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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禀赋、政策激励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
意愿
———基于中部两省１５４８份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ｗｉｌｌｏｆ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１５４８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ｗｏ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关键词：

创业禀赋；

创业政策；

返乡务工人员；

绿色创业；

创业意愿

宋德涛，郝宏杰，孙广宁
ＳＯＮＧＤｅｔａｏ，ＨＡＯＨｏｎｇｊｉｅ，ＳＵＮＧｕａｎｇｎｉｎｇ

郑州轻工业大学 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要：推动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对带动农民就业、促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

展、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下，创业禀赋、激励政策是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主要内在因素

和外在因素。基于河南、湖北两个省份１５４８份调查数据，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
创业意愿的有序逻辑回归分析表明，年家庭纯收入、前期创业经历和风险偏好

三个一般创业禀赋变量，以及受教育年限、绿色行业从业经历、培训经历和生态

价值观四个特定创业禀赋变量都显著为正；政策激励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财

税扶持等政策效果比较显著，创业培训等政策作用还有待提升；地级市的“溢出

效应”显著高于县城，乡镇的正向作用不明显。应促进县域经济发展、重视创业

禀赋的动态积累，以促进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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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剧了能源

和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

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引起

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思考。绿色创业既可

拉动就业和经济增长，还可节约能源和资源，成

为众多国家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在产业转移和乡村振兴

战略的影响下，近年来我国东南沿海等地出现

了务工人员的返乡潮。返乡务工人员通常具有

一定的资金积累，并掌握了较为先进的技术和

经营理念，在政府政策扶持下，与其他群体相

比，其创业比例相对较高。推动更多返乡务工

人员从事绿色创业，对带动农民就业、促进乡村

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

伴随我国新发展理念的提出，绿色创业逐

步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一方面，绿色创

业是个人或企业基于盈利和环保双重目标进行

绿色产品或服务创新，承担一定程度风险进行新

市场开拓，创业的同时改进、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最终实现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１－２］。

另一方面，绿色创业从本质上有别于传统创业

模式，是传统创业模式的重大变革。再者，绿色

创业的驱动因素包括外部力量（如消费者价值

观、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外部环境等）和内部

力量（如创业者生态观、道德感，绿色技术，创

业管理技能等）等多种因素［３－６］。总体来说，国

内学者关于绿色创业的研究大多是理论和案例

探讨，缺乏数据支撑和实证分析。

目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问题还未受到

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

比较薄弱。理论研究层面，邓俊淼［７］探讨了农

民专业合作社带动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模

式；李贵成［８］分析了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可

能面临的问题，以及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伦

理培育等问题。在实证研究方面，梁志民

等［９－１０］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进行了

调查分析，发现返乡务工人员的绿色创业意愿

相对农村其他群体虽比较强烈，但也面临创业

环境差、政府扶持不到位等诸多障碍，而且这些

实证研究在样本量、调查深度、分析精准度等层

面都有待提升。总之，关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

创业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需要进一步

加强。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返乡务工人员绿色

创业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返乡务工

人员绿色创业的意愿和热情还不够强烈。返乡

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活动受到内部创业禀赋和外

部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要促进返乡务

工人员绿色创业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社会支持

等外部环境的优化，也需要从创业禀赋视角出

发研究如何不断提升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

各项素质和能力。

基于此，本文拟从理论上阐明创业禀赋和

政府激励政策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

的机理，并基于河南、湖北两省１５４８份样本数

据，实证检验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因

素，并识别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地区分层

差异，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作用机理与变量设定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

场和政府合理分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而创

业是市场发展壮大的源泉，这一过程不仅需要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作用，也需

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职能。

一方面，市场主体依托自身资源禀赋，面对技

术、市场等风险做出创业选择；另一方面，政府

实施创业支持政策，从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

降低潜在创业风险，解决创业过程中的市场失

灵问题。绿色创业意愿指潜在创业者从事绿色

创业活动的主观态度，是预测绿色创业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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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德涛，等：创业禀赋、政策激励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基于中部两省１５４８份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最优指标。所以，从廓清绿色创业活动中政府

与市场边界视角看，创业者的创业禀赋和政策

激励应当是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两大

核心因素。

１．创业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

的影响

返乡务工人员自身的禀赋特质是影响其绿

色创业意愿的基础性因素。罗明忠等［１１－１２］关

注到了禀赋因素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实证分析

发现返乡务工人员初始禀赋、务工禀赋积累、家

庭禀赋拓展对务工人员回乡创业的地域选择具

有重要影响。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

的禀赋因素，除资金禀赋、社会禀赋、经验禀赋、

风险认知等与传统创业项目具有共性的禀赋因

素外，还有教育禀赋、技术禀赋、环保意识和行

为等特定禀赋因素。

（１）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一

般禀赋因素

创业离不开资金投入和社会关系网络支

持，也需要创业经验的积累，还需要创业者能够

承受创业失败所带来的风险，所以资金禀赋、社

会禀赋、经验禀赋、风险认知等共性因素对返乡

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影响机理在学术界已形成

较大共识。例如，罗明忠等［１１］的实证分析表明

农民创业者的家庭总收入、个人在银行的贷款

余额等资金禀赋对农民独立创业产生显著正向

影响；罗军等［１３－１４］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社会资

本促进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假说；Ｍ．Ｚ．Ｓｏｌｅｓ

ｖｉｋ［１５］认为有创业家庭背景的学生创业倾向明

显更高；朱红根等［１６］对江西省的实证分析表明

敢于冒险者更具有创业意愿。所以，从理论上

讲，资金禀赋、社会禀赋、经验禀赋越充裕，创业

风险偏好越高的返乡务工人员从事绿色创业的

意愿也越高。故本文选取年家庭纯收入、家族

社会网络、前期创业经历、创业风险偏好为变

量，检验一般禀赋因素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

业意愿的影响。

（２）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特

定禀赋因素

与传统创业项目相比，绿色创业项目所蕴

含的知识、技能、经验、意识和理念等因素更多。

所以，除一般禀赋因素外，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

业意愿还受到一些特定禀赋因素的影响。

首先，大量研究支持教育禀赋对创业意愿

的影响。例如，Ａ．Ｈ．Ｅａｇｌｙ等［１７］认为，那些经

常接触企业教育的经管专业学生比没有接触过

相关课程的理工科学生更有创业动力。受年

龄、性别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返乡务工

人员群体受教育水平通常存在较大的地区和群

体差异，返乡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获取

知识技能的能力越强，同时其对绿色创业环境

和政策的了解也越深入，返乡后从事绿色创业

活动的可能性越大。所以，从理论上讲，返乡务

工人员受教育程度与绿色创业意愿呈正相关

关系。

其次，拥有足够的技术禀赋是创业的前提。

与传统创业项目相比，绿色创业项目的技术门

槛更高，返乡务工人员如果前期具有在相关绿

色行业从业的经历，特别是在绿色行业从业时

间越长、担任职务越高，技能和管理经验的积累

就越多，务工人员返乡后越愿意也越容易从事

绿色创业活动。

再次，选择绿色创业的创业者通常都具有

强烈的环保意识或生态价值观。Ｐ．Ｈｏｎｋａｎｅｎ

等［１８］认为，具有积极生态价值观的个体，总希

望通过创业为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做出贡献。

Ｓ．Ｓｃｈａｌｔｅｇｇｅｒ［１９］认为，个体生态价值观是促使

创业者开展绿色创业活动的拉动因素。王季

等［２０］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导向价值观、

社会责任感与大学生的绿色创业意愿具有显著

正相关性。当前我国农村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

出，不仅清洁水、垃圾处理等设施缺乏，空气污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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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水污染和塑料垃圾等污染问题严重，一些传

统的创业项目如养猪场、化工厂等还进一步加

剧了污染程度。所以，环保意识越强的返乡务

工人员选择创业项目时，越可能选择绿色行业。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选取返乡务工人员受

教育水平、从业经历、技能培训情况、环保意识

和生态价值观５个变量来检验特定禀赋因素对

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２．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

的影响

创业政策与创业活动紧密关联，直接影响

地区范围内创业者的创业意愿、方式和手段。

绿色创业是商业活动和生态保护的结合体，是

兼顾环保和盈利而进行的一次生态革命，需要

同时实现经济效益（与创业对应）、环境效益

（与绿色对应）和社会效益（与社会对应）三重

目标。虽然绿色创业具有环境利好的特点，同

时也具有绿色市场商机，但初创的绿色企业往

往因创新能力不高、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不

强、绿色技术不成熟等原因而面临来自各方面

的挑战与挫折，这时构建成熟的创业政策就显

得格外重要。为扶持返乡务工人员创业，我国

各级政府出台了诸多有关促进返乡务工人员创

业的政策，主要包括工商登记、税务、用地支持、

技术扶持等方面，分别对应创业培训、项目扶

持、创业园区、用地优惠、简化工商登记手续、信

贷扶持、信息咨询、税收减免等。这些激励政策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返乡务工人员的创业意愿，

也对其绿色创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本

文参考孔凡柱等［２１－２２］学者的做法，依据我国中

央及地方政府已经颁布的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

员创业的政策法规，分别选择工商登记、创业项

目、创业园区、创业培训、土地优惠、财税扶持、金

融支持、信息服务８个政策变量，来检验政策激

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数据来源与描述性

统计

　　１．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主要分析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

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而因变量

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和大部分自变量都

属于定类数据，所以本文的实证估计模型选择

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具体模型构建见公式①：

Ｙｔ ＝β０Ｘｉ＋β１Ｋｉ＋β２Ｚｉ＋ε
其中，ｉ代表所调查的样本序号，ε是随机

扰动项，Ｙ表示不能被直接测定，具体运行规

则为：

Ｙ＝

０，若Ｙ≤Ｌ０

１，若Ｌ０＜Ｙ≤Ｌ１

２，若Ｌ１＜Ｙ
{



①

其中，Ｌ０＜Ｌ１，为待估量的参数。

Ｙ是因变量，即返乡务工人员的绿色创业

意愿，是具有有序特征的离散变量，选项“不愿

意”“看看情况再说”“愿意”分别用“０”“１”“２”

表示，反映了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由弱

到强的序次变化。

本文解释变量包括三类：Ｘ是反映返乡务

工人员人口社会学特征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

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３个变量；Ｋ代表创业禀

赋类变量，具体包括年家庭纯收入、家族社会网

络、前期创业经历、创业风险偏好度、受教育程

度、从业经历、技能培训情况、环保意识、生态价

值观９个变量，其中年家庭纯收入、家族社会网

络、前期创业经历、创业风险偏好度用来反映影

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一般创业禀赋

因素，受教育程度、从业经历、技能培训情况、环

保意识、生态价值观５个变量用来衡量特定禀

赋因素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Ｚ表示政策激励类变量，具体包括工商登记、

创业项目、创业园区、创业培训、土地优惠、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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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扶持、金融支持、信息服务８个变量，用来衡

量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

影响。

由于激励政策工具较多，难以直接量化和

加权综合，本文通过满意度测评的方式获取上

述八类创业政策变量的值，满意度测评采用里

克特五级量表形式设计，“１”表示对该项创业

政策扶持力度“不清楚”，“２”表示“不满意”，

“３”表示“基本满意”，“４”表示“满意”，“５”表

示“非常满意”，进行有序逻辑回归分析。量表

自设，在调查前选择河南省郑州市进行了１００

份预调查，回收调查问卷８６份，信效度检验状

况良好。

２．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返乡务工人员群体，调查

对象选取务工人员输出与返乡人口较多的大

省，于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选择河南、湖北两个省份

展开调查，调查对象是返乡务工人员。调查按

照ＰＰＳ抽样分地县、街道／乡镇、村委会、家庭户

四级抽样，调研了８个县２０个乡镇的６０个村

庄。调查共发放问卷 １８００份，获得有效问卷

１５４８份，有效问卷回收率８６％。调查提纲由个

人和家庭基本情况、所在村区域特征、返乡前就

业特征、环境保护意识、绿色创业意愿、绿色创

业政策支持特征、绿色创业社会经济环境特征

七部分组成，题目类型包括意愿量表和多选题。

本文数据来源于此次调查所得的１５４８份有效

问卷。

３．描述性统计

主要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１。

　　三、实证结果分析

　　１．基准估计结果

为了检验公式①是否适合有序逻辑回归模

型，本文对模型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拟合优度检

验即伪Ｒ方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中，容差最

表１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别 变量 变量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控制变量

性别 女性为“０”，男性为“１” ０．６５ ０．４８
年龄 个人年龄（岁） ３８．３０ １０．３０

婚姻状况 未婚为“０”，已婚为“１” ０．７７ ０．４０

一般创业禀赋变量

年家庭纯收入 家庭年纯收入的对数 １０．３０ ０．６１

家族社会网络
直系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在政府或

金融系统工作为“１”，没有为“０”
０．２８ ０．４７

前期创业经历 个人或家庭有过前期创业经历为“１”，没有为“０” ０．２５ ０．４３
风险偏好 保守型为“０”，中间型“１”，冒险型为“２” ０．７８ ０．６４

特定创业禀赋变量

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年限（年） ９．３７ ２．６８
绿色行业从业经历 务工期间绿色行业从业年限（年） ０．８７ １．６６

技能培训 务工期间接受过技能培训为“１”，没有为“０” ０．４６ ０．４９
环保意识 经常关注环保信息为“１”，不关注为“０” ０．４２ ０．４９
生态价值观 生活中环境保护行为：从不为“０”，偶尔为“１”，经常为“２” ０．８２ ０．５４

政策激励变量

工商登记

不了解为“１”，不满意为“２”，基本满意为“３”，
满意为“４”，非常满意为“５”

２．６８ １．８４
创业项目 ２．２２ １．６８
创业园区 １．５６ １．４２
创业培训 ２．９３ １．８８
土地优惠 ２．４４ １．７６
财税扶持 ３．１２ ２．０３
金融支持 １．６８ １．２２
信息服务 １．２２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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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值为１．０５，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１．５６，说

明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太明显，

故不必对变量进行增加调整。在拟合优度检验

结果中，Ｐｅｒｓｏｎ统计量和偏差统计量的ｓｉｇ都大

于０．１，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伪 Ｒ方的

检验值为０．７６５，平行线检验 Ｐ＝０．０８＞０．０５，

自变量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控制变量、共性禀

赋因素、特定禀赋因素、政策激励因素对返乡务

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具有较强解释力。同时，

因为本文因变量（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

愿）设置为“不愿意—一般—愿意”的次序变

化，所以在有效显著性水平下，解释变量的估计

系数为负代表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产

生消极影响，系数为正代表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首先基于１５４８个有效调查样本数据，

运用 Ｓｔａｔａ１８．０对式①进行估计，并采用逐步

添加解释变量的方法来检验解释变量的稳健

性，基准估计结果见表２。

（１）控制变量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

愿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从模型（１）到模型（４）中性别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性别与返乡务工人员

绿色创业意愿没有直接关系。从有关返乡务工

人员创业动机的研究文献来看，性别变量的估

计结果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马芒等［２３－２４］的

调查数据显示男性比女性更愿意也更容易创

业，而胡俊波［２５］的研究结论则显示女性比男性

更愿意创业，这可能与返乡务工人员创业以农

产品深加工、休闲旅游、居民生活服务等为主的

领域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向性有关。

从模型（１）到模型（４）中年龄的估计系数

也不显著，说明年龄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

意愿没有直接关系。既有的返乡务工人员创业

研究均以实证数据验证了青壮年是返乡创业的

主体，因为青壮年文化程度、整体素质、社交能

力、风险承担能力均较高。但绿色创业具有对

表２　创业禀赋、政策激励与返乡务工人员

创业意愿的基准估计结果

类别 变量
模型

（１） （２） （３） （４）

控制

变量

性别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８
年龄 ０．２１５ －０．１１２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２

婚姻状况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一般

创业

禀赋

变量

年家庭纯收入 ０．０５５ ０．５２０ ０．５００

家族社会网络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
前期创业经历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６

风险偏好 ０．３３０ ０．３２０ ０．３００

特定

创业

禀赋

变量

受教育水平 ０．１３６ ０．１２７

绿色行业
从业经历

０．２７６０．２４６

技能培训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４

环保意识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２
生态价值观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１

政策

激励

变量

工商登记 ０．１１８

创业项目 ０．０５７

创业园区 ０．１０２

创业培训 ０．０６１
土地优惠 ０．０８７

财税扶持 ０．３４７

金融支持 ０．０２２
信息服务 ０．０３７

　　注：、、分别表示估计系数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
５％和 １％的统计水平检验，下同

环境友好的内在生态属性要求，提高了其对创

业者机会识别、知识技能、人际关系、社会资本

等各方面的要求，同时因为绿色创业周期较长，

这对具有养家糊口压力的青壮年来说可能并不

是最优选择，因此年龄无法成为绿色创业意愿

的影响因素。

从模型（１）到模型（４）中婚姻状况的估计

系数也不显著，说明婚姻状况与返乡务工人员

绿色创业意愿没有直接关系。关于婚姻状况与

创业意愿的研究成果较少，朱红根等［１６］的研究

认为已婚务工人员由于对家庭的牵挂，返乡意

愿高于未婚者。但已婚家庭往往承受更高的赡

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的经济与时间成本，多种因

素作用下，婚姻状况并不一定对返乡务工人员

绿色创业意愿产生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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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三个控制变量

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这些人口社会学基本变

量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没有直接关

系，也说明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

创业禀赋变量不包括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符

合本文的理论判断。

（２）一般创业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

业意愿的影响

从模型（２）到模型（４）的估计结果来看，影

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一般创业禀赋

变量总体上比较显著且为正，说明绿色创业作

为创业方式的一种选择，遵循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创业活动规律。

年家庭纯收入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年收入越高的家庭从事

绿色创业的意愿越强烈。从根本上讲，绿色创

业是一种市场化经营行为，需要创始人把绿色

经营理念和技术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

务，这一周期通常比传统创业项目要长，需要大

量设备、人力和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在农村投融

资市场发展薄弱的背景下，许多投资者的资本

金都来源于多年家庭财富的积累，返乡务工人

员在外务工期间通常会把大部分务工收入储蓄

下来，所以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的比例一般高于

留守农民。而要鼓励更多农民从事绿色创业，

就需要进一步提高务工人员收入或者通过县域

经济的发展为本地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积

累农民绿色创业的原始资本。

家族社会网络的估计系数虽然不太显著，

但估值为正，说明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支

持了返乡务工人员从事绿色创业。返乡务工人

员的社交渠道比较单一，其社交网络主要是依

赖家族关系向外延伸，如果直系或旁系近亲中

有人在政府机关或金融领域工作，就可能近距

离为返乡务工人员解读政府创业扶持政策、为

其创业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甚至为其创业活动

提供市场开拓等便利。在加快绿色经济发展和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背景下，有关绿色创业的政

策导向首先会由上级部门传递给政府机关和金

融部门，所以家族社会关系网络支持务工人员

绿色创业的作用会更加明显。

前期创业经历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通过

５％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具有前期创业经历的家

庭，绿色创业的积极性更高。这一点比较容易

理解，本人或家庭成员的创业经历会形成创业

经验和人脉关系，有利于创业项目选择、项目管

理运营和市场开拓。尤其是在传统创业项目领

域有过失败经历的创业者，会对“环境友好、前

景广阔、附加值高、持续性强”的绿色创业项目

更加青睐。

风险偏好的估计系数在模型（２）（３）（４）中

都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正，

这说明冒险型返乡务工人员更愿意进行绿色创

业，这也符合创业行为的基本理论逻辑。在对

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研究中，冒险精神被视为务

工人员创业的基本素质［１６］；风险倾向也被验证

为大学生绿色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因素［２０］，此

处进一步验证了偏好冒险的返乡务工人员更愿

意进行绿色创业。同时该结果也说明大部分返

乡务工人员的“低风险型”偏好阻碍着其创业

积极性，目前还需要建立系统性创业风险的防

范体系。

（３）特定创业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

业意愿的影响

模型（３）和模型（４）中有关影响返乡务工

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特定创业禀赋变量系数值

均为正，且显著程度相比一般创业禀赋因素明

显增强，说明绿色创业项目蕴含了大量的知识、

技能、环保等因素，这对返乡务工人员的教育禀

赋、技能禀赋、环保意识和行动提出了更高

要求。

受教育水平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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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这说明受教育年限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

业意愿正相关，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返乡务

工人员绿色创业的概率就可能增长１３％左右。

与传统农村创业项目呈现土地、劳动力等资源

密集型特征相比，绿色创业是典型的知识技能

密集型项目，其既要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和

管理经验，还需要充分利用本地特色的自然条

件和历史文化资源，融合成有核心竞争力的经

营模式和完善的企划方案，受教育水平偏低的

返乡务工人员群体很难适应这一要求。就调查

样本来看，返乡务工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

足１０年，这将是未来农村绿色产业发展的重要

制约因素。

技术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

影响主要通过绿色行业从业经历和技能培训两

个变量来考察，模型（３）和（４）中这两个变量的

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尤其是绿色行业从业经

历的系数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务工

人员返乡前的工作经历与绿色创业的行业越密

切，接受的技能培训越多，技术禀赋越得到不断

积累，越了解绿色技术信息，越具备运用绿色技

术的能力，其从事绿色创业的意愿也越高。

环保意识和生态价值观两个变量主要考察

环保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

响，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虽均为正，但环保意识

变量即环保信息的关注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生态价值观变量即环境保护的行为通过５％的

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是否关心环保并不直接影

响返乡务工人员的绿色创业意愿，只有把环保

理念转化为日常行动，上升为每位居民的社会

责任，才能从根本上激发人们投身于绿色创业

的欲望。

（４）创业政策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

愿的影响

模型（４）从８项创业激励政策对返乡务工

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进行了估计，８个变

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除创业培训、金融支持、

信息服务三个变量外，其他变量都通过显著性

检验，这表明在返乡务工人员自身创业禀赋因

素受限的情况下，来自外部的政府政策的激励

对提升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具有重要作

用，但不同的激励政策由于政策力度、实施方式

以及与返乡务工人员需求的匹配性等方面的差

异，其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激励作

用也存在较大差异。

工商登记、创业项目、创业园区、土地优惠、

财税扶持５个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

５类政策对弥补返乡务工人员内在创业禀赋的

不足具有重要作用，政策满意度越高，返乡务工

人员绿色创业意愿也越强烈。其中，财税扶持

政策的系数值和显著性均最高，这说明我国近

年来实施的“减税降费”改革政策力度大、执行

得力，大幅度降低了绿色创业的初始投入成本、

中间成本和最终所得税，对绿色创业意愿具有

重要激励作用。土地优惠和创业园区政策对绿

色创业意愿的激励作用也比较明显，其可以为

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提供土地等方面的空间

环境和共同条件，有利于创业企业集聚发展，具

有空间溢出、规模经济等效应。工商登记和创

业项目两类政策主要针对具体的创业项目，一

方面降低企业登记注册门槛，提高行政审批效

率；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每一个创业项目

的具体困难，对提高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

愿具有积极作用。

创业培训、金融支持、信息服务３个变量不

显著，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激励作用不

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受长期以来二元

化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影响，面向返乡务工人员

绿色创业的创业培训、融资支持和信息服务总

量不足；二是由于返乡务工人员内部群体间的

差异性，政府提供的相关服务与不同群体的需

求不够匹配；三是政策执行效率不高，中央和上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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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针对绿色创业做足了顶层设计，但地方

政府出于政绩需要把优势资源向传统制造业等

领域倾斜，不利于绿色行业领域的创业。

２．地区分层估计结果

表２的基准分析局限于从单个返乡务工人

员的视角考虑务工人员个人、家庭与当地政策

环境的影响，事实上人口、要素、产业和经济活

动在城乡之间频繁流动的现代社会，许多空间

因素也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产生着重

要影响，其中具有“中心地”功能的城市对周边

农村地区的创业行为可能产生“溢出效应”，也

可能产生“虹吸效应”。为了识别这一影响，本

文对上述１５４８个调查样本按创业意愿所在区

域进行分类，第一类是地级市及其郊区，第二类

是县城（包括县级市）及其郊区，第三类是乡镇

地区，然后根据式①，分别对这三类样本进行

了估计，估计结果见表３，由于篇幅原因，本文

只分析核心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３中，模型（１）是对地级市及其郊区样

本的估计结果，模型（２）是对县城及其郊区样

本的估计结果，模型（３）是对其他乡镇地区样

本的估计结果。由估计结果一方面可以看出，

模型（１）和模型（２）的估计结果与表３基本吻

合，这进一步验证了表３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另

一方面，模型（３）的估计结果大部分变得不显

著，一些变量的估计结果甚至为负，同时模型

（１）相对于模型（２）的估计结果更加显著，系数

值也更大，这表明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返乡务

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地区分

层差异。由于我国中部地区地级市、县城和乡

镇经济在发展水平和城市功能等方面存在较大

差异，相比县城和乡镇，地级市城市化水平高、

经济规模较大，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由过去的

“虹吸效应”向“溢出效应”转变，所以该地区及

表３　创业禀赋、政策激励与返乡务工人员

创业意愿的地区分层估计结果

类别 变量
模型

（１） （２） （３）

一般

创业

禀赋

变量

年家庭纯收入 ０．５８ ０．５２ ０．４２

家族社会网络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３

前期创业经历 ０．１１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７

风险偏好 ０．５３ ０．３４ ０．１２

特定

创业

禀赋

变量

受教育水平 ０．２２７ ０．１０２ －０．０３３

绿色行业从业经历 ０．２９３ ０．２０２ －０．００５

技能培训 ０．１６６ ０．０９４ －０．０３２

环保意识 ０．１１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０１

生态价值观 ０．２８２ ０．１２３ ０．０１２

政策

激励

变量

工商登记 ０．１５２ ０．１２８ －０．０１８

创业项目 ０．０９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２

创业园区 ０．２４６ ０．１２２ ０．０４２

创业培训 ０．１１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２

土地优惠 ０．２７８ ０．１６６ ０．１１２

财税扶持 ０．４３３ ０．３９１ ０．１１２

金融支持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１

信息服务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其郊区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显

著为正。近年来，我国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

比较缓慢，县城经济规模还比较小，城市化水平

不高，该地区及其郊区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

业意愿的正向作用小于地级市及其郊区；中部

地区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有限，偏远乡镇的经

济发展普遍落后，非农产业发展落后，缺乏就业

创业的良好环境，导致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返

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明显。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阐明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返乡务

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

河南、湖北两个省份１５４８个返乡务工人员调查

数据，运用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实证估计了影响

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因素，主要得到

·１５·

 由于一些县城与地级市距离非常近，所以一些调查样本可能同时位于县城郊区和地级市郊区，对于该类样本统一划分

到第一类。由于现阶段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地域还是以城市和县城为主，所以在样本抽样中适当偏向于这两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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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结论：其一，在一般创业禀赋变量中，年家

庭纯收入、家族社会网络、前期创业经历和风险

偏好均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具有正向

影响，而目前我国农民收入偏低、农村社会关系

网络单一、创业经验交流平台缺乏、创业风险防

范体系不健全等因素是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

的基本障碍；其二，绿色创业项目蕴含了大量的

知识、技能、环保等因素，教育禀赋、技能禀赋、

环保意识和行动等特定创业禀赋变量对返乡务

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受教

育年限、绿色行业从业经历、培训经历和生态价

值观４个变量的显著性更高；其三，政策激励变

量总体上均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有正

向促进作用，其中工商登记、创业项目、创业园

区、土地优惠、财税扶持５类政策的影响比较显

著，创业培训、金融支持、信息服务３类政策的

激励作用还有待提升；其四，对样本进行地区分

层的估计结果表明，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返乡

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地区

分层差异，地级市及其郊区实现了从“虹吸效

应”向“溢出效应”的转变，对返乡务工人员绿

色创业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县城及其郊区的正

向作用小于地级市及其郊区，乡镇的正向作用

不明显。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的研究有四点政

策启示：一是以城市群建设、乡村振兴等发展战

略为契机，统筹城乡发展，依据比较优势形成城

乡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在强化中心城市辐射

带动作用的同时，大力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以产业升级和就近就业带动返乡务工人员

绿色创业；二是注重返乡务工人员教育、技能、

创业经验和社会关系等创业禀赋的动态积累，

大力推进城市务工人员、返乡务工人员职业教

育和技能培训工作，搭建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

业经验交流和服务平台，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

专业化指导作用，增加农村地区博览会、交易

会、直播带货等线上线下活动，拓展返乡务工人

员社交网络，延伸创业项目的市场空间；三是加

大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度，用图文并

茂等形式普及相关科学知识，增强农村居民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使其树立牢固的生态价值观，

尤其是应以生活垃圾分类等日常环境保护工作

为抓手，建立激励和惩罚措施，形成全员参与生

态环境保护行动的长效机制，释放绿色创业项

目的有效需求；四是建立返乡务工人员诉求反

馈机制，及时了解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面临

的难题，并基于“整体性绩效评估”理念，定期

评估政府扶持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相关政策

的实施效果，适时调整政策工具和内容，形成支

持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政策合力，同时加

大农村地区“放管服”改革力度，为返乡务工人

员绿色创业提供高效和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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