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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返乡女性农民工创业动机与创业规模
李 玫

一、创业者特点

（一）创业规模不大
课题组对民族地区的调查资料显示，民族地区返乡女性农民工创业者年龄

分布主要是在30~40岁，创业时间两年以下者居多，绝大多数创业者已经结婚，文

化程度主要是初中以下，少数民族占74.21%。一般情况下所选择的行业门槛较

低。投资规模3万元以下者较多。
（二）创业动机层次较低
1.创业动机是“生活所迫”的创业者们。超过90%的文化程度是初中以下，半

数以上的人是80后。创业时间2年左右，超过80%的人投资规模3万元以下，体现

出创业就是为了生活，而且创业正在初始阶段的特点。这部分人占总数的

34.74%；

2.创业动机是“致富、有地位”的创业者们。这部分人中70后较多而80后较少，

大多数人是初中文化水平。这部分人较早出门打工，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与经验，

创业已有3—5年，投资规模大多数是在2万—5万元之间，表现出她们在解决了温

饱问题以后有追求较高层次生活需求的趋势。这部分人占了总数的33.68%；

3.创业动机是“自己当老板”的创业者们。这部分人比较追求独立，想自己当

老板，年龄在30岁左右，高中文化水平者最多。创业投资规模半数超过了5万元，

80%的人创业时间在2—5年间。相对雄厚的资金和相对高的文化，提升了她们的

自信。这部分人占了总数的20.53%；

4.创业动机是“证明自己能力”的创业者们。年龄几乎都是80后，超过50%的

人创业时间2年左右，近50%的人投资规模超过5万元。投资10万元的绝大多数集

中在了这一组。多数人具高中文化水平，体现出她们的高素质、强能力的特点。但

这部分人仅占总数的7.89%。

二、创业动机对创业决策的影响

很多人都认为，创业动机与所选择的行业是有关联的。本课题组起初也是这

么认为。为了证实这个问题，我们把被调查者中已经创业的190人，与虽然没有创

业但是有创业意向的85人一共275名农民工女性的创业动机与其所选的行业进

行了相关性的检验，结果相关系数仅为0.39%，证明创业动机与创业选择的行业

没有较明显关系。而通过总体大样本的检验显示，创业动机与创业规模存在着显

著的正相关。即，创业动机的层次越高，则创业规模越大。创业动机与行业仅仅是

间接的关系，而与创业动机有直接关系的，

则是创业的规模。
民族地区女性农民工创业的自有资金

占总投资的比重较高，因此，在不考虑其他

的因素的情况下，自有资金加上创业所需

贷款的额度就是其拟创业的投资规模。调

查得知，绝大多数人的预期投资规模要大

于她们实际投资规模，尤其是投资1万元以

上的人们。只是由于资金所限而达不到自

己所预期的规模。

三、影响创业决策因素分析

（一）资金拥有量
在创业必须拥有的基本条件里，最重

要的是资金。资金是影响创业决策的重要

因素之一。一般情况下，农民工女性创业资

金来源，是自己打工收入的结余或家里的

共有储蓄，或来源于亲朋好友的借贷。
（二）社会关系网络
社会关系网络指获取对创业具有重要

意义的信息和资源以及服务功能的渠道。
农民工女性创业主要是以种、养殖或者是

微型经营体为主，市场中却几乎没有支持

女性创业者发展的服务体系和市场运作体

系。缺乏市场信息，使她们难以做出适时、
合理的经营决策。缺乏技术，经营只能停留

在简单仿制的低级水平。
（三）地方创业氛围
民族地区的创业环境没有形成较好的

氛围，对女性创业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障

碍。首先是认识不足。认为返乡创业对县域

经济发展、财政增收作用不大。很多地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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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返乡创业税费负担仍然较重，没有

享受到应有的优惠政策，客观上压制了

农民工的创业决策。其次制度不优，缺乏

良好的公共管理服务。农民工返乡创业

的行为涉及各地工商、税务、银行、劳动、
农业以及创业项目所属的各职能部门。
而多数返乡创业人员对办证流程知之甚

少。地方相关的职能部门对国家创业等

政策的宣传力度以及对创业的指导、服
务工作不到位，使得农民工女性因为缺

乏市场信息，享受不到相关的扶持政策，

难以做出适时合理的经营决策。其三是

财力有限。对于大多数较贫困的民族地

区相关部门来说，为了不浪费有限的资

源，只能是帮助那些看起来发展较稳定

并对政府有利的项目。而对于刚刚起步

急需支持但是政府看不上眼的微型项目

就不能顾及了。在制定优惠政策的时候，

一些地方政府把改变当地经济不发达的

希望过多寄托在引进外商和大项目上，

门槛设置较高，忽略了返乡农民工的需

求，没有把服务农民工回乡创业视同招

商引资一样重要。更有一些贫困地区舍

小求大，好高骛远，最终创业园或者是开

发区一片荒芜，既浪费了耕地也没有招

到商引进资，同时也没有对小型、微型企

业有所帮助，严重挫伤了农民创业的积

极性。

四、相关对策建议

(一)完善国家、地方创业政策体系
制定具体的创业政策应该考虑以

下三个层面: 首先在个人层次上激发人

们进行创业；其次使创业者获得创业所

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再次为潜在创业者

提供资源和环境支持。在国外创业政策

类型中，专门有“利基”创业政策，是政

府专门针对“弱势群体”或者是特殊创

业人群所采取的促进创业的相应措施，

以帮助妇女、青年、少数民族、失业者、
土著居民等目标群体，克服创业过程中

缺少创业资源与创业机会的障碍。而民

族地区就需要构建适合该地区农民工

女性创业的理论框架，并围绕其目标群

体、创业动机、创业技能以及创业区域

机会等这几个方面来建构。
(二)建立健全地方创业机制
首先，要建立健全各级地方政府的

行政、保障、制约体制。运行行政机制，

以行政的手段调动和管理各部门职能

和岗位责权的积极性，进行科学的部门

和岗位职能配置；运行指导、服务的机

制，针对不同目标群服务对象尤其是女

性农民工群体的特点，出台专门的扶持

政策、培训与指导工作；在体制上设置

监督岗位，制定相应制度，确保各职能

部门的政策到位，并且协调各部门、各
环节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方的利益纷

争。其次，要通过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

的体制和制度的建设, 实现各机制的整

合。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外出劳动力对输

出地和输入地的投资成本与效益进行

比较后的一种理性选择，其最大激励来

源于创业的收益大于打工收益。而地方

政府提供的优惠以及扶持政策要能够

更进一步激发创业者创业的激情。因

此，各职能部门需要建立相应的规章制

度，以保障各项激励、服务、指导等工作

落实到实处。
（三）根据不同层次人力资源建不

同质创业模式
对于因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发

展较慢、城镇化水平偏低而不利于扩大

劳动就业容量的民族地区而言，目前适

合民族地区女性创业的模式是：从创业

主体上分，可以是少部分高层次的女性

及多部分低层次女性创业并存，以鼓励

低层次女性创业为主；从创业动机上分，

可以是少部分机会型创业，多部分生存

型创业并存，以鼓励生存型创业为主。
从创业类型上分，可以是少部分高科

技、高技术含量服务创业，多部分农村

及城市的社区需求服务创业并存，以鼓

励社区需求服务为主。从创业规模上

分，可以是少部分中型企业，多部分小

型甚至微型企业及经营个体创业并存，

以鼓励小型甚至微型企业为主。不同区

域则应因地制宜进行鼓励目标细分。
（四）积极扩展小额信贷资金扶持

模式
小额信贷目前较受创业者们欢迎，

是因为其扶持对象是全社会中相对比

较弱势的群体，是针对其小型创业项目

所提供的短期周转的资金扶持模式。但

目前创业者申请小额贷款需要担保和

抵押，对于一些女性农民工来说，还是

有一定的门槛。而云南省在2009年4月

出台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云南省鼓励创业贷免扶补实施办法

（暂行）的通知》中，首次提出的“贷免扶

补”这种扶持创业的模式，不但继承了

小额信贷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

新。扩展了小额信贷资金扶持模式。该

模式的特点，就是强调为有创业能力的

初次创业者提供无门槛进入，对创业者

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免担保、抵押、利息

的同时，承办单位为创业者在创业期

间，从项目扶持到跟踪服务给予有效的

监督。该模式一经推出，参与者踊跃，当

年就有超过2万人享受此政策，其中农

民工占到53%以上。经过这几年的实践

证明，该模式因为解决了包括资金以及

服务的诸多难题，且提供了有效的保证

和监督，因而受到创业者们的大力追

捧。“贷免扶补”模式发展到现在，就

2011年一年，仅农民工女性就有20681

人通过审核并被推荐创业。
从对民族地区女性农民工的调查

分析得出，除了不多的稍微大一点的实

体企业所需贷款较多以外，大多数女性

初期创业的规模都不大，所需要的贷款

资金并不高，但是进入门槛要很低，这

将有助于她们的创业决策。而云南省的

扶助创业政策“免担保、抵押、利息”的
低门槛，是比较适合她们的，这也是为

什么该省“贷免扶补”模式大受欢迎的

主要原因。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族

地区女性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的
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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