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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独立研究报告题目： 农村电商创业者创业动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

广西 W 镇农村电商创业为例

作者： 全丽华

导师： 尚鸿雁教授

学位名称：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专业（中文体系）

学年： 二〇二二年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网络购物的普及，增加了许多新的就业岗位，也

缓解了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为了改善农村经济侧供给结构，中国大力发展电

商产业，淘宝村、电商村、县域电商中心迅速发展。根据《2017-2022 年中

国电商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表明，在发展现代农业和扩

大农村需求等各项政策的拉动下，农村电商获得长足发展，长期困扰农民的

买难卖难问题得到了较大程度缓解，传统农业借助电子商务加快向现代农业

转型升级，农村居民消费的多样性、便利性和安全性不断提升。

为深入探究农村电商创业者创业动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探究创业意愿

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探究创业意愿的中介作用，本文以广西 W 镇农村电商

创业为例，以农村电商创业者创业意愿为中介，以创业动力为自变量，以创

业绩效为因变量，采用文献研究法、个案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在前期通过对文

献的梳理的基础建立了理论模型，设计了研究假设和调查问卷，并对广西W镇农

村电商创业为例的全面科学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电商创业者的生活动力、

资源优势动力、自我实现动力对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农村电商创业者的

生活动力、资源优势动力、自我实现动力对创业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创业意愿对

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关系，创业意愿在创业动力与创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

效应。通过本文的研究，一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探究农村网络平台创业动力、

创业意愿、创业绩效三者关系，深入探究在农村电商创业平台软环境作用下两者

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本文研究的成果能对现实中农村电商创业作出一定程度

的指导意义，有助于农村电商创业更加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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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tl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of

e-commerce platform entrepreneurs 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an example of rural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in w town, guangxi

Author: Lihua Quan

Advisor: Dr. Hongyan Shang

Degre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jor: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inese Program)

AcademicYear: 2022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online

shopping have created many new jobs and relieved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of

the labor for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upply structure of the rural economy,

China has vigorously developed the e-commerce industry. Taobao villages,

e-commerce villages, and county-level e-commerce center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ccording to the "2017-2022 China E-commerce Industry Marke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Investment Prospect Forecast Report", driven by

various policie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the

expansion of rural demand, rural e-commerce has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which has long plagued farmers' buying difficulties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y

in selling has been largely alleviated,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has accelerated it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o modern agri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e-commerce, and the diversity, convenience and safety of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In order to deeply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rural e-commerce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explore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and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as the medium,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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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case analysis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established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designed research

hypothese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stage. and

questionnaires, and a comprehensive and scientific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rural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in W Town, Guang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riving force of life, resource advantage

and self-realization of rural e-commerce entrepreneur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and the driving force of life, resource

advantage and self-realization of rural e-commerce entrepreneur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on the one hand, we can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rural online platform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deeply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he two under the effect of the soft

environment of rural e-commerce entrepreneurial platform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certain degree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rural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in reality, and help rural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to be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Keywords: Rural e-commerce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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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农村电商创业是当前创业的一个热门话题，互联网经济已经渗透到人民生活

的各个角落。特别是 2020年新冠疫情的持续负面影响，给农产品的供给和运输

销售带来很大挑战，对农产品消费习惯、购买渠道和产品价格等产生了一定负面

影响。在此背景下，农村电商对农产品购销产生的正面效应更加凸显，为此，政

府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与支持的相关政策。2020年 6月，财政部等政府

部门发布了《关于做好 2020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表示要

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促进形成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畅通、线上线下融合

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和现代农村市场体系，培育一批各具特色、经验可复制推广的

示范县。根据相关数据表明，截至 2021年 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10.32亿，较

2020年 12月增长 4296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3.0%。加之，乡镇电商中心的成立

更是助推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电商中心作为为电商创业者提供服务的机构，

是由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一个独立的专业部门，主要负责乡村电子商务创业事宜

而设置的。电商中心的成立不仅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政策咨询、技能培训、资金帮

扶等服务，而且在政府政策方针的落实、电商创业平台的发展以及整合创业资源

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农村互联网的普及率增速在不断加快，

中国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得红利呈现逐渐从城市到农村渗透，从东部相对发达地区

到西部欠发达地区迁移的特征，电商在农村的广泛应用，加速农业产业化、数字

化的发展。

尽管农村电商发展迅猛，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物流配送滞后、发展环

境不完善、人才短缺、农产品缺乏创意包装等。总而言之，就是农村创业电商创

业绩效仍然不高。针对这一问题，相关学者也都进行了深入研究，Buligaetal

（2020）经过实证研究后结果显示，创业者的内部创业动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其创业绩效。芦烤（2018）在对创业动力的类型进行研究后认为，创业者敢于

冒险的动力和追求成功的动力能够对创业绩效产生重要且积极的影响。徐占东等

（2019）和苏晓华等（2018）的研究结果具有相似性，其二者的研究结果都表明，

创业动力的对创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但从当前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仍存在一些

不足之处，不仅在研究的内容方面局限于研究某单一变量或某两个变量的研究，

而且在研究的对象方面缺乏针对农村电商平台的关注。为此，本文以创业动力对

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为课题，以广西W镇农村电商创业为例，以创业动力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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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以创业绩效为因变量，在研究过程中，引入创业意愿这一中介变量，希望

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不足。

1.1.2研究目的

本文期望通过此次实证研究，发现农村电商创业者创业动机、创业意愿、创

业绩效的影响关系，为农村的电商创业提供参考。具体来看，主要想解决如下问

题：

（1）探究农村网络创业者创业动力是否会对创业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2）探究农村网络创业者创业动力是否会对创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3）探究农村网络创业者创业意愿是否会对创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4）探究创业意愿是否在农村电商创业者创业动力和使用绩效之间是否具

有中介作用。

1.1.3研究意义

近年来，农村电商的创业动力与创业绩效的关系认知，比较缺乏实证数据检

验，即便有相关实证研究，也侧重于考察电商的物流体系、产业聚集宏观分析，

从微观层面对创业动力与创业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较少。本文构建了基于农村

电商创业动力的链式中介模型，探究农村社会就业需求作为首因变量的前提下创

业需要与创业动力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不仅丰富了现有理论，也为进一步如何

更好的指导农村的电商创业发展提供了思考与借鉴。

（1）理论意义

第一，农村电商创业动力对于农村电商创业绩效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在现有

农村电商创业动力影响基础上，构建了农村电商平台创业动力模型（社会就业趋

势需求、农村市场发展方向、政策扶持）并将其假设为农村电商创业行为的因果

变量，通过数据分析检验模型各环境因素的实际效应与结论。

第二，深化了农村网络平台创业动力→创业意愿→创业绩效经典理论。以

Bootstrap 中介效应验证提出的理论依据，综合考虑在创业动力、创业意愿中介

效应的相关研究假设，以便于更深入探究在农村电商创业平台软环境作用下两者

的作用机制。

（2）现实意义

近年来，互联网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崛起与发展，为加速农村地区和城市

之间的要素、资源流动以及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城市地区的

电商产业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竞争时期，可拓展的市场空间逐步缩减。对此，拥有

63.78%人口数量的农村地区迎来了农村电商的全新发展机遇，大有逆转城乡二元

分化不断扩大的趋势，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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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电商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农村市场中的资源进行优

化配置，加速第一、第二及第三产业融合，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增加农

民收入，壮大农村经济，带动农村创业与就业。农村电商所形成的产业体系有助

于挖掘农村市场价值潜力，为农村居民创造增收空间。例如，农村电商作为一种

新业态模式，其所形成的农村电商市场会遵循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使得大量资源，

包括资金、人力及信用等流向具有较大发展空间的农村电商市场。而这些资源有

助于农村企业的发展，并增加农户在生产、加工、包装及运输等环节的收入。同

时，新产业的产生会增加新就业，有助于农村边缘劳动力就业。

1.2研究动机

其一，本文作者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和研究，创业者的电商创业动力对创业

绩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相关学者们对农村创业研究较多，但是对于农

村电商创业的研究较少；此外对于电商创业相关影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但创业动力对于创业绩效是否存在因果影响效应，相关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

其二，农村电商平台创业者如何在进一步适应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也是农

村网络创业者面临的共同课题。当前，中国的电商营销市场正在发生改变，农村

电商平台物流流通体系建设、农产品创意包装、质量安全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地

思考和探索。

其三，本文作者在查阅相关文献的过程中发现，研究农村电商创业软环境、

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的文献较少。而对于农村电商创业者来说，如何在电商市场

中让企业良性发展，能跟上农村发展步伐，是农村电商创业者当前一段时间要探

索的课题。本文通过研究农村电商创业需要、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三者的关系，

有助于农村电商创业者根据调查结果，调整农村电商市场营销的策略与运营方

向。

1.3文章结构

本文的研究内容按照五个章节进行描述分析，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研究背景。本章节主要是阐述农村电商创业的背景及农村电商创业

的概况，提出研究动机及研究议题，表明研究目的，确定研究意义。

第二章：文献综述，本部分内容主要包括对电商、农村电商、农村电商创业

概念界定；同时，根据研究需求，对社会资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经济发展辐

射理论等进行了理论梳理，并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对各个理论的支撑作用进行了

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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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本章节主要是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为第四

章的研究分析奠定基础。

第四章：研究结果及分析。本章主要是根据所收集的数据，分析研究结果并

梳理相关的图表数据，使用分析工具进行整理分析，在确认信效度后检验假设，

并对各变量进行影响关系的研究。

第五章：研究总结及建议。本章主要是总结本文的研究发现，从而提出可行

性建议。

1.4可能的创新与研究局限

1.4.1可能的创新

(1)视角创新。目前有关农村电商创业问题研究的成果比较多，但农村电商

创业动力对创业绩效影响因素研究的成果则比较少见。因此，全文在研究视角和

对象的选取上有一定创新性。

(2)数据创新。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研究所需的数据，目前学者对于农村电

子商务创业持续发展调查研究较少，本文是对农村电商发展研究的一个尝试和补

充。

1.4.2研究局限

(1)参考资料的获取。由于本文研究对象是参与中国农村电商创业者，中西

部地区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大量的参考文献，因此对于参考文献的获

取也许不是很全面。

(2)在数据模型分析上，本文主要运用李克特量表，问卷设计的测量项目比

较窄，有的项目偏向主观，模型本身没有考虑随机因素与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实

际的分析中难以排除随机因素与主观因素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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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本章在学者们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查阅农村电商创业平台创业需求、创

业动力以及创业绩效相关的研究文献和研究，提出本论文概念界定和理论构思。

2.1农村电商相关研究

2.1.1电商

“电子商务创业”简称电商创业，指的是依靠网站运营，在网上经营店铺产

生的一种新型的创业形式，借助互联网来发布商品信息创造商机，以获得利润。

电商创业与网络营销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缺一不可。因为电商创业需要依赖互

联网，所以大部分电商创业的本身就是网络营销，多数以网店形式存在，电商经

营也需要网络营销的手段来维护客户群体。

国内目前对电商定义的研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以孟巍（2007）为代

表认为电商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主体，运用互联网进行的商务活动。仍然

(2003)则认为电子商务是经过互联网（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企业及其全部经营活

动，通过信息的交换、产品、服务获取利润。刘二涛 (2015) 提出将电子化的设

备和网络应用于一切商务活动，都可以称为电子商务。

综上，电商是借助互联网为载体，通过淘宝、天猫、京东、苏宁、聚划算等

电商平台以及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销售产

品或者提供服务，以此获取报酬和自身发展的商业行为。

2.1.2农村电商

农村电子商务是相对于城市的电子商务而言，农村电商指的是通过引进信息

技术在农村区域内通过建立网络平台来促进各种商业活动的开展。即主要是农产

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的电商。董坤祥等（2016）的研究认为农村电商是

农村信息化与产业化互相融合的产物，其创新力促进了农村建设，推进农村城镇

化发展。吕丹（2015）则认为未来的农村电商将变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

之一。鲁钊阳、廖杉杉 (2015)分析证实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增收效应是显著。但

韩雷、张磊 (2016) 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电商产业经济虽然增

加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但是也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难以使居民失业率

降低。对上述观点，王沛栋(2016) 作出了比较客观的总结，他指出，当前一段

时间农村电子商务显现出发展空间大、政府扶持利好、国内电商巨头抢滩、集群

化发展的态势，但也存在农村电商人才缺乏，流失严重、农村现代物流体系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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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农产品电商标准化程度低、区域内统筹协调难度大等问题。董越勇，朱莹

（2012）提出随着中国电商应用的高速发展，特色农产品走品牌道路适应市场竞

争的需要。蒋侃（2005）认为农产品电商是现代信息技术和农产品产业结合的有

效竞争手段，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增收致富创造一条便捷途径。刁丽琳 (2005)

指出电商以成本低、效率高、地域界限广、规模效应形成显著等优势，为中国农

产品流通中的矛盾带来契机。傅俊（2013）强调农业生产呈现生产者分散、产品

的标准化程度低、季节性、地域性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积极促进农村电商与

农产品市场的灵活结合是农业现代化发展也是现代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易法

敏，夏炯(2007) 认为，农产品供应链整合是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对资金流、

决策流、物流进行有效的调配和控制，通过优化流程、系统集成，实行资源和信

息共享，优化整体资源。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供应链之间的联结，各成员产生利

润空间。

基于已有研究，本文对农村电商的定义为通过网络平台整合各种资源服务于

农村，为涉农群体提供农产品的销售、农资产品和生活用品购买等服务商业活动，

主要包含农产品的上行和消费品的下行两个流通方向，一是农产品的上行，即农

民作为供应方将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售至消费者手中；二是消费品的下行，即

农民作为消费者，厂商直接通过电商平台将产品或服务销售至农民手中。

2.1.3农村电商创业

中国农村电子商务人才涌现，先进知识走向农村。赵西华，周曙 (2006)则

认为，要掀起农民创业的热情，就要为他们营造一个宽松的创业环境。周惠珺

(2014)认为，中国农村创业群体庞大，农民创业所产生的利润及其他影响效应，

对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影响巨大。祝君红（2017)提出，农村电子商务创业

能人的成功对周围农民创业有带动作用。李誉（2017）认为，国家对电子商务在

农村的发展投入越来越高，对农村网络平台创业的人才引进，不同地方也出台了

很多政策扶持。王兴国 (2017)认为农村网络创业活动的质量与发展潜力，与农

村网络创业者所处的就业环境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有密切关系。

钟燕琼（2016）曾从三个层面来叙述农村电子商务现今的发展状况一一国家

政策扶持、电商企业支持、农村居民参与。对于特征与作用，Poole (2001) 认

为电商可推动信息互通、协调产业、提升市场透明度及价格发现；汪向东（2011）

认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或者说根本目的，是要用互联网来跨

越空间与时间的距离、减少流通环节、沟通买方与卖方等，帮助农民克服原来信

息弱势的弊端，直接与大市场对接； 邱淑英等（2012）也承认电商能够使得生

产与消费之间的距离得以缩短、削减交易成本、降低库存、扩大商业机会，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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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克服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弊端，可大大促进中国的农业产业化。

鉴于上述表述，实际上很多创业者选择农村电商，是因为随着中国农村建设

的推进，很多接受了教育的新生代农民，看到国家目前各项扶持农村就业创业的

政策向农村倾斜，而通过农村电商这个平台达到实现自身价值、改善家庭经济条

件、实现创业成功的目的，他们掌握互联网技术、善于捕捉市场信息，以较低的

门槛和成本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目标。

2.1.4小结

综上所述，农村电商创业的评价标准根据所研究方向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而

不同学者基于自身研究方向的不同，也对农村电商创业的测量分为不同的维度和

层次。但不论通过哪几个维度来测量顾客价值，都对农村电商创业动力产生影响。

农村电商创业动力作为影响农村电商创业成功的前提和内因，为农村电商创业的

研究提供支撑。由于农村电商创业的成功与否是创业利润所决定，所以市场、消

费者对农村电商创业的成功具有一定的未知性、变化大等特点，此外，农村电商

创业由于互联网其他经济的出现而变化，具有动态性与多样性的特征。

对于农村电商平台创业者来说，网店的消费者即电商创业的顾客群体。但在

农村电商平台创业研究方面，本文作者发现对农村电商平台创业的研究主要针对

产品或服务。事实上，受季节、市场改变等影响，网店中的顾客选择也是由多方

面维度构成的，也会随着网店产品的质量、行为的变化而变化。本文参照李克特

量表对本文研究对象进行测量，以检验农村电商平台创业动力对创业绩效影响因

素的效果。

2.2创业动力相关研究综述

2.2.1创业动力概念及内涵

“动力”一词在心理学中具有“有力、能量和活动”的意思，包含了所有决

定有机体行为的内在或潜在因素。Carland、Carland、Ensley（2016）认为所有个

体行为的动力就是本能，也就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倾向。在学术界，创业动力一直

被认为是与人口特征相关联的个人水平的特征，J.W.Carland等（2018）认为，

创业动力就是如渴望成功、创新偏好、高认知需求、风险偏好等各种个人因素相

互作用产生的结果，层次不同的个人因素相互作用后产生的创业动力的高低水平

也是不一样的。在学者王延荣（2018）看来，创业就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抓住

机会制造出新的产品或提供新的服务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助于新产品或新服

务实现其潜在价值。他认为，利益的驱使、创新活动的有力推动、政府出台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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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创业的各项政策、个人抱负的实现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等都是能够作用于

创业者，并促使创业者顺利实现创业的动力来源。姜梦婷（2019）经过自己的实

证研究后发现，创业动力一方面是促使人们创业的内部动机，另一方面则是推动

人们进行创业活动的外在力量。前者是内在因素，是创业者想要创业的内在欲望，

后者则是外部因素，是能够对创业者创业起到推动的各种外部力量。她通过对前

人研究文献的梳理总结出创业动力包含有以下几部分：一是社会因素的需要；二

是生存的需要，三是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需要；四是自尊的需要。张芳艳（2019）

将创业动力界定为在环境、文化等因素影响下，能够推动创业者创业的各种因素，

她认为创业动力并非单一因素，而是多种因素的集合，不仅包括环境因素的影响，

而且还包括人主观意识之内的各种驱使力。本文结合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后认

为，创业动力就是能够驱使创业者进行创业的内外部因素。

2.2.3创业动力的维度划分

国内外学者认为创业动机具有不同的结构维度，根据回顾相关文献，主要的

维度观点如下：

表 2.1 创业动力维度划分示意图

作者（时间） 划分 维度

Emiel et al.（2013） 推动型、拉动型 2
曾照英和王重鸣（2009） 生存推动型、内在事业驱动型

张凯竣（2012） 精神需求、责任需求和名利需求

3
芦炜（2018） 生存型、冒险性型和成就型

Kuratko et al.（1997） 家庭保障、外在报酬、内在报酬、独立自主

4高宏（2015） 激励动机、责任动机、制度动机、冒险性动机

李洪波和陆剑斌（2015） 个人层面、家庭层面、政策层面、经济环境层面

从上边可以看出，实际研究情况的不同将导致创业动力的维度划分的不同，

可以看出，当前大部分国内外学者都将创业动力分为了推动型和拉动型，而本文

结合农村电商平台创业实际情况，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将创业动力划分为生

活动力、资源优势动力、自我实现动力三个维度。

2.2.4创业动力与创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目前，许多国内外学者都对创业动力和创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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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Robinchaud&Roger（2001）在对大量创业者进行调查后，着重研究了四个

动力维度与三个创业绩效维度之间的关系，其中，四个创业动力维度包括内部动

力、家庭取向、外部动力以及独立自主，三个创业绩效维度包括了利润、风险资

金获取以及销售额。研究后发现，创业动力的外部动力（如财务收入、高层次生

活）与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存在相互关系，内部动力（如勇于挑战、个人成长和

社会承认）则与销售额、利润和个人所得呈现负相关关系。而独立自主与公司的

利润呈现的是正相关关系。Almandoz（2014）认为，商业因素和企业家因素能

够充分反映出外内部动力之间的相似双重性，他们二者共同促进了创业行为的产

生。Robichaud（2018）在经过实证研究后认为，创业动力能够反映出创业者所

追求的目标，而创业者追求的目标能够很大程度上决定创业者的创业行为，而创

业行为能够较大程度地影响创业绩效。

2.2.5创业动力与创业意愿的关系研究

罗明忠（2011）经过研究后认为，创业动力是能够对创业意愿造成影响的重

要因素之一。孙红霞，刘冠男（2016）在对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沙海子村的创业

案例进行调查和分析后认为，创业动力能够对农民创业机会的识别和资源的获取

造成重要影响，进而对农民创业意愿形成影响，这一观点和朱红根，梁曦等（2018）

的观点相一致，即充足的创业动力会正面影响创业者的创业意愿，进而对创业过

程形成积极影响。万君宝、查君等（2019）以“千村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了科

学的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创业动力对农民创业活动的开展至关重要，能够

很大程度地影响农村创业者的创业意愿。蒋剑勇，郭红东（2018）发现，除了创

业氛围外，创业动力也能够对创业者的创业意愿产生积极影响，这一结果也与董

静、赵策（2019）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充足的创业动力非常有助于提高创业者

进行创业的概率。国外学者 Valliere（2019）&Jafari etal（2020）对创业氛围、创

业环境、创业动力与创业行为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上述

三者都能对创业行为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即良好的创业动力能够积极促进创业

意愿和创业行为的产生。通常而言，当创业者创业动力充足时，那么他将对未来

的创业过程产生美好期待，就具有更大的意愿进行创业，创业的积极性的主动性

也将大幅提升。

2.3创业绩效相关研究

2.3.1创业绩效的概念界定

Ruekertetal(1985)认为，通常绩效主要包含适应性、效能以及效率三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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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指的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效能指的是创业价值的能力，主要通过新产品

或新服务来体现，效率则是指产生利润的周期长短。Grandeetal.（2017）和

Audretsch(2018）认为，创业绩效就是指创业者创业的具体绩效。Connolly 等

（2018）人认为，创业绩效就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生存和成长的集中体现。易

朝辉（2019）表示，创业绩效是创业者一切创业活动效率和效果的统称。

Sandberg&Hofer（2019）经过研究后认为，创业绩效就是公司战略、所在行业结

果以及创业者的函数。而 Chrisman（2019）则在 Sandberg&Hofer 所得研究结果

的基础上将资源、流程制度、组织结构纳入上述函数中。本文采用 Grandeetal.

（2017）和 Audretsch(2018）的观点，认为创业绩效就是创业者创业的具体绩效。

2.3.2创业绩效的相关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创业绩效的因素研究日益广泛。余绍忠（2013）将创业绩

效影响因素总结为资源、战略、创业者及团队、环境与机会、其他等五类。曹之

然(2010) 则将创业绩效影响分为内部组织、外部组织、战略管理三类。当前学

者们研究得比较多的是环境因素、资源因素、团队因素对创业绩效影响。杜海东

和李业明（2012）将创业环境因素归纳为教育及市场环境、金融支持、政策、基

础设施、技术环境；斯源(2016) 将创业环境分为有形与无形环境。（林嵩，2005）

认为在现有环境条件下，创业主体在创业过程中所能支配的各种要素及其组合。

余绍忠(2013) 发现在动态性环境的调节作用下，资金资源、政策资源、管理资

源、人才资源、科技资源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深远。于丹丹(2014) 分析了创业导

向调节作用下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将创业者特质分为风险倾向、控制源、成就需

要、模糊容忍度。楼晓靖和丁文云(2012) 从创业者特征、环境、网络服务三大

要素分析电子商务创业绩效的影响。这些研究不断推进着理论与创业实践的融

合，为进－步剖析农村网络平台创业理论提供借鉴。

2.3.3创业绩效的测量

当前创业绩效的测量方法主要有相对、绝对，主观、客观评价法四种。相对

评价法是从类似或同行创业项目绩效而进行比较的横向评价方法，绝对评价法以

研究的创业项目客观指标来评价创业绩效；主观评价方法在具体指标测量中，通

常用“很好”、“不好”或者“满意”、“不满意”等级评价来体现绩效，是创

业绩效评估的重要手段。客观评价法采用销售增长率、回报率、总投资平均报酬

率、现金比率等常用的客观绩效评价指标(Ensley,2002)，来反映创业绩效。上

述四种测评方法，使创业绩效的测量具体指标研究不断完善，指标类目不断增加。

翟敏(2014) 提出了生存性、成长性两大类绩效指标，（王瑞，薛红志，2010）



11

提出了财务绩效、总体绩效、生存绩效三大类指标。从目前来看，（余绍忠，2013）

的财务和非财务指标是学者们在研究中最常用的绩效分类标准。

2.4创业意愿相关研究

2.4.1创业意愿的概念界定

Bird（1988）通过研究后认为，创业意愿的本质是一种能够促使个体将注意

力和行为集中于某个特定目标，并能够激励其完成既定目标和计划的精神状态。

Tubbs and Ekeberg（2017）则认为，创业意愿就是对行动、目标、目的的一种

认知，这种认知能够促使其努力完成并实现该目标。Peng、Luand Kang（2018）

则是将创业意愿界定为例如渴望、愿望等且能够对个体创业产生深刻影响的一种

心理倾向。范巍，王重鸣（2019）认为，创业意愿就是个体对自身是否创业所持

有的一种主观选择，能够深刻刻画出个体的创业特征、立场及才能。本文采纳

Peng、LuandKang（2018）的观点，认为创业意愿就是能够对个体创业产生深刻

影响的一种心理倾向，如渴望、愿望、希望等。创业意愿是激励创业者创业的一

个因素，是预测个体创业行为的一个基本变量，在创业者的创业决策中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

2.4.3创业意愿的维度划分

对于创业意愿量表的测量并没有统一的划分方式，如表 4所示，不同学者认

为创业意愿的维度不同，熊智伟等（2012）等学者将创业意愿划分为了三维度，

即曾经意愿、远期意愿、家庭重要。薛永基等（2014）则是将创业维度划分为了

个人资历、创业立场、创业决心、创业方向三个维度。另一学者王晓丹等（2015）

则是认为，创业意愿的维度应包含 4个，即创业思考、创业决定、创业准备、创

业信心。学者张秀娥等（2018）则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创业意愿认定为只包含

创业意愿一个维度。此外，苗薇薇（2020）将创业维度划分为了支持意愿、当前

意愿、长期意愿三个维度。

表 2.2 创业意愿维度划分示意图

学者 时间 维数 具体维度

熊智伟等 2012 3维度 曾经意愿、远期意愿、家庭重要

薛永基等 2014 4维度 个人资历、创业立场、创业决心、创业方向

王晓丹等 2015 4维度 创业思考、创业决定、创业准备、创业信心

张秀娥等 2018 1维度 创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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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2 创业意愿维度划分示意图

苗薇薇 2020 3维度 支持意愿、当前意愿、长期意愿

2.4.3创业意愿和创业绩效的相关研究

从目前梳理的研究文献结果来看，学者们对创业意愿和创业绩效的相关研究

中，更多的倾向于认为，个体的心理因素是创业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即创业意

愿能够对创业绩效起到一定的作用，个体创业的动力时来源于内心深处对于创业

的意愿。学者 Amabile（1998,2001）在 21世纪前后分别提出两个经典假设，第

一个假设是“内部创业有利于创新”，第二个假设是“内部意愿能够激发创业”，

第二个假设是在第一个假设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优化得到的，两个假设一脉相

通。这两个假设的最主要思想就是为了说明创业意愿能够对创业绩效的提升能够

起到推动作用。Mansfield&Busse（2018）以科技人才群体为对象进行研究后发现，

创业意愿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多种多样，如内部成就感和外部成就感。

内部成就感是创业者希望通过创业这一实践活动从而肯定自身价值，外部成就感

则是创业者希望通过创业成功获得来自外界的赞誉和认可，不论内部成就感还是

外部成就感都会促进创业绩效的提升。国内学者魏荣（2019）基于中国的实际背

景，对 Amabile和Mansfield的观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内心意愿是科

技人才群体创业的根源，能够直接作用于该群体的创业行为，而外部意愿则不能

直接作用于科技人才群体，他首先需要创业者对外部的各种因素进行“加工”与

“升华”，然后内化为自身对创业的理解进而对科技人才群体的创业绩效起到推

动或抑制作用。陈万明等（2019）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个体创业意愿被创业者

激发的概率和程度能够对创业绩效的水平起到显著影响作用，基于此，他认为，

外部环境对创业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只有在被创业者感知后才能对创业绩效形成

影响。钟思洋（2020）在对 572份受访问卷进行实证研究后，结果显示，积极的

创业意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创业者创业绩效的提升，拥有积极创业意愿的创

业者会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创业愿望和心理预期。

2.4.4创新意愿的中介作用研究

Collinsetal（2018）的研究表明，创业意愿能够帮助创业者将精力更加集中

于创业事业，能够充分发挥创业者的创业动力，创业者的创业绩效也将越高。

Lumpkin&Dess（2017）以动力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础，认为创业动力和创

业绩效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而中介变量就包括了创业意愿和创业氛围。其在资源

基础理论的研究中，非常重视资源异质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这一观点，创业者如

果能够充分发挥创业动力的巨大作用，那么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和创业绩效也将得

到快速提升。Bandura（2019）在动机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创业者的创业意愿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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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外界评价结果的深刻影响，当创业者自身拥有充足的创业动力时，其可充分将

自己的能够创业成功的信念传达给自己，并在精神方面不断鼓励、激励自己，由

此产生的强烈创业意愿将助推创业者树立必胜信念，勇于克服创业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最终实现创业绩效的提升。创业意愿的巨大作用，将促使创业者激发更为

充足的创业意愿和提升更为充分的创业绩效。学者 Carsrud&Brnback（2019）以

企业家的创业意愿为中介，对企业家创业动力对创业绩效的中介影响机制进行了

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中介影响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创业意愿的中介作用。

2.5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指个人在特定环境中，运用自己的方式方法获取利益的能力，通

常指个人的亲朋好友等关系。一个人能在这些关系中得到的利益越多，证明他的

社会资本就越高。也有部分学者这样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指资源的总量，

这些资源存在的形式可以是实际的，也可以是虚拟的，资源的形成由个人拥有的

持续稳定的、通过相互了解或熟识的关系网络而获得。法国学者 Bourdieu(1986)

是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相对系统分析的人。他发现，资本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个人或团体通过拥有资本，来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资本表现有三种基本形态，

分别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来获得

的资源集合体，表现出来的是真实或虚拟资源的总和。中国具有代表性较早研究

社会资本问题的学者是张其仔 (2004 )、边燕杰、丘海雄（2000 ）等学者。张

其仔发现用西方的方法、程序去研究农民的社会网络，只是有部分情况具有适用

性。边燕杰和丘海雄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

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林南从个体行动立场出发研究社会资本，他把社会资本定

义为：“社会资本是个体为了在嵌入性资源中获取回报，通过工具行动和表达行

动而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

鉴于此，无论研究的角度、立场如何，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共识主要有两个

方面，一是无论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有多少种都离不开社会关系网络，二是社会

资本的主要方面表现更为积极的作用。企业的纵向、横向、社会三者的联系是形

成和扩展企业社会资本的渠道，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具有直接的正面影

响。

2.6研究述评

从当前研究综述来看，国内外学者对创业动力、创业绩效、创业意愿等都进

行了大量研究，相关理论成果进一步加深了对创业相关理论的认识，为探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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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创业动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与借鉴意

义。但总体来说，国内外上述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在研究的

内容方面，只局限于研究某单一变量的研究，没有将上述两个变量或三个变量纳

入同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第二，在研究的对象方面，缺乏针对农村电商平台的

关注，此方面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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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模型提出和假设设计

3.1变量设计与研究模型

3.1.1变量设计

1.自变量

自变量（Independentvariable）主要是指引起因变量发生变化的因素或条件，

故而自变量也被称为因变量发生的原因。自变量一般分为连续变量和类别变量。

如果研究所用自变量是连续变量，则研究被称为函数型实验。本文通过实证研究

主要探究工作满意度对离职倾向的影响，因此选择以“创业动力”为自变量。

2.因变量

因变量（dependentvariable）主要是指因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变量，也就

是自变量变化导致的结果。自变量不仅是紧紧跟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因素，

而且是根据需要、有待观测的因素，是一种以某种反应参数来表征的可测量因素。

根据课题研究需要，本文将创业绩效作为因变量。

3.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mediator）是自变量对因变量发生影响的中介，是自变量对因变

量产生影响的实质性的、内在的原因。如果自变量X通过影响变量M来影响因变

量Y，则称M为中介变量。本文中，创业意愿就是选取的中介变量。

3.1.2模型构建

前文当中本文已将创业动力划分为：生活动力、资源优势动力、自我实现

动力三个维度。通过观察这三个维度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程度，观察每个维度单独

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程度，最终得出农村电商平台创业动力对创业绩效的整体影响

程度。同时，本文把创业意愿作为创业动力和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通过问

卷调查的形式，探究创业意愿作为中介变量时，创业动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程度，

据此，本文构建了如下研究模型。

图 3.1 研究模型示意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9E%E7%BB%AD%E5%8F%98%E9%87%8F/107074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5%8F%98%E9%87%8F/689525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0%E5%8F%98%E9%87%8F/587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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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研究假设

根据上述研究矿机，结合第二章文献综述内容，特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创业动力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a：生活动力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资源优势动力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c：自我实现动力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创业动力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a：生活动力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资源优势动力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c：自我实现动力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创业意愿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4：创业意愿在创业动力与创业绩效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3.3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大量相关文献资料的阅读整理基础之上，采用个体问卷调查的方

法，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最终得出研究结果。

3.3.1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在搜集和分析研究各种现存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选取所需

信息，以达到某种调研目的的方法。通过网络、图书馆，查阅了国内外相当数量

的关于农村电商平台创业动力、创业绩效及创业意愿相关方面的文献和著作，不

断完善本论文的观点，分析研究了文献中大量的相关案例，并归纳整理了对本研

究有利用价值的内容，为本文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3.3.2问卷调查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使用定量研究的问卷调查法，从假设中分析并检验理论

的准确性，以期望得到最终的结果是支持假设。定量研究的目的在于检验提出理

论的准确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反对或者支持假设。问卷调查法根据研究者需要

验证研究的问题，依据前人具有一定信效度的测量工具，以此来进行材料搜集且

被广泛应用的一种方法。为了验证本文章节 3.1部分所提出的假设是否成立，本

研究问卷借助李克特的五级量法表，用问卷并与指导教授讨论后加以部分修改，

完成本文的问卷。本问卷调研时间为 2022年 3月，利用问卷星的电子版问卷，

通过问卷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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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研究对象选取和问卷设计

3.4.1调查问卷对象选取

为了探讨分析创业动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关系，本研究以截至 2022年 3月

进行农村电商平台创业的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并进行调查。为保证问卷的有效性。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截至 2020年 3月进行农村电商平台创业的创业者进行随机抽

样。截至 2022年 3月底，点击问卷星参与的调查问卷共计 285 人回收问卷 268

份，回收率 94.1%。由于部分回收问卷出现漏答题数较多、问卷只选择一个选项

等无效情况，因此，最终收集到有效问卷 261份，有效率 97.3%。

3.4.2问卷设计

本文的问卷测量采用五点量表，填答者依据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描述，对各

项指标进行选择。选项有五个，分别用 1-5 阿拉伯数字表示，分数依次为 1-5

分，分数越高代表相关程度越高。本次调查问卷分为四个部分，具体如下所示：

第一部分：样本基本信息问卷（如下表 3.1所示）

一般资料问卷主要收集调查对象的一些基本资料。对如性别、年龄、学历、

出生地、网店经营类别等问题等基础信息做收集和统计。

表 3.1 样本基本信息问卷

序号 题项 来源

A1 您的性别？

自己设计

A2 您的年龄？

A3 您的学历？

A4 您的出生地是在？

A5 您的网店经营的类别？

A6 您的网店运营现状是？

A7 您选择电商创业是全职还是兼职？

第二部分：农村电商平台创业动力问卷

农村电商平台创业动力的生活动力和自我实现动力是在 Taormina & Lao

（2007）成熟问卷的基础上，结合农村电商平台创业实际情况，对个别题项进行

了调整，最终形成的问卷。而资源优势动力问卷则是根据实际情况自编形成。本

问卷采用五点量表，选项有五个，分别用 1-5阿拉伯数字表示，1代表非常不同

意，2 代表不同意，3代表不确定，4 代表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分数依次为

1-5分，分数越高代表同意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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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农村电商平台创业动力问卷

变量名称 序号 内容 来源

创业

动力

生活

动力

B1 农村电商创业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Taormina&
La（2007）

B2 农村电商创业是为了给个人生活提供保障

B3 农村电商创业是为了增加收入

B4 农村电商创业是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

资源

优势

动力

B5 农村电商中心在我开始农村电商创业时提供资源帮助

自编

B6 农村电商中心免费提供不同水平的农村电商创业培训

B7 农村电商中心为农村电商创业者举办客户联谊会

B8 农村电商中心为农村电商创业者提供优质农产品包装设

计服务

B9 农村电商中心为农村电商创业者举办农产品供应商洽谈

会

B10 农村电商中心邀请农村电商销售达人传授销售技巧

B11 农村电商中心邀请网红带货推广农产品

B12 农村电商中心为农村电商创业者提供农产品仓储场地

B13 物流公司为农村电商创业者提供便捷物流服务

B14 农村电商中心为辖区内年度网店销售额排名前 10的创

业者给予一定物质奖励

B15 农村电商中心通过媒体提高当地特色农产品知名度

自我

实现

动力

B16 农村电商创业是想获得很强的成就感，并实现自己心中

的理想

Taormina&
La（2007）

B17 农村电商创业是希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B18 农村电商创业是受到马云、刘强东等创业者的影响

B19 农村电商创业是因为认为农村电商创业富有趣味

第三部分：创业绩效问卷

创业绩效的问卷同样采用李克特（LikertScale）五点量表，选项有五个，

分别用 1-5 阿拉伯数字表示，1代表非常不满意，2代表不满意，3代表一般，4

代表满意，5代表非常满意。分数依次为 1-5 分，分数越高代表满意程度越高。

本采用了谢雅萍等（2016）的量表，该量表采用了 Covin&slevin、Greenhaus、

Chen 、Hu（2009）的综合量表，在此基础上，本文对部分题项进行了改编，以

求更适合实际情况，最终形成了包含有 5个题项的量表，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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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创业绩效问卷

变量名称 序号 内容 来源

创业绩效

C1 自己所创农村网店主体业务有了很大提升 谢雅萍等

（2016）；
Covin&slevin
、Greenhaus、
Chen 、Hu
（2009）

C2 自己所创农村网店的利润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C3 自己所创农村网店的产品销售额增长很快

C4 自己所创农村网店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发展较快

C5 我对自己所创农村网店现有的业绩非常满意

第四部分：创业意愿问卷

当前，学术界对创业意愿的测量大都使用 Chen（1998）的个体创业和

Thompson（2009）的个体创业意愿量表。通过把这两个量表进行对比发现，Chen

编制的个体创业意愿量表更符合农村电商平台创业者的创业意愿，谢香兵等

（2018）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更为详细的创业意愿量表，张秀娥等（2020）在此基

础上确定了用来测量创业者连续创业意愿的量表。因此，本文也借鉴以往学者的

研究，同时为了适应农村电商平台情景，对量表题项进行了适当修正，构建了农

村电商平台创业意愿量表。量表共包含 4 个测量题目，同样采用李克特

（LikertScale）五点量表，选项有五个，分别用 1-5阿拉伯数字表示，1代表非

常不满意，2代表不满意，3代表一般，4代表满意，5代表非常满意。分数依次

为 1-5分，分数越高代表满意程度越高。

表 3.4 创业意愿问卷

变 量

名称

序号 内容 来源

创 业

意愿

D1 我愿意从事农村电商工作 Chen（1998）；
Thompson

（2009）；谢香兵

等（2018）；张秀

娥等（2020）

D2 我会尽最大努力坚持农村电商创业到最后

D3 创业过程中，我会为了农村电商创业成功付出所有

D4 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会不断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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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数据整理与分析

4.1数据分析方法

4.1.1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是用来说明本研究样本之分布情况，是将受测者的各变数之

意见作为概略描述。本研究利用频率分配来了解被测者的分布情形，利用人口统

计变数年龄、性别等，加以了解本研究样本之结构。

4.1.2信效度分析

在信度分析验证方面，信度是指一份测验所得分数之稳定性或一致性，所谓

一致性衡量主要目的在于分析衡量问项的一致性本研究分析 Cronbachs α信度

值，α系数值大于.7 以上，表示量表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与精确性。检查各问

项所属构面之相关系数（ITE, tototalcorrelation）部分，若是删除该题项可以帮

助提升 Cronbachs系数值，也就表示能够提升整体量表信度时，则删除该问项以

提升构面之精确度。

在效度分析验证方面，杨晶照等（2012）指出效度是指测量工具能测出其所

欲测量的特质或功能之程度，效度可分成内容效度（ContentValidity）、建构效

度（ConstructValidity）。

4.1.3线性回归分析

线性回归分析用于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数据分析方法，可以

用线性回归方程定量的表述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这样已知自变量和线性

回归方程可以预测因变量，相比之下线性回归分析确定的关系比相关分析更紧

密。

4.2基本信息描述

本次调查共点击问卷星参与的调查问卷共计 285人，回收问卷 268份，回收

率 94.1%。其中，有效问卷 261份，有效率 97.3%，符合课题研究需要。如表 4.1

所示，调查问卷共含受访者基本信息题项 7项，分别是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

出生地、网店经营的类别、网店运营现状、电商创业类型。



21

表 4.1 基本情况统计表

变量 数量 占比

性别
男 178 68.2%

女 83 31.8%

年龄

22岁以下 28 10.7%

23岁－34岁 167 63.9%

35岁－44岁 47 18.1%

45岁及以上 19 7.3%

受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下 149 57.1%

本科 92 35.2%

研究生 18 6.9%

博士 2 0.8%

您的出生地是

在？

城市 39 14.9%

农村 222 85.1%

您的网店经营的

类别？

农产品 213 81.6%

非农产品 48 18.4%

您的网店运营现

状是？

正常营业 194 74.3%

已经关闭 67 25.7%

您选择电商创业

是全职还是兼

职？

是 209 80.1%

否 52 19.9%

样本群体性别方面。从表 4.4可以看出在受访客户中主要以男性为主，女性

占比 31.8%，男性占比 68.2%；

样本群体年龄结构方面，此次受访者主要以 23-34的人员为主，其中年龄在

23-34岁的占比为 63.9%，年龄在 35-44岁的受访者占比为 18.1%，两者相加超过

了 80%，占到受访人群八成以上。其次则为 22岁及以下人员的 10.7%和 45岁及

以上人员的 7.3%。从中也可看出，受访人员年龄结构与实际情况相符，比较合

理；

样本群体受教育程度方面，大专及以下占到了被调查人员的主流，受教育程

度为大专及以下的受访者占到受访总人数的 53.2%，超过了受访者的一半。其他

按照占比大小依次为本科、研究生、博士，这样的学历人员比较符合受访者的实

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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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出生地方面，主要以出生地为农村的受访者为主，占比超过了八成，达

到了 85.1，出生地为城市的受访者只有 39人，占比只为 14.9%，这一情况也比

较符合广西W镇农村电商创业的实际情况，W镇属于农村地区，创业者主要以

农村青年为主。

样本网店经营类别方面，主要是以经营农村品为主，占比达到了 69.7%，占

到了七成左右。而主要经营非农产品的受访网店占到了 30.3%，说明当前广西W

镇农村电商创业仍然主要以农产品经营为主，但非农产品占比也不可忽视，已经

占到了受访者网店经营的 30.3%。

样本网店运营现状方面。受访者中，超过七成的网店运营正常，占比达到了

74.3%，但也有四分之一的网店已经倒闭，占比为 25.7%。

样本创业类型方面。受访者中，全职创业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超过了受访

者人群的八成，占比达到了 80.1%。其余的就是兼职创业的人群，占比达到了

19.9%。接近 2成左右。

4.3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从样本统计量、均值、标准差、偏度和峰度五个方面对研究模型中所有

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下表所示。从表中数据可知，测量变量的均值都

大于 3.0，标准差在 0.9-1.1之间，说明创业动力的三个维度、创业意愿、创业

绩效基本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适度偏右分布，能较好地表现总体情况。偏度系数

绝对值小于 2，峰度系数绝对值小于 5，说明调查样本近似服从正态分布，满足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的要求。

同时，均值作为统计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值，能够反映出数据的集中趋势。

在对创业动力各变量平均均值（各变量题项均值相加再除以题项个数）进行计算

后得出。结果显示，创业动力生活动力的四个题项的均值相差不大，最大为 3.76，

最小为 3.71，说明改善经济状况和为生活提供保障是当前广西W电商中心创业

者最强劲的生活动力；资源优势动力中，均值最大为 3.84，最小为 3.61，最大

差距为 0.23，差距较大，说明广西W镇为创业者举办农产业洽谈会做得比较好，

而物流公司为农村电商创业者提供便捷物流服务做得较差；自我实现动力中，均

值最大为 3.84，最小为 3.79，因为农村电商创业富有趣味进行创业的创业者较

多，而受到马云、刘强东等创业者的影响的创业者则较少；创业意愿中，各选项

均值最大的为 3.62，最小的为 3.58，相差 0.04，说明广西W 镇电商中心创业

者所创农村网店的产品销售额增长很快，而所创农村网店的利润水平提升则相对

慢一些；创业绩效中，均值最大的为 D4题项，达到了 3.67，最小为 D1题项，

为 3.61，说明创业者在克服创业困难方面做得较好，在愿意从事电商工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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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些许欠缺。

本文在将各个变量整体均值后发现，生活动力的平均均值为 3.74，资源优势

动力的平均均值为 3.66，自我实现动力的平均均值为 3.82，创业意愿的平均均

值为 3.60，创业绩效的平均均值为 3.65。从大到小依次排列后得出如下结果：

自我实现动力＞生活动力＞资源优势动力＞创业绩效＞创业意愿。其中，创

业动力三个维度的均值相差不大，最大差距也只有 0.17。均值作为一组数据大

概率上最具代表性的数值之一，上述结果的出现说明电商平台创业者创业动力的

三个维度做得都比较好，都比较均衡，符合靠右集中分布趋势，对创业的推动作

用都相差不大。但上述三维度的均值与 5.0的满分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说

明创业动力的三个维度仍然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资源优势动力的均值最

小，这说明资源优势动力对创业的推动作用最小，提升空间最大。同时，自我实

现动力的均值为 3.82，在创业动力的三个维度中最大，也最明显，这说明农村电

商创业能让创业者获得很强成就感，很多创业者不仅是出于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

目的进行创业，而且受到了马云、刘强东等成功创业者的深刻影响，而且他们认

为农村电商创业非常具有趣味。

表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因子 N 平均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创业动力

生活动力

B1 261 3.71 1.101 -1.107 .473

B2 261 3.75 1.098 -1.109 .472

B3 261 3.73 1.078 -1.110 .471

B4 261 3.76 1.029 -1.098 .474

资源优势

动力

B5 261 3.63 1.095 -1.045 .512

B6 261 3.67 1.085 -1.046 .523

B7 261 3.68 1.091 -1.048 .512

B8 261 3.65 1.092 -1.049 .521

B9 261 3.84 1.078 -1.052 .512

B10 261 3.64 1.098 -1.042 .511

B11 261 3.68 1.096 -1.039 .516

B12 261 3.64 1.102 -1.053 .507

B13 261 3.61 1.092 -1.038 .509

B14 261 3.65 1.094 -1.041 .507

B15 261 3.67 .096 -1.045 .513

自我实现

动力

B16 261 3.83 .975 -1.175 .486

B17 261 3.82 .987 -1.176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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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B18 261 3.79 .974 -1.179 .483

B19 261 3.84 .981 -1.172 .489

创业意愿

C1 261 3.61 1.092 -.879 .078

C2 261 3.58 1.093 -.848 .083

C3 261 3.62 1.094 -.829 .081

C4 261 3.59 1.089 -.849 .077

C5 261 3.61 1.089 -.848 .079

创业绩效

D1 261 3.62 .984 -1.184 1.049

D2 261 3.65 .982 -1.186 1.052

D3 261 3.66 .980 -1.183 1.053

D4 261 3.67 .983 -1.185 1.042

4.4信度效度分析

信度检验旨在对变量之间的内部是否具有一致信度进行分析，采用的是

Cronbacha系数作为评估量表信度的指标，克隆巴赫（Cronbach）提出，该系数

越高，则说明数据越可信。在探索性研究中，信度只要达到 0.7就可接受，而低

于 0.35则为低信度，必须予以删除。如表 4.3所示，生活动力的 Cronbacha 系数

为 0.842，资源优势动力的 Cronbacha系数为 0.863，资源优势动力的 Cronbacha

系数为 0.863，创业意愿的 Cronbacha系数为 0.837，创业绩效的 Cronbacha 系数

为 0.817，均大于 0.7，说明各变量题项都具有非常好的内部一致信度，且所用量

表设计科学、合理。

效度检验时，主要通过 KMO值和 Bartlett球体检验来进行效度分析。KMO

统计量在 0.7以上时适合做因子分析，当 KMO统计量在 0.5以下时，不适合用

因子分析法；另外 Bartlett 球体检验的显著性概率的判定规则为：由 SPSS检验

结果显示 Sig.<0.01（即 p值〈0.01）时，即说明量表收集到的数据符合标准，

适合进行下一步的因子分子，反之则不适合。

如表 4.3所示，首先，各变量实测题项的KMO值最大为 0.853，最小为 0.762，

均在 0.7以上，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其次，各变量实测题项的 Bartlett球体检

验显著性水平均为 0.000，大于 0.001，说明变量题项之间具有较强相关性。最

后，各变量实测题项的因子载荷最大为 0.818，最小为 0.678，均大于 0.5，说明

该量表也具有良好的构建效度。综合所述，本次预调查使用的调查问卷的效度符

合要求，具有突出的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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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实测数据信效度分析

变量 题项
Cronbacha

系数
KMO值

Bartlett球体

检验显著性水

平

因子载荷

创业

动力

生活动力 B1-B4 0.842 0.762 0.000 0.678

资源优势

动力
B5-B15 0.863 0.846 0.000 0.784

自我实现

动力
B16-B19 0.824 0.814 0.000 0.818

创业意愿 C1—C5 0.837 0.853 0.000 0.733

创业绩效 D1—D4 0.817 0.764 0.000 0.684

4.5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主要是指通过 SPSS软件对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进行系统分

析，通常分为部分内容，一是对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进行验证，二是在验

证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后，对相关关系的程度进行分析。分析时主要通过查看

对皮尔逊相关系数的大小进行判断。当皮尔逊相关系数处于 0.8-1.0时，表明变

量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当皮尔逊相关系数处于 0.6-0.8时，表明变量之间具

有较强的相关性；当皮尔逊相关系数处于 0.4-0.6时，表明变量之间具有中等程

度的相关性；当皮尔逊相关系数处于 0.2-0.4时，表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弱；

当皮尔逊相关系数处于 0.0-0.2时，表明变量之间相关性极弱或没有。

表 4.4 变量相关性分析

序号 变量 1 2 3 4 5

1

创业动力

生活动力 1

2 资源优势动力 0.815** 1

3 自我实现动力 0.759** 0.616** 1

4 创业意愿 0.672** 0.628** 0.649** 1

5 创业绩效 0.784* 0.577* 0.622** 0.837* 1

显著性水平：**＜0.01，*＜0.05，无标记的数据表示非显著

从表 4.4中数据可以清晰看出，第一，创业动力的生活动力、自我实现动力

与创业绩效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在显著性水平 0.01上显著，资源优势动力与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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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均小于 0.01。同时，创业动力的三个维度与创业绩效的

相关系数在 0.577-0.784的范围内，位于 0.4—0.8之间，说明创业动力的三个

维度与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相关性。

第二，创业动力的生活动力、资源优势动力、自我实现动力与创业意愿的皮

尔逊相关系数均在小于 0.01，且三个维度与创业意愿的相关系数在 0.628-0.672

的范围内，位于 0.4-0.8之间，说明创业动力的三个维度与创业意愿相关性显著。

第三，创业意愿与创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 0.837，位于 0.6-0.8之间，创业

意愿与创业绩效具有高等强度的相互关系，并且皮尔逊相关系数小于 0.01，说

明创业意愿与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4.6回归分析

本文选择回归分析法对自变量、因变量和中介变量相互关系进行系统分析。

分析之前，特将显著性水平值设定为 0.05，如果 Sig值大于 0.05，说明相互关

系不显著。如果 Sig值小于 0.05，说明相互关系显著。

4.6.1创业动力与创业绩效回归分析

（1）生活动力与创业绩效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如表 4.5所示），模型 1中，生活动力与创业绩效调整

后 R2 为 0.623，说明生活动力对创业绩效的解释能力达到 62.3%。模型 1 中 B

值为 0.749，Sig.值为 0.000，小于 0.01，说明生活动力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作用。同时，回归分析系数的 T检验值为 19.498，回归分析系数的 Sig值

为 0.000，小于 0.01，表明数据样本的回归方程具有明显的代表性。

（2）资源优势动力与创业绩效回归分析

模型 2 中，资源优势动力与创业绩效调整后 R2为 0.712，说明资源优势动

力对创业绩效的解释能力达到 71.2%。模型 2中 B值为 0.742，Sig.值为 0.000，

小于 0.01，说明资源优势动力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同时，回

归分析系数的 T检验值为 15.132，回归分析系数的 Sig值为 0.000，小于 0.01，

表明数据样本的回归方程具有明显的代表性。

（3）自我实现动力与创业绩效回归分析

模型 3 中，资源优势动力与创业绩效调整后 R2为 0.688，说明资源优势动

力对创业绩效的解释能力达到 68.8%。模型 3中 B值为 0.811，Sig.值为 0.000，

小于 0.01，说明资源优势动力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同时，回

归分析系数的 T检验值为 16.714，回归分析系数的 Sig值为 0.000，小于 0.01，

表明数据样本的回归方程具有明显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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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创业动力与创业绩效回归分析表

模型 因变量 自变量

模型内容 方差分析 回归分析系数

R 调整

后 R2 F值 Sig. B Beta T值 Sig.

1

创业绩效
创业动

力

生活动力 0.748 0.623 378.462 0.000
1.587

0.712
6.742 0.000

0.749 19.498 0.000

2 资源优势

动力
0.736 0.712 246.258

0.000 1.542
0.799

7.742 0.000

0.721 15.132 0.000

3
自我实现

动力
0.728 0.688 258.421 0.000

1.348
0.821

8.247
0.000

0.811 16.714

注：N=353，***表示 Sig<0.01，**表示 Sig<0.05，*表示 Sig<0.1。

4.6.2创业动力与创业意愿回归分析

（1）生活动力与创业意愿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表 4.6），模型 4 中，生活动力与创业意愿调整后 R2

为 0.715，表明生活动力对创业意愿具有高达 71.5%的解释能力。模型 4中 B值

为 0.672，且 Sig.值为 0.000，小于 0.01，说明生活动力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作用。同时，回归分析系数的 T检验值为 18.458，回归分析系数的 Sig

值为 0.000，小于 0.01，表明数据样本的回归方程具有明显的代表性，预测作用

较为突出。回归方程具体为：创业意愿=1.485+0.672*生活动力。

（2）资源优势动力与创业意愿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表 4.6），模型 5中，资源优势动力与创业意愿调整后

R2为 0.613，表明资源优势动力对创业意愿具有高达 61.3%的解释能力。模型 5

中 B值为 0.849，且 Sig.值为 0.000，小于 0.01，说明资源优势动力对创业意愿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同时，回归分析系数的 T检验值为 18.498，回归分

析系数的 Sig值为 0.000，小于 0.01，表明数据样本的回归方程具有明显的代表

性，预测作用较为突出。回归方程具体为：创业意愿=1.577+0.849*资源优势动

力。

（3）自我实现动力与创业意愿回归分析

模型 6 中，自我实现动力与创业意愿调整后 R2为 0.728，表明自我实现动

力对创业意愿具有高达 72.8%的解释能力。B值为 0.748，Sig.值为 0.000，小于

0.01，说明自我实现动力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同时，回归分析

系数的 T检验值为 16.124，回归分析系数的 Sig值为 0.000，小于 0.01，表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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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样本的回归方程具有明显的代表性，预测作用较为突出。回归方程具体为：创

业意愿=1.684+0.748*自我实现动力。

表 4.6 创业动力与创业意愿回归分析表

模型 因变量 自变量

模型内容 方差分析 回归分析系数

R 调整

后 R2 F值 Sig. B值 Beta值 T值 Sig.值

4

创业意愿 创业动力

生活动力 0.876 0.715 345.187 0.000
1.485

0.833
8.724 0.000

0.672 18.458 0.000

5 资源优势

动力
0.746 0.613 272.498 0.000

1.577
0.742

8.148 0.000

0.849 18.498 0.000

6
自我实现

动力
0.784 0.728 312.241 0.000

1.684
0.841

8.471
0.000

0.748 16.124

注：N=353，***表示 Sig<0.01，**表示 Sig<0.05，*表示 Sig<0.1。

4.6.3创业意愿与创业绩效回归分析

从表 4.7 中可知，创业意愿与创业绩效模型内容的 R 为 0.663，调整 R2为

0.628，方差分析的 F值为 487.259，方差分析的 F值 Sig.值均为 0.000，小于 0.01，

说明创业意愿对创业意愿影响显著。同时，二者回归分析系数的 T值为 178.498，

回归分析系数的 Sig值为 0.001，说明二者的回归方程代表性显著，回归方程具

体为：创业绩效=1.498+0.639*创业意愿。综上所述，创业意愿对创业意愿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预测作用比较明显。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应多措并举，多

手段、多途径提高创业意愿，进而达到提升创业绩效的目的。

表 4.7 创业意愿与创业绩效回归分析表

模型 因变量 自变量

模型内容 方差分析 回归分析系数

R 调整后
R2 F值 Sig. B Beta T值 Sig.

7 创业绩

效
创业意愿 0.663 0.628 487.259 0.000

1.498
0.849

8.149 0.000

0.639 178.498 0.001

4.6.4创业意愿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

统计学领域知名学者 Baron & Kenny（1986）认为，中介变量的本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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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对因变量施加影响的内在的、实质性的原因。在检测中介变量的中介作

用时，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一是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性解释；二是自

变量对中介变量具有显著性解释；三是中介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性解释；四

是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放入以因变量为主的回归模型中，如自变量对因变

量显著性消失，则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若只是显著性降低，那么中介变量具有

部分中介作用。

表 4.8数据显示，模型 8中，以创业动力为自变量，以中介变量创业意愿

为因变量作回归，创业动力对创业意愿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Beta 值为 0.734，

Sig.0.000，说明自变量创业动力的变化可以显著解释中介变量创业意愿的变

化，条件 1成立；

模型 9中，以创业动力为自变量，以创业绩效为因变量作回归，创业动力

对创业绩效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Beta值为 0.684，Sig.0.000，说明创业动力的变

化可以显著解释创业绩效的变化，条件 2成立；

模型 10中，以中介变量创业意愿为自变量，以创业绩效为因变量作回归，

创业动力对创业绩效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Beta 值为 0.588，Sig.0.000，小于

0.005，说明创业意愿的变化可以显著解释创业绩效的变化，条件 3成立；

模型 11中，在将自变量创业动力和中介变量创业意愿同时放入以因变量创

业绩效所做的回归模型中，创业动力对创业绩效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Beta 值为

0.649，Sig.0.000，小于 0.005。较之前没有放入中介变量创业意愿之前的 0.684

出现了显著变小，说明相互关系的影响强度发生了下降，下降了 0.35。按照

Baron & Kenny的中介作用检验方法，创业意愿在创业动力和创业绩效之间具

有部分中介作用。

表 4.8 创业意愿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

变量名称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T值 Sig.值
B值 标准误差值 Beta值

模型 自变量 因变量 1.668 0.215 7.006 0.000

8 创业动力 创业意愿 0.749 0.058 0.734 17.468 0.000

9 创业动力 创业绩效 0.615 0.421 0.684 12.487 0.000

10 创业意愿 创业绩效 0.377 0.287 0.588 10.339 0.000

11
创业动力

创业绩效
0.221 0.199 0.649 9.414 0.000

创业意愿 0.348 0.301 0.477 11.43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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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假设检验汇总

本文研究过程中，通过对回收到的有效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描述性分析、

回归分析后等方式，对提出的假设逐一进行了检验，具体内容如表 4.9所示。

表 4.9 研究假设汇总

序号 假设 假设内容 验证结果

1 H1 创业动力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成立

2 H1a 生活动力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3 H1b 资源优势动力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4 H1c 自我实现动力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5 H2 创业动力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成立

6 H2a 生活动力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7 H2b 资源优势动力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8 H2c 自我实现动力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9 H3 创业意愿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成立

10 H4 创业意愿在创业动力与创业绩效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部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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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5.1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课题以广西W镇农村电商创业为例部分企业创业者为对象，旨在

对农村电商中心创业动力、创业意愿及创业绩效三者相互关系进行探讨。为确保

课题研究的科学严谨，本文对广西W镇农村电商创业为例部分企业创业者进行

了实际调查。运用 SPSS27.0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结果进行了信度检验和效度检

验，并对实测数据结果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之前设定的假设全部或部分成立，具体结果如下：

5.1.1创业动力对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创业动力的三个维度中，模型 1中，生活动力与创业绩效的 B值为 0.749，

Sig.值为 0.000，小于 0.01，说明生活动力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模型 2中，资源优势动力与创业绩效的 B值为 0.721，Sig.值为 0.000，小于 0.01，

说明资源优势动力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模型 3中，自我实现动

力与创业绩效的 B值为 0.811，Sig.值为 0.000，小于 0.01，说明自我实现动力

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这与Robinchaud & Roger（2001）、Almandoz

（2014）、Robichaud（2018）在经过实证研究后认为，创业动力能够反映出创

业者所追求的目标，而创业者追求的目标能够很大程度上决定创业者的创业行

为，而创业行为能够较大程度地影响创业绩效。

5.1.2创业动力对创业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创业动力的三个维度中，模型 4中，生活动力与创业意愿的 B值为 0.672，

且 Sig.值为 0.000，小于 0.01，说明生活动力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

用。模型 5中，资源优势动力与创业意愿的 B值为 0.849，且 Sig.值为 0.000，

小于 0.01，说明资源优势动力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模型 6中，

自我实现动力与创业意愿的 B值为 0.748，Sig.值为 0.000，小于 0.01，说明自

我实现动力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这与罗明忠（2011）、孙红霞

和刘冠男（2016）、万君宝和查君等（2019）、蒋剑勇和郭红东（2018）、董静

和策（2019）、Valliere（2019）& Jafari etal（2020）等学者也持有这种观点，

他们认为良好的创业动力能够积极促进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的产生。通常而言，

当创业者创业动力充足时，那么他将对未来的创业过程产生美好期待，就具有更

大的意愿进行创业，创业的积极性的主动性也将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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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创业意愿与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模型 7中，创业意愿与创业绩效模型内容的 R为 0.663，调整 R2为 0.628，

表明自我实现动力对创业意愿具有高达 628%的解释能力。B 值为 0.639，小于

0.01，说明创业意愿对创业意愿影响显著。同时，二者回归分析系数的 T 值为

178.498，回归分析系数的 Sig值为 0.001，说明二者的回归方程代表性显著，回

归方程具体为：创业绩效=1.498+0.639*
创业意愿。Amabile（1998,2001）、

Mansfield&Busse（2018）、魏荣（2019）、Amabile和Mansfield、陈万明等（2019）、

钟思洋（2020）等学者也持有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积极的创业意愿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促进创业者创业绩效的提升，拥有积极创业意愿的创业者会表现出更加强烈

的创业愿望和心理预期。

5.1.4创业意愿在创业动力和创业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创业意愿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将自变量创业动力和中介变量创

业绩效同时放入以因变量创业绩效所做的回归模型中，创业动力对创业绩效的标

准化回归系数 Beta值为 Beta值为 0.649，Sig.0.000，小于 0.005。较之前没有

放入中介变量创业意愿之前的 0.684出现了显著变小，说明相互关系的影响强度

发生了下降，下降了 0.35。按照 Baron & Kenny的中介作用检验方法，创业意

愿在创业动力和创业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这一结果与 Collinsetal（2018）、Lumpkin & Dess（2017）、Bandura（2019）、

Carsrud & Brnback（2019）等学者观点不谋而合，他们认为创业动力和创业绩效

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而中介变量就包括了创业意愿和创业氛围。

5.2研究建议

本次研究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创业动力、创业意愿和创业绩效三者的

研究模型，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假设。在运用 SPSS 27.0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

析后发现，创业动力对创业意愿和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意愿对创业

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创业意愿在创业动力和创业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为

显著提升广西壮族自治区W镇农村电商创业绩效，本文根据上述结果提出如下

对策建议。

（1）给予农村电商平台创业者更多的培训资源方面的支持。从实证研究的

结果来看，各变量之间的描述性分析来看，资源优势动力的均值最小，只有 3.66，

说明广西W镇在电商创业者资源扶持方面做得不够，因此，给予农村电商平台

创业者更多的培训资源方面的支持势在必得。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的指导意义，

人只有在满足了基本需求的基础上才会需求更高层次更高价值的需求，因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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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尽最大可能给予创业者培训资源方面的帮助。当地政府一是应积极搭建农村电

商创业服务平台，可以在现有各类众创空间、孵化器、创业园区以及创客工作站、

创客空间、农村电商创业示范基地的基础上，整合现有服务资源，大力实施农村

电商创业者培训服务工程，探索“创业+技能”培训模式，为其提供技能培训服

务和实习实践，提升青年创业实践经验和实战能力。二是要充分发挥学校对于创

业青年培训的阵地作用，联合当地大型企业和高校力量，在市内各高校内部建立

农村电商创业者创业交流中心，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构建创业培训课程，主动将

农村电商创业者创业培训融入到青年人才培养方案里，借助“理论结合实际”的

教学方式努力提升创业理念和创业能力。

（2）给予农村电商创业者资金资源方面的支持。给予农村电商创业者资金

资源方面的支持是也是弥补当前广西 W 镇电商创业者资源优势动力的举措之

一，广西W镇在面对在电商创业者资源扶持方面做得不够的问题时，一是要积

极引导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服务农村电商创业者和中小微企业的本源，鼓励当地的

城市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开设网点，切实提高自身风险识别水平和能力，加大对

农村电商创业者信贷投放额度和力度。二是要积极探索股权交易融资方式。应不

积极发挥自身作用，大力实施创业项目精准培育计划，分类别、有针对性地对接

国内资本市场，缓解并解决农村电商创业者融资渠道少的问题，特别是科技板和

创业板作为国家帮助创业者和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设立的资本市场，对于缓解创

业者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3）积极构建服务农村电商创业者的长效机制

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在以市场为资源配置主体的经济活动中，在市场配置资

源能力不起作用时通过政策制定、实施和调节介入资源配置当中，可及时纠正和

克服市场失灵现象。从本文各变量描述性分析可知，不管是创业动力的三个维度、

还是创业意愿和创业绩效，均值都在 3.5-4.0之间，这与 5.0的最高值还有一定差

距，说明广西W镇电商中心创业者在上述三个方面还有提升空间，而本文认为，

农村电商创业者并非一蹴而就之举，而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长效机制的

构建能够极大地改善这一现状。因此，当地政府应构建科学、可持续的长效服务

机制，不断发挥在服务农村电商创业者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一是可以通过前期调

研和参考其他省市相关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农村电商创业者创业工作实际，

构建一个旨在指导、帮助农村电商创业者的常态机构—农村电商创业者创业服务

中心，主要以服务农村电商创业者为主旨，鼓励农村电商创业者进行创业实践。

中心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大力整合当地政府各部门服务资源力量，以提供创

业服务交流场所、创业服务信息和适当的创业资金服务为主要内容开展就业技能

服务培训等内容；二是要加大困难救济力度。农村电商创业者进行创业存在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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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往往会经历多次失败。当地政府应在现有基础上加大困难救助力度，可以

出台农村电商创业者创业救助政策，设立农村电商创业者失败救济基金，并协调

当地慈善公益组织、企业、个人给予实际帮扶。还可以协调创业导师对创业失败

项目进行二次审视，积极总结创业失败经验教训，疏导农村电商创业者心理，放

下失败青年创业者的内心包袱。

5.3研究不足和展望

5.3.1研究不足

由于创业动力与创业绩效相关理论体系庞杂，理论较深，角度较多，而本文

自身理论和专业知识储备有限，虽在研究过程中极尽努力，力争做到结构严整，

论述严密，但纵观研究过程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一是文献资料阅读自认为仍

然不够，仍然存在提升的空间；二是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的调查问卷还有提高的空

间，深入分析不够，针对其他企业时，其在准确性、合理性和科学性方面还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

5.3.2研究展望

下一步的研究空间主要包括：一是理论的应用深度及其他相关理论对本文研

究的基础性作用；二是仍需对选取的受访人群做长期追踪，以验证本文的研究成

果以及获得新的结论；三是本文研究成果的普适性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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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农村电商创业者创业动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调查问卷

亲爱的朋友：

您好！

首先感谢您抽时间参加本问卷的调查。本问卷旨在了解农村电商创业者创业

动力、创业绩效、创业意愿三者情况。问卷调查答案无对错之分，您选择最接近

您的实际情况回答即可，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祝您生活愉快，万事如意！

第一部分：基本信息。

以下是各项基本资料，请依您个人的实际状况进行填答，在下列☐中勾选，打√。

1.您的性别？

☐男 ☐女

2.您的年龄？

☐22岁以下 ☐23岁－34岁 ☐35岁－44岁 ☐45岁及以上

3.您的学历？

☐大专及以下 ☐本科 ☐研究生 ☐博士

4.您的出生地是在？

☐城市 ☐农村

5.您的网店经营的类别：

☐农产品 ☐非农产品

6.您的网店运营现状是：

☐正常营业 ☐已经关闭

7.您选择电商创业是全职还是兼职：

☐是 ☐否

第二部分：创业动力

下面的题项每个方面的每个问题有五个选项，选项有五个，分别用 1-5阿拉

伯数字表示，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一般，4代表同意，5代

表非常同意。分数依次为 1-5分，分数越高代表满意程度越高。请您根据实际情

况作出判断，请在相应的选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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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题项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一

般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生活动力

B1 农村电商创业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1 2 3 4 5

B2 农村电商创业是为了给个人生活提供保障 1 2 3 4 5

B3 农村电商创业是为了增加收入 1 2 3 4 5

B4 农村电商创业是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 1 2 3 4 5

资源优势动力

B5 农村电商中心在我开始农村电商创业时提供资源帮助 1 2 3 4 5

B6 农村电商中心免费提供不同水平的农村电商创业培训 1 2 3 4 5

B7 农村电商中心为农村电商创业者举办客户联谊会 1 2 3 4 5

B8
农村电商中心为农村电商创业者提供优质农产品包装设

计服务
1 2 3 4 5

B9
农村电商中心为农村电商创业者举办农产品供应商洽谈

会
1 2 3 4 5

B10 农村电商中心邀请农村电商销售达人传授销售技巧 1 2 3 4 5

B11 农村电商中心邀请网红带货推广农产品 1 2 3 4 5

B12 农村电商中心为农村电商创业者提供农产品仓储场地 1 2 3 4 5

B13 物流公司为农村电商创业者提供便捷物流服务 1 2 3 4 5

B14
农村电商中心为辖区内年度网店销售额排名前 10的创业

者给予一定物质奖励
1 2 3 4 5

B15 农村电商中心通过媒体提高当地特色农产品知名度 1 2 3 4 5

自我实现动力

B16
农村电商创业是想获得很强的成就感，并实现自己心中的

理想
1 2 3 4 5

B17 农村电商创业是希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2 3 4 5

B18 农村电商创业是受到马云、刘强东等创业者的影响 1 2 3 4 5

B19 农村电商创业是因为认为农村电商创业富有趣味 1 2 3 4 5

第三部分：创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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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项有每个问题有五个选项，选项有五个，分别用 1-5阿拉伯数字表示，1

代表非常不强烈，2代表不强烈，3代表不确定，4代表强烈，5代表非常强烈。

分数依次为 1-5分，分数越高代表影响程度越高。请您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

请在相应的选项画“√”。

题号 题项

非

常

不

强

烈

不

强

烈

不

确

定

强

烈

非

常

强

烈

C1 自己所创农村网店主体业务有了很大提升 1 2 3 4 5

C2 自己所创农村网店的利润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1 2 3 4 5

C3 自己所创农村网店的产品销售额增长很快 1 2 3 4 5

C4 自己所创农村网店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发展较快 1 2 3 4 5

C5 我对自己所创农村网店现有的业绩非常满意 1 2 3 4 5

第四部分：创业意愿

请您根据您网店的实际情况，在题项后认为合适的分数项下打√，分别用 1-5

阿拉伯数字表示，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不确定，4代表同意，

5代表非常同意。分数依次为 1-5分，分数越高代表同意程度越高。请您根据实

际情况作出判断，请在相应的选项画“√”。

题

号
题项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确

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D1 我愿意从事农村电商工作 1 2 3 4 5

D2 我会尽最大努力坚持农村电商创业到最后 1 2 3 4 5

D3 创业过程中，我会为了农村电商创业成功付出所有 1 2 3 4 5

D4 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会不断克服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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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大学毕业 14年，我有幸来到正大管理学院求学，我想我是幸运的，认识来

自五湖四海的同学，还有学识渊博的老师。此外，我想向我的指导教师尚鸿雁教

授表达感谢。在我论文确定题目的初期，尚教授对我论文的研究范围、研究方向、

大纲等多方面作出了大量指导性的意见和推荐；在论文撰写阶段，尚教授奉献出

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对我遇到的问题耐心指导，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正是

尚教授不辞辛苦地指导，使得论文得以顺利撰写，对此再次由衷感谢尚教授对我

的帮忙和关怀。

其次，正大管理学院每位给我上课的老师无私传授了丰富的知识，使我丰富

了知识，增长了才干，今后我将用我的所学更好地对自己进行职业规划。在此，

向所有授课的老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感恩之余，也诚恳地请各位老师对我的独立研究报告多加批评指正，使我及

时完善独立研究报告的不足之处。

全丽华

2022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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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作者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所

取得的成果。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

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其他已申请学位或其他用途使用过

的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说明

并表示了谢意。

若有不实之处，本人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独立研究报告题目：农村电商创业者创业动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广西W
镇农村电商创业为例

作者签名： 日期： 2022 年 8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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