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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中部地区河南和湖北两省８县１５４８个样本的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政策制定对返乡
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机理，得出以下结论：（１）绿色创业已经成为返乡农民工重要的生
计方式；（２）从整体来看，政策制定得越全面，返乡农民工进行绿色创业的可能性就会越高；（３）绿
色创业政策制定通过信息匹配、融资渠道质量对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而通过

价值匹配对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具有负向的影响，其中，价值匹配的中间传导作用最大，融资

渠道质量次之，信息匹配最小。政府应结合返乡农民工的需求与特点制定绿色创业政策，创造良好

的绿色创业环境，拓展融资渠道，提高各项服务水平与群众的满意度，以推动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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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后，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包括农
村劳动力在内的大量生产要素向城市流动［１］，

然而在生活成本提高、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层等

因素的影响下，部分农民工进城的意愿下降并

选择返乡［２］，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和城市产业结

构调整的情况下［３］，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失业

而不得不返回家乡。农民工返乡产生了就业等

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此，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

多个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文件，旨在支

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缓解就业压力。如何在创

业过程中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的协调发展，实现农民工的创造价值，推动绿色

创业、实施绿色新政，成为政府探索与解决的一

个主要问题［４］。

为了专门支持返乡农民工进行创业，各级

政府在项目、税收、信贷、培训等方面制定了诸

多政策，这些创业支持政策对返乡农民工的绿

色创业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５－６］。但是，在创

业扶持政策逐步完善、广泛铺开的当下，一些返

乡农民工却反映创业政策存在“听不到、看不

到、感受不到”的问题［７］。现有文献大多将原

因归结为宣传不到位与政策优惠门槛过高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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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造成的“制度悬浮”［８－９］，然而，这解释不了政

策利用效率低的问题。创业的复杂性决定了创

业者具有多元的需求，且不同的创业者之间的

需求存在差异性［９］，不能仅从政策供给或需求

单方面出发，必须考虑到创业政策供给与创业

需求的匹配程度和创业情境［７］。特别是对于迈

过初期进入成长期的创业者来说，随着企业规

模的扩大，其积累的资源日益丰富，一方面其对

政策资源的依赖性降低，另一方面市场的因素

也会使得其企业决策不能盲目跟随政策的变化

而变化［１０］。国外研究也发现，创业政策在促进

企业发展的效力方面取决于企业家环境中普遍

存在的社会规范［１１］。

目前，已有研究虽然在返乡农民工创业方面

积累了不少成果，但在创业政策对绿色创业者个

体行为选择方面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大多

数研究聚焦于一般意义上创业初期对政策需求

的满足，较少识别绿色创业过程中创业者的多元

需求与政策的匹配；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对于创

业政策影响绿色创业者行为选择，大多基于直接

效应分析，缺乏深入的机理分析与检验。鉴于

此，本文拟基于河南、湖北两个省份８县１５４８个
样本的调查数据，对以上问题作出回应。

　　一、创业政策对返乡农民工绿色创

业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

　　创业政策对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存在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种影响。对于直接效

应，由于农民工获取创业资源的能力有限，创业

政策支持成为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获得资源的最

主要途径［５］。而创业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可以

创造更多的绿色创业机会，营造更浓郁的创业

氛围；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绿色创业者的创业风

险和创业成本，从而对绿色创业行为有正向的

促进作用。对于间接效应，我们认为从创业政

策供需匹配程度来看，存在信息匹配、价值匹配

和融资渠道质量三条中间传导机制。

１．创业政策、信息匹配与返乡农民工绿色
创业行为

创业政策制定成功的关键，首先在于政府的

政策工具设计和制度环境能否被返乡农民工所

了解［１２］。对作为创业者的返乡农民工而言，其

对绿色创业政策的了解，以其掌握的绿色创业政

策信息完备程度为基础。当信息不对称问题不

严重时，作为创业者的返乡农民工，会根据其自

身能力、拥有的社会资本对政府的绿色创业政策

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估，如果创业政策是有利

于自己的，那么就有可能会激发其绿色创业意

愿。当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时，作为绿色创业者

的返乡农民工，只了解一部分创业政策甚至完全

不了解，此时，绿色创业者无法对政策作出全面

客观的评估，当其对政策的感知价值错误时可能

会作出一些增加成本的不恰当决策。

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在执行绿色创业政策

时，与返乡创业者之间信息链的断裂是制度执

行的重要障碍因素，特别是在人力、物力、资源

受限的情况下，信息流通不畅导致创业政策资

源匹配性较差［９］。因此，有必要提升返乡农民

工对绿色创业政策的了解程度与认知水平，这

能够帮助其充分获取绿色创业资源，激发其绿

色创业行为［４］。而农民工对绿色创业政策了解

的程度，则以政策制定与实施为必要条件。一

般而言，政策制定得越全面、优惠越多，在宣传

时就越容易抓住潜在绿色创业者的兴趣点，使

其有兴趣去进一步了解政策，由此其对政策的

认知水平也会相应提高。

基于此，我们认为，绿色创业政策对返乡农

民工绿色创业行为的影响可能会通过信息匹配

程度这条中间传导机制来实现。

２．创业政策、价值匹配与返乡农民工绿色
创业行为

从供需匹配的角度来看，仅仅提高绿色创

业政策的优惠力度是不够的，只有真正被返乡

农民工所需要的政策才能为创业者所利用进而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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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７］。因此，绿色创业政策与返乡创业

者需求的匹配程度决定了返乡创业者的行为选

择：当绿色创业政策与返乡创业者的需求匹配

程度较高时，返乡创业者更有可能选择利用优

惠政策；当二者匹配程度较低时，就可能出现了

解政策却不利用政策的现象。

返乡农民工的需求与绿色创业政策匹配程

度高低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返乡农民工对创

业政策的满意度：（１）当返乡农民工对创业政
策的满意度较高时，他能感受到绿色创业政策

的潜在价值，对政策的需求或欲望得到提升，即

便在利用绿色创业政策仍然存在条件不足的情

况下，其也会想方设法去争取获得一些政策的

优惠，从而实现政策与自身需求的匹配均衡［７］。

（２）当返乡创业者对创业政策的满意度较低
时，多数情况下是因为绿色创业政策的潜在价

值较低，即便创业政策在客观上是高价值的，但

由于创业者的认知存在偏差，其对政策的需求

和欲望也会下降，从而不会去利用政策，由此产

生一些听起来、看起来“很美”“很好”的政策却

利用率较低的现象。换句话说，绿色创业政策

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其价值必须匹配返乡创业者

的需求，只有让创业者满意并感知到其潜在价

值，才可能激发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

从返乡农民工对绿色创业政策的满意度来

看，创业政策建构了返乡农民工和地方政府之

间的信任关系。一般而言，政策如果制定得过

宽、过广，虽然一定程度表明优惠较多，但一旦

遇到政策执行效率低下等问题，就会极大地影

响返乡农民工对绿色创业政策的满意度，进而

激起返乡农民工对政府的不信任。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绿色创业政策对

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的影响可能会通过价

值匹配程度这条中间传导机制来实现。

３．创业政策、融资渠道质量与返乡农民工
绿色创业行为

资金问题是影响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特别

是对绿色创业而言，由于回报周期长，初始投资

要求高，在同等条件下要比普通创业承担更高的

风险、耗费更多的资源，因而绿色创业模式对融

资环境和渠道的要求较高。当创业者的融资渠

道质量较好时，意味着他们能够得到更优质的资

金和信贷支持，这会增强其绿色创业的抗风险能

力，最终会强化其绿色创业的意愿和行为［４］。

长期以来，农村地区一直是金融发展的薄

弱地带，融资难、成本高成为影响返乡农民工绿

色创业的主要障碍因素之一［４］。从银行来看，

为了降低风险，一般采用抵押担保的方式来发

放贷款，而农民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正规金融

机构的放贷积极性普遍不高。当从正规金融机

构获取融资的渠道受阻时，返乡创业者可以借

助社会资本等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力量来满足融

资需要。然而，由于绿色创业是一项初期投资

大、近期收益低同时风险又不小的经营活动，这

导致非正规金融机构对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进

行投资的意愿也不高。近年来，为解决返乡农

民工创业遇到的融资难、成本高等问题，各级政

府陆续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如实施小额农贷，

设立返乡农民工创业专项基金，积极推进农村

土地、住房等不动产抵押融资等。这些创业政

策的实施，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返乡农

民工绿色创业融资的渠道，满足了他们的融资

需求；另一方面也缓解了其资金压力，降低了经

营成本。因此，政策制定越全面，越有利于提高

返乡创业者的融资渠道质量。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绿色创业政策对

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的影响可能会通过融

资渠道质量这条中间传导机制来实现。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１．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对河南、湖

北的调查。本次调查采取配额抽样，按照调查

地乡镇和村庄经济发展水平高、中、低的差异，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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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返乡农民工及其绿色创业情况，由县域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推荐选取３～４个典型乡镇，

由每个典型乡镇相关负责部门推荐选取３～６

个行政村社区，每个村社区抽取２０～４５户居

民。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所在村区域

特征、返乡前就业特征、环境保护、绿色创业信

息等。样本分布在８个县６０个村庄（社区），在

对样本进行处理后，本文最终获取的数据有

１５４８个样本。

２．变量选取与说明

（１）因变量。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是

本文的因变量，根据受访者对“您是否正在进

行绿色创业”的回答，将回答“是”的情况赋值

为“１”，将回答“否”的情况赋值为“０”。

（２）核心自变量。政策制定情况是本文的

核心自变量，根据受访者对当地政府是否制定

了绿色创业技能培训、绿色创业信息咨询、绿色

项目支持、设立绿色创业园区、提供绿色创业税

收减免、提供绿色创业用地优惠、绿色创业简化

工商登记手续、对绿色创业提供信贷扶持８个

方面每一项的回答，将回答“是”的情况赋值为

“１”，将回答“否”与“不清楚”的情况合并重新

赋值为“０”，之后把这８项得分进行加总，得出

一个政策制定的总分，分数越高表明当地政府

制定的政策越全面和充分。

（３）中介变量。本文选取信息匹配、价值

匹配与融资渠道质量３个变量作为政策制定情

况的中介变量。其中，在信息匹配方面，以政策

了解程度作为代理变量，根据受访者对“您是

否了解国家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的回

答，将回答“了解一些”“了解很多”的情况合并

并重新赋值为“１”，将回答“很不了解”“不了

解”“一般”的情况合并并重新赋值为“０”。在

价值匹配方面，以政策满意度作为代理变量，根

据受访者对绿色创业政策８个方面满意度每一

项的回答，将回答“很高”“高”的情况合并并重

新赋值为“１”，将回答“一般”“低”“很低”的情

况合并并重新赋值为“０”，然后将８个选项重

新赋值后得分加总，得分越高表明满意度越高。

在融资渠道质量方面，根据受访者对“您的融

资渠道如何”的回答，将回答“较好”“一般”的

情况合并并重新赋值为“１”，将回答“不好”的

情况赋值为“０”。

（４）创业环境变量。选取创业氛围、创业

认知、亲属支持３个变量作为创业环境变量，其

中，在创业氛围方面，根据受访者对“您所在家

乡的绿色创业氛围如何”的回答，将回答“较

好”“很好”的情况合并并重新赋值为“１”，将回

答“一般”“较差”“很差”的情况合并并重新赋

值为“０”。在创业认知方面，根据受访者对“您

是否认为资金条件是影响绿色创业成败的主要

因素”的回答，将回答“是”的情况赋值为“１”，将

回答“否”的情况赋值为“０”。在亲属支持方面，

根据受访者对“您家人对您绿色创业的支持度如

何”的回答，将回答“非常支持”“支持”的情况合

并并重新赋值为“１”，将回答“一般”“不支持”

“非常不支持”的情况合并并重新赋值为“０”。

（５）其他变量。本文选取个体变量、家庭

与村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１）个体变量包括

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状况４个变量，其中，

将男性赋值为“１”，将女性赋值为“０”；将≥３６

岁赋值为“１”，将１６～３６岁赋值为“０”；将“已

婚”赋值为“１”，将“未婚”“离异”“丧偶”合并

并重新赋值为“０”；将高中及以上学历合并并

重新赋值为“１”，将高中以下学历合并并重新

赋值为“０”。（２）家庭与村庄变量包括家庭收

入、干部关系和村庄区位３个变量。其中，将人

均纯收入＞３５００元的赋值为“１”，将人均纯收

入≤３５００元的赋值为“０”；将受访者“家里有亲

戚担任村干部或公务员”的赋值为“１”，反之则

赋值为“０”；将郊区赋值为“１”，将非郊区赋值

为“０”。变量赋值与说明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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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赋值与说明

变量 赋值与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创业行为
进行绿色创业的为“１”；
未进行的为“０”

０．２０ ０．４０

创业政

策状况

对是否制定信贷扶持等

８个政策的得分加总
１．５５ ２．２８

信息匹配
信息匹配高为“１”；
一般、低、很低为“０”

０．５８ ０．４９

价值匹配
对创业培训、创业项目等

８个问题满意度的得分加总
２．９８ ３．３９

融资渠

道质量

融资渠道较好、一般为“１”；
融资渠道不好为“０”

０．０９ ０．２９

性别 男为“１”；女为“０” ０．６５ ０．４８

年龄
≥３６岁为“１”；
１６～３６岁为“０”

０．１３ ０．３４

婚姻
已婚为“１”；未婚、离异、

丧偶为“０”
０．３７ ０．４８

受教育

程度

高中及以上学历为“１”；
高中以下学历为“０”

０．８０ ０．４０

家庭收入
家庭人均纯收入＞３５００元
为“１”；≤３５００元为“０”

０．４２ ０．４９

干部关系
亲戚担任村干部或

公务员为“１”；否为“０”
０．３３ ０．４７

村庄区位 村庄处于城郊为“１”；否为“０” ０．５４ ０．５０

亲属支持
家人支持绿色创业为“１”；

一般、不支持、非常不支持为“０”
０．６３ ０．４８

创业氛围
家乡绿色创业氛围好为“１”；

差为“０”
０．２１ ０．４１

创业认知
资金决定创业成败为“１”；

否为“０”
０．３３ ０．４７

３．模型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

为二分类变量（“１”为正在进行创业，“０”表示

没有创业），采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估计政策制定对返

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的影响，其二元离散选

择模型如下式所示：

Ｐｒ（Ｙｉ＝１Ｘ）＝Ｐｒ（Ｙｉ ＞０Ｘ）＝

Ｐｒ（α＋βＸ＋μ＞０Ｘ）＝Φ（α＋βＸ） ①
其中，Ｙ是不能观测的潜在变量，Ｙ是实际

观测到的因变量，当 Ｙ ＞０时，Ｙ＝１，否则 Ｙ＝

０，α＋βＸ是概率密度函数值，Φ是标准正态累

积分布函数。为了解释的方便，对模型 α＋βＸ

进行了调整，最终获得下式：

Δｐ（Ｙ＝１Ｘ＝ｘ）
Δｘｊ

＝ｇ（^α＋^β×ｘ）×^β ②

　　三、结果与分析

　　１．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影响的描述性

统计分析与结果

政策制定、中介变量与返乡农民工绿色创

业行为的交叉分析结果见表２。由表２可知，

在１５４８个样本中，正在进行绿色创业的有３１１

人，占样本总数的２０．０８％；没有进行绿色创业

的有１２３７人，占样本总数的７９．９２％。数据显

示，进行绿色创业已经成为返乡农民工生计的

重要方式。

进一步地分析发现，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

行为存在群体差异。从政策制定的情况来看，

政策制定全面的地区进行绿色创业的可能性更

高（ｃｈｉ２＝１８．６２，Ｐｒ＝０．００）；从信息匹配情况

来看，信息匹配较好的更可能进行绿色创业

（ｃｈｉ２＝４１．９７，Ｐｒ＝０．００）；从价值匹配来看，价

表２　政策制定、中介变量与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的交叉分析结果

变量
正在进行绿色创业

频次 频率／％
未进行绿色创业

频次 频率／％
合计

频次 频率／％
卡方检验

政策制定全面 １０４ ６．６９ ２１４ １３．８０ ３１８ ２０．４９ ｃｈｉ２＝１８．６２
政策制定不全面 ２０８ １３．３９ １０２４ ６６．１２ １２３１ ７９．５１ Ｐｒ＝０．００
信息匹配好 ２５４ １６．３９ ６４５ ４１．６７ ８９９ ５８．０６ ｃｈｉ２＝４１．９７
信息匹配不好 ５７ ３．６９ ５９２ ３８．２５ ６４９ ４１．９４ Ｐｒ＝０．００
价值匹配高 １９０ １２．３０ ３２４ ２０．９０ ５１４ ３３．２０ ｃｈｉ２＝６５．１６
价值匹配低 １２０ ７．７９ ９１４ ５９．０２ １０３４ ６６．８０ Ｐｒ＝０．００

融资渠道质量好 １３４ ８．６１ ９ ０．５５ １４３ ９．１５ ｃｈｉ２＝２５１．２８
融资渠道质量差 １７８ １１．４８ １２２７ ７９．３７ １４０５ ９０．８５ Ｐｒ＝０．００

合计 ３１１ ２０．０８ １２３７ ７９．９２ １５４８ １０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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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匹配较好的更可能进行绿色创业（ｃｈｉ２＝
６５．１６，Ｐｒ＝０．００）；从融资渠道来看，融资渠道
质量好有利于进行绿色创业（ｃｈｉ２＝２５１．２８，
Ｐｒ＝０．００）。
２．创业政策对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影

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及其解释

（１）政策制定。创业政策对返乡农民工绿
色创业行为影响的Ｐｒｏｂｉｔ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３。
由表３可知，在模型②、模型③和模型④中，在
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政策制定对返乡农

民工绿色创业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并且都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这是因为政策制定得越全面就

越能够形成良好的返乡绿色创业环境，对一些

农民工弱势的绿色创业项目能够给予一定程度

的扶持，从而激发返乡农民工的绿色创业行为。

（２）中介变量。由表３可知，在模型⑤中，
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信息匹配、价值匹

配、融资渠道质量三个中介变量都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从信息匹配来

看，信息匹配越好，返乡农民工对政策的了解程

度越高，越能够认识到现有政策环境给自己绿

色创业行为带来帮扶的覆盖面大小与难度。他

们一旦认识到绿色创业政策得到贯彻与落实的

利好，就会有动机去争取政策的创业资源，从而

激发绿色创业行为。从价值匹配来看，模型④
和模型⑤都对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具有正
向的影响。返乡农民工对绿色创业政策的总

体满意度较高，这表明政府制定的绿色创业优

惠政策在宣传、覆盖面、执行力、资助力度等方

面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效应，有助于返乡农民工

充分获取绿色创业资源，从而激发他们的绿色

创业行为。从融资渠道质量来看，在模型⑤中，
融资渠道质量越好，越有利于激发返乡农民工

绿色创业行为。这是因为创业资金的缺乏，不

仅会降低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的意愿，还会制

约现有创业项目经营内容的转变与经营规模的

扩大。

表３　创业政策对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

行为影响的Ｐｒｏｂｉｔ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① 模型② 模型③ 模型④ 模型⑤

性别
０．１８３ ０．２２３ ０．２５３ ０．２１１ ０．２８１
（０．１２１）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８） （０．１３２） （０．１５４）

年龄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９ ０．１２９ ０．１１１ ０．１８４
（０．１７３）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８） （０．１９６） （０．２３７）

婚姻
０．２５０ ０．３０２ ０．３２０ ０．２５０ ０．２２９
（０．１２５） （０．１３１）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７） （０．１５８）

受教育

程度

０．１４６ ０．１１５ ０．１４６ ０．１２６ ０．０８８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４） （０．１４６） （０．１５３） （０．１７８）

家庭收入
０．２４１ ０．１５８ ０．１５８ ０．１６５ ０．３７１

（０．１１９）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９） （０．１３５） （０．１５１）

干部关系
０．２６０ ０．２５３ ０．２４５ ０．２８７ ０．２９４

（０．１１５） （０．１２１）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９） （０．１４７）

村庄区位
０．１７０ ０．１５７ ０．１８５ ０．２３１ ０．３２１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８） （０．１２４） （０．１４４）

亲属支持
０．６５５ ０．５４２ ０．５０５ ０．５０７

（０．１２９）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９） （０．１６２）

创业氛围
０．７１９ ０．６５３ ０．６３０ ０．７１４

（０．１２９） （０．１３１） （０．１３５） （０．１５５）

创业认知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４ ０．３３２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６） （０．１３０） （０．１４３）

政策制定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１）

信息匹配
０．６０９ ０．５４４ ０．４２１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８） （０．１５５）

价值匹配
０．１２１ ０．１５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融资渠

道质量

２．８４９

（０．３２６）

＿ｃｏｎｓ －１．３４１ －１．６３７ －１．９３１ －２．１３４ －２．７４７

（０．１９５） （０．２１０） （０．２３０） （０．２４８） （０．２６２）
Ｎ １５４８ １５４８ １５４８ １５４８ １５４８
ｃｈｉ２ ４５．３６３ ９４．９２８ １０３．１５４ １３７．１９０ １７４．８０３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７４８ ０．１４３０ ０．１７３８ ０．２３６７ ０．４６３２
　　注：（１）括号里汇报的是稳健性标准误；（２）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创业环境变量。从创业氛围来看，家
乡的绿色创业氛围越好，越容易带动返乡农民

工的绿色创业行为。这是因为绿色创业氛围反

映了某一地区的创业文化，它可以通过报酬激

励和知识积累等方式影响绿色创业意愿［１３］。

例如，当地绿色创业榜样的激励，一方面可以提

升人们绿色创业的信心；另一方面，通过观察和

学习绿色创业成功人士，返乡农民工可以获得

更多的绿色创业知识与技能，进而提高绿色创

业的成功率。从创业认知来看，资金条件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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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的成败。这是因为，

资金条件而不是技术、政策、市场等是返乡农民

工绿色创业的先决条件与内生动力，影响其绿

色创业意愿和行为动机。从亲属支持来看，亲

属的支持力度越大，返乡农民工进行绿色创业

行为的可能性就会越大。这是因为绿色创业是

一个相对艰辛的过程，亲人可以给予返乡农民

工人力、物力、财力和精神上的支持，使得其有

更强的绿色创业动机。

３．创业政策对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影
响的机理分析及其检验

本文将通过验证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揭

示政策制定对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影响的

作用机理。中介效应的分析和检验方法有多

种，根据冯华超等［１４］的研究，建立如下模型：

Ｙ＝ｃ０＋ｃ１Ｑ＋∑ｃ２Ｘτ＋ｅ１ ③

Ｍ ＝α０＋α１Ｑ＋∑α２Ｑ＋ｅ２ ④

Ｙ＝ｄ０＋ｄ１Ｑ＋ｄ２Ｍ＋∑ｄ３Ｘτ＋ｅ３ ⑤

其中，Ｙ为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Ｍ为
中介变量（信息匹配、价值匹配、融资渠道质

量），Ｑ为政策制定变量，Ｘ是控制变量（个体特
征、家庭和村庄特征、创业环境变量）。③ 式表
示政策制定对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影响的

总效应；④式表示政策制定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效应；⑤式为加入中介变量后，政策制定对返
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的影响效应。从系数来

看，ｄ２为中介变量对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
的直接效应，结合④式与⑤式可以得到中介效
应（α１ｄ２），即政策制定对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
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作用。为了更稳健地分析，本

文采用Ｓｏｂｅｌ检验来验证政策制定对返乡农民
工绿色创业行为影响的作用机理。

政策制定影响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的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表４。由表４可知，在控
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政策制定对中介变量

的影响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有统计学的解

释意义。从信息匹配来看，政策制定的得分越

表４　政策制定影响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的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政策制定

对中介变

量的影响

系数

传导机制对

绿色创业行

为的影响

系数
Ｓｏｂｅｌ检验

Ｚ Ｐ

信息匹配
０．０２３

信息匹配
０．０７１ ２．１０１０．０３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４）

价值匹配
－０．１０１

价值匹配
０．０２４ －１．８１００．０７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３）
融资渠

道质量

０．０１６ 融资渠

道质量

０．７１９ ３．２４７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０）

　　注：（１）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２）括号里
汇报的是稳健性标准误；（３）限于篇幅不再汇报变量的结果

高，返乡农民工对政策的了解程度越高，信息匹

配也就会越好。这是因为政策制定得越全面，

覆盖面就越宽广，在宣传的过程中就能够更多

地激发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的兴趣，从而使其

有更高的意愿和动机去了解绿色创业的政策。

由于政策了解程度对绿色创业行为具有正向的

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返乡农民工对政策的了

解程度对其绿色创业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其

中介效应为０．２９８。从价值匹配来看，政策制
定的得分越高，返乡农民工的评价得分反而不

高。这是因为绿色创业政策覆盖面过宽、过广，

一旦政策执行效率低下，就会影响返乡农民工

对绿色创业政策的满意度，激起返乡农民工对

政府的不信任。因此，政策的制定并不是越全

面越好，如何贯彻和落实才是影响政策满意度

的主要因素。由于价值匹配对绿色创业行为具

有正向影响，因此，政策制定通过价值匹配对返

乡农民工的绿色创业行为具有负向的影响，其

中介效应为 －４．９８。从融资渠道质量来看，政
策制定的得分越高，返乡农民工的融资渠道质

量可能会更好。这是因为政策制定越全面，其

宣传动员力度可能会越大，具体的优惠可能越

多，特别是在税费减免和贷款融资上会给予创

业人员越多利好措施，进而改善返乡农民工的

融资渠道质量。由于融资渠道质量对绿色创业

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因此，政策制定通过融资渠

道质量对返乡农民工的绿色创业行为具有正向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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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其中介效应为０．７４１。通过对比三个
中介效应值的大小发现，价值匹配的中间传导

作用最大，融资渠道质量次之，信息匹配最小。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利用河南、湖北两个省份８县１５４８个样本
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政策制定对返乡农民工

绿色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机理，得出以下结论：

（１）进行绿色创业已经成为返乡农民工重要的
生计方式；（２）从整体来看，政策制定得越全
面，返乡农民工进行绿色创业的可能性就会越

大，并且政策制定通过信息匹配、价值匹配、融

资渠道质量三个中间传导机制对返乡农民工进

行绿色创业行为有间接影响；（３）政策制定通
过信息匹配、融资渠道质量对返乡农民工绿色

创业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而通过价值匹配对

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具有负向的影响，其

中信息匹配的中间传导作用最大，融资渠道质

量次之，政策了解程度最小。

基于上述分析，要进一步支持返乡农民工

进行绿色创业：其一，政府应构建宣传平台，创

造有利于返乡农民工进行绿色创业的环境，为

返乡农民工进行绿色创业提供信息获取、咨询、

交流的平台［１５］；其二，各级政府应有针对性地

开展创业培训、技术和信息咨询等服务，有针对

性地发布各种绿色创业项目信息，及时地审核

申请信息并落实优惠政策；其三，应进一步拓展

融资渠道，积极探索有效抵押物的设置，落实绿

色创业担保与贷款政策。

参考文献：

［１］　庄晋财，尹金承，庄子悦．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创
业的演变轨迹及未来展望［Ｊ］．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１９（７）：８３．

［２］　叶敬忠，王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劳动力乡
城流动与农村留守人口［Ｊ］．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１８（７）：１４．

［３］　江立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人口流动与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Ｊ］．社会发展研究，２０１８（２）：２２．
［４］　李贵成．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存在的问题与

对策研究［Ｊ］．中州学刊，２０２０（６）：８８．
［５］　朱红根．政策资源获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

效的影响：基于江西调查数据［Ｊ］．财贸研究，
２０１２（１）：１８．

［６］　戚迪明，刘玉侠．人力资本、政策获取与返乡
农民工创业绩效：基于浙江的调查［Ｊ］．浙江
学刊，２０１８（２）：１６９．

［７］　周翼翔．创业者对创业政策的行为选择机理
研究［Ｊ］．科研管理，２０２０（９）：１４２．

［８］　黄迈，徐雪高，王宏，等．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
业的政策匹配［Ｊ］．改革，２０１６（１０）：７３．

［９］　王彦青．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实践困境及其政
策与理论反思［Ｊ］．云南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０
（４）：８１．

［１０］余菲菲，施晔．互联网创业政策对新创企业融
合互联网的影响［Ｊ］．科学学研究，２０２０（３）：
４７６．

［１１］ＭＥＥＫＷ Ｒ，ＰＡＣＨＥＣＯＤＦ，ＹＯＲＫＪＧ．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ｎｏｒｍｓ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ａｃ
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ｔｒｅｐｒｅ
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ｃｏｎｔｅｘ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Ｖｅｎｔｕ
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５）：４９３．

［１２］夏清华，易朝辉．不确定环境下中国创业支持
政策研究［Ｊ］．中国软科学，２００９（１）：６６．

［１３］吴义刚，荣兆梓．地区创业氛围及其作用机
理：一个族群水平的创业分析架构［Ｊ］．经济
理论与经济管理，２０１１（５）：９８．

［１４］冯华超，钟涨宝．新一轮农地确权促进了农地
转出吗？［Ｊ］．经济评论，２０１９（２）：４８．

［１５］张立新，段慧昱，戚晓妮．创业环境对返乡农
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Ｊ］．农业经济与管理，
２０１９（１）：７２．

［责任编辑：王天笑］

引用格式：冯华超，黄秀芝，郭梦雨，等．
创业政策与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

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基于中部８县
１５４８个样本的调查数据［Ｊ］．郑州轻工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２４（３）：
２７－３４．

·４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