33.702 6.782 1.952*** 43.066 7.044 

常量 −3.302*** 10.761 0.037 −3.384*** 106.441 0.034 

拟合优度 0.052 0.075 

注：*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根据表 2 的回归结果，年龄、兄弟姐妹数量、健康情况、熟人个数、对他人的信任程度未通过显著

性检验。从个体层面来看，婚姻和性别对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影响显著，已婚的相较于未婚的

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进行创业的概率更大，约是未婚者的 3.6 倍，其中男性返乡创业的可能性是女性的

1.2 倍。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呈现出倒 U 型的变化，受教育程度太低或者

太高的返乡创业情况都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选择返乡创业的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大多集中在初高中

学历，因此也导致其返乡创业的质量难以保障。接受过国家提供的职业培训者，选择返乡创业者的是未

接受培训的 0.706 倍，他们通过职业培训拥有了一技之长，从而可以相对轻松的找到安稳一点工作，从

而不愿意去选择危险较大的创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返乡创业过程中缺乏专业人才的支持。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经常参加村里亲戚的喜事并送礼的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选择返乡创业概率是

不太经常与亲戚走动的农业转移劳动力的 1.12 倍，说明其还保留着以地缘和亲缘为纽带的社会支持网络，

更容易再次融入家乡，在创业过程中也更容易得到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与亲

戚来往构成了返乡创业者的现实社会资本，网络社交则构成了其虚拟社会资本，网络社交突破了地域的

限制，可以获得更多创业支持资源和人脉，不太使用网络社交的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概率是

经常使用者的 0.7 倍，证明了网络社交对返乡创业行为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能够拓宽获得创业信息的

渠道。 
从金融资本的角度，在城市工作多年拥有了一定的积蓄时，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动机发

生了改变，由以往的生存型返乡创业转变为发展型返乡创业，他们创业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改善物质生活，

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精神生活和追求理想目标，他们创业的概率是经济状况较差的 2.03 倍。并且，在长期

在家乡有经营投资行为的更倾向于返乡创业，是未有经营投资经历者的 7.04 倍，多年经营投资的经历让

他们能够更加明确家乡的经济发展特色，相较于其他创业者更容易找到适合创业的契机。是否拥有在家

乡土地则是城市农业转移劳动返乡后是否进行创业的重要影响因素，拥有土地的返乡者返乡后就会再次

选择务农，是选择返乡创业概率的 0.609 倍，没有土地的促使返乡者在家乡谋求新的发展机会，从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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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其创业行为。 

4. 结论和建议 

4.1. 结论 

通过新发展阶段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情况的数据分析，基于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从人力

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三个方面分析对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支持程度。数据表明，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支持的影响均显著，但其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参与职

业培训的积极性不高，人力资本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返乡创业的质量，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更能

为其返乡创业行为提供助力和支持，而金融资本则为其提供了返乡创业的基础条件。 

4.2. 建议 

1) 构建科学的创业培训体系，提高农业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国家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农业转移劳动

力返乡创业，高度重视对返乡创业人员培训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培训政策，要求充分结合返乡农业转移

劳动力的创业需求和特点，根据返乡农业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期望，构建科学的创业培训体系。其中，相

关创业支持政策制定，应该更加贴合创业者实际情况，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特点，找准切入点，摸清其实

际需求，加强互联网创业培训，提供相关新技术、新知识的培训讲座等。为了保证培训课程的设置更加

科学，结合各地乡村特色产品、独特的自然资源，设置不同的培训计划，邀请和引进相关领域各高校和

企业的技术专业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并根据创业人员的自身素质因材施教，保障返现创业过程中随时可

以获得专业的技术指导。创新创业培训方式，打破传统的课堂教授、基地培训模式，通过实地考察，在

实际操作中学习技术，不断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 
2) 搭建共享信息资源平台，扩大农业转移劳动力社会支持网络，鼓励创业者积极参与。在相应的政

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明确政策或指导意见中的返乡创业信息服务建设的指示，具体相关政策文本中

执行标准和要求，政策从国务院下发层层至基层政府，容易导致指代不明，影响执行效果，因此要构建

一个所有信息能够共享，让所有创业可以获取的平台，改变传统的宣传模式，普及“互联网+”的模式，

让基层的创业者们可以第一时间捕获到权威信息政策发布，抓住时机。同时要制定网络行为规范，营造

信用良好的网络模式，打造特色区域品牌，善用虚拟社会资本。 
3) 建立和完善金融体系，加大金融体系支持对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支持力度，设立村镇银行

等金融机构，提高县乡的金融体系覆盖率，对创业项目减少税收，降低返乡创业的门槛。同时，政府应

设立专项创业扶持资金，对不同类型的优秀创业项目给予专项扶持，避免一刀切，根据其项目特色并结

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提供差异化的支持政策。加大政府对返乡创业人员的补贴力度，坚持精准补贴原

则，强化对返乡创业项目的审核力度，将每一笔补贴基金落到实处，并依据创业项目的不同阶段，进行

分批次的补贴。依托互联网拓宽融资渠道，推广“互联网 + 银行”创新融资模式到返乡的创业企业，通

过大数据计算客户的还款能力，可以依靠互联网电子系统放贷，强化了信用风险的约束机制，简化了资

金贷款的审批流程，解决了资金信息供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成为破解农民工创办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

有效手段[5]。 
4) 构建产业扶持政策体系，优化创业环境。地区环境对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有着重要影响，

我国农村市场空间广阔，具有潜力，返乡创业人员在农村大有可为。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进程，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建立农业生态、文化、旅游产业扶持政策体系，整合区域优势资源，

盘活农村土地产权，完善基础公共设施建设，建立便捷的交通网络和物流体系，降低农业转移劳动力创

业成本。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政府部门应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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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网络、纸媒、展板等多种形式，对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成功的案例予以宣传推介，对创业成功的

返乡农业转移劳动力给予奖励，也要对创业失败者有更多的包容和谅解，努力营造开放、公正、支持创

业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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