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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我国农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 在乡村

振兴战略驱动下，我国农村许多地区通过电商创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出现了电商创

业集聚现象。 然而，该现象背后的原因还不明晰。 本文通过江苏沭阳花木“淘宝村”的纵

向案例研究，从动态演化视角阐释了农村地区电商创业集聚过程及每个阶段的关键影响

因素。 通过案例分析，发现沭阳“淘宝村”电商创业集聚的萌芽、形成和发展、成熟、转型

和升级四个阶段对应的关键动因分别是地区文化传统、创业带头人的榜样示范效应、基础

设施状况改善、制度支持与政府引导，解释了在道路和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时创业文化传

统以及创业榜样的带头示范作用可以帮助创业者克服困难，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

政府的制度支持与引导又能促进电商创业集群的快速转型与升级。 因此，地方政府的政

策制定应该侧重于基础设施投入、创业带头人的培育及产业集群的引导和治理，同时重视

创新创业文化氛围在促进农民创业和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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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我国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使得农村常住人口的数量逐渐减少，阻碍了农村的教育、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决胜阶段，党的十九大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要支持、鼓励和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 随着农村道路基础设施的

改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普及，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实施，部分农民及大学毕业生开始返乡

创业，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往往选择电商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下，我国农村

的某些地区正孕育着一场电商创业的浪潮（刘亚军和储新民，２０１７） ［１］，出现了许多植根于农村创

业情境与互联网结合的“淘宝村”电商创业集聚现象。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我国符合标准的“淘宝村”

９３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２ 期



数量达到 ２１１８ 个，活跃的淘宝网店已经超过 ４９ 万个，销售额突破 １２００ 亿元，直接带动就业机会

１３０ 多万个，且“淘宝村”的村民收入要高于其他村村民（阿里研究院，２０１７） ［２］。 可见，“淘宝村”是
我国减少农村贫困人口、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利器，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因此，“淘宝村”电商创业集聚现象背后的动因及机理值得进一步深

入研究。
最初，电商创业企业的发展往往得益于网络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政策的扶持 （ Ｆａｒｉｓｅｌｌｉ 等，

１９９９） ［３］，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又能影响企业的电子商务能力（Ｏｋｏｌｉ 等，２０１０） ［４］。 尤其是在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是影响电商企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Ｊｅｎｎｅｘ 等，２００４） ［５］。 世界上

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建立和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与互联网相关的服务，但网络和硬件方

面的不足并不是影响电商创业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Ａｌ⁃ｓｈｂｏｕｌ 和 Ａｌｓｍａｄｉ，２０１０） ［６］。 企业家精神、
信息技术创新都是影响电商创业的重要因素（Ａｌａｈｖｅｒｄｉ，２０１７） ［７］，两者的协同发展与融合对电子

商务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Ｈａｓａｎ 和 Ｈａｒｒｉｓ，２００９） ［８］。 政府必须在电子商务领域构建基于信

息资源共享的创业平台，促进电商创业和创新 （Ｍｏｌｉｎａ 和 Ｍｉｃｈｉｌｌｉ，２００３） ［９］。 Ｓｈｅｍｉ 和 Ｐｒｏｃｔｅｒ
（２０１８） ［１０］在解释如何应用网络进行电商创业的过程中也突出了影响电商创业的创新因素。 国外

学者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企业的发展上，鲜有学者针对中国农村地区特有的“淘宝村”
现象进行专门研究（Ｌｅｏｎｇ 等，２０１６） ［１１］。 而且中国情境下的独特创业现象与西方成熟经济体系的

差异性也比较大（蔡莉和单标安，２０１３） ［１２］，国外的研究很难得出具有高度参考价值的研究结论和

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一批批“淘宝村”名单的发布，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农村地区电商创业“淘宝村”现

象并展开研究。 现有研究理论成果较多，主要从社会创新 （崔丽丽等，２０１４［１３］；董坤祥等，
２０１６［１４］）、电商行业协会（曾亿武和郭红东，２０１６） ［１５］、社会关系（刘杰和郑风田，２０１１） ［１６］、信息及

网络嵌入性 （ Ａｖｇｅｒｏｕ 和 Ｌｉ，２０１３［１７］；梁强等，２０１６［１８］；邹蓉等，２０１６［１９］ ）、政府支持 （梁强等，
２０１６） ［２０］、文化特征（黎常，２０１４） ［２１］、产业演化（刘亚军和储新民，２０１７） ［１］、空间集聚与产业迁移

（徐智邦等，２０１７［２２］；朱邦耀等，２０１６［２３］ ）、产业生态系统（池仁勇和乐乐，２０１７） ［２４］ 等方面对“淘宝

村”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形成原因进行了理论分析。 部分学者从“淘宝村”的生存困境（梁强等，
２０１７） ［２５］、发展模式（史修松等，２０１７） ［２６］、转型升级与演化模式（曾亿武等，２０１５） ［２７］ 等视角寻求

“淘宝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方案。 还有学者从“淘宝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当地就业、经济、文化等

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剖析，分别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及就业安置（吕丹，２０１５） ［２８］、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房冠辛，２０１６） ［２９］、文化冲突与重构（Ｌｉｎ 等，２０１６） ［３０］等角度进行研究。 “淘宝

村”电商创业集聚形成的时间比较短，国内针对农村地区“淘宝村”创业集聚现象背后的关键因素

及其演变过程等纵向案例研究成果比较少，对其形成过程及影响因素的探索显得不足，现有文献也

很少关注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对“淘宝村”创业集聚现象的关键驱动作用。
对于我国农村地区出现的“淘宝村”创业集聚现象，如何从理论视角进行解释？ 创业集聚的形

成经历了哪些阶段？ 每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及关键影响因素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揭

示农村创业土壤与互联网结合的中国特色“淘宝村”现象产生的动因及形成机理。 部分“淘宝村”
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萎缩和过度竞争等现象，集群中的创业企业生存能力弱、倒闭率较高（梁强等，
２０１７） ［２０］，集群能否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现实挑战。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力图通过纵向案例分析，
对农村地区“淘宝村”电商创业集聚现象形成与发展的主要过程、关键影响因素及机理进行分析，
从而补充现有研究的不足，为农村地区“淘宝村”未来发展的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供给提供借鉴和

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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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设计

１．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从动态演化视角，识别和分析现实经济中广泛存在的农村地区“淘宝村”
电商创业集聚各阶段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属于“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 但现有理论对

本文所研究现象的解释还不够完善，属于探索性研究范畴，而且“淘宝村”电商创业集聚现象具有

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案例研究方法能够克服这些特点，揭示复杂经济现象背后的一般规律和原

理。 因此，本文选择了案例研究方法。 同时，单案例研究方法具有如下优势：（１）不但具有描述与

探索功能，而且具有解释功能；（２）研究者无法控制研究对象的发展进程；（３）研究事件与情境难以

分离，研究的是“过程变化”和“认识性”的问题。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选择了单案例研究方法。
２． 案例选择

“淘宝村”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独有的经济现象，正在引发世界关注。 沭阳是全国最大的花

木基地，被誉为“花木之乡”，仅 ２０１５ 年花木销售额就突破了 ８５ 亿元。 境内的颜集镇、新河镇等地

是花木产业最集中的区域。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沭阳县颜集镇堰下村，位于沭阳县颜集镇东部，毗邻

新河镇淘宝花木市场，全村人口 ３６１６ 人，共有农户 ８４８ 户。 选择堰下村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

基于以下两点考虑：（１）案例的典型性。 堰下村的典型性在于其通过创业带头人的示范效应由零

星创业发展成苏北农村电商创业的明星村庄，成为大众创业的集聚地。 堰下村 ２０１３ 年被评为全国

首批二十个“淘宝村”之一，２０１４ 年被评为江苏省首批“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之一。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底，堰下村村民在阿里巴巴诚信通、淘宝网等平台开设网店 １０００ 余家①，当年实现网络销售收入

１ ５ 亿元，完全吸纳本村剩余劳动力，所有村民已经实现 １００％自主创业。 （２）数据资料的可靠性。
堰下村网上销售花木从零星创业到形成创业集聚状态只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搜集到的纵向

历史资料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３．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案例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途径：（１）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搜集数据。 课题组

组织了大学生暑期前往沭阳县调研，其中五名学生为沭阳县人。 课题组成员与沭阳县政府工作人

员保持沟通，与颜集镇领导和堰下村创业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通过实地访谈与问卷调研，一共获

得 ８７ 份调研资料。 （２）参与式观察。 课题组成员进入当地企业兼职和实习，通过体验式和参与式

观察的方法，共获得 ２２ 份被调查对象生活体验的观察资料，对被调查对象的创业行为产生更加深

刻的理解。 （３）档案资料。 在当地政府和创业者信任和支持下，直接查阅相关统计报表和档案资

料 ７６ 份。 （４）媒体报道资料。 通过追踪沭阳花木“淘宝村”的媒体报道，课题组搜集了 ３５ 份公开

资料，这些资料也成为本文研究的参考资料。
为了验证堰下村电商创业集聚形成的发展历程和各阶段的关键影响因素，课题组通过多种方

式来确认上述渠道所搜集证据资料的效度，使得多种来源的数据资料可以互相验证，形成三角互证

的证据链，保证了数据的建构效度。 同时，为了保证所搜集的信息具有可比性，根据研究设计，课题

组对创业者进行了结构化和半结构化访谈。 在访谈过程中，课题组采取了小组访谈和个体访谈相

结合的方式，每次安排 ２ ～ ３ 个访谈者，在访谈后的 ２４ 小时内对信息资料进行仔细整理，并由被访

谈者再次确认，从而确保数据资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 本文遵循“文献回顾 － 案例研究设计 － 数

据搜集 －数据分析 －案例研究报告撰写”这一标准化研究范式，解决研究问题边界界定、问题聚

焦、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的客观性等问题，使得案例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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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存在一户多店的现象，因此淘宝店数量超过家庭户数。



三、 案例分析

１． 堰下村农民电商创业集聚的发展过程

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堰下村电商创业集聚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１）集聚前期的萌芽阶段：创业机会发现（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 堰下村村民种植和销售花木，具有悠

久的花木创业传统。 据《沭阳乡土地理》记载，沭阳是项羽爱姬虞姬的故乡，百姓以养植花木来悼念虞

姬的高洁品质与美艳外貌，表达热爱美好事物的情感。 因此，沭阳与花木结缘已有上千年历史，是沭

阳盛产花木、百姓以花木创业为生的重要缘故。 １９９９ 年，堰下村部分农民就开始利用贴吧、论坛在网

上展示、推销自己庄稼地里的花卉苗木。 堰下村的谢春明敏锐地察觉到利用网络创业会有很好的发

展前景，他积极地进行外部市场信息搜索，对整个沭阳乃至宿迁的市场需求有了初步的了解。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谢春明在阿里巴巴上注册了一个名为“春田苗圃”的网店，村民们纷纷来请谢春明帮忙卖花。 村

民吕秀在 ２００５ 年偶然发现了“淘宝店”这一网络销售平台，被它的便利性、打破地域限制等诸多利好

因素吸引，开始了第一家花木淘宝店的经营。 这个阶段，由于农村信息化程度相对落后，人们对于电

商创业或多或少存在怀疑、观望情绪，但在创业带头人的榜样作用下，部分村民开始电商创业。
（２）集聚规模初步形成及发展阶段：创业机会扩散（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 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沭阳县

政府开始大规模铺设网络设施，积极推进宽带工程建设。 截至 ２００５ 年底，大部分农户开通了网络，
网民人数的快速增长为堰下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 此外，沭阳县政府前后投入 ７ ３
亿元用于新建和拓宽农村公路共 １４７５ 公里，开通镇村公交线路共 ６０ 条；投入 ３ ５ 亿元实施交通重

点工程 ７ 个，完成农村公路提档升级项目 １４５ 个，改造农村危桥 １４ 座，物流与运输条件不断改善。
政府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布局提升了电商创业的便利性，为“淘宝村”电商创业集聚的初步形成奠定

基础。 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谢春明和吕秀毫不吝啬地向周围人传授经营“淘宝店”的经验，帮助其他村

民开设淘宝店，全村农民开始利用互联网销售花木。 由于谢春明和吕秀的示范效应，村民们纷纷开

始在网上开店。 当时沭阳县还没有形成淘宝花卉市场，互联网设施不发达，也没有配套的包装设备

和物流体系，只能通过邮局发货，花木电商经营并非易事。 经过几年的经营，最早一批接触花木电

商的村民赚取了较为丰厚的利润。 创业榜样的家族效应和邻里效应使得创业机会急剧扩散，促进

了电商创业集聚的快速发展。 到 ２００９ 年，堰下村出现了 １００ 多家花木电商经营户，但创业扩散仅

仅基于村庄内部的地缘亲缘关系，创业行为主要集中于村庄内部，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３）创业集聚的成熟阶段：创业裂变（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０９ 年之后，谢春明利用丰富的网上

开店经验和精心经营，使自己开创的“听雨闻香盆景园”成了业界标杆式的店铺，２０１２ 年销售额达

到了 １５０ 万元。 谢春明的创业经历走在村子发展的前列，无论是刚开始的创业还是后期的不断调

整与转型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堰下村的村民之间大多是亲戚、邻里和朋友关系，亲戚网络是

强关系，早期创业者的成功激发了其他村民的创业行为，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强大的社会关系网

络对堰下村的创业集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业榜样的示范效应、家族效应和邻里效应使得堰下

村村民创业激情高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堰下村的网店数量突破 ５００ 家。 这个阶段，堰下村的花木

电商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和规模，出现了全村农民集体创业的集聚现象。 该阶段，堰
下村村民花木创业主要得益于交通的便利及水陆干线的四通八达。 道路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和分

布优化为政府与企业或第三方机构合作及物流运输、花木培育基地、包装纸盒厂、花肥、花盆等完整产

业链条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花木电商的产品需求逐渐多样化和规模化，快递公司纷纷入

驻当地。 地方政府在颜集镇的邻镇新河镇开辟了“淘宝花卉批发市场”，不仅满足了当地淘宝户的需

求，还起到了促进其他村民创业的作用。 堰下村的早期创业者均是当地的村民，村民从种田种花转行

做淘宝。 后来，外地务工的村民纷纷回乡创业，甚至大学生也成为回乡创业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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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创业集聚的转型升级阶段：集群治理与政策扶持（２０１３ 年至今）。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堰下村

“淘宝店”数量达到 １０００ 余家。 之后，堰下村花木淘宝店的数量呈逐年递减趋势，一方面是由于一

户多店的村民撤销了多余的淘宝账户；另一方面也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 由于地缘限制、产
品同质化竞争、部分村民诚信不足，个别一户多店的淘宝户可能存在关联方交易，外地创业者以外

地货源冒充本地货源，质量和信誉无法保证等，导致堰下村电商创业集群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 为

了促进花木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沭阳县政府通过规范管理，优化发展环境，成立花木交易诚信专

项基金和种苗网络交易诚信基金各 １０００ 万元。 从 ２０１４ 年起，沭阳县财政每年提供不低于 １５００ 万

元，用于网络创业贷款风险补偿及贴息，奖励网络创业先进典型和转型升级的企业。 ２０１５ 年，沭阳

县专门出台电子商务发展意见，在资金、培训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创业支持。 比如，设立的 １５００
万元专项发展资金已成为创客的金融“蓄水池”；沭阳县职业院校开设了电子商务专业，并以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面向社会创业者提供免费的电商培训，为电商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政府积极运用互

联网加强载体建设，沭阳县乡镇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１００％全覆盖 ４０ 个乡镇，开发了花乡创业

网，实现了线上线下产业深度融合。 在市场与政府政策的双重引领下，物流、培育基地、包装纸盒

厂、花盆等相关产业不断完善，堰下村的花木产业链条不断拉长加粗。
根据调研和访谈获得的原始数据和资料，借鉴 ｌａｎｇｌｅｙ（１９９９） ［３１］和 Ｍｏｈｒ（１９８２） ［３２］关于案例研

究的因素理论和过程理论，本文采用时序区间分析法，将堰下村电商创业集聚发展阶段及每一阶段

的影响因素进行编码，并初步汇总，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堰下村电商创业集聚发展阶段及影响因素初步识别

发展阶段 阻碍因素 促进因素 结果事件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年，
萌芽阶段：创业

机会发现

（１） 农 村 信 息 化 程 度 相 对

落后；
（２）公共基础设施落后；
（３）网络基础设施落后；
（４）村民思想保守；
（５）村民的怀疑、观望情绪

（１）花木种植及销售的创业传

统；（２）创业带头人的榜样示

范作用：利用贴吧、论坛在网上

展示、推销花木；在阿里巴巴上

注册网店；创建第一家淘宝店；
（３）沭阳地区地理气候条件适

合种植花木

堰下村大多数村民利用互

联网销售花木，部分村民开

始电商创业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
形成 及 发 展 阶

段： 创 业 机 会

扩散

（１）没有形成淘宝花卉市场；
（２）互联网设施不发达；
（３）道路基础设施正在施工；
（４）没有配套的包装设备和物

流体系，只能通过邮局发货

（１）创业带头人的示范效应；
（２）家族效应；（３）邻里效应；
（４）村庄内部的地缘、亲缘、友
缘关系促进创业扩散；（５）花

卉创业传统；（６）基础设施进

一步改善； （ ７ ） 电 商 创 业 门

槛低

出现了 １００ 多家花木电商

淘宝户，“淘宝村”的雏形渐

渐形成，花木产业集群初现

端倪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
成熟阶段：创业

裂变

（１）地缘的限制；
（２）产品同质化竞争；
（３）部分创业者诚信不足；
（４）出现低价格竞争现象

（１）农村互联网设施的普及；
（２）道路基础设施整体改善；
（３）快递公司纷纷入驻当地；
（４）花卉创业传统；（５）政策支

持；（６）信息网络化传播；（７）
亲情、友情、互惠互助的社会关

系网络

邻村开辟“淘宝花卉批发市

场”，花木产业集群正式形

成，形成了完整的花木产业

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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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发展阶段 阻碍因素 促进因素 结果事件

２０１３ 年至今，
转型升级阶段：
集群治理与政策

扶持

（１）产品同质化竞争；
（２）低价格恶性竞争；
（３）外来竞争者外地货源冒充

本地品牌，质量、信誉无法保证

（１）政策支持；（２）规范管理，
花木交易诚信专项基金和种苗

网络交易诚信基金各 １０００ 万

元；（３）创业风险基金 １５００ 万

元；（４）信息网络化传播；（５）
创新网络形成；（６）创业突破

地缘限制；（７）创业培训

产品同质化竞争，转型升级

压力大，线上线下产业融

合，产业链不断加长加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 堰下村电商创业集聚各阶段的关键影响因素及机理分析

本文将调研资料中出现词频比较高的因素进行了汇总、提炼和词频排序，发现影响堰下村电商

创业集聚的关键因素主要有区域创业文化传统、创业带头人的示范效应、基础设施状况、制度支持

与政府引导四个方面，而且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与电商创业集聚的四个发展阶段存在协同演进的关

系，且各因素在每个阶段的作用不同。 为了进一步明晰农村地区创业集聚形成过程、发展阶段及各

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提出如图 １ 所示的整合性理论框架。

图 １　 堰下村电商创业集聚发展阶段及影响因素演化模型

注：图中加下划线部分为该阶段的关键影响因素，未加下划线部分为协同影响因素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１）创业集聚前期的萌芽阶段：地区文化传统促进创业机会的发现。 近年来，学者们普遍认为

经济行为嵌入于长期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之中（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５） ［３３］。 经济现象受到诸如

民族文化心理和本地文化传统等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Ｇｅｅｒｔｚ，１９６３） ［３４］。 创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
不可避免受到周围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具有创业文化传统地区的人们往往拥有比较高的人力资

本、创业技能和冒险精神，从而更喜欢自我雇佣和创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形成较高水平的创

业活动和创业文化。 因此，地区创业传统和创业文化氛围对个体的创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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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根据文化认同理论，在具有创新和创业氛围环境中成长的个体，会“无意识”地获得创业理念、
技能和创业机会识别等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创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源存在继承性，并在

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展（Ｃａｒｒ 和 Ｓｅｑｕｅｉｒａ，２００７） ［３５］，进而影响其创业意向和行为。 本案例中，创业

文化传统对创业集聚的萌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创业带头人能够克

服道路和网络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的困难，发现了地理气候条件带来的适合种植花木的创业机会，创
业带头人的创业行为起到了榜样示范效应，从而为创业集聚现象的形成奠定基础（如图 ２ 所示）。
首先，沭阳地区具有悠久的花木创业文化传统，拥有全国最大的花木示范园区，存在更多的创业机

会，村民从早期创业带头人身上学习有关产品和市场的知识和经验，了解花木市场需求，搜集市场

信息和行业知识。 因此，他们发现、识别和利用创业机会的能力可能优于其他地区的人群。 其次，
由于创业者的地区集聚性特征，使得他们拥有较强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更容易获得创业信息。 再

次，创业带头人的榜样示范作用提升了村民发现和识别创业机会的能力，获取了蕴含创业机会的信

息资源，增强了村民的创业意向。 最后，沭阳地区适宜花木种植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得村民将花木作

为创业的首选，但落后的道路和网络基础设施以及不完善的物流条件阻碍了创业集聚的形成。

图 ２　 创业集聚萌芽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协同关系

注：白色矩形框表示关键影响因素，灰色矩形框表示协同影响因素；“基础设施”矩形框的颜色比较深，
表示对创业集聚产生的是负面影响；箭头表示影响方向，实线表示影响明显，虚线表示无影响或影响不明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２）创业集聚形成及发展阶段：创业榜样效应促进创业机会的扩散。 根据社会学习理论，人类

的行为，尤其是复杂行为主要是后天习得的结果，受到认知与环境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的共同影响

（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７８） ［３６］。 人类所获得的行为及其行为表现可以通过观察习得，并依赖于榜样的示范作

用。 创业带头人在财富创造、独立性、权力、声望和创新等方面的示范作用会增强潜在创业者对创

业机会的感知和信心，激发其创业动机（Ｃｏｏｐｅｒ 等，１９９５） ［３７］。 创业机会的扩散源于创业知识的溢

出和模仿者对于先前创业成功企业的学习（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 和 Ｋｅｉｌｂａｃｈ，２００８） ［３８］。 有了可供模仿和复制

的创业机会，那些具有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较高学习天赋的村民就会迅速抓住创业机会，实现自主

创业。 在创业集聚形成阶段，创业带头人的榜样效应具有关键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家族效应和邻

里效应，促进了创业机会的扩散（如图 ３ 所示）。 农村地区之间创业活动水平的差距主要源于地区

创业文化传统和成功创业者榜样的示范作用（Ｌａｆｕｅｎｔｅ 等，２００７） ［３９］。 沭阳农村地区的文化相似性

和创业信息的互联互通，使得先前成功的创业者扮演了榜样的角色，有助于农民对于创业机会的

识别，激发农民（如周围亲戚、朋友和邻居）的模仿型创业或复制型创业。 创业榜样的存在使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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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在风险对堰下村村民创业意向的阻力减小，提升了他们的创业信心，加上电商创业的门槛较

低，需要的资金规模不大，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了自主创业。 由于堰下村创业空间比较密集，村
民“根植于”家族和邻里关系的社会网络中，很容易搜集和学习行业知识和市场信息，从而促进了

创业机会的扩散，尤其是关系紧密的创业榜样有助于村民迅速进行创业资源配置，提升其创业绩

效。 然而，由于当地没有专门的淘宝花卉市场，互联网设施和道路基础设施正在建设过程中，没
有形成完备的包装设备和物流体系。 因此，创业机会的扩散只局限于村庄内部，无法形成完整的

产业链条。

图 ３　 创业集聚形成及发展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协同关系

注：白色矩形框表示关键影响因素，灰色矩形框表示协同影响因素；“基础设施”矩形框的颜色相对较浅，
表示对创业集聚的影响慢慢由负转正；箭头表示影响方向，实线表示影响明显，虚线表示无影响或影响不明显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３）创业集聚的成熟阶段：基础设施的完善加速产业集群的形成。 基础设施是地区经济增长

和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解释因素（刘生龙和胡鞍钢，２０１０） ［４０］。 基础设施（如道路、网络等）的发展

使得各个地区相互联系，降低了贸易成本，加快了知识溢出速度，增强了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和行为。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厂商区位选择理论，创业区位选择主要考量运输成本、规模经济效益和“知识

溢出”效应等因素。 基于上述考量，创业者往往将基础设施状况作为创业区位选择的重要条件。
同时，有利于全球范围创新思想交流的网络基础设施，能够帮助创业者迅速获得互联网知识和实现

快速创新。 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电商创业集聚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创

业集聚的成熟阶段，沭阳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加速产业集群的形成（如图 ４ 所示）。 一方面，
不断完善的道路基础设施能够大幅降低农民的创业成本，方便了产品和劳务的输出，提升了企业资

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创业者利用网络基础设施，获取了创业知识和信息，实时评价和交换来自

不同企业的信息，搜索有价值的创业资源。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沭阳地区加大了互联网设施建

设力度，政府通过互联网发布创业激励政策、培训通知与市场需求等信息，为农民电商创业打造了

良好的网络平台。 地缘、亲缘关系交织的熟人社会也为村民建立了稳定的社会关系，奠定了村民之

间的信任基础，决定了创业机会扩散的差序格局，为村民创业提供了外部条件。 在传统的花木创业

文化氛围中，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使得沭阳地区的电商创业企业具有相似的产业文化、技术方式和

便捷的沟通联系渠道，促进了配套、互补、竞争关系并存的企业之间的有序合作，提升了堰下村村民

电商创业的成功率，加速了堰下村花木产业集群的形成。 同时，堰下村道路和网络基础设施的改善

促进了更大范围的社会网络的形成，克服了创业者与潜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创业者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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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获得创业融资资金。 政府利用互联网规范和监督创业活动，限制创业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引导、
治理并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有序发展。

图 ４　 创业集聚成熟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协同关系

注：白色矩形框表示关键影响因素，灰色矩形框表示协同影响因素；“基础设施”矩形框变成白色，
表示对产业集群的形成产生的是正面影响；创业文化氛围的影响是无形的；箭头表示影响方向，实线表示

影响明显，虚线表示无影响或影响不明显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４）创业集聚的转型升级阶段：制度支持与政府引导促进集群转型与升级。 制度理论认为，人
类经济行为嵌入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当中，制度可以解释不同国家或地区创业水平的差异

（Ｆｒｉｔｓｃｈ 和 Ｓｔｏｒｅｙ，２０１４） ［４１］。 制度作为规范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游戏规则，为交易提供结构和

秩序，减少交易风险，为人类交流提供机会。 这些制度不仅影响创业水平，还会通过影响创业企业

产出效率的方式影响创业活动的特征和质量（Ｂｒｕｔｏｎ 等，２０１０） ［４２］。 政府政策能够促进创业并带来

显著的经济效益（ＯＣｏｎｎｏｒ，２０１３） ［４３］，因此，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保障创业的政策和

措施，人们会逐步适应并接受这些制度安排，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Ｇｉｄｄｅｎｓ，２０１４） ［４４］。 产业集群

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集群中个体存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得产业集群发展

存在一定的风险。 根据集体行动理论，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存在冲突，个体在集体利益中往往存在

“搭便车”行为，从而导致集体行动陷入困境。 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制度支持来引导与激励村民创

业，对不诚实、不守信等损害产业集群的行为进行治理，以促进产业集群转型与升级。 在创业集聚

转型升级阶段，沭阳地区基础设施早已完善，其影响是无形的，而制度支持与政府引导成为促进集

群转型与升级的关键因素（如图 ５ 所示）。 沭阳县政府一方面积极寻求支持和引导农民创业的合

理模式，如采取创业信贷援助及利息补贴措施，开展创业培训计划；另一方面，支持和鼓励创新，
搭建创新网络平台，完善创新与创业网络生态系统，促进花木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 但集群发展

到一定阶段，个别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现低价竞争、产品质量不过关或商业欺诈等

同质化竞争问题。 沭阳县政府采取建立网络交易诚信基金等措施重点惩罚了不规范竞争手段和

不诚信商业行为，不仅提升了区域集群品牌知名度、帮助创业企业降低创业风险、提高企业家精

神的回报率，还增强了花木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此外，沭阳县政府积极参与并强化集群治理，
最大限度地规避了集群发展的负面效应，提升了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竞争力，促进了产

业集群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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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创业集聚转型升级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协同关系

注：白色矩形框表示关键影响因素，灰色矩形框表示协同影响因素；“同质化竞争”矩形框的颜色比较深，
表示对集群转型与升级产生的是负面影响；基础设施状况的影响是无形的；箭头表示影响方向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四、 研究发现与讨论

沭阳是江苏三个省直管试点县之一和全省人口最多县，素以变革创新闻名全国，建设了沭阳县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花木产业示范园区，成为“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在乡村建

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沭阳速度”，创建了百亿级花木产业集群，成为全国闻名的“花木之乡”。
沭阳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主要取决于当地农民集体电商创业的成功。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发现，沭
阳堰下村“淘宝村”电商创业经历了集聚前期萌芽、形成与发展、成熟、转型与升级四个阶段，每个

阶段的成功是文化、榜样、基础设施和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淘宝村”集聚不同阶段，这四个方

面的因素发挥的作用不同，其中基础设施状况是农村电商创业集聚形成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１． 研究发现

通过案例分析，本文发现，创业文化传统是集聚前期萌芽阶段的关键因素，榜样示范效应是形

成与发展阶段的关键因素，基础设施是集聚成熟阶段的关键因素，而制度支持与政策引导是转型升

级阶段的关键因素。 以关键因素的作用为核心，在其他协同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堰下村成功实现了

电商创业集聚从萌芽到转型升级的演化过程。
（１）文化因素：地区文化传统激发农民识别和发现创业机会。 沭阳农村电商创业具有深厚的

文化土壤，通过创业使得种植和销售花木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并进一步助推了花木电

商创业集聚的形成。 本案例发现，在集聚前期的萌芽阶段，沭阳花木创业文化传统使得农民更容易

发现和识别花木创业机会。 这一结论为“经济现象受到民族文化心理和本地文化传统等社会文化

环境的影响”（Ｇｅｅｒｔｚ，１９６３） ［３４］以及“创业机会发现能力在人群中并不是均匀分布，也不是广泛存

在”（Ｂｒａｕｎｅｒｈｊｅｌｍ 等，２０１０） ［４５］的观点提供数据支持。 此外，本文还发现集聚前期的萌芽阶段，花
木创业文化传统能够赋予当地村民创业选择的“潜意识”，培养了企业家精神，使他们能够克服初

期基础设施不完善带来的困难，在艰难条件下把握创业机会。 这一结论拓展了地区文化传统对创

业成功的影响机制。 最后，除了萌芽阶段的重要引领作用，地区创业文化传统在集聚形成与发展阶

段、成熟阶段也继续发挥着支持作用。 这一发现从演化视角，突出了文化因素对农村电商创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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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影响过程。
（２）榜样因素：创业榜样的示范效应促进创业机会的扩散。 在花木创业文化传统的影响下，沭

阳许多村镇出现了一批创业带头人。 这批创业带头人的榜样效应促进了创业机会的扩散，使得创

业集聚初步形成并进入发展阶段。 根据社会学习理论，沭阳农民通过观察学习村里创业带头人的

行为而选择自主创业。 创业榜样通过家族和邻里效应在村民之中产生良好的示范作用，增强村民

创业机会发现和识别的能力，提升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 由于创业榜样效应的存在，创业机

会一旦被发现和实现，就会立刻被模仿和广泛的复制。 而且由于农村创业空间比较紧密，村民们

“根植于”家族和邻里关系的社会网络中，很容易搜集和学习行业知识、市场信息等创业知识，促进

了创业机会的扩散。 这些发现证实了“农村地区之间创业活动水平的差距主要源于地区创业文化

传统和成功创业者榜样的示范作用”（Ｌａｆｕｅｎｔｅ 等，２００７） ［３９］的观点，丰富了创业榜样示范效应的作

用机制和作用范围的相关研究。
（３）基础设施因素：基础设施的完善加速产业集群的形成。 在创业集聚的成熟阶段，沭阳农民

个人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必须借助于互联网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应用，并依附于一定的地理空间，使得

其创业活动表现为空间上的相对集聚。 沭阳不断完善的道路基础设施能够大幅降低农民的创业成

本，方便了产品和劳务的输出；互联网硬件设施及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为村民创业打造了良好的网

络平台，提升了村民电商创业的成功率，加速了产业集群的形成。 这些发现证实了“基础设施因素

是电商企业成功的关键”（Ｊｅｎｎｅｘ 等，２００４） ［５］，丰富了基础设施因素在创业集聚中关键地位和作用

机理的相关研究。 本文还发现，在基础设施不完善的萌芽、形成及发展阶段，可以利用创业文化传

统激发创业者的创业精神、克服创业困难，榜样示范作用也为其他创业者提供了如何克服基础设施

不完善的成功经验，为如何成功渡过创业初期的困境提供了经验借鉴。 这些发现能够帮助本文从

演化视角解释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为克服基础设施供给条件不足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４）制度因素：制度支持与政府引导促进集群转型与升级。 沭阳电商创业集聚离不开政府从

硬件到软件的推动和引导，花木产业集群的转型与升级更依靠政府各个层面的制度支持以及地方

政府的产业引导、规范与集群治理机制。 在集群发展的初期阶段，沭阳县政府实施的创业激励政

策、提供的创业培训与指导及金融支持等公共服务可以帮助村民由潜在的创业者转变为实际创业

者。 而到了集群发展的中高级阶段，政府需要支持和鼓励创新，搭建创新网络平台，积极参与集群

治理，从而帮助创业企业降低生产成本，防范由于同质化、低价格竞争引起的创业风险，提高企业家

精神的回报率，打造区域集群品牌，提升集群竞争优势。 这一结论与“制度环境是衡量创业活动水

平高低的重要解释因素” （Ｓａｍｂｈａｒｙａ 和 Ｍｕｓｔｅｅｎ，２０１４） ［４６］ 的观点是一致的，丰富了制度支持与政

府引导促进集群转型与升级的机理研究。
２． 研究贡献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１）研究框架和分析视角的独特性。 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集聚现象的原因时，往往从“规模经

济”和“运输成本”等角度予以解释（Ｆｕｊｉｔａ 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２００３） ［４７］。 但现实中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况，
比如浙江温州地区并不具备明显的“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低”等优越性，但某些产业在某一狭小

区域实现了高度集中，并为特定人群所掌握（刘杰和郑风田，２０１１） ［１６］。 显然，这一经济现象已经超

出了新经济地理学能够解释的范畴。 创业活动往往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征互相影响（Ｒｅｖｅｉｕ
和 Ｄâｒｄａｌａ̌，２０１５） ［４８］；而且创业在空间上的聚集是相当持久的，只是持久性的来源还没有得到很好

的解释，持久性创业精神的差异是否是跨空间创业文化差异的反映还不清楚 （ Ｓｔｕｅｔｚｅｒ 等，
２０１６） ［４９］。 Ｗｏｏｄｓｉｄｅ 等（２０１６） ［５０］认为，创业者的决策容易受到地区文化的影响，有些文化配置培

养了企业家创业精神，而有些文化阻碍新企业的创建。 早期的农民电商创业往往是个体自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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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村”的形成与发展则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但具体政策对农民电商创业过程的影响机制则未能

做出明确解释（梁强等，２０１６） ［２０］。 基础设施、知识经济、信息技术等因素在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Ｍｏｋ，２００５） ［５１］，但现有针对“淘宝村”电商创业集聚的研究大多忽略了基础设施因素在

不同阶段的作用，“淘宝村”形成初期和发展过程中特定阶段的创业文化传统、创业示范效应及地

理环境条件对集群特征的塑造和可持续影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集聚形成的阶段特征及其背后

的制度逻辑也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因此，本文将创业文化传统、创业榜样效应、基础设施状况、制
度支持与政策引导纳入“淘宝村”电商创业集聚及演化的分析框架，体现了本文构建理论框架的创

新性和选择研究视角的独特性。
（２）突出了基础设施因素在“淘宝村”集聚形成及演变过程中的动态影响。 农村基础设施的改

善为“淘宝村”电商创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方面，道路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

能够吸引更多社会生产要素的流入，比如资金、技术和高科技人才等要素 （ Ｄａｉｄｏ 和 Ｔａｂａｔａ，
２０１３） ［５２］；另一方面，网络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各类知识的实时交换，并帮助创业企业实现快速创新。
基于创业成本和便利性的考量，创业者往往将基础设施状况作为创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参考依据。
因此，本文重点分析了基础设施因素在“淘宝村”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及机理。 研究发现，在沭

阳“淘宝村”电商创业集聚发展的初期阶段，创业文化传统部分抵消了基础设施状况落后给创业者

带来的消极影响，创业带头人克服了基础设施不完善带来的创业不便，创业文化传统和创业带头人

的示范作用能够帮助创业者克服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带来的困难；当集聚发展到中高级阶段，基础设

施的完善和政府的政策引导与支持对集群的成熟、转型与升级产生巨大的联合推动作用。 本文的

研究不仅解释了“淘宝村”电商创业集聚形成早期对创业传统的文化依赖性和对地理气候条件的

情境依赖性，而且针对“淘宝村”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及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扩展

研究。 本文更重要的贡献是，展示了基础设施因素在“淘宝村”创业集聚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和动态

影响，解释了在道路和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时创业文化传统以及创业榜样的示范作用可以帮助创

业者克服困难，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政府的制度支持又能促进创业集群的快速转型与升级，
补充了目前理论界对于“淘宝村”创业集聚现象背后的影响因素、演变过程及阶段特征等方面的

解释。
３． 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许多地区存在一些共性的特点：特色农产品深受城市居民热爱；基础设施改善；信息

技术普及；网民数量规模大；外出务工的农民、求学的学生普遍接受了较高水平的教育，特别是外出

农民工回乡创业，使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匡远凤，２０１８） ［５３］；政府出台了乡村振兴的

战略规划，等等。 具有上述特征的农村地区具备“互联网 ＋ 产业”集聚发展的基础，可以根据本地

区经济发展情况推动农民电商创业活动。
（１）营造区域创新创业文化氛围。 企业家精神往往根植于创业者生活地区所特有的创新创业

文化氛围，地方政府要注重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的培育。 具体操作建议如下：１）通过定期举办创新、
创意类文化节，鼓励农民展示自己的独特创意和特殊技能，并对获奖者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

励，激发农民的企业家精神，为农民的创造力培养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２）通过定期举行知识分享

会，邀请创业榜样或外部专家介绍有关创业的知识和经验，传播创新创业理念，鼓励农民向成功创业

者学习，从而发现、识别和利用创业机会；３）整合当地优势资源，推动创新创业活动，弘扬“工匠精神”，
推出有思想、有积极价值观的创业带头人，通过创业带头人的示范作用，弘扬积极改造和创造新事物

的创新精神、努力拼搏和锐意进取的创业精神、精雕细琢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将先进的创新创业

文化植入每个农民的思想；４）定期组织创业培训班，召集农民免费学习创业知识和技能，使农民能够

了解外部市场需求等。 在此基础上，传承、发展和提升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乡村文化血脉，将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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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到创业和创新过程中，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乡村创业促进就业行动。 同时吸

取城市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努力将农民个体的自发创业引导为乡、镇、村的集体创业行为。
（２）培育农村创业带头人。 在弘扬创新创业文化的基础上，建议地方政府大力培育农村创业

带头人，将致富能手、大学生创业者、返乡创业农民、乡村工匠、文化能人和非遗传承人等乡村能人扶

持培养成创业榜样。 具体操作建议如下：１）引进城市或其他地区的创业榜样以传、帮、带等形式引导

和培养创业带头人；２）将乡村能人送到专业培训机构进行创业技能培训或龙头企业进行技术提升训

练；３）定期组织外部专家、商界领袖、投资人和媒体等组成评审团，组织“农民创新创业年度人物”评选

活动或“农民创新创业大赛”，定期评选创新创业标兵，挖掘优秀创业者代表，树立创业标杆人物，发挥

创业榜样在农村创业创新、创业带动就业中的引领示范作用；４）通过培育农村创业带头人，鼓励明星

创业企业吸纳本村劳动力，积极引导农民创新创业，推动乡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事业的发展。
（３）加大乡村基础设施投入。 一方面，道路基础设施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是“淘宝村”形成的

物理基础，建议大力建设适合农村电商发展的基础设施，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挡升级，促进城乡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大邮政、电话、互联网、文化、教育和创新创业服务等方面的投入力度，重点投入

邮政、电话和互联网等短期可以见效的有形设施，实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加快乡村宽

带网络和 ４Ｇ 移动通信网络全覆盖的步伐；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使得农村网民人数快速

增加，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但农村网民对互联网的使用主要局限于娱乐和移动

支付等基础性应用方面，建议科技和文化部门加强农村电商服务业基础建设，提供适合农民电商创

业的网络和信息技术服务。 具体操作建议如下：１）针对农村网民对互联网应用的局限性，提供互

联网在创新创业等方面深层次应用的培训和指导；２）加快地理空间信息、物联网和智能设备等现

代信息技术与电商创业的全面深度融合；３）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同步实施网络安全工作，
增强农村网民的网络安全意识，保护农村网民在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领域应用的安全性，切实提

升农村信息化服务质量和水平。
（４）搭建农村创新创业网络平台。 在创业集聚的转型升级阶段，政府一方面要支持和引导创

业；另一方面也要对集群进行规范和治理，积极推动开放式创新网络的形成。 创新网络的形成是一

个社会性的互动过程，通常由公民个体自发形成或者由政府、社会组织推动形成 （ Ｐｈｉｌｌｓ 等，
２００８） ［５４］。 政府推动形成创新创业网络的具体建议如下：１）政府及各级网商协会要建立创业孵化

基地，搭建网上创新创业平台，凭借其特有的资源和信息优势，对创业的农民开展创业指导，通过各

个网络渠道介绍和宣传国家创新创业政策，发布市场信息，为农民更好地创业提供全方位服务；２）
电商创业集聚区要加快构建物流基础设施骨干网络，完善末端网络，推进农村物流现代化；３）鼓励

邮政、快递等企业在农村地区开展物流设施网点布局，建设面向农村地区的共同配送中心，从而提

升创新创业协同效应，发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作用。
（５）打造区域集群品牌。 要约束集群企业利用契约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谋取不合理利益，从

而保持集群的可持续发展，顺利实现集群的转型升级，就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治理机制（Ｇｅｒｅｆｆｉ 和
Ｌｅｅ，２０１６） ［５５］。 具体操作建议如下：１）地方政府应加强监管与引导，给予政策指导，引进相关专家，
尽快成立研究机构，对农民创业进行区域性的战略布局和定位，促进线下生产由个体经营向企业经

营与邻里合作经营的转变，使集群迅速走上转型升级之路；２）成立网商协会，构建“政府牵引 － 网

商协会跟进 －企业参与”的集群共治模式，建立诚信反馈机制，由网商协会监督创业者是否诚信经

营，引导行业规范有序竞争，杜绝创业者出现关联方交易、以次充好等投机取巧和不诚信行为；３）
实施品牌化、差异化集群战略，推进集群品牌建设，打造区域集群品牌，提高品牌知名度，将区域集

群品牌做强做大；４）鼓励创业者掌握核心技术，坚持产品的原创设计，通过集群治理降低企业成

本，促进“淘宝村”的技术转型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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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Ｓｔｕｅｔｚｅｒ，Ｍ． ，Ｍ． Ｏｂｓｃｈｏｎｋａ，ａｎｄ Ｄ． Ｂ． 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ｅｔ 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ｓ［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６，（８６）：５２ － ７２．
［５０］Ｗｏｏｄｓｉｄｅ，Ａ． Ｇ． ，Ｐ． Ｍ． Ｂｅｒｎａｌ，ａｎｄ Ａ． Ｃｏｄｕｒａ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ｗａｒｔ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ｉｎ ＢＲＩＣ，Ｄｅｎｍａｒｋ，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Ｊ］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５３）：１３６ － １５９．

［５１］Ｍｏｋ，Ｋ． Ｈ．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５，（４）：５３７ － ５５４．

［５２］ Ｄａｉｄｏ， Ｋ． ， ａｎｄ Ｋ． Ｔａｂａｔ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３，（４）：３３０ － ３４６．

［５３］匡远凤． 人力资本、乡村要素流动与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基于熊彼特创新视角的研究［ Ｊ］ ． 北京：经济管理，２０１８，
（１）：３８ － ５５．

［５４］Ｐｈｉｌｌｓ，Ｊｒ． Ｊ． Ａ． ，Ｋ． Ｄｅｉｇｌｍｅｉｅｒ，ａｎｄ Ｄ． Ｔ． Ｍｉｌｌｅｒ． 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Ｊ］ ．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８，
（４）：３４ － ４３．

［５５］Ｇｅｒｅｆｆｉ，Ｇ． ，ａｎｄ Ｊ． Ｌｅ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Ｗｈ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２５ －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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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ｈｕｙａｎｇ “Ｔａｏｂａ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ＹＵ Ｈａｉ⁃ｙｕｎ１，Ｗ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ｙｕ１，ＺＨＡＯ Ｚｅｎｇ⁃ｙａｏ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Ｊｉａｎｇ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ｘｉ，Ｊｉａｎｇｓｕ，２１４１２２，Ｃｈｉｎａ；
２． Ｄｏｎｇｗｕ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ｕ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ｇｓｕ，２１５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ｍａｎｙ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ｃｌｅａ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ｅａ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ｈｕｙａｎｇ “Ｔａｏｂａ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ｋｅｙ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ｏｂａ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ｕｙａｎｇ 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ｇ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ｆｒｏｍ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ｗｈｅｎ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 ２ ）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Ｉｔ ｗａ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ｏｂａ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１）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 Ｔａｏｂａ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ｙ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ｔｏ ｓｔａｒ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ｗａｙｓ： （１）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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