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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先前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
∗

———基于河南省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调查数据的分析

丁　 冬１，傅晋华２，郑风田１

（１．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２．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摘　 要：个体的社会网络结构决定着其所能摄取的信息的数量与质量，而先前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其对信息的解读。 利用河南省 ４３３ 份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调查数据，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与创业之

间的关系，并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对该作用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越丰富、社

会网络越发达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概率越大；新生代农民工最后工作工龄、换工作次数在其社会网络与

创业行为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 应重视创业信息与知识的交流渠道建设，以使更多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

农民工个体辨识更具价值的创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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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民工的特征、需求在不断改变，目前新生代

农民工已占据农民工群体的多数。 一般的，新生代

农民工被认为是生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年龄 １６ 岁

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拖着拉杆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和当年“扛着蛇

皮袋”进城的老一代农民工已然不同，新生代农民

工有自己的特点。 贺天平等（２０１２）认为其具有户

籍制度“农村居民”与生活环境“城市居民”的双重

身份，乡土留恋多局限于亲情，融入城市生活的渴

望度较高。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行为也日益

增多，并引起相关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创业需要机会，而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需要两

个必要条件：其一是获取承载创业机会的信息，其
二是解读信息并识别其中蕴含的价值。 西方学者

存在共识：能够利用社会网络获悉并识别创业机会

的创业者具有更高的创业成功率，而创业者往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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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际交往中获得承载机会的信息并发现创业机

会的（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１９９１）。 个体的社会网络结构会

影响其接收信息的类型、质量与数量（Ｂｉａｎ，１９９７）。
先前经验和知识有助于个体认识到新信息的价值，
创业者更容易发现与其先前经验相关的创业机会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３）。 机会发现是个体获取、处理并解读

信息价值的过程，作为机会信息的重要来源，社会

资本在机会发现中的角色备受关注，已有研究集中

于挖掘关系强度、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等个体网络

结构特征与机会发现可能性之间的因果关系

（Ｚｈａｏ，２００３），阐述具有何种个体社会资本构成特

征更容易发现创业机会。
接触信息是发现机会的前提，但每个人的信息

解读能力不同，这导致在面对相同信息时，不同人

的反应不同。 这种个体信息反应可被解读为创业

警觉，而先前工作经验、先前创业经历是强化创业

警觉的关键因素。 如果不能获取机会信息，个体将

难以发现创业机会，只有当先前经验有助于其合理

解读机会信息时，创业机会才能真正被发现。
张玉利等（２００８）考察了社会网络、先前经验与

创业机会三者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创业者的社

会网络有助于其进行创业活动，而创业者的先前经

验在这一过程中会起到调节作用。 但是，其研究对

象为普通务工人员，并未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 中

国是关系型社会，社会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

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边燕杰，２００４）。 与老一代农民

工相比，受手机、电脑、网络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

的社会网络覆盖面更广、朋友更多、朋友异质性更

高（王国猛 等，２０１１），他们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乡

土依赖，建立起具有城市特征的新型社会网络。 这

种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上一代农民工那种以

血缘、地缘等初级社会联系为主的网络关系，转为

以业缘、同学、朋友为主的新型社会关系，其网络规

模大小、网络连带强度、网络连带地位均显著不同

（李建华 等，２０１１）。 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

网络、先前经验在其创业过程中是否也可以产生

帮助和调节作用？ 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新生代

农民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与创业之间

的关系，并着重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先前工

作经验与经历对该作用过程的影响，以丰富和拓

展有关研究，并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实践提供

参考。

二、理论框架

“社会资本”是来自社会学的概念，一般指能够

通过协调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社会网络、信任和

规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它来源于价值信念、伦
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 社会资

本包括三个重要内容：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 对

微观个体来说，社会网络易测量、影响最直接，因此

所受关注最多。 社会网络具有分担风险、提高收入

和促进就业的作用，它已成为创业研究中对创业机

会识别起关键作用的前因变量（丁冬 等，２０１３）。
总的来说，经验丰富的创业者掌握了更多的有

关市场、产品、资源等有价值的信息，其发现创业机

会的 能 力 较 强 （ 蒋 剑 勇 等， ２０１２ ）。 Ｍｕｎｓｈｉ 等

（２００６）指出个体先前所积累的顾客问题、市场服务

等知识造就了创业者的“知识走廊”，这导致创业者

在面对同样信息时，解读的往往是与其先前知识相

关联的机会。 在先前创业经历方面，一般来讲，有
创业经历的个体因体验过机会发现过程而更易于

洞察信息价值，从而发现隐性知识，强化其信息警

觉性（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１９９１）。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

先前经验、创业经历调节着其社会资本构成与所识

别机会之间的关系，其原因是：社会资本构成决定

着个体所能摄取的信息数量、质量，但这并不意味

着摄取相同信息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就能够识别

出相同的创业机会，因为先前经验的差异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对所摄取信息的解读。
事实上，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创

业者比非创业者知道得更多，而是因为这部分新生

代农民工在较为恰当的时机、较为恰当的场合以及

较为恰当的领域获取到了较为恰当的信息。 如果

不能获取较为恰当的信息，新生代农民工将很难发

现创业机会；而在获取到有效信息的条件下，只有

当新生代农民工的先前经验存量有助于其合理解

读信息所含的价值时，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才能真

正看到机会。 因此，社会网络、先前经验与新生代

农民工创业三者间的关系可用图 １ 表示。
基于以上判断，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其一，新生

代农民工创业者的社会网络资源促进了其创业行

为的发生；其二，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先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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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工作年限正向调节着其社会网络与创业行为 之间的作用关系。

图 １　 社会资本、先前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关系图

三、数据描述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 ２０１０ 年课题组进行的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调查”，所用样本为分布于河南

省 ２ 个县 １８ 个村庄的 ４３３ 个新生代农民工（被访者

年龄均在 ３１ 周岁以下）。 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

方法，利用春节期间外出务工人员回乡之机，调查员

到农户家中与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面对面访谈。 河南

是我国的人口大省和劳务输出大省，该省“８０ 后”“９０
后”外出务工人员人数众多，取自该省的新生代农民

工样本具备代表性，分析结论也具有普遍性。
本研究使用“可靠亲友个数”作为新生代农民

工社会网络这一核心概念的代理变量。 在问卷设

计中，要求被访者对问题“当你遇到困难时，感到有

几个值得信赖、可以获取帮助的亲朋好友？”做答。
根据统计，样本人员自我感知平均拥有 ８ 位可靠亲

友。 除此之外，采用被调查者主观评价的指标还包

括健康程度、风险偏好等。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创业”这一指标为二值变

量，“是”赋值为 １，“否”赋值为 ０。 数据中还包含性

别、年龄、婚姻、民族、教育年限、创业前年收入（对数

形式）、创业前是否有社保、是否是当地大姓、创业初

始投资中亲友借款数额等客观指标。 本文在计量分

析部分所用主要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表 １　 分析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缩写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备注

是否创业 ＥＮＴ ０．６０ ０．４９ ０ １ １ 是，０ 否

可靠亲友人数 ＦＲＩ ８．０３ ５．０６ ０ ４０ 单位：人

性别 ＧＥＮ ０．７７ ０．４１ ０ １ １ 男，０ 女

年龄 ＡＧＥ ２７．３０ ２．８９ １９ ３２ 单位：周岁

婚姻状况 ＭＡＲ ０．８９ ０．３０ ０ １ １ 已婚，０ 单身

民族 ＮＡＴ ０．９６ ０．１８ ０ １ １ 汉族，０ 少数民族

健康状况 ＨＥＡ ３．１７ ０．７９ ０ ４ ０ 很不健康，１ 不太健康，２ 一般，３ 较健康，４ 很健康

受教育年限 ＥＤＵ ９．６７ ３．１９ ０ ２０ 单位：年

年收入 ＬＮＩ １０．５６ １．０８ ６．９０ １６．１１ 单位：元，取对数形式

社会保障 ＳＥＣ ０．５２ ０．５０ ０ １ 有无保险等：１ 有，０ 没有

风险偏好 ＲＩＳ ３．５９ ０．９０ １ ５ １ 保守，２ 较保守，３ 一般，４ 不保守，５ 爱冒险

是否易得贷款 ＬＯＡ ０．５３ ０．４９ ０ １ 是否有办法获得创业贷款：１ 是，０ 否

创业政策扶持 ＰＯＬ ０．７０ ０．４５ ０ １ 是否熟悉政策：１ 是，０ 否

社会信任程度 ＴＲＵ ０．８０ ０．３９ ０ １ 对待陌生人的态度：１ 信任，０ 不信任

最后工作工龄 ＹＥＡ ６．７８ ４．０３ ０ １７ 单位：年

换工作次数 ＣＨＡ ２．２３ １．８９ ０ ９ 单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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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表 １ 可知，样本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

龄为 ２７ 岁，男性占 ７７％，已婚者占 ８９％，９６％为汉

族，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９．６７ 年；样本中的新生代农

民工平均换过 ２．２３ 次工作，最后一次工作的工龄平

均为 ６．７８ 年。
本研究还对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做

了观察，发现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大，相关系数

最大值 ０．３６ 出现在年龄和婚姻状况二者之间，其他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 ０．３０。
此外需注意的是，根据调查，样本中的新生代

农民工创业行业均分布于第三产业，大多从事个体

工商业。 而且，绝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脱离

了土地，很多受访者对于自己在家乡是否仍有耕地

或有多少耕地并不清楚，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表示

其耕地自交由父母打理后自己便不再过问。 因此，
在本文后续实证研究中，所构建的模型不再考虑产

业固定效应以及耕地面积因素。

四、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 Ｌｏｇｉｔ 交互模型检验社会资本、先前经

验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之间的关系：
ＥＮＴｉ ＝ α０ ＋ β１ＦＲＩｉ ＋ β２Ｘ ｉ ＋ β３ＦＲＩｉ × ＹＥＡｉ ＋

β４ＦＲＩｉ × ＣＨＡｉ ＋ εｉ

其中， 被 解 释 变 量 为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创 业

（ＥＮＴｉ），核心解释变量为社会网络的测度指标“可
靠亲友个数”（ＦＲＩｉ）；Ｘ ｉ 代表一组控制变量，包括性

别、年龄、婚姻、健康、教育、民族、社会保障、借贷可

得性、创业前年收入、信任、风险偏好、创业扶持优

惠政策等；交互项 ＦＲＩｉ×ＣＨＡｉ 代表“可靠亲友人数×
换过几次工作”，ＦＲＩｉ×ＹＥＡｉ 代表“可靠亲友人数×最
后工作工龄”；βｉ 为各项系数；α０ 为常数项；εｉ 为误

差项。
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２，其中模型一未放入“可

靠亲友人数×换过几次工作”和“可靠亲友人数×最
后工作工龄”两个交互项；模型二放入了这两个交

互项。 由于截面数据较容易产生异方差现象，本文

也对模型进行了 Ｒｏｂｕｓｔ 稳健回归。

表 ２　 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Ｌｏｇｉｔ 回归 Ｒｏｂｕｓｔ 回归 Ｌｏｇｉｔ 回归 Ｒｏｂｕｓｔ 回归

可靠亲友人数 ０．１７７∗∗∗（４．５５） ０．１７７∗∗∗（３．７２） ０．１０２∗∗（２．１８） ０．１０２∗（１．７４）
性别（男＝ １） －０．１６７（－０．５１） －０．１６７（－０．５０） －０．２５１（－０．７５） －０．２５１（－０．７４）

年龄 ０．０４１ ６（０．８８） ０．０４１ ６（０．８６） ０．０３６ ７（０．７５） ０．０３６ ７（０．７５）

婚姻状况（已婚＝ １） －０．５５２（－１．１０） －０．５５２（－１．１２） －０．６６２（－１．２８） －０．６６２（－１．２８）

民族（汉族＝ １） ０．２１５（０．３４） ０．２１５（０．３９） ０．１３０（０．２１） ０．１３０（０．２１）

健康状况 －０．２７０（－１．５６） －０．２７０（－１．５９） －０．２５８（－１．４６） －０．２５８（－１．４９）

受教育年限 ０．１００∗∗（２．１６） ０．１００∗∗（２．２０） ０．１０９∗∗（２．３０） ０．１０９∗∗（２．１８）
年收入（对数） －０．０９３ ８（－０．７４） －０．０９３ ８（－０．７４） －０．１１４（－０．８７） －０．１１４（－０．８８）

社会保障状况 －０．７００∗∗∗（－２．５８） －０．７００∗∗∗（－２．６３） －０．７３７∗∗∗（－２．６６） －０．７３７∗∗∗（－２．７３）
风险偏好 ０．００６ ７７（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７７（０．０４） －０．０２２ ８（－０．１５） －０．０２２ ８（－０．１４）

能否获得贷款 －０．１８６（－０．６７） －０．１８６（－０．７０） －０．１７７（－０．６３） －０．１７７（－０．６５）

创业扶持政策 ０．４３５（１．４３） ０．４３５（１．５０） ０．３３１（１．０５） ０．３３１（１．１０）

社会信任程度 －０．５６９（－１．５８） －０．５６９∗（－１．７２） －０．５０２（－１．３６） －０．５０２（－１．５１）

亲友人数×最后工作工龄 — — ０．０１５ ７∗∗∗（３．５３） ０．０１５ ７∗∗∗（３．２６）
亲友人数×换工作次数 — — －０．００３ ８３∗（－０．４１） －０．００３ ８３∗（－０．４２）

常数 －０．０７５ ９（－０．０４） －０．０７５ ９（－０．０４） ０．４１１（０．２０） ０．４１１（０．２０）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值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７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值 ０．１１３ ５ ０．１１３ ５ ０．１４８ ６ ０．１４８ ６

样本数 ４３３ ４３３ ４３３ ４３３

　 注：∗∗∗表示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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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模型一以及模型二的结果可以看出，“可靠

亲友人数”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选择呈现正向关

系（模型一 Ｌｏｇｉｔ 回归和 Ｒｏｂｕｓｔ 回归系数均为

０ １７７，均在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二 Ｌｏｇｉｔ 回归

和 Ｒｏｂｕｓｔ 回归系数均为 ０．１０２，分别在 ５％和 １０％统

计水平上显著），即拥有社会资本越多、社会网络越

发达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创业的概率越大。 从模

型二可以看出，交互项“亲友人数×最后工作工龄”
系数显著为正（模型二 Ｌｏｇｉｔ 回归和 Ｒｏｂｕｓｔ 回归均

在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系数均为 ０．０１５ ７），交互项

“亲友人数×换过几次工作”系数显著为正（模型二

Ｌｏｇｉｔ 回归和 Ｒｏｂｕｓｔ 回归均在 １０％统计水平上显著，
系数均为 ０．００３ ８３），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最后一份

工作的工龄以及更换工作的次数均对其社会网络

与创业的关系起着正向的调节作用。 因此，假设一

和假设二成立。
需补充说明的是，虽然两个交互项均显著，假

设亦成立，但交互项的显著性水平差异值得注意。
与交互项“亲友人数×最后工作工龄”的系数显著性

（在 １％统计水平上）相比，交互项“亲友人数×换过

几次工作”系数的显著性相对不高（仅在 １０％统计

水平上）。 实际上， 这一结果可以与张玉利等

（２００８）的研究结论相互印证：相较于换工作的次

数，最后工作的工龄对于社会网络与创业两者关系

的调节作用更强。
此外，从表中还可以得到其他一些有价值的结

论，例如：受教育年限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选择

呈现显著正向关系（模型一 Ｌｏｇｉｔ 回归和 Ｒｏｂｕｓｔ 回
归系数均为 ０．１００，模型二 Ｌｏｇｉｔ 回归和 Ｒｏｂｕｓｔ 回归

系数均为 ０． １０９，模型一和模型二的 Ｌｏｇｉｔ 回归和

Ｒｏｂｕｓｔ 回归结果均在 ５％统计水平上显著），创业前

拥有社会保障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创业有负向影

响（模型一 Ｌｏｇｉｔ 回归和 Ｒｏｂｕｓｔ 回归系数均为

－０．７００，模型二 Ｌｏｇｉｔ 回归和 Ｒｏｂｕｓｔ 回归系数均为

－０．７３７，模型一和模型二的 Ｌｏｇｉｔ 回归和 Ｒｏｂｕｓｔ 回
归结果均在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等。 因其并非本

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故不作进一步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模型并不存在因果联立问题，

这是由于“可靠亲友关系”是最具稳定性的关系之

一（戴坚，２００９），可靠亲友的人数一般不会在新生

代农民工创业前后发生改变。 因此，模型避免了可

能存在的因果联立的内生性问题。

五、结论与启示

社会网络能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获得创业初

始阶段所需的信息资源，进而有助于创业行为的产

生；然而，创业机会的发现不仅取决于获取承载创

业机会的信息，还取决于合理解读信息并识别其中

价值。 在已获取到机会信息的条件下，只有当个体

先前经验存量有助于其合理解读信息价值时，才能

真正看到创业机会。
本文利用河南省 ４３３ 份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调查

数据，对社会网络、先前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

三者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
会资本越丰富、社会网络越发达的新生代农民工，
创业的概率越大；新生代农民工最后工作工龄、换
工作次数在其社会网络与创业行为之间起着正向

调节作用。
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创业实践与政策制定具有

一定的启示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而言，应
善于发现并评价创业机会，把握自身社会网络中富

含相关知识与信息的人脉资源，积极与其交流；同
时，要善于总结自身工作经验，积累知识并获取最

新信息，以便较早发现创业机会。 对于政府而言，
欲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环境，相关政策措施不应

仅停留于已有的税收减免、资金支持层面，而应更

重视促进创业信息与知识的交流渠道建设，以使更

多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辨识更具价值

的创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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