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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业能力作为创业成功的关键,
 

也是创业幸福感获得的重要基础.
 

基于适应水平理论和期望理论,
 

本文探讨

了创业能力、
 

创业坚持、
 

创业幸福感与乡土情结的关系,
 

并采用SPSS
 

24.0、
 

Mplus
 

7.4软件对251位返乡农民工创

业者的调研数据进行假设验证.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创业能力越高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越容易获得创业幸福感;
 

创

业坚持在创业能力对创业幸福感的正向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乡土情结在创业能力与创业坚持间起到积极的调

节作用,
 

并且乡土情结正向调节创业坚持在创业能力与创业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
 

本文不仅有助于深化和丰富返

乡创业的理论研究,
 

且对于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创业幸福感的获得也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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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is
 

not
 

only
 

the
 

key
 

of
 

entrepreneurial
 

success,
 

but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entrepreneurial
 

happiness.
 

Based
 

on
 

the
 

adaptation-level
 

theory
 

and
 

expectancy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entrepreneurial
 

persistence,
 

entrepreneur-
ial

 

happiness
 

and
 

local
 

complex.
 

SPSS
 

24.0
 

and
 

Mplus
 

7.4
 

softwares
 

are
 

used
 

to
 

test
 

the
 

hypothesis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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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urvey
 

data
 

of
 

251
 

migrant
 

workers
 

who
 

have
 

returned
 

to
 

their
 

hometowns
 

to
 

carry
 

out
 

entrepre-
neurial

 

activ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migrant
 

workers
 

with
 

higher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are
 

more
 

likely
 

to
 

obtain
 

entrepreneurial
 

happiness.
 

At
 

the
 

same
 

time,
 

entrepreneurial
 

persist-
ence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on
 

entrepreneur-
ial

 

happiness.
 

Local
 

complex
 

plays
 

a
 

positive
 

regulatory
 

role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and
 

en-
trepreneurial

 

persistence,
 

and
 

local
 

complex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f
 

entrepre-
neurial

 

persistence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happiness.
 

This
 

paper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deepen
 

and
 

enrich
 

the
 

theory
 

on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ship,
 

but
 

also
 

has
 

indicative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entrepreneurial
 

happiness
 

of
 

returning
 

home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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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1世纪第19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印发,
 

广大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又迎来新一轮的政策春风.
 

截至2022年3月底,
 

全国返

乡农民工创业者约有780多万人,
 

农民工返乡创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未来将在全国各地区“十
四五”进程中发挥更大效用[1].

 

调研发现,
 

在返乡创业实践过程中,
 

农民工创业者不仅关注创业绩效的高

低,
 

也关注返乡创业实现自我价值与自我满足的程度,
 

即返乡创业带来幸福感的高低.
 

理论界现日益重视

对创业幸福感的研究[2-3],
 

认为创业幸福感是创业者对创业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满足程度[4-5].
 

幸福感高的创业者不仅能更好地应对高工作压力与高失败率等挑战,
 

而且更愿意投入创业企业的持续经营

中[6-7].
 

提升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创业幸福感已经成为改革成效的重要指标,
 

对于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巩固

脱贫成果、
 

实现共同富裕有重要意义,
 

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之一.
什么能让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进一步感到幸福呢? “2015年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

 

个人能

力是影响个体职业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学术界普遍认为创业者的创业能力是新创企业建立和运营的

基石[8],
 

若把返乡创业作为职业、
 

就业的一种形式,
 

那么创业者的创业能力将对其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
 

创业能力将如何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创业幸福感? 创业者的坚持行为是否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创业是一次充满回报与压力的旅行[9],
 

是一个需要创业者坚持的过程,
 

而创业者的创

业坚持行为及效果与其创业能力息息相关,
 

更高水平的创业能力驱动着创业者坚持下来实现创业目标并带

来更多的创业幸福感[10].
 

另外,
 

创业领域越来越重视个人情感变量对创业行为的影响[9],
 

调研走访发现那

些深怀对故乡、
 

故土思念和依恋之情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更容易识别返乡创业机会、
 

获得创业资源,
 

并更

愿意坚持下来,
 

即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乡土情结激发了拥有创业能力的创业者更好地坚持创新创业.
 

基于

此,
 

本文尝试从创业能力角度拓宽创业幸福感前置影响因素,
 

从创业坚持行为入手揭示创业能力与结果变

量创业幸福感间的关系,
 

且充分考虑乡土情结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境中的作用.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适应水平理论认为幸福感是由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决定的[11],
 

当个体获得的实际成效与预期目标

之间的差异缩小,
 

个体更容易获得幸福感[4].
 

与此同时,
 

期望理论认为,
 

期望(效价和期望值)会激发个体

内在动力,
 

并引导个体通过持续努力实现预期目标,
 

进而带来个人需求满足[12].
 

基于适应水平理论、
 

期望

理论可以发现,
 

一是那些拥有高水平创业能力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更易实现创业成功[13]、
 

达到预期目标,
 

继而获得更多幸福感;
 

二是返乡创业能力强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对创业有更高的期望(创业带来的价值及

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更高),
 

其创业坚持行为更可能发生;
 

三是创业坚持行为是创业成功的关键[10],
 

利于实

现预期目标,
 

并最终获得幸福感,
 

而更高水平的创业能力是保障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坚持下来并获得创业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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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的关键.
 

此外,
 

期望理论认为个体因素(又称内生变量)会影响个体对期望值及效价的评估,
 

继而影响

个人的行为[12].
 

在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实际调研走访中发现,
 

那些乡土情结浓厚的农民工创业者,
 

对家

乡有更深的眷恋,
 

认为返乡创业更有价值、
 

对创业成功更有把握,
 

当其在外务工获得一定的资金、
 

技术和

经验后,
 

其返乡创业的意愿更高且也更愿意坚持下来[14].
 

综合以上分析,
 

本文尝试根据适应水平理论与期

望理论,
 

探索创业能力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创业幸福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并分析创业坚持和乡土情结所

发挥的作用.
1.1 创业能力与创业幸福感间的关系假设

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创业幸福感是对企业创立和经营过程中满足感的总体评价和主观感受,
 

不仅包括

对创业绩效满足度的主观幸福感,
 

也包括对实现自身价值和发挥个人潜力所带来满足度的心理幸福感,
 

还

包括对社会贡献及获得社会认同所带来满足度的社会幸福感[15-16].
 

创业能力作为影响创业幸福感的重要因

素[17],
 

反映了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识别与开发市场机会,
 

运营管理创业企业所必备的知识、
 

技能和态度的总

和,
 

包含了在不确定环境中能感知、
 

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
 

并抓住机会创造价值的把握机会能力,
 

也包含

了在创业过程中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通过运营管理并积极改善创业绩效的运营管理能力[18].
学术界普遍认为创业者相对于非创业者具有更高的幸福感,

 

因为创业能带来更多的满足感(如创业带

来的自由、
 

更多的收入、
 

更多的自我价值实现等)[19].
 

与此同时,
 

现有研究证实农民的创业能力对其创业获

得感有积极正向影响[20],
 

那些拥有更高水平创业能力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实现创业成功的可能性越高[21],
 

越可能减少创业期望与现实间的差距,
 

能够更容易获得创业带来的幸福感[7].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

下,
 

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识别机会和开发机会的能力越强,
 

越能捕捉商机,
 

选择受益高、
 

前景好的返乡创业

项目的可能性就越大,
 

越能获得返乡创业的成功[22],
 

继而在实现自我价值获得心理幸福感的同时,
 

也会因

创业成功带来财务业绩和个人收入的增加而获得更多的主观幸福感[23],
 

更会因为能帮助当地农民解决一

定的就业岗位和增加一定的收入、
 

获得父老乡亲的认可和赞美,
 

从而产生较强的社会幸福感[24].
 

类似地,
 

那些运营管理能力越强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越容易通过有效地整合资源和采用高效的运营模式将创业机会

真正转化为更高的企业绩效、
 

更多的个人回报,
 

并获得更多的成就感和社会价值,
 

最终体现为创业幸福感

的总体提升.
 

基于此,
 

提出如下假设:

H1:
 

创业能力对创业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H1a:
 

把握机会能力对创业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H1b:
 

运营管理能力对创业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1.2 创业能力与创业坚持之间的关系假设

创业坚持是一项复杂而持久的活动[25],
 

是返乡农民工创业者长时间追求先前选定的创业机会或目标,
 

而且能够在遇到困难时依旧追求实现该机会或目标的努力行为[26-27].
 

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创业坚持行为并

非一时兴起或者一时激情下的盲目行为,
 

而是在综合考虑内外部环境条件下,
 

充分评估之后作出的理性行

为.
 

Holland基于期望理论通过联合实验研究了效价(继续创业的预期结果的吸引力)和期望(实现这些结果

的相对概率)在决定是否继续创业行为时的作用,
 

当期望值和效价都高时,
 

坚持创业行为的动机更大[28].
 

而相关研究表明,
 

创业能力越高,
 

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及获得的收益越大,
 

创业坚持行为可能性更大[29],
 

也

就是说创业者的坚持行为与其能否充分利用自己的技能、
 

调动创业资源用于解决复杂问题并实现创业目标

时所拥有的创业能力这一内在因素密切相关[30-31].
 

创业能力水平越高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
 

因容易识别返

乡创业机会、
 

调动各种资源,
 

进而对自己能够取得理想结果的信念就越强,
 

其完成创业预期目标的热情也

会更强烈,
 

在创业遇到困难时更愿意付出努力并选择坚持的态度和行为[32].
 

当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把握机会

能力越强,
 

越容易发现商机,
 

在商机转化为创业行为中的创业坚持动力更强;
 

当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拥有更

强的运营管理能力,
 

其在创建、
 

运营新企业时能更好地发挥所拥有的人力、
 

物力、
 

财力资源的作用,
 

保障创

业坚持行为的进行[10].
 

基于此,
 

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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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创业能力对创业坚持有正向影响;

H2a:
 

把握机会能力对创业坚持有正向影响;

H2b:
 

运营管理能力对创业坚持有正向影响.
1.3 创业坚持与创业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假设

Diener等心理学家认为幸福感来源于设定目标并努力去实现目标的过程[33],
 

而创业坚持恰恰是一种

为实现目标的持续行为,
 

从适应水平理论角度,
 

即创业坚持有利于目标的实现进而促进幸福感的获得.
 

与

此同时,
 

期望理论认为,
 

期望将激发个体持续付出努力来实现预期目标[12],
 

Gimeno
 

等讨论了对创业坚持

行为的期望主要来自通过对比目前创业机会与次优替代方案中的3个因素的效价来体现,
 

即财务回报(经
营活动带来的回报)、

 

非财务收益(内在成就感、
 

自由、
 

认可等)以及转换成本(包括付出的时间、
 

努力和找

到另一个替代选择所需要的资源)的大小[30].
 

也就是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认为创业带来效价越大(创业带来

的主、
 

客观效益越大),
 

哪怕遇到困难,
 

会更愿意持续付出努力来实现创业目标,
 

继而通过创业坚持来获得

更多幸福感.
 

此外,
 

相关研究指出创业坚持是创业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10],
 

创业坚持有利于获得更高的财

务回报从而使得创业主观幸福感增加;
 

相比放弃继续创业,
 

那些因为坚持而带来的独立性和相对自由性,
 

使得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有更大的个人满足感,
 

继而提升了创业心理幸福感,
 

尤其持续开展在当地有影响的

返乡创业活动能让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获得更多的自豪感即创业社会幸福感,
 

因而创业坚持行为的增加能够

更好地促进整体创业幸福感的提升.
 

基于此,
 

提出以下假设:

H3:
 

创业坚持对创业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1.4 创业坚持的中介作用假设

适应水平理论表明目标的设定、
 

追求和实现,
 

有助于幸福感的获得[11],
 

尽管创建和发展企业的道路

困难重重,
 

遇到很多逆境,
 

但不少创业者会依然坚持下来以实现创业目标[34],
 

进而获得更多幸福感.
 

也

有学者证实,
 

顽强的创业者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获得成功可能性越大[35],
 

而创业成功与创业幸福感密

不可分,
 

因为创业成功意味着带来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满足.
 

现有国内外研究验证了创业能力对创业

成功的直接影响[13],
 

分析了创业坚持对创业成功的直接影响,
 

并探索了创业坚持在创业效能感与创业

成功间的中介作用[36].
 

创业效能感是指创业者对自身完成创业任务所需能力的信心,
 

而创业能力是创

业效能感的基础,
 

拥有创业能力的创业者的创业效能感会更高,
 

更容易实现创业的成功[37].
 

以上分析可

间接推导出创业坚持在创业能力与创业幸福感间可能产生中介作用.
 

期望理论同样表明,
 

当个体感知实

现预期目标(企业业绩、
 

个人收入、
 

创业成功等)的概率越高,
 

越愿意付出积极努力的行为来实现目标,
 

而那些能力更强的创业者对预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更大.
 

拥有较高水平创业能力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

更容易基于地缘、
 

亲缘、
 

学缘的关系,
 

获得自己创业所需的资源、
 

信息,
 

并更擅长进行创业活动[38],
 

增

加了在返乡创业过程的创业自信和热情,
 

驱动了创业过程中的坚持,
 

继而促进了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因实

现创业目标带来的幸福感的增加.
 

本文认为创业能力水平更高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
 

更愿意坚持创业并

更容易获得创业幸福感.
 

基于此,
 

提出以下假设:

H4:
 

创业坚持在创业能力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1.5 乡土情结的调节作用假设

基于农耕文化、
 

乡土文化以及宗族血缘文化的乡土之情将对农民工的决策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39-40].
 

乡土情结展现出个体对家乡的依恋之情,
 

是一种以“土地”和“家乡”为纽带的归属感或依恋感,
 

乡

土情结伴随着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成长经历、
 

人生阅历及人生体悟的增强而逐渐地生成,
 

并在返乡创业过

程中不断发生变化,
 

对其思想和行为有重要影响.
 

期望理论认为,
 

更高的期望值和更高的吸引力(效价)将
增加采取某种行动的可能性,

 

而个体因素会影响其对期望值判断和价值的评估[41].
 

乡土情结越高的返乡农

民工创业者,
 

会以更积极的眼光和态度对待家乡的人、
 

事、
 

物、
 

习俗及创业环境,
 

并感知到更多的美好.
 

这

无疑会增加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对实现返乡创业成功概率的判断(即期望值的增加),
 

也会使其较高评估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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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成功所带来的物质和非物质价值的吸引力(即效价增加),
 

进而激发那些拥有更高水平创业能力的返乡

农民工创业者在返乡创业过程中表现出更积极、
 

主动的创业坚持行为,
 

哪怕遇到众多创业困难和问题也依

旧坚持下去以实现创业目标.
 

基于此,
 

提出以下假设:

H5:
 

乡土情结在创业能力与创业坚持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1.6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假设

返乡创业是一个多种因素影响下的决定,
 

返乡创业的过程与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对家乡的眷恋和依赖密

切相关,
 

拥有更高水平创业能力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在追求创业成功和创业幸福感的过程中,
 

创业坚持至

关重要的同时,
 

也避不开个人情绪的影响,
 

乡土情结作为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对家乡的依恋,
 

是其创业坚持

行为的动力和支柱.
 

当返乡农民工创业者乡土情结较高时,
 

会增加其对创业成功的期望,
 

进而强化在家乡

坚持创业的决策和行为,
 

以实现创业目标,
 

获得比在外务工更多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也就是说,
 

高水平的

乡土情结会强化创业能力与创业坚持的关系,
 

从而使得创业能力通过促进创业坚持来提升创业幸福感的可

能性增加.
 

根据以上分析,
 

结合假设H4和假设H5,
 

本文认为创业坚持不仅在创业能力和创业幸福感的关

系间起到中介作用,
 

并且这个中介作用的程度会受到返乡农民工创业者乡土情结的影响,
 

乡土情结在“创
业能力—创业坚持—创业幸福感”这一作用路径中有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

H6:
 

创业坚持在创业能力和创业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取决于乡土情结的高低.
 

乡土情结越高,
 

创业

坚持在创业能力与创业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就越强.
综上所述,

 

本文构建了以下理论分析模型,
 

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分析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收集

本文研究对象限定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创业者,
 

本次调研从2021年8月到2021年12月,
 

依托福建省

不同高校红色之旅创业指导教师团队和经过培训的相关乡镇农村籍大学生开展调研问卷的发放和收集.
 

考

虑疫情期间调研问卷获取的便利性及调研过程的安全性,
 

调研地点主要立足福建省内,
 

包括福建省返乡创

业较活跃的闽南地区(福州、
 

厦门、
 

泉州、
 

漳州、
 

莆田等地级市)部分县、
 

乡(镇)、
 

村,
 

经济欠发达的闽西、
 

闽北、
 

闽东地区(包括三明、
 

南平、
 

龙岩、
 

宁德等地级市)的部分县、
 

乡(镇)、
 

村.
 

确定调研地点后,
 

调研的

样本遵循随机抽样的原则.
 

在具体调研过程中充分利用当地星创天地、
 

创业园区、
 

农民创业学习班、
 

返乡

创业社团(群)进行现场访谈及发放纸质或电子网络问卷.
 

问卷内容由创业者基本信息及测量量表两部分组

成.
 

经调研走访发现,
 

返乡创业企业成立的时间集中在2015年之后,
 

企业人数基本在50人以下,
 

规模较

小,
 

企业项目基本是三产融合的创业形式,
 

如一产和三产融合的休闲旅游,
 

一产和二产融合的小型农场、
 

小型加工厂等,
 

还有农村电商、
 

农家乐等三产服务业.
 

本次调研收集了电子版和纸质版问卷共396份,
 

扣

除成立年限超过8年的返乡创业企业及缺失值严重的问卷,
 

收回的有效问卷共251份.
 

其中:
 

男性是主体,
 

占60.2%;
 

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
 

占比44.6%;
 

大专及以下学历占72.1%;
 

返乡

前均拥有工作经验,
 

工作年限平均为4.5年;
 

返乡创业时间4~6年居多.
2.2 变量设计

在采用国内外较为成熟量表对创业能力、
 

创业坚持、
 

创业幸福感、
 

乡土情结进行变量设计的同时,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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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了对10位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调查走访结论,
 

在与几位创业领域专家及“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红色

之旅赛道评委导师讨论的基础上,
 

对相关变量题项和表达进行了局部调整,
 

创业能力量表充分借鉴易朝辉

等[18]的研究并根据本文内容进行调整;
 

创业幸福感的量表则借鉴学者魏江等[16]提出的量表,
 

同时进行了

完善和调整;
 

创业坚持则是基于Smith等[42]的量表并进行了调整;
 

乡土情结量表则是基于对黄美娇等[43]

关于乡土情怀量表的部分题项完善而成(表1).
 

为了控制研究对象的背景因素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
 

选取

性别、
 

年龄、
 

学历、
 

工作经验、
 

返乡年限作为控制变量.
 

在正式调研之前,
 

对50位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进行

问卷预调研,
 

并对问卷题项部分表述再次进行调整,
 

形成了表1中变量的主要题项,
 

变量题项采用5级

Liket量表,
 

1=完全不同意,
 

5=完全同意.
表1 测量工具的信度检验

变量

名称
测项问题构成

因子载

荷系数
CR AVE Cronbach

 

α

把握机会能力 Q1我能准确感知消费者未被满足的要求 0.809 0.897 0.686 0.893

Q2我能通过各种手段识别到高质量的市场机会 0.829

Q3我善于开发新产品或服务 0.841

Q4我善于发现新市场 0.833

运营管理能力 Q5我能合理配置创业项目现有资源 0.858 0.933 0.737 0.941

Q6我能为创业项目制定合理的长期规划 0.804

Q7我能根据创业过程的内外部情况及时调整经营目标和经营思路 0.822

Q8我能与政府职能部门建立良好的关系 0.903

Q9我能与金融机构建立良好的关系 0.900

创业坚持 Q10在返乡创业过程中,
 

当别人都放弃的时候我仍然坚持创业 0.910 0.936 0.746 0.947

Q11当其他人已经退出返乡创业活动,
 

我会反复思考是否继续坚持 0.852

Q12无论返乡创业多么具有挑战性,
 

我都不会放弃 0.775

Q13我愿意花费数年时间实现一个创业项目 0.861

Q14我对所创事业长时期内的发展状况期望水平较高 0.912

乡土情结 Q15我对家乡的人和事有思念和眷恋之情 0.921 0.956 0.846 0.952

Q16我有一些亲戚朋友居住在家乡 0.921

Q17我在过年、
 

过节或者其他时间会回老家看看 0.899

Q18我向往乡村的生活 0.937

主观幸福感 Q19我的创业工作正有序进行并已小有成绩 0.778 0.834 0.626 0.883

Q20我的公司业绩令人满意 0.798

Q21我为创业带来个人收入的变化感到满意 0.797

心理幸福感 Q22我从创业活动中获得成就感 0.893 0.906 0.762 0.904

Q23创业以来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 0.858

Q24创业让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868

社会幸福感 Q25我的产品或服务可以帮助别人 0.757 0.858 0.668 0.875

Q26我的产品或服务推动社会进步 0.858

Q27我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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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本文主要采用SPSS
 

24.0、
 

Mplus
 

7.4来完成相应实证检验,
 

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3.1 同源偏差检验

本文采用Harman单因子分析,
 

利用SPSS
 

24.0软件将所有题项数据开展探索性因子分析(EFA),
 

以

验证是否能由1个因子解析所有变异.
 

结果显示,
 

未旋转的第一个因子解释总方差为31.545%,
 

低于

50%,
 

说明问卷的同源偏差较小,
 

受问卷调查者主观性影响不大.
3.2 信效度分析

结果如表1所示,
 

各变量的维度的Cronbach
 

α值高于0.85,
 

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高于0.75,
 

组合信度

CR 高于0.8,
 

平均方差萃取值AVE 高于0.6,
 

可见各变量的量表收敛效度较好.
 

从表2可知,
 

控制变量对

各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而创业能力、
 

创业坚持、
 

创业幸福感、
 

乡土情结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有待进

一步深入分析.
 

此外,
 

各变量的AVE 的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说明量表区别效度较

好,
 

问卷质量较好.
表2 Pearson相关检验

性别 年龄 学历
工作

经验

返乡

年限

创业

能力

创业

坚持

创业

幸福感

乡土

情结

性别 1

年龄 -0.007 1

学历 -0.106 0.334** 1

工作经验 -0.099 0.699** 0.218** 1

返乡年限 -0.020 0.252** 0.150* 0.215** 1

创业能力 -0.010 -0.077 -0.007 -0.084 0.044 0.845

创业坚持 0.016 -0.065 -0.068 -0.101 -0.022 0.435** 0.864

创业幸福感 0.013 -0.039 -0.050 -0.019 0.087 0.622** 0.461** 0.828

乡土情结 0.049 -0.026 0.063 -0.021 0.092 0.187** 0.251** 0.189** 0.919

  注:
 

除控制变量外,
 

对角线为各量表的AVE 开平方根,
 

*表示双尾检验显著水平p<0.05,
 

**表示双尾检验显著水

平p<0.01.

3.3 创业能力、
 

创业坚持、
 

创业幸福感间的关系验证

使用
 

Mplus
 

7.4来验证创业能力、
 

创业坚持、
 

创业幸福感间的关系路径情况.
 

首先对结构方程模型进

行初步的拟合,
 

结果如表3所示,
 

所有指标均达到能够接受的适配范围,
 

可见模型拟合良好.
表3 模型拟合度检验

拟合指数 χ2/df RMSEA GFI AGFI NFI IFI TLI CFI

可接受值 ≤3 ≤0.08 ≥0.8 ≥0.8 ≥0.8 ≥0.9 ≥0.9 ≥0.9

运行数值 1.704 0.056 0.875 0.880 0.923 0.967 0.960 0.966

  为了验证各变量间的关系路径,
 

在 Mplus
 

7.4运行中,
 

为了尽可能较少随机误差,
 

在计算过程中将采

用bootstrap抽样5
 

000次进行偏差矫正,
 

各回归参数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其中,
 

因数据结果显示各控制

变量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表4未列出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情况.
 

表4结果显示,
 

首先,
 

返乡农

民工创业者创业能力对创业幸福感有积极显著的影响,
 

其中创业能力变量下的把握机会能力显著正向影响

创业幸福感(r=0.438,
 

p<0.001),
 

运营管理能力也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幸福感(r=0.42,
 

p<0.001),
 

假

设H1、
 

H1a、
 

H1b得到验证,
 

且把握机会能力比运营管理能力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其次,
 

从表4可

以发现创业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坚持,
 

其中把握机会能力对创业坚持的影响系数为0.326(p<0.001),
 

运营管理能力对创业坚持的影响为0.236(p=0.001),
 

从而假设H2、
 

H2a、
 

H2b均得到验证.
 

此外,
 

从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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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创业坚持对创业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显著(r=0.283,
 

p=0.002),
 

假设H3得到验证.
表4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假设 回归路径 β SE t p

H1创业能力与创业幸福感 创业幸福感←把握机会能力 0.438 0.092 4.740 <0.001

创业幸福感←运营管理能力 0.420 0.078 5.404 <0.001

H2创业能力与创业坚持 创业坚持←把握机会能力 0.326 0.092 3.548 <0.001

创业坚持←运营管理能力 0.236 0.070 3.352 0.001

H3创业坚持与创业幸福感 创业幸福感←创业坚持 0.283 0.091 3.113 0.002

3.4 创业坚持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 Mplus
 

7.4中选择Bootstrap法来验证中介效应,
 

结果见下表5,
 

其中总效应=直接效应+中介效

应.
 

根据表中数据可知,
 

创业能力变量下的把握机会能力和运营管理能力对创业幸福感的回归总效应、
 

直

接效应、
 

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
 

可见均显著,
 

进一步表明创业坚持在把握机会能力与创业幸福

感间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创业坚持在运营管理能力与创业幸福感间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创业

坚持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
 

假设H4得到验证.
表5 创业坚持中介效应检验

影响关系 效应分解 效应量 SE t p 95%下限 95%上限

把握机会能力 创业幸福感 总效应 0.443 0.081 5.462 <0.001 0.298 0.616

中介效应 0.077 0.035 2.233 0.026 0.023 0.165

直接效应 0.366 0.091 4.013 <0.001 0.190 0.562

运营管理能力 创业幸福感 总效应 0.468 0.085 5.495 <0.001 0.313 0.656

中介效应 0.064 0.027 2.351 0.019 0.022 0.135

直接效应 0.404 0.082 4.948 <0.001 0.256 0.593

3.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中介模型检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入乡土情结作为调节变量,
 

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是否成立,
 

其

中调节变量作用在中介模型前半段路径上.
 

先验证乡土情结的调节作用(表6),
 

根据回归系数检验结果可

知,
 

乡土情结显著正向调节创业能力对创业坚持的影响,
 

影响系数为0.185(t=2.031,
 

p=0.042),
 

假设

H5得到验证.
 

也就是说,
 

乡土情结每增加一个单位,
 

创业能力对创业坚持影响效应将增加0.185个单位.
表6 乡土情结的调节效应检验

回归路径 β SE t p

创业坚持←创业能力 0.451 0.089 5.084 <0.001

创业坚持←乡土情结 0.154 0.059 2.617 0.009

创业坚持←创业能力×乡土情结 0.185 0.091 2.031 0.042

创业幸福感←创业能力 1.012 0.124 8.167 <0.001

创业幸福感←创业坚持 0.098 0.131 0.752 0.452

  注:
 

由于数据结果显示各控制变量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因此表中未标出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情况.

然后,
 

利用Preache、
 

Rucker和Hayes(2007)推荐的Model
 

7的分析方法来验证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具

体结果见表7.
 

由表7可知,
 

返乡农民工创业者乡土情结水平较低时,
 

间接效应为0.042,
 

但此时创业坚持

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置信区间为[-0.016,
 

0.113];
 

当乡土情结处于中间水平时,
 

创业坚持的中介作用显

著,
 

间接效应为0.1,
 

置信区间为[0.046,
 

0.173];
 

当乡土情结水平较高时,
 

创业坚持的中介作用进一步上

升,
 

间接效应为0.166,
 

置信区间为[0.078,
 

0.259].
 

可见,
 

随着乡土情结水平的上升,
 

创业能力通过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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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对创业幸福感产生的间接影响效应增加.
 

由INDEX 的结果可以看出乡土情结对创业能力影响创业坚

持的间接关系中存在调节作用,
 

判定指数为0.056,
 

置信区间为[0.019,
 

0.1],
 

由此证明了有调节的中介效

应显著,
 

假设H6得到验证.
表7 乡土情结调节下中介效应结果

中介变量 创业能力

条件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 Boot
 

SE
偏差校正95%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INDEX Boot
 

SE 下限 上限

创业坚持 低值 0.042 0.033 -0.016 0.113 0.056 0.021 0.019 0.100

中值 0.100 0.325 0.046 0.173

高值 0.166 0.458 0.078 0.259

4 主要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立足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境,
 

通过对251位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调查研究,
 

从创业能力出发,
 

引入创

业坚持作为中介变量、
 

乡土情结作为调节变量,
 

探讨了创业能力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作用.
 

主要有以下

几点发现:
 

①
 

创业能力对创业幸福感有积极显著的影响,
 

在返乡创业过程中拥有更高把握机会能力和

运营管理能力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能够获得更多的创业幸福感.
 

②
 

创业能力对创业坚持有积极显著的

影响,
 

创业能力水平越高越能够促使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克服困难,
 

坚持他们从事的返乡创业活动.
 

③
 

创

业坚持正向影响创业幸福感,
 

且在创业能力和创业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创业能力之所以对创业幸福

感具有重要作用,
 

除了以往研究证明的创业能力对客观创业绩效、
 

创业成功的直接影响而获得的满足感

外[18],
 

更强创业能力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有更高的期望值,
 

更容易坚定信念,
 

以实现创业目标,
 

进而实

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④
 

乡土情结正向调节创业能力和创业坚持的关系,
 

乡土情结越高的返乡农民

工创业者,
 

其创业能力对创业坚持的促进作用越强.
 

另外,
 

乡土情结影响下创业坚持在创业能力和创业

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依然显著.
4.2 实践启示

不断提升返乡创业者的幸福感已成为当前鼓励更多的农民工、
 

退伍军人、
 

大学生、
 

退休公务员返乡(下
乡)创新创业以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进而助农增收,
 

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本文验证了创业

能力对创业幸福感影响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幸福感的获得、
 

推动返乡创业和

乡村振兴具有指导价值.
首先,

 

创业幸福感是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对创业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回报的满足感的评价总和,
 

因此可

从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主观效用感知和体验角度来提升创业幸福感,
 

当地政府在出台制度和政策帮助返乡

创业企业实现更多创业绩效的同时,
 

也可出台认可返乡农民工创业者价值的激励措施,
 

如树立返乡农民工

创业者榜样、
 

颁发帮扶证书、
 

召开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贡献的表彰大会等,
 

进而提高返

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
 

其次,
 

重视创业能力对创业幸福感获得的显著正向作用,
 

当

地政府可以引导返乡农民工创业者通过各种学习渠道提升其自身的创业能力,
 

如鼓励其充分利用社会网络

和互联网平台进行有效的创业学习;
 

当地政府也可通过构建返乡创业培训课程体系和平台,
 

让返乡农民工

创业者通过参与农业技术培训、
 

创业培训积累知识、
 

技能、
 

信息及其他创业资源,
 

优化创业能力.
 

再次,
 

不

能忽视创业坚持行为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
 

当地政府可通过出台政策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克服创业难

题,
 

坚定其创业信心和决心,
 

促进其实现创业目标进而提升其幸福感.
 

此外,
 

要深化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

乡土之情,
 

当地政府可通过营造良好的乡贤文化、
 

创造有利的创业氛围和创业环境,
 

激发在外工作的各界

人士对家乡的眷恋之情,
 

吸引更多的人返乡创业的同时,
 

也改善当地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对家乡的认知和依

赖,
 

使其能够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4.3 研究不足及展望

本文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
 

采用的调研数据为截面数据,
 

相对较难展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态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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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过程[44],
 

未来可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跟踪调查较全面了解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创业能力对创业幸福感的

影响轨迹;
 

第二,
 

将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工作经验、
 

返乡年限等作为控制变量,
 

尚未分析其信贷问题及企业规模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未来可纳入更多控制变量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第三,
 

不同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创业能力与创业幸福感两者间的逻辑链条和路径可能存在差异,
 

未来可基

于其他社会科学相关理论,
 

探讨不同变量在创业能力与创业幸福感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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