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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群体的创业热情最高

王俊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把创新创业作为培育发展新动力的手段，提出要

“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

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

现发展动力转换”。这一经济转型的规划无疑是符合社会发展

规律的，目标巨大、影响长远，关系到我国国力提升和可持续

发展前景。如何推动转型目标的实现？如何激发大众创业的活

力？如何推动万众创新？创新的关键是人的观念和行为的创

新，了解目前民众创新、创业心态，对于理解和制定创新、创

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进行了全国创业

心态调查，了解目前创业者的特点和未来趋势，探究创业和创

新的基础环境和动力，以及一些不利因素，提出未来创新和创

业引导性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采用移动客户端在线问卷调查方法，问卷通过凯迪

数据研究中心研发的问卷调研 APP“问卷宝”，向在线样本库

的全国用户发布，调查样本库包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约

110 万人，覆盖全国 346 个地级城市。调查问卷分为主问卷和

附加题，附加题由系统给完成主问卷的前 3000 名有效被调查

者推送，额满即结束推送。问卷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 0 时正

式上线，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 14 时结束数据收集。共收集到

主问卷样本 12427 份，经查验，剔除无效问卷共计 233 份，最

终获得有效样本 12194 份，有效率为 98.1%；附加题共收获样

本 3008 份。调查样本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样本基本

分布呈现出东部较为密集的形态，对比全国人口密度，尽管样

本分布存在偏差，但基本上与中国人口分布特点相似。本次调

查涉及的主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城乡类别

等人口学变量；经济收入、主观社会阶层等社会阶层地位变量；

生活满意度、社会信任等社会认知变量；创业意愿、近期创业

可能性、创业准备、创业动机、创业能力、创新能力等创业主

观因素变量；创业环境，包括创业机会、创业条件、社会环境

和未来预期等创业风险认知和创业成功评价。

影响创业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个人能力和人脉经验，创新能力

与创业成功率和创业意愿呈正相关

被调查者中属于创业者的共 1550 人，占 13.17%。属于非

创业者的共 10217 人，占 86.83%。

不同性别中的创业者比例接近。虽然被调查者中男性创业

者多于女性，但在各自性别中的比例较为接近，被调查者中男

性有 13.5% 的人创业，女性有 12.4% 的人创业，但在统计上并

不显著。

年龄越大者创业者比例越高。在不同年龄的被调查者中，

26-35 岁组的创业者比例最高，约占四成；其次是 16-25 岁组，

占三分之一多；36-45 岁组占 14.2%；46-55 岁组占 5.8%。

考察创业者在不同年龄段中所占比例，15 岁以下组和 56 岁以

上组人数偏低，代表性差；之外的四组中，年龄越大创业的比

例越高，由高到低，46-55 岁组的比例为 22.1%，36-45 岁组

15.4%，26-35 岁组 14%，16-25 岁组 10.1%。

除博士学历外，其他学历者中创业者比例接近。不同受教

育程度的被调查者中，创业和非创业者的比例除博士研究生外

都很接近，博士研究生中创业者比例高达 42.4%，初中及以下

学历创业者比例最低，为 11.5%，中等教育程度和硕士研究生

中创业者的比例略高于平均数 13.2%，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组

略低于平均数，但四组之中创业者的比例非常接近。

外地户口、农村户口在创业者中所占比例高。被调查者

中，本地城镇户口占 33.0%，本地农村户口占 36.0%，外地城

镇户口占 14.2%，外地农村户口占 16.8%。而在创业者中，农

村户口所占比例高于城镇户口，其中本地农村户口最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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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外地农村户口占 22.3%；本地城镇户口占 29.0%；外地

城镇户口所占比例最低，为 17.1%。

潜在创业者约占三成。非创业者表示有兴趣创业的比例过

半，其中，“非常有兴趣”的占 12.4%，“比较有兴趣”的占

42.1%，合计为 54.5%。创业兴趣“一般”的比例为 32.1%；对

创业“不太感兴趣”、“完全没有兴趣”的比例分别是 10.2%

和 3.2%，合计为 13.4%，不到一成半。被调查者中三年内“一

定会”创业的比例为 7.4%，“很可能”创业的比例为 28.1%，

二者合计为 35.5%；6.2% 被调查的非创业者在为创业做“充分

准备”，29.3% 的属于“有所准备”，合计为 35.5%。

主动创业者的比例约为四成多。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和非

创业者如果创业可能的动机比较接近，创业者由于就业不理

想或就业困难而创业的比例为 37.4%，放弃就业而创业的比例

为 41.4%，属于政策或他人激励创业的比例为 15.7%；非创业

者如果创业可能的这三类动机的比例分别为 37.9%、44.8% 和

17.4%。

创业者自认为成功的约占三成，非创业者认为成功的机会

约两成。被调查的创业者认为自己创业非常成功的占 12.7%，

比较成功的占 17.5%，两项合计为 30.2%。非创业者认为自

己如果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为 0 的占 2.6%，10-20% 的占

19.2%，30-40% 占 29.5%，50% 的 占 29.3%，60-70% 的 占

13.5%，80-90% 的占 4%，100% 的比例为 1.9%，也就是认为

自己成功可能性大于失败的比例合计为 19.4%。

影响创业成功的因素是个人能力和人脉经验。创业者对于

影响创业成功的因素的观点接近，选择最多的是个人能力和人

脉经验，32.5% 的创业者和 33.6% 的非创业者选择了个人能力；

27.8% 的创业者和 30.1% 的非创业者选择了人脉经验。其次是

创新思维，创业者选择的比例是 14.8%，非创业者选择的比例

为 13.1%。再次是专业技术，创业者和非创业者选择的比例分

别为 12.8% 和 9.2%。

创新能力越强，创业越成功。在创新能力量表中，创业者

的创新能力得分显著高于非创业者。创新能力与创业者自我选

择的创业成功因素呈显著正相关，创新能力越强，创业越成功。

创新能力与非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创新能力越强，

创业意愿越高。

创业环境评价较低。创业者认为目前创业环境非常适合创

业的比例低于非创业群体，仅为 6.1%，非创业者为 11.2%。创

业者认为比较适合创业的比例也低于非创业者，占 27.7%，非

创业群体占 33.4%。

政府要进一步激发青年的创业和创新活力，推动高知识阶层

的创业和创新，改善创业环境，搭建创业保障平台，培育创

新型社会

第一，激发更多“新型创业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目前的创业者和创新者是否可以承担

起推动社会发展的重任？除了考虑创业和创新的制度因素是否

可以满足创业、创新行为外，创业者是否具备创业的心理和能

力？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创业心态是大众创业的重要基础。

从创业心态的调查结果看，非创业者表示有兴趣创业的比

例为 54.5%，这是未来创业和创新的重要人力资本基础。创业

者的创业动机和非创业者未来创业可能的动机比较接近，放弃

就业而创业的比例为 41.4%，这是创新和创业激励的基础，是

可以转化为创新社会的动力。创业者把个人能力看作是影响创

业成功的首要因素；创新能力越强，创业比例和创业意愿越高，

这些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可以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个体是推

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使得每个人都能够融入社会发展的实

践中。这些都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之源。

经济社会转型需要具有创新性人格的“新型创业者”，按

照经济学家埃弗里特·哈根（Everett Hagen）的观点，创新

性人格是经济增长、企业精神扩散和资本形成的先决条件。具

有创新性人格的人具有创造性、好奇心和开放等特点。而在目前

这样高度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新型创业者”除了具备创新

性人格以外，还必须具备创新能力和创业者必须具备的使用网络

新技术的能力，熟悉现代资本运作，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等。作为

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国家创新，是少数人难以推动和承担的，

必将是全社会集体努力的结果，这依赖良好的集体心态。

从目前创业者的构成看，虽然在总量上青年是创业队伍的

主体，但从不同年龄组分布的比例看，青年创业者占比并不高，

甚至低于中年。不同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中创业者的比例非常

接近，除去样本量较少的博士学历外，受过高等教育者并没有

比受过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者涌现出更多创业者，也就是说教

育对于创业的影响是不明显的。从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和非创业

者可能创业的动机看，近四成的人把创业作为就业不理想和就

业困难的被动选择，属于政策或他人激发的创业占到了两成。

整个创业者中农村户口所占比例高于城镇户口，外地户口的创

业者高于本地户口。综合这些数据，我们感到“新型创业者”

群体依然有待扩大，还不能有力地支持经济社会转型的实现。

未来的创业政策要进一步激发青年的创业和创新活力，推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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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阶层的创业和创新，重视就业的同时更要加强对创业者的

培养和扶植。

第二，培育创业环境，激励创业动机。调查显示，目前非

创业者中对创业“非常有兴趣”的仅占 12.4%，三年内“一定

会”创业的比例为 7.4%，只有 6.2% 的非创业者在为创业做“充

分准备”。这些数据说明，目前潜在的创业者比例偏低，创业

者后备力量不足，大众创业的基础还很弱。创业者对于创业环

境的评价不高，创业者认为目前的环境非常适合创业的比例仅

为 6.1%，低于非创业者；创业者认为比较适合创业的比例也低

于非创业者。未来创业政策和创业服务的重点是培育创业环境，

虽然政府在大力简化行政审批手续，但打造让创业者满意的创

业环境，还要依赖宏观经济形势改善、良好的创业服务环境建

设、优惠的创业税收政策、较低的融资门槛等，只有综合的创

业环境改善，才能激发更多人加入创业者行列。

第三，建立创业保障平台，降低创业风险。目前的创业环

境下，创业比例较低的一个原因是创业成功率不高。调查显

示，创业者认为自己创业非常成功和比较成功的比例合计为

30.2%；非创业者认为如果自己创业，有 80% 以上成功率的比

例只有 5.9%，非创业者对于创业的风险评价高于创业者。这就

使得相当数量的人在职业规划中，首选就业来规避创业的不稳

定和不确定性。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需要数量庞大的小微

企业，也需要大量的创业者，这也是未来扩大就业的主要途径。

各级政府应该把搭建创业保障平台，作为推动创业的突破口，从

降低创业风险去入手，为创业者提供创业的基本条件，提高创业

者风险管理能力，重视创业能力培训，提供适合不同创业者的创

业孵化和扶植基地，在创业启动投融资优惠政策外，也可以采用

创业保险的形式降低和化解创业的风险，提高创业成功率。

第四，以万众创新作为大众创业的坚实基础。调查发现，

创业者和非创业者的创新能力得分略高于中等程度，创业者的

创新能力得分显著高于非创业者。创业者创新能力越高，自我

评价的创业成功得分也越高；非创业者创新能力得分越高，创

业意愿越强。这说明，创新是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但目前的

创业者中属于创新型创业的比例并不高，如选择全新业态的仅

占两成，非创业者假如创业选择可能性最高的是传统业态加资

源优势。创业者和非创业者选择最多的影响创业成功的因素是

个人能力和人脉经验，选择创新思维和专业技术的比例较低。

因此，大众创业要以更广泛的创新为基础，从个人创新能力的

培养入手，逐渐培养创新性人格，形成创新型社会，推动制度

创新，使科技创新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人们的创新行为有机结

合，形成大众创业的核心动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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