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７卷第４期　　　　　　　　　 西 南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４月

Vol３７　No４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NaturalScienceEdition) Apr　２０１５

DOI:１０１３７１８/jcnkixdzk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１

创业环境对农户创业行为选择的影响①

刘新智１,２,　刘雨松２,　李　璐２

１ 西南大学 农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重庆４００７１５;２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要:农户创业是促进农民增收、活跃农村经济的重要手段,而创业环境是影响农户创业行为选择的关键．以５１８
户创业农户的创业现状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多元选择模型对创业环境对农户创业行为的选择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创业环境对农户选择创业行业、创业形式、融资方式等具有显著影响;当创业环境有所改善时,农户会

倾向于选择新产业、专业化生产、开展新业务、成立新组织等新型创业行业;会倾向于选择私营、股份制合作、承

包、租赁等创业形式;会倾向于向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向其他银行贷款、向亲朋好友或民间借贷等其他融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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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

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２０１５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突出强调着力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而农户创业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户创业活跃度迅猛提升．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年,农户创业人数从１７４４万人上升到３２２８万人,增幅达１４８４万人,增长了８５０９％,农户

创业人数占农村就业人数比重从３６６％提高到７９７％,提高了１倍多．支持和鼓励农户创业政策已经成为

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和推动城镇化的重要手段．对农户创业

活动的内在规律进行研究,分析其作用机理和影响因素,为地方政府制定农户创业的支持政策提供依据,
显得尤为必要．

创业者的创业行为除了受自身特征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其所处的外部创业环境的显著影响[１]．Miller
和 HoltzEakin等对创业环境的构建要素进行了研究[２－３];KouriloffM 认为创业者会对自身的创业感知和

外部创业环境进行评估[４];ClarysseB、Nikolaou、HoopCandStephanU、HatosA等基于实证数据,分

别对英国、希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创业环境进行了评估,得出经济、社会和制度等创业环境比个人层

面的因素对创业行为有更大影响的结论[５－８]．
有关创业环境的问题也逐渐受到国内学者们的关注,蔡莉等尝试以资源依附理论和供需理论为基础构

建创业环境研究理论框架[９];杨晔和俞艳基于 GEM 模型,对上海创业环境进行总结评价,并据此提出政

策建议[１０];萧志泳和林嵩认为创业环境有助于创业活动的进行及提高创业效率[１１];夏清华、易朝辉从不确

定环境对创业成败的影响分析出发,说明了创业支持政策的必要性[１２];宁亮结合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况,指

出要落实“创业带动就业”政策,政府必须改善创业环境[１３];赵西华、周曙东具体分析了影响农户创业的因

素[１４];朱明芬的研究表明,一般环境因素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１５];赵浩兴和张巧文针对我国内

地农民工返乡创业特点及影响因素,建议构建一个基于创业资源整合及创业环境互动的沿海地区“反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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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整合－互动”机制[１６]．
上述文献分别从创业环境的重要性、创业环境构成、创业环境对创业行为影响以及政策制定进行了研

究并提出了建议,但均缺少通过农户评价与判断创业环境进而研究农户创业行为的探讨．调研发现,当前

我国鼓励农户创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良好的创业环境缺失现象普遍存在．借鉴GEM(GlobeEntreＧ
preneurshipMonitor)对创业环境要素体系的界定,从农户角度,分析当前创业环境对农户创业行为选择的

影响,以期为政府更好地制定和实施鼓励农户创业政策提供依据及建议．

１　数据来源及综合描述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２０１２年对河南,浙江,四川以及重庆等省市５１８个农户的调查数据．本文数据的最大特

点是基于农户微观主体创业行为决策的系统性调研．本次调研采取了问卷调查和案例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分别就农村创业环境供给效果、创业机会、创业行业与形式等问题综合了解农户的看法和评价,从整体上

探讨创业环境对农户创业行为选择的影响．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１０００份,收回７３２
份,有效问卷５１８份;同时访谈３１人．
１２　农户对创业环境的综合评价

１２１　农户对政策及政策供给的评价

政府是政策的主要供给者,当回答“您认为当地政府对农户创业的支持力度大吗?”时,１１２６％的农户

认为支持力度非常大,３６８７％认为比较大,另有３７０８％认为一般,１２８０％和１９９％认为比较小或者非

常小．可见整体上农户感觉地方政府对农户创业的支持力度不够,亟待改善．９８９％的农户声称所在地区的

法律制度对农民的权益保障程度很差,４７２５％的农户认为较差,认为一般的有２７４７％,仅有２６７％和

１２７５％的农户觉得很好或较好,这说明农户所在地区的法制建设尚需加强,以更好地为农户的合法权益

提供足够的保障．
１２２　农户对地方金融环境的综合评价

资金是影响农户创业与否以及创业状态的重要因素．在回答“您认为农民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容易

吗?”问题时,表示非常容易的仅有２２２％,比较容易的有２０％,一般的有２６％,不太容易的有４４２２％,
完全不容易的有７５６％．可见,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难度较大．
１２３　农户对农村基础服务的综合评价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户创业项目能否发起、发展和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当被问到“您对农村基础设施

评价如何?”时,分别有５５６％,４３７８％,３３７８％,１４００％,２８９％的农户选择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
不太满意、很不满意,从农户评价上可以看到,现阶段需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您对农村软性公共

服务的评价如何?”而言,选择非常满意的农户占比 ４６６％,比较满意的占 ３７６９％,一般的占比为

３８３６％,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分别为１３９７％和５３２％．农户对诸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

软性公共环境的评价并不高,说明软性公共环境还需要加强建设．
１３　农户的创业行为选择

农户的行为选择一般包括创业方向的选择、创业方式的选择以及融资方式的选择等．

１３１　农户对创业方向或行业的选择

在回答“您选择的创业方向或行业是什么?”时,７９９６％的农户选择传统农业的规模化经营,３３０％的

选择建立新产业,４８５％的选择进行专业化生产,６１７％的选择开展新业务,５７３％的选择成立新组织．说
明受信息、资金等多方面影响,农户大多会选择规模化经营来作为自己的创业方向．
１３２　农户对创业形式的选择

在回答“您选择的创业形式是什么?”问题时,农户的选择依次是:个体(５４９２％)、私营(１９６９％)、股

份合作制(７００％)、承包(１６４１％)、租赁(１９７％)．个体经营和私营经营加总后占到农户创业形式总数的

３/４,说明农户综合考虑资金、风险等因素后,更愿意选择个体经营和私营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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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农户对融资方式的选择

在回答“您主要通过什么渠道筹集创业资金?”问题时,５４４１％的农户通过使用自有资金来进行创业,
另有１５２５％会向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也有１９２８％的会向其他银行贷款,还有９８７％的农户向亲朋好

友借贷．此外,通过其他方式融资的农户有１２０％．传统思维再加上通过其他方式较难获取资金,致使自有

资金创业的农户比重很高,表明加强农村金融对农户创业的支持力度迫在眉睫．

２　模型及变量选取

２１　模型选择

篇幅所限,本文仅从整体上研究创业环境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而创业环境是众多层面和领域的综

合体现,因此有必要从微观层面具体剖析创业环境对农户创业行为选择的影响．本文采用多元选择模型

(multinomiallogitmodel,MNL)进行回归分析．
最简Logit模型是二元选择模型．假设某个农户面临创业的问题,通常只有两个选择:即y＝０(不创

业)或者y＝１(创业),然而是否创业取决于政策支撑力度、融资状况、设施服务水平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假

设把这些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可得:

yi＝x′iβ＋εi　　　i＝１,,n (１)
其中y 是不可观测的潜变量．由此模型得到的y 估计值可能会出现大于１或者小于０的不合实际的情况,
为了使估计值在[０,１]范围内,考虑y 的两点分布函数:

P(y＝１|x)＝F(X,β)

P(y＝０|x)＝１－F(X,β){ (２)

由于

E(y|x)＝１∗P(y＝１|x)＋０∗P(y＝０|x)

所以y
∧

可以理解为“y＝１”的概率．当F 为“逻辑分布”分布函数,那么Logit模型概率函数可以表示如下:

P(y＝１|x)＝F(x|β)＝Λ(x′β)＝
ex′β

１＋ex′β
(３)

通过整理变形可得:

lnf(yi Xi,β)＝yiln[Λ(X′β)]＋(１－yi)ln[１－Λ(X′β)] (４)
则Logit模型的样本对数似然函数为

lnL(β y,X)＝∑
n

i＝１
yiln[Λ(X′β)]＋∑

n

i＝１

(１－yi)ln[１－Λ(X′β)] (５)

通过回归估计可以求得模型的相关估计量,但β
∧

MLE并不表示边际效益,只是表示解释变量影响的方向．当

决策者面临多个选择,且选择之间没有排序关系时,此时要采用多元选择模型．将上述二元Logit模型通过

数学运算扩展后,可得多元选择模型的概率公式:

P(yi＝j|X)＝

exi′βj

１＋∑
J

j＝１
exi′βj

j＝２,,J

１

１＋∑
J

j＝１
exi′βj

j＝１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６)

其中“j＝１”所对应的一组为参照组,且各项选择概率之和为１,这个模型就是多元选择Logit模型．为对多

元Logit模型进行估计,通过数据变换后,得到该模型的第i个个体的对数似然函数为

lnLi(β１,,βJ)＝∑
J

j＝０
１(yi＝j)∗lnP(yi＝j|X) (７)

其中,１()表示性函数,若括号内的条件成立则该函数取值为１,否则取值０．将所有个体的对数似然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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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总即得到整个样本的对数似然函数,然后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法得到β
∧

MLE．
为了更好地描述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引入相对风险(relativerisk)概念．即假设j为参照选

项,解释变量单位的增加引起样本中个体平均选择k选项的概率相对于j选项的概率边际变化．若j＝１为

参照选项,则相对风险可表示为

RRR ＝
P[yi＝j]
P[yi＝１]＝eX′iβj (８)

２２　变量选取

根据研究目标和创业环境与农户行为间的关系,选取被调查农户的创业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因变量)

Y,选取农户创业环境作为解释变量(自变量)X．诸变量的定义及赋值见表１所示．
表１　农户创业调查数据相关变量及赋值

变量名称 符号 变　　量　　赋　　值

因变量 Y Y 为多元变量

创业方向(或行业) Y１ 传统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为１;建立新产业为２;专业化生产为３;开展新业务为４;成立新组织为５

创业形式 Y２ 个体为１;私营为２;股份制合作为３;承包为４;租赁为５

筹集创业资金的方式 Y３ 自有资金为１;向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为２;向其他银行贷款为３;向亲朋好友或民间借贷为４;其他为５

自变量 X X 为顺序变量

政府服务 X１ 非常满意为１;比较满意为２;一般为３;不太满意为４;很不满意为５

政策支持 X２ 非常大为１;比较大为２;一般为３;比较小为４;非常小为５

金融支持 X３ 非常满意为１;比较满意为２;一般为３;不太满意为４;很不满意为５

创业氛围 X４ 很强为１;较强为２;一般为３;较弱为４;很弱为５

基础设施 X５ 非常满意为１;比较满意为２;一般为３;不太满意为４;很不满意为５

公共服务 X６ 非常满意为１;比较满意为２;一般为３;不太满意为４;很不满意为５

技术壁垒 X７ 弱为１;比较弱为２;一般为３;比较强为４;非常强为５

法律保障 X８ 很好为１;较好为２;一般为３;较差为４;很差为５

３　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文的模型,使用STATA１００计量软件,以Yi＝１为基期依次对Y１,Y２,Y３ 三个因变量进行回

归估计,剔除参数估计结果不显著的自变量后,输出结果见表２－表７所示．
表２　创业环境对农户选择创业行业的影响参数估计结果

C X１ X２ X３ X４ X５ X６ X７ X８

Y１＝２ －５０４５３∗∗∗ －０６９３６∗∗ ０００１０∗∗∗ ０８１８６∗ －０９８４５∗

Y１＝３ －３６９７９∗∗∗ ０５２５８∗∗∗

Y１＝４ －０４３５４∗ －１１９７８∗∗∗０３２３５∗

Y１＝５ －３２２６１∗∗∗ －０５１９９∗∗ ０７４３７∗∗

　　注:∗,p＜００１,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０１,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空白

处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剔除变量．
表３　创业环境对农户选择创业行业的相对风险比

X１ X２ X３ X４ X５ X６ X７ X８

Y１＝２ ０４９９８ ２８４６６ ２２６７３ ０３７３６
Y１＝３ １６９１８
Y１＝４ ０６４７０ ０３０１９ １３８１９
Y１＝５ ０５９４６ ２１０３６

　　注:P(y ＝j)/P(y ＝１)＝eX′iβj 表示解释变量单位变化时,y ＝２与y ＝１的相对概率,空白处为上文已剔除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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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创业环境对农户选择创业行业的影响分析

１)当Y１＝２时．首先,X２ 的相对风险比为０４９９８,即当X２ 每增加１,样本中个体平均选择２的概率

相对于选择１的概率增加０４９９８,说明当政府对农户的支持力度增加时,相对于传统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农户会倾向于选择改造传统农业．其次,X３ 的相对风险比为２８４６６,即当X３ 每增加１,样本中个体平均

选择２的概率相对于选择１的概率增加２８４６６;表明当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更加便捷时,相对于传统农业

的规模化经营,农户会倾向于选择改造传统农业．同理,X５ 的相对风险比为２２６７３,即当农户所在地的农

村基础设施有所改善时,相对于传统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农户会倾向于选择改造传统农业．X６ 的相对风险

比为０３７３６,即当农户所处的软性公共服务变得更好时,相对于传统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农户会倾向于选

择改造传统农业．

２)当Y１＝３时．X７ 的相对风险比为１６９１８,即当X７ 每增加１,样本中个体平均选择３的概率相对于

选择１的概率增加１６９１８,表明当进入一个新的生产领域更加容易时(比如农户所在地的行业壁垒较少

时),相对于传统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农户更倾向于选择专业化生产．

３)当Y１＝４时．X２,X６,X７ 的相对风险比分别为０６４７０,０３０１９,１３８１９,即当X２,X６,X７ 增加１
时,样本中个体平均选择４的概率相对于选择１的概率分别增加０６４７０,０３０１９,１３８１９;说明当政府对

农户的支持力度增加、农户所处的软性公共服务变得更好、农户进入一个新的生产领域更加容易时,相对

于传统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农户会倾向于选择开展新业务．

４)当Y１＝５时．一方面,X４ 的相对风险比为０５９４６,说明每当X４ 增加１时,样本中个体平均选择５
的概率相对于选择１的概率增加０５９４６,即当农户所在地周边农户创业意识更加浓厚时,相对于传统农业

的规模化经营,农户会更愿意选择成立新组织．另一方面,X５ 的相对风险比为２１０３６,同理,每当X５ 增

加１,样本中个体平均选择５的概率相对于选择１的概率增加２１０３６,即当农户所在地的农村基础设施有

所改善时,相对于传统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农户会更愿意选择成立新组织．

３２　创业环境对农户选择创业形式的影响分析

１)当Y２＝２时．如表５所示,当农户所在地的农村基础设施有所改善、所处的公共服务变得更好、进

入一个新的生产领域更加容易时,相对于个体经营,农户会倾向于选择建立私营企业作为自己的创业形式．

２)当Y２＝３时．所有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均无显著影响,但常数项却在１％的水平下显著．通过查

验调查问卷,选取股份制合作创业形式的农户大多都是自有资本充足(一般为１０万以上)、人力资本水平较

高(大多有大专以上学历)、有较长时间的打工经历(一般为２年以上),说明选取股份制合作创业形式的农

户更多受到自身特征因素的影响,而较少受到创业环境的影响．

３)当Y２＝４时．一旦农户所在地的政府运行效率更高和更加人性化、政府对农户的支持力度增加、农

户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更加便捷、农户所在地的农村基础设施有所改善、农户所在地区的法律制度对农户

的权益保障程度更高时,相对于个体经营,农户会倾向于选择承包经营．

４)当Y２＝５时．所有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均无显著影响,但常数项却在５％的水平下显著,说明

选择租赁经营方式的农户更多地受到自身特征因素的影响,而较少受到创业环境的影响．
表４　创业环境对农户选择创业形式的影响参数估计结果

C X１ X２ X３ X４ X５ X６ X７ X８

Y２＝２ －１４９７５∗∗ ０５８６９∗∗∗ －０４９０１∗∗ ０２３２６∗

Y２＝３ －６０００２∗∗∗

Y２＝４ －１９４７０∗∗∗ －０４０３３∗ ０５１２３∗∗ ０２５５０∗ ０４２５０∗ －０３９０１∗

Y２＝５ －２６５２１∗∗

　　注:∗,p＜００１,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０１,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空白处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剔除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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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创业环境对农户选择创业形式的相对风险比

X１ X２ X３ X４ X５ X６ X７ X８

Y２＝２ １７９８４ ０６１２６ １２６１９
Y２＝３
Y２＝４ ０６６８１ １６６９１ １２９０５ １０２４３ ０６７７０
Y２＝５

　　注:P(y ＝j)/P(y ＝１)＝eX′iβj 表示解释变量单位变化时,y ＝２与y ＝１的相对概率,空白处为上文已剔除变量．
表６　创业环境对农户选择融资方式的影响参数估计结果

C X１ X２ X３ X４ X５ X６ X７ X８

Y３＝２ －２９６８３∗∗∗ ０３４２７∗∗ ０２２１８∗ ０４３７６∗∗

Y３＝３ －０３１３２∗

Y３＝４ －１７６８０∗∗∗ ０５０１４∗∗∗

Y３＝５ －３１３９２∗ ０８４２２∗∗ ０８９１７∗

　　注:∗,p＜００１,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０１,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空白处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剔除变量．
表７　创业环境对农户选择融资方式的相对风险比

X１ X２ X３ X４ X５ X６ X７ X８

Y３＝２ １４０８７ １２４８４ １５４８９
Y３＝３ ０７３１１
Y３＝４ １６５１０
Y３＝５ ２３２１５ ２４３９３

　　注:P(y ＝j)/P(y ＝１)＝eX′iβj 表示解释变量单位变化时,y ＝２与y ＝１的相对概率,空白处为上文已剔除变量．

３３　创业环境对农户选择融资方式的影响分析

１)当Y３＝２时．当农户所在地政府的服务更好、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更加便捷、进入新的生产领

域更加容易时,除了使用自有资金之外,农户也会愿意选择向农村信用合作社申请贷款．
２)当Y２＝３时．解释变量X１ 的相对风险比为０７３１１,即当X１ 每增加１,样本中个体平均选择２的

概率相对于选择１的概率增加０７３１１,说明当农户所在地政府的运行效率更高和更加人性化时,相对于使

用自有资金,农户也会选择向其他银行申请贷款．
３)当Y２＝４时．自变量X１ 的相对风险比为１６５１０,每当X１ 增加１,样本中个体平均选择２的概率

相对于选择１的概率增加１６５１０,说明当农户所在地政府的运行效率更高和更加人性化时,相对于使用自

有资金,农户也会向亲朋好友借贷或进行民间借贷．
４)当Y２＝５时．一方面,X１ 的相对风险比为２３２１５,说明每当X１ 增加１时,样本中个体平均选择５

的概率相对于选择１的概率增加２３２１５,即农户所在地政府的运行效率更高和更加人性化时,相对于自有

资金,农户更愿意选择其他方式进行融资．另一方面,X４ 的相对风险比为２４３９３,即周边农户创业意识更

加浓厚时,相对于自有资金,农户更愿意选择其他方式进行融资．

４　结论及建议

４１　结　论

本文运用多元选择模型,利用５１８户农户创业的调查数据,对创业环境对农户创业行为选择的影响进

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１)创业环境对农户选择创业行业有显著影响．相对于传统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当政府对农户的支持力

度增加、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更加便捷、农户所在地的农村基础设施有所改善、农户所处的软性公共

服务变得更好时,农户均会倾向于选择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当政府对农户的支持力度增加、农户所处的

软性公共服务变得更好、农户进入一个新的生产领域更加容易时,农户会更愿意开展新业务;当农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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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周边农户创业意识更加浓厚、农户所在地的农村基础设施有所改善时,农户会倾向于成立新组织．
２)创业环境对农户选择创业形式影响较大．相对于个体经营,当农户所在地的农村基础设施有所改

善、农户所处的软性公共服务变得更好、农户进入一个新的生产领域更加容易时,农户会更愿意选择私营

经营;当农户所在地政府的运行效率更高和更加人性化、政府对农户的支持力度增加、农户向正规金融机

构贷款更加便捷、农户所在地的农村基础设施有所改善、农户所在地区的法律制度对农户的权益保障程度

更高时,相对于个体经营,农户会更倾向于选择承包经营,而股份制合作经营和租赁经营主要受到农户自

身特征的影响．
３)创业环境是农户选择融资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对于使用自用资金,当农户所在地政府的运行效

率更高和更加人性化时,农户会选择向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向其他银行贷款、向亲朋好友或民间借贷以

及采用其他方式进行融资;同时,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是否容易、农户进入一个新的生产领域是否容

易也对农户选择向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有影响;而农户周围的创业氛围浓厚程度,对农户选择其他形式的

融资方式也有影响．
４２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１)加大对创业农户的政策支持力度,尤其要强化农户创业在创业贷款、费税减免、财政补贴等方面的

支持与待遇．鉴于部分地方政府的低效率和寻租行为对农户创业行为实施产生的无形阻碍,各级政府应出

台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以提高政府运行效率,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切实解决创业农户办事难的问题．
２)各级政府应多维度、多渠道对农户创业活动和相应的政策进行宣传和普及,对农户进行必要的创业

前中后期培训,大力引导外出务工农户返乡创业,以提高农村地区的创业活跃度,在农村地区营造良好的

创业氛围,增强农村地区整体的创业意识,实现当地农户以创带就,解决就业难的问题,促进农户增收．
３)基于农户创业项目筹融资难的现状,政府必须充分发挥自身面向农村的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职能,

规避市场经济的无效率行为,改革金融供给结构、完善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来支撑农户创业[１７],引导和协

调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户的创业项目提供贷款和降低农户贷款的门槛,促进农户融资方式的多样化．完善农

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民创业[１８];搭建科研院所－农户合作的直接渠道,为创业农户提供智力支

持,为农户打破技术壁垒,进入新生产领域创造条件．
４)应当不断加大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优化创业农户所处地的软

性公共服务,为创业农户解决后顾之忧是重中之重;针对近年来农民群体维权难的现象,政府应尽快出台

与农户创业活动相适应的专门法律,同时,健全和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以保障创业农户人身与财产等权

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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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usinessstartupsbyfarmerhouseholdsareanimportantmeanstoimprovefarmersincomeand
toactivateruraleconomy,andbusinessstartupenvironmentisthekeytoinfluencingfarmersbehaviorof
startingbusinesses．Afieldsurveywasmadeof５１８ruralhouseholdsaboutthesituationoftheirentrepreＧ
neurship,andthedatawereusedforanempiricalanalysisoftheirchoiceofbusinessＧstartingbehaviorwith
themultiplelogisticmodel(MNL)．TheresultsshowedthatbusinessstartupenvironmenthadasignifiＧ
canteffectonfarmerschoiceofindustry,businessformsandfinancingway．Whentheirbusinessstartup
environmentimproved,farmerstendedtochoosecreationofnewindustriesandspecializationofproducＧ
tion,todevelopnewbusinessesandtosetupneworganizations;atthesametime,theytendedtochoose
privatebusiness,jointＧstockcooperation,contractingbusinessandleasingbusiness．Theyalsotendedto
borrowmoneyfromruralcreditcooperatives,otherbanks,friendsandrelativesorfromprivatelending．
Keywords:businessstartupbyfarmerhouseholds;businessstartupenvironment;behaviorofbusinessst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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