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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实证研究

庄晋财1，孙华平2
(1．江苏大学管理学院，江苏镇江212013；2．江苏大学财经学院，江苏镇江212013)

[摘要]经过创业资源和能力的累积，我国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逐步具备了创业条件，

并率先实现自主创业，成为缓解农民工就业难题的重要力量。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就业分层

特征．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但实证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创业

参与度和成功率还较低，且多集中于传统服务业，属“难民型创业”，就业创造效应低。因此，政

府推行“转移安置”与“鼓励创业”相结合的农民工就业政策，改善创业环境，提高创业能力，加

强行业引导．鼓励农民工在制造业领域的创业活动，对促进农民工的“企业家型创业”，提高就

业创造效应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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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转型时期衍生

出来的一个“身份是农民，职业是工人，户籍在农

村．就业在城市”的特殊群体。与城市居民就业比

较，农民工更倾向于流向非正式就业⋯。并呈现出

非稳定性特征，一旦受到经济环境波动的冲击，

就容易被迫重新回到农村，处于隐性失业状态。

农民工就业难问题成为政府就业安置政策关注

的重点。在我国城市和农村失业规模同时扩张的

双重压力下．“以创业带动就业”开辟了农民工就

业转移的一条内生道路[2]。根据有关测算。一个农

民工创业成功．将有效解决5至6位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就业问题[引。就业乘数效应明显。

就业乘数原理是英国经济学家卡恩在1931

年发表的论文《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中提出

的，揭示的是由增加投资直接、间接引起的总就

业增量与该项投资直接引起的就业增量之间的

比例关系。投资对就业增加具有乘数效应，即就

业创造效应。“就业创造”与一般的“就业人数”是

两个不同概念，就业人数仅仅表达经济社会(或

者企业)某一时点从业人员数量，这是一个静态

的存量概念，不能反映就业岗位的变化[4]。基于

此，从投资视角考察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

表现在：一方面。农民工创业投资宏观上促进了

消费基金向生产基金转化。在通常的“打工经济”

中，农民工赚取的收入多用于日常消费和改善生

活条件等消费性支出。这不仅不能增加就业机

会。反而会因为消费支出形成的压力强化打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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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增加就业需求。如果将打工收入用于创业。就

会使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基金，增加投资．

形成就业创造。另一方面，农民工创业对缓解其

就业压力具有双重促进作用。在“打工经济”中．

农民工是就业安置的对象，需要社会为之提供就

业机会。如果部分农民工从打工队伍中撤出转向

创业，就会在减少就业岗位需求的同时。为需要

转移就业的农民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正如蔡畴

所说，创业作为一种促进就业的手段。不仅产生

一对一的就业效果，而且以一定的乘数创造大于

一的就业机会[引。我们把农民工创业导致对就业

岗位需求减少和就业岗位供给增加．称为农民工

创业的就业创造，就业创造能力的大小，称为就

业创造效应。

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外出务工

农民带技术、带资金回乡创业”的政策主张．随后

对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地的创业活动也给予了肯

定和支持。据统计，2009年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

人数已达115万人，创办企业数达15万个，在

1．45亿外出农民工当中，选择自主创业的占

6．4％，约为930万人，也就是说，2009年度农民工

创业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人。曝管这个数字在
当年的2．3亿农民工总量中所占比例还不算高，

但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创业大军中的一支重要

队伍．是缓解农民工就业难题中一股可以期待的

力量。那么，农民工自主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受

哪些因素影响?如何提高农民工自主创业的就业

创造效应?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提高农村富余劳动

力转移就业的有效性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所指的“农民工创业”是指农民工非受

雇就业而是自主营业的行为。这个概念含义来自

于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

告》，在这个系列报告中，将外出农民工分为“自

营人员”和“受雇人员”两类，受雇人员就是通常

说的“打工人员”，“自营人员”就是通过创业解决

自身就业，甚至创造就业岗位的人员。本文试图

揭示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工自主创业的就业创造

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

部分对我国农民工劳动市场进行现实的考察；第

三部分对创业与就业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简要

回顾．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农民工实际情况建立数

理分析模型和进行变量选取；第四部分介绍模型

的实证检验过程；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的描述与

解释；第六部分是本文的主要结论及相关政策建

议。

二、中国农民工劳动市场的现实考察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三个明

显的趋势：一是劳动就业选择的市场化：二是劳

动就业转移的工业化与城镇化；三是劳动就业管

理的社会化[6]。但是，城乡劳动市场的区隔并未完

全消除，在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的过程

中，农民工市场并未真正与城市劳动市场实现融

合，因此出现城市劳动市场的“二元就业”特征，

即城市居民劳动市场和农民工劳动市场的分层

结构["。由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弱质性。在对农

民工的雇佣中，雇主对于农民工工资具有定价权[3]。

城市的农民工劳动市场具有典型的“买方垄断”

特征：一是农民工为低端劳动力。属于城市次要

劳动力市场；二是农民工钟摆式迁移，具有强烈

的“候鸟”性质，难以在城市扎根；三是劳动供给

量大，工资水平低，相互替代性强；四是主要进入

制造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和私营、个体、

“三资”和乡镇企业等部门，非正式就业趋向明显。

总之，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是工资低廉、劳动时

间长、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的职业[9]。与城市

原来的工人(通常称为“职工”)从事的“白领”工作

迥然不同，农民工从事的是“蓝领”工作【lo]。众多

的研究显示了中国目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城市

职工与农民工分层结构的存在性⋯。121。

从理论上说，城市劳动市场的分层结构，能

够提高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使农民工创

业带来的就业机会惠及更多的农民工群体成员。

这是因为。很少有从事“白领”工作的城市职工愿

意到农民工劳动市场将自己的工作转换成“蓝

领”．相反，从事“蓝领”工作的农民工只要条件允

许．则会极力将自己的工作转换成“白领”。所以，

不论是农民工自主创业后腾出来的就业岗位，还

是由于自主创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由于其天然

具有的“蓝领”性质，均会由农民工群体内成员来

加以填补。这一现象可以从农民工“乡村一城市”

迁徙与城市就业岗位变化的关系中得到经验证

实。中国农民工由于特殊的“农村人”身份，每逢

佳节回乡探亲就会形成庞大的农民工返乡人流

高峰，尤以中国春节为最，“春运”就是这个背景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的《2010中

国乡镇企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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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产物。每逢春节，中国政府将确保农民工安

全返乡的“春运”工作。当成一项重中之重的政治

任务来对待。“春运”期间形成城市大量就业岗位

空缺，成为城市就业市场的一大奇观。更为有趣

的是，这种情形与城市存在大量失业并存发生。

据2012年春节期间武汉市对全市100户企业的

调查显示，春节前后企业缺工现象成为常态，从

缺工企业的行业特征看．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

制造业、服务业；从企业性质看，主要是民营企

业；从缺工岗位看，主要是技能要求较低的普工，

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技工①，这与农民工城市就业

特征相吻合。由此证明中国城市劳动市场分层结

构客观上可能使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更

为显著。

三、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理论、变量

与模型

(一)创业与就业关系的理论回顾

近20年来。西方学者从创业与就业的动态

关系视角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问题涉及创业

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特性、创业能否带动就业、创

业的就业创造效应受哪些因素影响等。最早论及

创业与就业关系的是法国经济学家Gibmt。他认

为，个人创业不会影响就业水平，原因在于个人

创业仅仅导致劳动力从大企业转移到小企业，而

企业增长独立于企业规模，大企业的就业增长率

与小企业的就业增长率在统计平均意义上是相

同的，因此不会因为个人创业导致的小企业增长

对社会总就业产生影响，这就是吉布赖特法则

(Gibrat’s Law)。但是最近20年来，一些学者的实

证研究显示，至少在小的新创制造企业中，Gibrat’s

法则是失效的[n]。自主创业可能会对总体就业数

有重大的正面影响[川．创业与就业无关论逐渐被

理论界否定。

那么，创业对就业究竟有何影响?学者们研

究发现，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创业活动有着不

同的动机和特征。从而对就业的影响也不相同。

国外学者将创业活动分为两种类型：即“难民型

创业”和“企业家型创业”。这是两种对应不同经

济周期(萧条和繁荣)的创业类型。前者是失业者

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进行的自雇型创业：后者是

因经济活力提升投资者信心而进行的主动性创

业。这与全球创业观察(GME)划分的“生存型创

业”和“机会型创业”如出一辙。按照GME的定

义，“生存型创业”是指为了谋生糊口而进行的创

业：“机会型创业”则是为了开发被发现的市场机

会或者创造新的市场机会而进行的创业。研究认

为，一方面，高失业率可能会导致不受雇于他人

的个体创业活动，即“难民”效应(ne“refugee”

e虢ct)；另一方面，较高的自主创业率可能表明在
随后的阶段中减少失业的创业活动会增加．即

“企业家效应”(，I'}le“en讹preneurial”e胜ct)。实证

分析的结果表明。“难民型创业”(生存型创业)对

就业带动不显著，而“企业家型创业”(机会型创

业)则具有显著的就业带动效应[15]。但是，在自主

创业和失业率之间的动态关系上，“企业家效应”

要比“难民效应”强得多[16]。

至于影响创业就业创造效应的因素。学者们

主要关注了创业成本(新企业创建成本)。R．

Fonseca用一个包括管理者、员工及其匹配的模型

研究了创业成本对就业的影响，分析表明，企业

创建成本越高，越阻碍企业家创业，从而增加成

为雇员的人口比例[171。按照通常的理解。创业的

就业创造效应与新创企业规模及企业成长性有

关。学者们就影响创业规模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表明，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在解释公司创建规模时

有显著作用[18]。

综合上述，学者们认为。创业与就业有着极

其密切的关系，但创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缓解就

业问题，从宏观上看，与经济发展所处周期相关，

或者说，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从微观上看，既与

创业者的生活条件有关。也与企业创建成本及企

业家的人力资本相关。因为生活条件决定创业的

动机与创业方式。创业成本与创业者人力资本则

决定创业规模与创业成长，而创业成本高低是由

创业环境决定的。

(二)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根据上述理论研究。创业环境和创业者能力

是考察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的两个维度。

从创业环境来看，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首

先依赖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征．经济增长状况

是影响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的首要因素：

其次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

施也会影响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这是因

为：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

①鄂久叶．关于湖北省企业用工情况的调查分析与对策建议，hnp：／／，www．clssn．con以tITd／Home／repon／52146—1．htIn，2012一
03．ol，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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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农民工能够嵌入发达地区的产业网络。降低

创业成本，增加创业和就业机会；对外开放则使

国内产品尤其是与农民工高度相关的轻工业部

门的产品销往全球成为可能，形成农民工创业企

业产品的主要需求拉力。从而间接影响到其创业

的就业创造效应。因此，本文的模型中，选取经济

增长水平、市场化程度、国际贸易量为影响农民

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的主要宏观控制变量。

从创业者能力来看．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和创

业成功率，高度依赖于其自身的能力水平，其创

业的就业创造效应同样受到创业者能力水平的

重要影响。体现农民工创业者能力水平的指标主

要包括：一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人力资本积

累越多越有利于识别创业机会并获得创业成功：

二是农民人均纯收人水平，如果农民收入很高，

则很可能选择做一个职业农民。从而降低生存型

创业的可能性。因此，本文的模型中，选取农民人

力资本、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影响农民工创业的就

业创造效应的主要微观控制变量。

农民工创业对就业的影响存在如下的逻辑

关系：一是从投资的视角看。农民工创业会带动

总需求扩张。从而增加相关产业的就业；二是从

生产的视角看，农民工创业能增加生产能力、提

高产出水平，从而增加就业需求；三是从就业供

求关系看，农民工创业的“网络亲同性”特征，可

以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内化农民工创业的就业

供求。总之，宏观上的创业环境和微观上的创业

者能力两个层面的合力，进一步影响总体就业的

均衡水平。本研究参照Jiwattanakulpaisam的研究

思路，在就业均衡方程中引入农民工创业变量，

考察其对就业均衡的影响[19]，即：

E=f[矾Q] (1)

其中．EⅣ代表农民工创业变量，Q则代表一

组影响就业均衡的控制变量组合。在此基础上结

合中国农民工劳动市场的实际情况和上述分析，

建立包含以下变量的数理分析模型：

E=f[GDP，脚，删，P，，日C，EⅣ] (2)

其中．GDP变量是对经济增长水平的测度指

标．M变量为对市场化程度的测度指标，删变
量是对外开放中外部需求即国际贸易的测度指

标．P，变量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测度指标，日C

变量是对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的测度指标。

为消除或减低数据及计量方程的异方差对

估计结果的影响，对上述(2)采用常用的对数化

计量方程形式，其中B是代表误差项，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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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E。=a+卢ll删+黝以+脚nHG+脚栅+
届5lnGD只+届6lnEX。+占。 (3)

式(3)表明农民工创业变量对就业具有当期

影响，也就是说，在一年内就业可以调整到均衡

水平。然而，事实上就业调整存在诸多的影响因

素，例如：就业的调整往往不是一个单位年度内

完成，如结构性、摩擦性和周期性失业等；农民工

创业存在着从企业新建到开始招工的时滞；宏观

上各种资源和要素的流动也可能存在各种阻力。

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等等，造成企业调整就

业具有一定的交易成本，形成调整的时滞。因此，

就业不会实现即期均衡，需要对农民工创业及其

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的滞后性进行更加合理的

设定。考虑到以上诸因素，引进滞后项得到下式：

lnE。=a+Dln巨一1+JBlnE^l+研rlEM—I+研nQ。+

ylnrkl+B (4)

其中，E代表当期的均衡就业变量；矾表示
当期的农民工创业变量；岛表示当期的相关控制

变量的组合；E一，表示滞后一期的均衡就业变量；

EⅣH代表滞后一期的农民工创业变量；@表示当

期的相关控制变量的组合，Q一。表示滞后一期的

相关控制变量的组合。当然，事实上的动态效应

可能并不一定是滞后一期．可能是更多期的调整

时滞，那么计量模型的设定可以此类推。

四、数据来源与检验过程

(一)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时期，

一般而言，非农产业效率高于第一产业，因而随

着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农村劳动力

会进一步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从理论上

说，农民工创业有助于促进这一转移进程。由于

现有统计数据中没有关于农民工创业的时序数

据．加上城镇登记失业率等指标也不是测度失业

率和就业水平的良好指标，因此研究农民工创业

的就业创造效应要选取其他就业指标。考虑到相

关数据的可得性与可信度等问题，本文选取我国

非农产业就业量之和∽厶)、第二产业就业量

(乩。)及第三产业就业量(儿。)作为被解释变量，分
别考察农民工创业对总体非农产业就业、第二产

业就业以及第三产业就业的创造和带动效应。三

次产业的就业数据通过《中国统计年鉴》获得，序

列从1991—2010年。

2．核心解释变量

由于一直以来缺少关于农民工创业的长时

万方数据



序数据，为全面、及时、准确地反映农民工数量、

流向及就业、结构和社会保障等情况，国家统计

局于2008年底建立了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制度。

因此本文关于农民工创业的相关时序数据就来

自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009和2011年)。另外1991年的数据及2000

年以前的农民工创业数据参考了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课题组2007年的百县调查，并采用平均

插值法进行了补充，1991年到2010年间其余的

缺失数据采取了趋势外推法和插值法获得

3．控制变量

诸多因素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影响就业均

衡。控制变量组合Q，包含如下变量：

(1)人力资本(日G)。现代经济增长是以人力

资本的高投入为基础的，因而，从理论上讲，人力

资本积累有效地增加了农民工创业的就业供给，

提高农村劳动力与新创企业的匹配程度。但由于

健康和卫生数据较难以获得，从而以农村人口平

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存量。按照学者们

常用的加权方法计算，得到平均受教育年限，序

列长度从1991—2010年。

(2)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咒)。我国属于典型
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转型升级的历程远未完

成，因此，农村劳动力就像一个“蓄水库”。人均收

入的提高会影响农村劳动力增加劳动供给与否

的决策。因此，选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

为控制变量．并运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

数进行平减，得到以1978年为基期的可比数据。

(3)市场化程度(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
市场化进程一直在持续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

程度，可以直接影响到就业的需求与供给。本文以

樊纲等学者计算的市场化指数作为控制变量㈣。

其指数的序列长度从1997—2007年，仍按照平均

插值法和趋势外推法补充了其他年份的数据。

(4)经济增长水平(G必)。前已述及，农民工
创业及其就业创造效应与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周

期特征密切相关。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G肥)来衡量经济增长水平。1991到2010年的
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GDP增长率修

正数据公报所得。

(5)国际贸易状况(删。)。我国外向型经济的
发展扩大了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国际贸易尤其是

轻工类产品的出口对农民工创业的就业有重要

的拉动效应，从而扩大了企业的就业需求。本文

以历年出口货物分类金额中轻纺产品、橡胶制

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杂项制品及其他的总和

作为衡量指标。历年的外贸出口数据同样取自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美元对人民币年度平

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指标，并以消费者价格指数

进行平减．以1978年为基期换算成可比数据。

(二)检验过程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容易出现残差序列相关

等问题．说明时间序列的数据不是平稳的，直接

回归的结果可能会出现“伪回归”，因而需要对数

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首先对三个被解释变量

和核心解释变量都进行了相关图与Q统计量的

检验。因样本容量为20，最大滞后期应为2，若子

相关系数大于临界值，则存在自相关。结果显示

非农产业就业量之和似厶)序列的自相关系数在

第3期时为O．47l，第二产业就业量(睨。)序列的

自相关系数在第2期时为0．586，第三产业就业量

(死。)序列的自相关系数在第3期时为O．506，核

心解释变量农民工创业序列的自相关系数在第3

期时为0．555，均大于临界值0．4472，说明以上变

量均存在一定的自相关。

自相关函数是比较理论性的，用单位根检验

来验证数据序列的平稳性精确度更高。对非农产

业就业量之和∽厶)序列的ADF检验值为

O．057958，第二产业就业量(趾。)序列的ADF检验

值为1．300163，第三产业就业量(死。)序列的ADF

检验值为一2．190875。核心解释变量农民工创业序

列的ADF检验值为O．201718。均大于lO％临界

值一2．655194，说明以上变量序列存在单位根，属

于非平稳序列。

如果序列是非平稳的．应当在估计之前对其

进行差分，差分是使得非平稳序列平稳化的一种

方法。经验证，非农产业就业量之和∞厶)序列经

过二阶差分后的ADF检验值一3．159978。小于

10％临界值一2．666593和5％临界值一3．052169：第

二产业就业量(乩。)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后的ADF
检验值为-4．219150．小于1％临界值一3．88675 1：第

三产业就业量(咒。)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后的ADF

检验值为一4．950871，小于1％临界值一3．886751：

核心解释变量农民工创业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后的

ADF值为一5．357503，小于1％临界值一3．886751。

说明经过二阶差分后序列已经平稳。

由此，核心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同为二阶

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农民工创业与

非农产业就业量之和(A厶)、第二产业就业量

(观，)及第三产业就业量(兕。)序列之间仍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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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协整关系，及稳定的长期关系，因此可以进

行回归分析。在进行回归后的方程里．我们提取

残差并对之再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农民工创

业，与非农产业就业量之和(A厶)、第二产业就业

量(观：)之间回归的残差接近平稳，与第三产业就

业量(观。)序列之间回归的残差非常平稳．说明农
民工创业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存在明显的长期的

协整关系。

五、实证结果描述与分析

(一)结果描述

为考察农民工创业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

整体非农就业中的就业创造效应，笔者设置了三

个模型。将相关指标取对数，以减少或降低异方

差问题。通过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相

关调查．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仅有约2．9年，④

因此，笔者认为对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的

滞后期设定为三期就可以满足条件，因为农民工

新创企业的寿命一般而言不会长于我国民营企

业寿命的平均数，但若不设置滞后期。直接把模

型设定为静态形式，可能会得出具有误导性的结

论。此外，针对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做了几项试

验，尤其是三个模型分别在增加或减少相关控制

变量(如度量开放度的另一指标聊等)的情况
下，核心解释变量(EM)回归系数的大小、符号及

其显著性均未出现逆转或者大幅度的变化．因而

说明估计结果是稳健可靠的。三个模型F值都很

高，R方和调整R方均大于0．98，较好地捕捉了

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现将回归过程与结果描述

如下：

1．在整体非农就业、第二产业就业、第三产业

表1 回归结果

注：①回归使用的软件是Evjews6，括号中的数值为t检验值。

②L1是对应被解释变量的1阶滞后项；女料，料，}分别代表1％，5％，10％显著性水平。

就业三个被解释变量中，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

效应存在明显性差异。笔者就设置的三个模型均

从不设滞后期到滞后1—3期分别进行相关的计

量检验，结果显示：在不设滞后期的情况下，第三

产业模型具有较高的正向显著性，第二产业模型

和整体非农就业模型显著性较低，且符号为负；

在设置滞后期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就业模型滞后

期越长。显著水平越低，整体非农就业模型和第

二产业就业模型滞后1期的显著性最高，随滞后

期延长，显著性降低，但降低趋势不很明显。因

此，本文最终确定整体非农就业模型(A厶)和第二

产业就业模型(观。)被解释变量滞后1期作为解
释变量，第三产业就业模型(死。)则以不设滞后期

作为解释变量。结果说明，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

造效应在第三产业中表现为即期效应，在第二产

业乃至整体非农就业中表现为滞后效应，但仅在

滞后1期表现出正效应，随着滞后期延长，效应

降低．甚至出现负效应。

2．核心解释变量在整体非农就业模型(A厶)

中当期是不显著的，且符号为负，但滞后1期则

①专家称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仅2．9年，深圳商报，201l—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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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为显著的正效应；在第二产业模型(乩。)中表

现为当期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滞后1期则逆转

为极其显著的正效应；在第三产业模型(儿。)中，

表现为当期具有极其显著的正效应，但在滞后1

期后显著性明显降低。滞后2期后逆转为不显

著，且符号为负。从系数来看，不设滞后期情况

下，第三产业就业模型(死。)最大，第二产业就业

模型(乩。)最小，整体非农就业模型(A厶)居中；在

滞后1期的情况下，第二产业就业模型(乩。)最

大，第三产业就业模型(化。)最小，整体非农就业

似厶)模型居中。

3．在控制变量中，市场化指数(觚)和农民人
均纯收入(Ⅸ)两个变量在三个模型当中都具有
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人力资本(日G)在第三产业模

型中是显著的．但在整体模型和第二产业模型中

均不显著，且符号为负的；经济增长水平(GD只)

和国际贸易变量(麟。)在三个模型中都不显著，仅
具有微弱的正向作用。

(二)结果分析

笔者认为．上述结果与我国农民工创业对就

业影响的实际状况相符．笔者对实证结果做出如

下解释：

1．从时效上看，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

在第三产业中表现为即期效应。在第二产业中表

现为滞后效应。这是由于产业差异性特征对创业

的影响所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生产的是服务

商品，服务商品具有非实物性，不可储存性和生

产与消费同时性等特征。传统服务业领域的创

业，所需的场地要求、设施条件相对简单，比较容

易满足，新企业从筹建到生产(提供服务商品)的

时间间隔较短．因此，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在即

期就能显现出来：与此不同。第二产业尤其是制

造行业的创业．新创企业从筹建到生产商品、再

到商品从企业到消费者手中，则需要较长的时间

过程，以完成厂房的建设改造、设施设备的安装

调试等。有的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试生产过

程，这个过程称为企业的筹建过程，通常需要1—3

年时间才能完成。因此第二产业创业的就业创造

效应呈现出滞后性。

2．从行业上看，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

在即期的非农就业模型中表现不显著，但在滞后

1期，则与第二产业就业模型一样，表现为极其显

著的正效应．说明农民工创业在第二产业的就业

创造效应比第三产业要大。经验地看，就新创企

业而言．传统制造业比传统服务业具有更大的规

模，因此制造业与服务业相比，创业的就业创造

效应更高．这与国外学者关于在小的新创制造企

业中．Gibrat’s法则失效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正

因如此．受第二产业滞后效应的影响，导致农民

工创业在整体非农就业模型中的就业创造效应

也表现为滞后效应。

3．从整体看，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在

整体非农就业模型中的系数大小居中，表明农民

工创业就业创造效应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这是因

为，一方面，我国农民工创业大多集中在传统服

务业，创业规模小，影响了创业的就业带动。根据

农民工监测报告，我国外出农民工从业以制造

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打工经验是农民工创

业的重要基础。因此．农民工创业也多集中在上

述几个行业中。但是，由于不同行业的创业门槛

存在差异。对农民工而言。创业门槛低是其创业

行业选择的重要条件。2011年的调查数据表明，

农民工创业主要从事批发零售业，占39．2％：其次

是从事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占17．8％①，这

些都是属于传统服务业，受行业规模限制，影响

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提高。另一方面，我国农民

工创业的参与度还很低。目前我国农民工参与创

业尽管从绝对数量上说已经达到接近1000万人

的规模．但相对于2．5亿农民工这一庞大的队伍

来说。比重还不到4％，因此，农民工创业的就业

创造效应尚不能得到显现。

4．从可持续性看．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

应，随着滞后期延长而随之降低，则是因为农民

工创业企业的生命周期较短所致。笔者在实地调

研中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许多农民工创业企

业。生命周期很短．有的甚至难以走完筹建期就

宣告创业失败。调查发现，大多数农民工创业次

数均在2次以上，有的甚至有近10次的创业经

历，这个现象在第二产业创业中表现得尤为明

显。可能的解释是，第二产业创业所需周期较长

(企业筹建期通常1—3年)，由于农民工创业许多

是追随型创业，也就是说，模仿别人创业，自己对

市场行情不了解，进入的又是竞争最为激烈的技

术含量较低的行业，从而导致大多数新创企业还

① 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http：／／www．stats．gov．cn／lj&／fxbg／t20120427—4028019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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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来得及走出筹建期就被市场淘汰。由于创业

失败。大量员工甚至包括创业者本人重新回到失

业状态。因此，创业不仅不能带来就业创造效应，

反而造成失业增加，形成就业创造的负效应。

5．从控制变量看，市场化变量(帆)、农民人均
纯收入(心)等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创业具有显
著相关性．说明我国市场化改革政策中劳动力自

由流动和政府对于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安排，是

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发挥的体制基础。在

有利于创业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具有较好人力资

本累积的农民工，更容易识别创业机会，实施创

业行动。但是，由于创业资源的限制，创业行动仅

在传统服务业更容易获得成功。由于第二产业创

业门槛较高，尤其是资金要求更高，所担风险也

更大，对于一些拥有文化知识但缺乏资金获取渠

道的农民工来说，通过打工渠道通向“白领阶层”

可能成为最优选择，因为制造行业的风险使创业

收益可能降低至受雇“白领阶层”薪金收入水平

之下。笔者在深圳调查发现，许多文化层次较高

的农民工。在经历制造行业创业后。重新回到受

雇佣做职业管理人员的现象。由此推测，第二产

业创业本来需要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但由于这一

行业创业风险较高，导致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

民工宁愿选择受雇成为“白领阶层”而放弃创业，

因此从实证结果上就表现为第二产业创业的就

业创造效应与人力资本变量(日c1)之间关系呈现

为负相关的结果。由于我国农民工创业参与度还

很低．尤其在制造业创业的人数与规模都很低，

因此，国际贸易变量(删。)的变化难以成为影响农
民工创业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水平(G础)与就
业创造效应相关性不显著，与我国长期以来的经

济高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高增长，产业结构与就

业结构相背离的现实相吻合。说明目前我国农民

工创业尚属于“生存型创业”而不是“机会型创

业”．对就业的带动属于“难民效应”不是“企业家

效应”。就业创造效应十分有限。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表明。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

随着市场化进程加速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已经

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工，经过创业资源和能力的

累积．逐步具备创业条件，并率先实现自主创业，

成为缓解农民工就业难题的重要力量。从理论上

说．当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

就业分层特征．使农民工创业存在较高的就业创

造效应。但是，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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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创业不仅参与度和成功率还较低。而且多集中

在资金、技术、规模要求较低的传统服务业，农民

工在第二产业创业仍然受到门槛制约．抑制了农

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

不能同步，农民工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根据以上判断，本研究得出结论：目前我国

农民工创业大多属于“难民型创业”(即生存型创

业)，企业规模小，生命周期短，就业创造效应弱，

农民工创业对就业带动的应有作用没有得到很

好发挥。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农民工创业却属

于“难民型创业”，就业创造效应体现为“难民效

应”不是“企业家效应”。这是政府决策部门面临的

一个矛盾。为突破这一困局，我们提出如下政策

建议：

(一)转变农民工就业政策重心，实现由“转移

安置”向“转移安置与鼓励创业”相结合转化

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就业问题

十分关注，通过组织劳务输出、就业技能培训、提

供就业信息等多方途径帮助农民工转移就业，但

这些就业政策仍然是以“转移安置”为重心。由于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用人机制发生变化。这

种依靠“乡村一城市”的外生性转移模式，对农民

工而言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在经济波动、结

构升级等宏观环境因素作用下．农民工就业出现

极大的不稳定性，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时造成大

量农民工返乡就是最好例证。因此，笔者认为，在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练之后。在庞大的农民

工队伍中．已经存在一大批具有创业潜能的农民

工企业家。需要政府及时出台政策将他们推向创

业前线．发挥他们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改变对

农民工就业单一的“转移安置”政策。实行将“转

移安置和鼓励创业”相结合的多元政策，发挥农

民工创业的“内生力量”，形成以创业带动就业的

就业创造效应。将有利于缓解农民工就业难题。

(二)改善创业环境，提高创业能力，实现农民

工创业由“难民型”向“企业家型”转化

理论和实践表明，“生存型创业”资金要求少、

企业规模小，产品竞争力低，企业寿命短，对就业

的带动效应弱，即属于“难民效应”；而“机会型创

业”则是企业家抓住经济繁荣发展的创业机会，

顺应市场要求，生产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服

务。这样的创业更具有旺盛生命力，企业发展更

持久，因此带动就业的潜力也更持久，而且能不

断培养出具有创业潜能的企业家，对就业的带动

效应强，即属于“企业家效应”。有鉴于此，政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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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着力促使农民工创业实现从“难民型”向“企业

家型”转变，其中的关键是优化农民工创业环境。

政府政策可以从以下方面着力：第一，提供创业

能力支持。比如，为农民工创业者提供创业培训、

市场信息、开业指导、管理咨询、融资指导、企业

诊断、政策解读等服务，提升农民工创业者的创

业能力。第二。提供创业资源支持。主要包括创业

所需的土地、资金、信息等。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农

民工“创业基金”、创业扶持贷款、提高创业扶持

贷款额度等方式，解决创业资金难题；通过搭建

信息平台，加强创业者与市场的联系；通过减免

税收，降低创业门槛；等等，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和环境，提高农民工创业的参与度和成功率。第

三．以法律法规规范各行为主体的行为，切实保

障创业者的权益。比如，严禁市场恶性竞争，严禁

管理部门滥使行政权力损害创业者利益等等．降

低创业成本，促进创业成长。

(三)注意农民工创业的行业引导，支持农民

工在产业链条较长的第二产业领域的创业

一般地说。传统服务业的创业门槛较低。但

产业链条较短，行业辐射能力弱，因此创业的就

业创造效应较弱；制造行业的创业门槛较高，但

产业链条较长，行业辐射能力较强，因而创业的

就业创造效应较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先进制造的发展，大型制造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留下许多空隙要由中小企业

来弥补，这不仅为农民工创业提供了许多机会，

本身也是大型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如果能够

发挥制造业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必将极大提高

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带动能力。因此。政府通过政

策引导。支持农民工在产业链较长的第二产业尤

其是制造业领域创业，能有效提高创业的就业创

造效应。比如，设立制造业工业园区，吸引农民工

人园创业，不仅能够形成良好的产业氛围，对强

化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也是极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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