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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不同地理区域的资源禀赋、信息、营商环境等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创业
者可能会选择远离居住地从事跨区域的创业活动。异地创业活动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效

率，是一个仍未得以解决的研究问题。以往研究多从社会资源、社会嵌入等角度探讨异地

创业者的优劣势，本文则基于知识基础观、文化价值观等思路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模型。

基于上海财经大学２０１６年“中国千村调查”的 ２６６２个有效样本的数据，本文主要得到以
下研究结论：（１）相比本地创业者，外来的异地创业者所开创的创业活动往往取得更好的
经营绩效；（２）在不同创业地的比较中，沿海地区的异地创业活动经营绩效更突出；（３）随
着创业者居住地和创业活动所在地之间地理距离的增大，创业者的经营效率呈现出先升

后降的倒 Ｕ型趋势；（４）异地创业的经营效率受到了创业者居住地和创业活动所在地之
间的文化价值观距离的影响，该距离越大则创业效率越高；（５）家庭支持在异地创业活动
中有正向调节作用，即随着家庭支持的强化，异地创业的经营效率会更加提升，并且地理

距离所产生的正向促进作用也越强。本文的研究为跨区域创业活动的演进提供了理论与

经验支持，为今后进一步探讨创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因素和知识异质性的作用机制具有显

著的理论意义，对于创业活动的地点选择、家庭支持资源利用也有着一定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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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地区的经济基础、制度基础以及改革目标各不相同，各地的开放程度和适

用的经济政策也各不相同，这种政策和要素分布上的不均衡带来就业活动机遇上的不均衡（买忆

媛和甘志龙，２００８）［１］，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劳动力流动现象。时至今日，我国的人口流动规模已经
相当庞大，人口流动甚至成为很多地区最主要的人口波动因素。据统计，２０１６年全国流动人口总
数达２４５亿人，占当年全国总人口１７％以上（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２０１７）［２］。人口迁移至企业
经营活动密度高的地区不再仅仅是寻求就业机会，到合适的地区进行异地创业活动也逐渐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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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常见的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方式，这些地区往往有着优越的资源或是政策条件，然而奇怪的是，

当地的资源和政策对于本地创业者同样适用，外来创业者的经营效率却更加突出（叶文平等，

２０１８［３］；周欢怀和朱沛，２０１４［４］）。异地创业者们作为外来者为何反而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异地
创业作为一种创业方式是否具有其优越性？其作用机制与条件又如何？本文认为，这一研究问题

对于理解创业行为，提升创业效率有着重要意义，且现有的研究思路和结果尚有讨论空间。

现有研究指出，相比本地居民，外来者更倾向于从事创业活动（叶文平等，２０１８）［３］，经济学和
社会学两个角度有不同的解释（Ｒａｔｈ和 Ｋｌｏ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０）［５］，社会学角度的阻断流动理论和混合
潜入理论认为，包括创业活动在内的各类移民群体活动，是一种社会融入的方法（Ｒａｔｈ和
Ｋｌｏ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０）［５］，这种观点强调到达异地后出于社会性目的而进行创业活动；而经济学的飞地
理论则重点分析外来者的创业活动的经济学优劣势（Ｗｉｌｓｏｎ和 Ｐｏｒｔｅｓ，１９８０）［６］认为，是工作机会不
足引发创业活动。以上两种为代表的异地创业活动主流的研究多来自于移民创业，但这些观点并

不完全适用中国这一特殊情境。首先，中国的创业活动已经越来越普遍，缺乏就业机会因而被动选

择创业的可能性较低，创业参与者的个人能力及学历的提升、工作经历的丰富化都能印证这种趋

势；其次，异地创业的国际研究往往以国别间的流动为研究对象（Ｊｏｈａｎｓｏｎ和Ｖａｈｌｎｅ，２００９）［７］，而我
国常见的国内异地创业情境下，创业者通常不会面临语言和身份认同上的差异与冲突（Ｒａｔｈ和
Ｋｌｏ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０）［５］，因此，可能有不同的创业动机与结果。

本文认为，相同的创业环境下，家乡或常住地的经历或知识是外来创业者与本地创业者创业绩

效区别的来源。知识基础观指出，独有的知识带来经营优势（Ｇｒａｎｔ，１９９６）［８］，异地创业者拥有着家
乡或常住地的特殊经历和知识，这种不同的知识在创业地能够作为一种新事物获得竞争优势

（Ｂａｕｍ等，２００１）［９］，同时，异地创业者在创业地可以进行机会搜寻、外部知识资源获取达成组织学
习（陈文婷和李新春，２０１０）［１０］，更容易形成知识组合、机会识别和价值创造（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和 Ｃｌａｒｋ，
１９９０）［１１］。知识的异质性程度会随着创业地和居住地之间距离的扩大而增大，从而加强外来创业
者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存在上限，最终会趋于平稳而不再增长，这时，异地创业者开始面临越发严峻

的社会资本缺失问题，与家乡沟通成本变高、距离感变强等问题也会显现，创业者个人可能出现情

感上的“水土不服”而显现出劣势。其他因素如家庭的支持（李新春等，２０１５）［１２］、个人的经历等也
都有可能影响异地优势的发挥。

为验证以上思路，本文使用上海财经大学 ２０１６年“千村调查”中创业者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得
到了以下结论：第一，异地创业相比非异地创业表现出更好的经营效率，赴沿海地区进行的异地创

业活动尤其突出；第二，创业经营效率随着创业地与创业者居住地之间的地理距离的增加先升后

降，呈正向倒 Ｕ型关系，两地之间的文化距离则与创业经营效率有着正向关系；第三，来自家庭的
情感支持和资源支持会对异地创业与创业经营效率的正向关系起到强化作用，即随着家庭支持强

化，异地创业的经营效率会更加优于非异地创业，创业地与居住地之间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的正向

关系会更强。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１．异地创业：形成与效率
创业活动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如创业环境、创业机会、创业者的个人能力等，不同地理区域的创

业环境，如资源、信息、人才、技术条件、制度等往往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创业活动的

开展（Ｈａ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３）［１３］，因此，创业者可能主动选择离开自己长期生活、学习与工作之地转向其
他地理区域进行创业活动。在我国的深圳、浦东新区等地区，经济特区政策下优越的创业环境，吸

引了大量的外来投资和创业活动。再如美国硅谷、北京中关村，则因为高科技产业和技术资源的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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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效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本文将居民离开自己长期居住、生活与学习的居住地，转向其

他地理区域开展创业活动以创造财富的行为界定为异地创业。

作为一种常见的异地创业活动形式，移民创业有着相对丰富的研究基础，由于其创业跨地区的

特性，被认为是情境因素研究的有效观察对象，相关研究多关注商业、社会、空间和制度等因素的作

用（Ｂａｔｅｓ，１９９７）［１４］，社会学和经济学均有讨论。社会学角度聚焦于文化、宗教、社会网络等，有研
究指出，不同移民群体的价值观、宗教、财富观念等因素的差异导致了移民创业活动的差异；还有的

认为，由于社会关系的匮乏，集体主义的民族能够更好地形成支持团体，从而在创业上具有优势

（Ｂｏｎａｃｉｃｈ和 Ｍｏｄｅｌｌ，１９８０）［１５］；冒险精神、自我实现、创造、勤劳等特质也被研究者发现与异地创业
行为有关（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１９３４）［１６］。经济学角度的飞地理论则认为，当移民群体达到规模时，其特殊
的群体性需求催生了移民创业者为服务，即认为移民创业是在移民后在少数群体的封闭经济环境

下的产物，市场机会和劳动力是创业的重要因素（Ｓｃｈｏｅｎｅｃｈｅｒ和 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１５）［１７］。
比较异地创业与本地创业时，研究者们多认为异地创业活动是无奈之举（Ｋｏｌｖｅｒｅｉｄ，２００７）［１８］，

异地创业者临着许许多多的劣势（Ｊｏｈａｎｓｏｎ和 Ｖａｈｌｎｅ，２００９）［７］，天然难以获得成功。首先，异地创
业意味着重新开始，而新创企业的退出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迈克尔·伯格，

１９９６）［１９］；其次，外来者缺少了熟识的亲友和关系，将面临社会网络的缺失问题，因而在资源、信息
的获取（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和 Ｊａｃｋ，２００５）［２０］上处于劣势，限制了创业活动的效率（Ｏｖｉａｔｔ和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
２００５［２１］；姜磊，２０１０［２２］）；第三，异地创业还可能会面临风俗习惯乃至价值观上的差异，与本地人的
交流或是在本地的活动可能面临抵触和排斥，更难获得认同（Ｎｄｏｆｏｒ，２０１１）［２３］，甚至受到歧视
（Ｓｈａｈａｍａｋ和 Ｍａｃｒｏ，２００９）［２４］，创业活动成本高昂。还有研究从创业者个人特征出发，认为异地创
业者的创业活动往往只是难以就业情况下的谋生选择（Ｋｏｌｖｅｒｅｉｄ，２００７）［１８］，自身可能并不具备优
秀的创业者特质。

本文则认为，异地创业可以部分借鉴移民创业的研究观点和结论，但是，在我国以国内流动为

主的异地创业活动情境下，应当有所取舍，如飞地理论忽视外来群体与本地群体交流的观点有失偏

颇；社会学观点下对于社会资源缺失的影响有着重要参考意义，但移民创业活动中突出的语言障

碍、文化冲突等问题则不再具备讨论的条件。

当今中国的背景下，异地创业的劣势结论或许并不成立。首先，创业活动开展在居住地还是异

地由创业者主观决定，被迫发生创业的可能性较小，创业者对社会关系的缺失往往有所准备或弥补

手段，如在访谈中，很多异地创业的受访者都指出，之所以选择该地进行创业，是因为有熟人关系，

或是认为当地市场、政策、资源获取上有优势等。因此，本文认为，在可控的范围内，社会网络缺失

或是新创风险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因异地创业者的主动行为而降低，实际外来劣势的影响低

于理论水平。其次，不同于飞地理论的封闭群体的观点，本文认为，由于商业活动的社交属性，异地

创业者必然会与本地人群密切而广泛的沟通，知识基础观指出，知识是企业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资

源，基于知识的资源通常来说难以模仿，同时具有社会复杂性，所以，企业中异质的知识和能力是持

续竞争优势和超额企业经营效率的主要决定因素（Ｇｒａｎｔ，１９９６）［８］。不同地区的知识与信息存在差
别，创业者凭借其异质的知识，更可能突破当地的认知限制，在空白领域打开新的市场，以新的产品

带来商业的成功（Ｂａｕｍ等，２００１）［９］。对本地竞争者而言，外来知识的掌握人群规模较小，或是该
种知识与长期的生活经验积淀相关，难以模仿且具有社会复杂性，异地创业者能够持续的体现出经

营优势。但对于来到异地的创业者们，本地的知识则是存量丰富且相对易于获取的，异地创业者充

分嵌入当地的社会生活，重建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在获取知识，通过学习本地易得的知识进一步丰富

自身知识，从而增强竞争力，甚至以其相对开阔的思路更好地发现创业机会（杨俊，２００３）［２５］，或是
整合知识，进行突破本地思维禁锢的创新活动，从而取得成功（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和 Ｃｌａｒｋ，１９９０）［１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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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相比本地创业，异地创业能够获得更好的经营效率。
另一不容忽视的地区性因素是，中国沿海地区由于经济改革历史较早、经济开放程度与市场化

程度较高，创业环境相对更优于内地，异地创业者取得成功的条件更为充分。根据樊纲等

（２０１１）［２６］的研究，沿海地区的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在市场化程度方面处于全国前列。沿海
地区交通便利、区域开放性高、人口流动频繁、新信息的获取更为便捷，对于创业活动具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千村调查的结果显示，从内地往沿海地区流动比例远高于反方向，也确实体现出沿海地区

对于创业者的卓越吸引力。因此，本文认为，相比本地创业者及在内地地区活动的异地创业者，在

沿海地区活动的创业者会受益于这种市场化和开放的环境，更加充分发挥自身外来的优势。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相比本地创业和其他异地创业者，沿海地区的异地创业者的经营效率更高。
２．地理距离与创业效率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由于自身的地理、人文环境不同，形成各自区别性的文化和知识（杨宜

音，１９９８）［２７］，并不完全沟通，创业者居住地和创业活动地之间地理距离越大，两地间交流频率越
低，异地创业者的外来知识与创业地本地知识重叠少，知识异质化程度也就更高，异地创业者的经

营效率也就会更加突出。但处于同一个国家范围内，这种差异不会无穷扩大，其积极作用也就不会

无限扩大，而随着地理距离过大，社会资本弱化的劣势会显现，从而对创业者的经营效率产生不利

影响（姜磊，２０１０）［２２］，远离故乡和亲人所带来的情感缺失也会随着距离更为突出，使得创业者心理
韧性降低，更难面对创业中的困难。

因此，本文认为，地理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的关系整体正向，但是，考虑到距离过大带来的难以

替代的其他缺失，创业经营效率会最终向下，呈倒 Ｕ型趋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地理距离整体上体现出与创业经营效率的正关系，但随着地理距离的扩大，地理距离与创

业经营效率转为负向，整体呈正向倒 Ｕ型关系。
３．文化价值观距离与创业效率
地区的气候、地理因素等对于当地人民生活目标、经济水平和技术的传播有重要影响，从而在

一个地区产生特有的相近的文化特征（Ｇｕｐｔａ等，２０１１）［２８］。关于文化距离和文化指数的研究很丰
富，多关注的是不同国家之间文化价值的区别，如霍夫斯泰德的心理维度（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１９８４）［２９］，全球
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有效力研究（ＧＬＯＢＥ）等。不同国家的文化的差异乃至冲突会对企业的经营活
动效果产生影响，这一观点在跨国公司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不同的文化习惯下跨

文化的沟通可能带来机遇，也可能带来沟通成本的上升和效率的下降（ＧｏｍｅｚＭｅｊｉａ和 Ｐａｌｉｃｈ，
１９９９）［３０］。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质疑国家层面的文化归类研究，将一国的文化特征笼统地归于同
一类，存在着忽视国家内文化差异的问题（Ｔｕｎｇ，２００８）［３１］，而其中对中国的研究也不够严谨和科学
（Ｗｕ等，２００６）［３２］。

本文认为，国家之内存在文化差异，我国更是如此（赵向阳等，２０１５）［３３］，文化特征本身体现了
地区性知识的差异，其背后蕴藏的、认知习惯上的差别也会带来不同的知识学习路径与结果，因而

可以认为两地的文化特征差异越大，两地的知识差异也就越大，最终赋予异地创业以优势。但不容

忽视的是，这种区别过大，也会成为创业者与当地其他人或群体接触和沟通的阻力，甚至引发群体

的排斥心态（Ｎｄｏｆｏｒ，２０１１［２３］；戴亦一等，２０１６［３４］）。因此本文认为，异地创业经营效率也会随着文
化距离的扩大先升后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文化价值观距离整体上体现出与创业经营效率的正关系，但随着文化价值观距离的扩大，
与创业经营效率转为负向关系，整体呈正向倒 Ｕ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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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家族支持的调节作用
创业者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嵌入最深，是很多创业者面对困难时首先考虑获取帮助的来源。本

文认为，家庭对创业者提供的支持主要包括两方面，即情感支持和资源支持（Ａｒｒｅｇｌｅ等，２０１５）［３５］。
不同的支持类型可以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创业企业的经营效率。情感支持偏向于正面

情绪强化、家庭工作关系调节和提供创业建议等支持，能够减弱独处外乡的孤独感，增强创业者

的动力、自信和认可度，从而使其可以更好地应对创业过程中的压力与负面情绪（Ｂｒｏｎｄｏｌｏ和
Ｂｅｎ，２００２）［３６］，血缘、亲缘关系以及多年的共同相处经历，使得家人是创业者最愿意表达情感的
对象（Ｔａｇｉｕｒｉ和 Ｄａｖｉｓ，１９９６）［３７］，家庭内部的交流也更加方便和高效（Ｈｏｆｆｍａｎ等，２００６）［３８］。因
此，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相比其他途径能更好地优化创业者的心理状态。资源支持则包括家庭

成员对创业者个体进行资源提供、资源获取渠道的建立，也包括信息获取、提供建议等支持，可以

应对异地创业者面临的社会关联和社会资本不足的问题，家庭作为体现责任和信任的小单位，当

移民寻求创业启动资本时，家庭是他们的首选（Ｃｈａｎｄ和 Ｇｈｏｒｂａｎｉ，２０１１）［３９］，同时，由于家庭更加
深入和透明化的共享思路，来自家庭的建议支持和创业机会识别帮助更加有效（Ｊｅｎｎｉｎｇ和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ｄ，２００７）［４０］。考虑到家庭支持对于异地创业者的各种积极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
设：

Ｈ５ａ：家庭情感支持对于异地创业和创业经营效率的关系呈正向调节作用，即家庭情感支持越
强，异地创业及赴沿海地区异地创业经营效率更好，地理距离和文化价值观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的

正向关系越强。

Ｈ５ｂ：家庭资源支持对于异地创业和创业经营效率的关系呈正向调节作用，即家庭资源支持越
强，异地创业及赴沿海地区异地创业经营效率更好，地理距离和文化价值观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的

正向关系越强。

三、数据与变量

１．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财经大学于 ２０１６年进行的“千村调查———中国农村创业现状调

查”中创业者问卷部分结果。调查采用随机抽样定点调查和学生返乡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对各个乡

镇进行调研，参与学生人数２２００人。在调查开展前和过程中，学校通过面试、教师培训以及问卷设
计者带队三项措施对调研人员进行了严格的选拔与培训指导。为了保证调研数据的质量，问卷设

计者综合考虑各个层面的因素以确保所得数据能够反映客观现实，本研究涉及的自变量（外出情

况）和因变量（创业企业绩效）之间有较多其他不相关问题，降低二者的关联性，进而消除同源

偏差。

此次“千村调查”在全国 ３０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随机抽样出共计 １５００个村
寨，获得了不同调查对象的各类数据库，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库为农民创业者数据库。对于农民创业

者这一概念，本文采用了广义的定义，即从无到有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村居民都是本文的研究

对象，这主要是考虑到在中国乡村的大多数地区，农民创业组织的规模都相对比较小、经营形式较

为初级。此次调研总共向农民创业者发放问卷数为 ４６００份，采取了调研员全程陪同填写的方法，
但由于受访者透露意愿等原因导致个别问题未能填写完毕。整体而言，符合本研究要求的样本约

为２６６２个，占总问卷数的５８％。
表１列示了本研究的数据情况。中国农村创业多集中于贸易服务相关与制造业，创业者多为

男性，平均年龄为４４８５岁，处于中年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１０５１年，约为高中水平学历，大多
数在创业前无企业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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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样本分布描述性统计

属性 频次（百分比） 属性 频次（百分比）

样本区域

个体特征

东南地区

中部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环渤海地区

东北地区

男性

女性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平均年龄（岁）

有企业管理经历

无企业管理经验

８８３（３３１７％）
５３４（２００６％）
４２８（１６０８％）
３７９（１４２４％）
２８９（１０８６％）
１４９（５６０％）
２１０８（７９１９％）
５５４（２０８１）
１０５１
４４８５

３５７（１３４１％）
２３０５（８６５９％）

行业分布

学历分布

高新技术与信息

贸易与服务

制造业与其他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中专

大专

本科

硕士及以上

７（０２６％）
１３６９（５１４３％）
１２８６（４８３１％）
５４（２０３％）
３０５（１１４６％）
１０５１（３９４８％）
７９０（２９６８％）
２１２（７９６％）
２４４（９１７％）
７（０２６％）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财经大学２０１６年“千村调查”数据整理

本文对异地创业的样本情况（３９５个样本）进行了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２所示。异地创业者整
体平均年龄更小，为４１５３岁，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高，为１１０８年，有企业管理经验的个体比例也上
升到了１９４９％。在流动距离上，异地创业呈现两极化的特征，以县内和跨省迁移为主，流动方向
上则以内地或沿海内部流动为主。

表２ 异地创业现状分析

属性 频次（百分比） 属性 频次（百分比）

跨地区级别

流动方向

跨省 １１６（２９３７％）
（省内）跨市 ３９（９８７％）
（市内）跨县 ４７（１１９０％）
县内 １９３（４８８６％）

内地地区内流动 １７２（４３５４％）
沿海地区内流动 １４０（３５４４％）
内地到沿海 ４８（１２１５％）
其他 ３５（８８６％）

个人特征

男性 ２７６（６９８７％）
女性 １１９（３０１３％）

平均年龄（岁） ４１５３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１１０８
有企业管理经历 ７７（１９４９％）
无企业管理经历 ３１８（８０５１％）
中共党员 ８０（２０２５％）
非中共党员 ３１５（７９７５％）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财经大学２０１６年“千村调查”数据整理

２．变量测量
（１）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创业者经营效率（Ｐｒｏｆｉｔ）。利润是企业成长的重要推

动力，同时，可以良好预测企业的未来在企业资产和规模上的成长潜力，体现归属于创业活动的最

终成果情况，本文采用净利润额（万元）作为衡量。该数据来自千村问卷问题“过去一年纯利润”，

统计检验时对数据在５％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采用了销售额
（Ｌｓａｌｅ）作为替换变量，在５％水平缩尾处理后取对数。

（２）解释变量。本文包括了四个解释变量：是否异地创业（Ｍｉｇｒａｎｔ）、是否赴沿海地区异地创业
（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创业地与居住地地理距离（Ｇｅｏ＿ｄｉｓ）、创业省份与出生省份文化价值观距离（Ｖａｌｕｅ＿
ｄｉｓ）。本文所关心的异地创业是指，创业者离开了常住地（出生后居住时间达到 １８年以上），到其
他区域进行创业的行为，发生则赋值为１，否则为 ０。根据受访地点判断创业活动所在地是否在沿
海地区，是则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沿用一般标准，本文将我国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外具有
海岸线的省或直辖市定义为沿海地区，具体包括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

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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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还考虑到了异地创业的地理距离与文化价值观差异的影响作用。地理距离衡量的是创业

者的常住地与创业地的交通距离，本研究采用地图软件统一查询两地之间的驾车公里数的方法，更

加贴合实际的地理距离衡量，该数据在 ５％水平上缩尾处理。主流的文化指数主要分价值观和习
俗两个角度，其中文化价值观指数反映的是工作相关的认知，与创业活动更加贴合，在经营活动预

测上更具科学性（赵向阳等，２０１４）［４８］，因此，本文优先选择这一维度的衡量方式，文化价值观距离
来源于赵向阳等（２０１５）［３８］的数据，该数据对中国各省份的文化价值观做了多维度赋值，本文计算
了在各个维度上创业者居住地省份与创业活动所在省份的数值之差，并对其取绝对值后加总。

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程度，本文另外选取了两个指标替代地理距离和文化价值观距离：驾车时

间（Ｄｒｉｖｅ）与文化距离（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ｓ）。驾车时间指创业者从创业地回到家乡驾车所需时间，通过地
图软件查询两地之间驾车路线时间获得这一数据，其显示的驾车时间往往考虑了路况等因素，从另

一种维度上衡量从创业地到家的“距离”。文化距离则将文化习俗的距离纳入考虑范围，将其与原

来的文化价值观距离相加，作为更加“广义”的衡量方式。

（３）调节变量。本文的研究模型中将家庭支持作为重要的调节因素。参考 Ａｒｒｅｇｌｅ等
（２０１５）［３５］的观点，本文将家庭支持分为情感支持（Ｅｍｏ）和资源支持（Ｒｅｓ），数据均来自于问卷中的
自评量表。情感支持变量包括题项“因为创业导致我的生活方式需要随之改变时，家人能够理解

并接受我的这种改变”、“当我遇到创业中的挫折而情绪发生变化时，家人能容忍并安慰我”、“配偶

会从精神上支持我的事业、经常给予我鼓励”、“家人能与我一起谈论创业有关的话题”等；资源支

持变量包括题项“家人有较多时间参与我的创业”、“配偶会从行动上支持我的事业”、“父母很支持

我创业、并给予我资金支持”。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各题项因子载荷均处于 ０５以上，且 ｐ＜
０００１，信度均在０６以上，整体结果良好。

（４）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创业企业特征和创业者家庭及个人特征两个方面。其中创
业企业特征包括：是否农业（Ａｇｒ），即将创业者的生产经营活动从事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及其相关
简单初步加工的情况界定为１，其他的行业则界定为０；企业寿命（Ｆｉｒｍａｇｅ），存续时间可能会对企业
的绩效表现有所影响，故本文以创立年份开始核算公司的成立时间；企业人数（Ｅｍｐ），本文采用企业
雇用的员工数衡量企业规模，从而控制规模对于利润额的影响，该数据在５％水平上缩尾处理。创业
者家庭及个人特征包括：家庭成员人数（Ｆａｍｍｅｍｂｅｒ），即受访者家庭成员的人数，家庭人数多往往意
味着更大的生存压力，会对创业者的活动产生影响；家庭党员人数（Ｐａｒｔｙ），即受访者家庭中是否存在
党员，该变量用于衡量家庭的政治关联水平。创业者年龄（Ａｇｅ），即受访者接受访谈时的实际年龄。
本文还考虑了其他对于创业绩效可能有影响的经历与能力因素，包括是否有参军经历（Ａｒｍｙ），是否有
外出务工经历（Ｏｕｔｆｏｒｊｏｂｓ），以及是否有某项手艺或技能（Ｓｋｉｌｌ），有则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四、检验结果与讨论

为检验异地创业和地理距离对于创业者创业经营效率的作用，以及家庭情感支持和资源支持

的调节作用，本文设定了以下检验模型：

Ｐｒｏｆｉｔｉ＝β０＋β１Ｍｉｇｒａｎｔｉ＋β２Ｃｉ＋εｉ （１）
Ｐｒｏｆｉｔｉ＝β０＋β１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ｉ＋β２Ｃｉ＋εｉ （２）

Ｐｒｏｆｉｔｉ＝β０＋β１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β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２
ｉ ＋β３＋Ｃｉ＋εｉ （３）

Ｐｒｏｆｉｔｉ＝β０＋β１Ｍｉｇｒａｎｔｉ＋β２Ｓｕｐｐｏｒｔｉ＋β３Ｍｉｇｒａｎｔｉ×Ｓｕｐｐｏｒｔｉ＋β４Ｃｉ＋εｉ （４）
Ｐｒｏｆｉｔｉ＝β０＋β１Ｃｏａｓｌａｎｄｉ＋β２Ｓｕｐｐｏｒｔｉ＋βａ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ｉ×Ｓｕｐｐｏｒｔｉ＋β４Ｃｉ＋εｉ （５）

Ｐｒｏｆｉｔｉ＝β０＋β１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β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２
ｉ＋β３Ｓｕｐｐｏｒｔｉ＋β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Ｓｕｐｐｏｒｔｉ＋β５Ｃｉ＋εｉ（６）

　　其中，Ｐｒｏｆｉｔｉ被解释变量，即净利润额，衡量创业者经营效率；β０为截距项；Ｃ为控制变量；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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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差项。（１）式与（２）式分别检验异地创业及赴沿海地区异地创业对经营效率的影响，其中，
Ｍｉｇｒａｎｔｉ表示是否为异地创业，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ｉ表示是否为赴沿海地区异地创业。（３）式检验创业地与

居住地地理距离对经营效率的倒Ｕ型关系，其中，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２
ｉ分别代表距离的一次项和二

次项，包括地理距离和文化价值观距离两项指标。（４）式 ～（６）式分别检验三种主效应下家庭支持
的调节作用，Ｓｕｐｐｏｒｔｉ为调节变量，包括情感支持和资源支持两个指标，Ｍｉｇｒａｎｔｉ×Ｓｕｐｐｏｒｔｉ为是否异
地创业虚拟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ｉ×Ｓｕｐｐｏｒｔｉ为是否赴沿海地区异地创业虚拟变量
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Ｓｕｐｐｏｒｔｉ为距离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６）式中，参考 Ｇａｎｚａｃｈ

（１９９７）［４２］的观点，对涉及二次项的主效应进行一次项调节作用检验时，加上解释变量的二次项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２ｉ，以避免一些统计学误差问题（ｍ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模型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虽然部分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为显

著的相关性，但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在２５５以下，证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同时，本文对连续性变量上下各５％的极端值进行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缩尾处理，以消除异常值对分析结果造
成的偏差。另外，为了消除残差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本文所有回归均采用稳健的标准差。

１．基本模型检验
表３列示了（１）式、（２）式、（３）式的模型，被解释变量均为净利润额（Ｐｒｏｆｉｔ），其中，模型 １是控

制变量模型；模型２对应（１）式，检验假设 Ｈ１的内容，即异地创业与创业经营效率的关系；模型 ３
对应（２）式，检验假设 Ｈ２，模型４～模型７对应（３）式，模型４和模型５检验假设 Ｈ３的内容，即地理
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的关系，模型６与模型７检验假设 Ｈ４的内容，即文化价值观距离的作用。
表３ 基本模型检验

变量
控制变量模型 假设 Ｈ１ 假设 Ｈ２ 假设 Ｈ３ 假设 Ｈ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Ａｇｒ
－３０１７

（０９１９）
－２８４２

（０９２３）
－２８９７

（０９２４）
－２８３７

（０９２６）
－２８５７

（０９２３）
－２９２０

（０９２０）
－２９０７

（０９２１）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１５９

（００５９）
０１５９

（００５９）
０１５６

（００５９）
０１６１

（００５９）
０１６３

（００５９）
０１５７

（００６０）
０１５８

（００６０）

Ｅｍｐ
１１５４

（００４８）
１１５０

（００４８）
１１５０

（００４８０）
１１５２

（００４８）
１１５２

（００４８）
１１５３

（００４８）
１１５３

（００４８）

Ｆａｍｍｅｍｂｅｒ
－０１９８
（０２１８）

－０１５８
（０２１８）

－０２００
（０２１８）

－０１８３
（０２１８）

－０１７１
（０２１８）

－０１８２
（０２１８）

－０１８３
（０２１８）

Ｐａｒｔｙ
０４１７
（１０１４）

０４１２
（１０１０）

０３６８
（１０１０）

０４６３
（１０１３）

０４１９
（１０１２）

０４５７
（１０１４）

０４６３
（１０１４）

Ａｇｅ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５）

Ａｒｍｙ
４７５２

（２０６１）
４５７３

（２０５０）
４７４９

（２０５０）
４６５８

（２０４７）
４６５９

（２０５０）
４７０５

（２０５２）
４６８１

（２０５１）

Ｏｕｔｆｏｒｊｏｂｓ
－２２６８

（０８５９）
－２４５５

（０８６１）
－２３７１

（０８６３）
－２４５０

（０８６０）
－２４８９

（０８６１）
－２４０２

（０８６２）
－２４０１

（０８６２）

Ｓｋｉｌｌ
１４４１

（０８６８）
１３５９
（０８６５）

１４２１
（０８６６）

１３８１
（０８６８）

１３７３
（０８６７）

１４０１
（０８６９）

１３８８
（０８７０）

Ｍｉｇｒａｎｔ
４４６１

（１３０６）

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
４２３４

（１９８７）

Ｇｅｏ＿ｄｉｓ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４）
０１７９

（００８１）

３４

２０１９年 第 ２期



续表３

变量
控制变量模型 假设 Ｈ１ 假设 Ｈ２ 假设 Ｈ３ 假设 Ｈ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Ｇｅｏ＿ｄｉｓ＿ｓｑｕ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６）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
３５３０

（１９１６）
６９９６

（３９２８）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ｓｑｕ
－２３９９
（１９７２）

＿ｃｏｎｓ
１０５２２

（２０８０）
８８８４

（２０９１）
９９２０

（２０８４）
９７２３

（２０９０）
９２４１

（２０７２）
１００９８

（２１０１）
１００７２

（２１０２）

调整 Ｒ２ ０３８０ ０３８３ ０３８２ ０３８２ ０３８２ ０３８１ ０３８１

Ｆ ７７０３２ ７１１４２ ６９７８０ ７０９５８ ６４４８１ ７００９８ ６３８６６

Ｎ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３的模型２中，异地创业（Ｍｉｇｒａｎｔ）体现出更好的经营效率（β＝４４６１，ｐ＜００１），验证了假
设 Ｈ１；模型 ３中，赴沿海异地创业（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也有着更好的经营效率（β＝４２３４，ｐ＜００５），假设
Ｈ２得到验证；模型４和模型 ５中，地理距离（Ｇｅｏ＿ｄｉｓ）与创业经营效率有显著正向关系（β＝００３５，
ｐ＜００５），其二次项（Ｇｅｏ＿ｄｉｓ＿ｓｑｕ）与创业经营效率有显著负向关系（β＝－０００１１，ｐ＜０１），地理
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之间存在整体正向的倒 Ｕ型关系，验证了假设 Ｈ３。

在模型６和模型７中，文化价值观距离一次项（Ｖａｌｕｅ＿ｄｉｓ）显著为正（β＝３５３０，ｐ＜０１），其二
次项（Ｖａｌｕｅ＿ｄｉｓ＿ｓｑｕ）为负但是不显著（β＝－２３９９，ｐ＞０１），文化价值观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关系
呈现正关系，假设 Ｈ４未得到验证。

地理距离和文化价值观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关系分别如图１、图２所示。

　图 １　地理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之间的倒 Ｕ型关系　　图２　文化价值观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表 ４列示了（４）式 ～（６）式的模型，被解释变量均为净利润额（Ｐｒｏｆｉｔ），其中，模型 １～模型 ４
检验假设 Ｈ５ａ，分别检验了家庭情感支持对异地创业、赴沿海地区异地创业、地理距离、文化价值
观距离与因变量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５～模型８检验假设 Ｈ５ｂ的内容，验证家庭资源支持的调节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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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假设 Ｈ５ａ 假设 Ｈ５ｂ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Ｅｍｏ １４８８

（０５０７）
１６４３

（０４８８）
１８７９

（０４７５）
１９６２

（０４７６）

Ｒｅｓ
０６０８
（０４７９）

０８２３

（０４６５）
１００６

（０４４８）
１０２７

（０４５１）

Ｍｉｇｒａｎｔ ４４８４

（１２８９）
４６０６

（１３０６）

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 ４３１２

（１９４８）
４５４５

（２００７）

Ｇｅｏ＿ｄｉｓ ０１６８

（００８１）
０１８３

（００８１）

Ｇｅｏ＿ｄｉｓ＿ｓｑ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６）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 ７１４３

（４０２６）
６６４３
（４０５６）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ｓｑｕ
－１９９０
（２１９３）

－１７３１
（２２１９）

Ｅｍｏ×
Ｍｉｇｒａｎｔ

２９１７

（１３５７）
Ｅｍｏ×
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

４１３３

（１８８７）
Ｅｍｏ×
Ｇｅｏ＿ｄｉｓ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４）
Ｅｍｏ×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

１５８６
（１９４９）

Ｒｅｓ×
Ｍｉｇｒａｎｔ

２８４１

（１３３５）
Ｒｅｓ×
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

３２６７

（１８５２）
Ｒｅｓ×
Ｇｅｏ＿ｄｉｓ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４）
Ｒｅｓ×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

２７９９
（１９９１）

＿ｃｏｎｓ
１８２７
（３０８２）

２２４６
（３０３３）

０４２４
（３００２）

０８９４
（３０３０）

６１６８

（３０１５）
６２７８

（２９８０）
４７２７
（２９２６）

５５１０

（２９５３）

调整 Ｒ２ ０３８８ ０３８６ ０３８７ ０３８４ ０３８６ ０３８３ ０３８５ ０３８２

Ｆ ６１５３４ ６０５２３ ５７０１０ ５６４５２ ５９９５０ ５８７７８ ５５７１２ ５５２３５

Ｎ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４的模型 １中，异地创业与家庭情感支持交互项（Ｅｍｏ×Ｍｉｇｒａｎｔ）显著为正（β＝２９１７，
ｐ＜００５），家庭情感支持对异地创业和经营效率的关系体现出正向调节作用，说明相同条件下，
家庭情感支持越强，异地创业下的经营效率越优于非异地创业，验证了假设 Ｈ５ａ；模型 ２中，赴沿海
地区异地创业与家庭情感支持交互项（Ｅｍｏ×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显著为正（β＝４１３３，ｐ＜００５），家庭情感
支持对赴沿海地区异地创业和经营效率的关系同样存在正向调节作用，验证了假设 Ｈ５ａ；模型 ３和
模型４中，地理距离一次项与家庭情感支持交互项（Ｅｍｏ×Ｇｅｏ＿ｄｉｓ）显著为正（β＝００２７，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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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文化价值观距离一次项与家庭情感支持交互项（Ｅｍｏ×Ｖａｌｕｅ＿ｄｉｓ）为正但不显著（β＝１５８６，
ｐ＞０１），整体而言，假设 Ｈ５ａ得到部分验证。

更换调节变量为资源支持后，表５的模型５、模型６和模型７均验证了假设 Ｈ５ｂ，异地创业与家
庭资源支持交互项（Ｒｅｓ×Ｍｉｇｒａｎｔ）显著为正（β＝２８４１，ｐ＜００５），赴沿海地区异地创业与家庭资
源支持交互项（Ｒｅｓ×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同样显著为正（β＝３２６７，ｐ＜０１），地理距离一次项与家庭资源支
持交互项（Ｒｅｓ×Ｇｅｏ＿ｄｉｓ）也显著为正（β＝００３３，ｐ＜００５），而模型 ８中，文化价值观距离一次项与
家庭资源支持交互项（Ｒｅｓ×Ｖａｌｕｅ＿ｄｉｓ）为正但不显著（β＝２７９９，ｐ＞０１），假设 Ｈ５ｂ未得到验证。整
体而言，假设 Ｈ５ｂ同样得到部分验证。

根据模型２和模型５的结果，可以做出家庭支持对地理距离和创业经营效率之间关系如图 ３、
图４所示。

图 ３　家庭情感支持对地理距离和创业经营效率　　　图 ４　家庭资源支持对地理距离和创业经营效率

　　　　　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模型 ３）　　　　　　　　　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模型 ７）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２．其他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自变量。由于路况的区别，相同的驾车距离并不一定对应相同的时间，有的地区的地

形更为复杂，公路行驶环境较差使得驾车时间更长，创业者与家乡之间的联系会更加弱化，两地之

间交流更少，差异也更大。出于稳健性的考虑，更换地理距离变量为驾车时间变量（Ｄｒｉｖｅ），再次检
验假设 Ｈ３、假设 Ｈ５ａ和假设 Ｈ５ｂ。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驾车时间与创业经营效率关系及家庭支持的调节作用

变量
假设 Ｈ３ 假设 Ｈ５ａ 假设 Ｈ５ｂ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控制变量 √ √ √ √

Ｄｒｉｖｅ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３）
０１５８

（００６７）
０１４

（００６６）
０１５６

（００６７）

Ｄｒｉｖｅ＿ｓｑｕ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５）

Ｅｍｏ １８６９

（０４７４８）

Ｅｍｏ×Ｄｒｉｖｅ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２３）

Ｒｅｓ ０９８５

（０４４８）

Ｒｅｓ×Ｄｒｉｖｅ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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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变量
假设 Ｈ３ 假设 Ｈ５ａ 假设 Ｈ５ｂ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ｃｏｎｓ ９６０９

（２０９１）
９０６４

（２０６９）
０２９９
（２９９９）

４６５７
（２９２５）

调整 Ｒ２ ０３８２ ０３８３ ０３８７ ０３８５

Ｆ ７１０７０ ６４５８５ ５７１０３ ５５８８５

Ｎ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模型１和模型２中，驾车时间一次项（Ｄｒｉｖｅ）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Ｄｒｉｖｅ＿ｓｑｕ）系数显著为负，
验证了假设 Ｈ３。模型３和模型４分别验证了家庭情感支持和家庭资源支持对于驾车时间和创业
经营效率之间正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假设 Ｈ５ａ和假设 Ｈ５ｂ保持稳健。

根据赵向阳等（２０１５）［３３］的观点，衡量两地文化距离的指标还有文化习俗指标，为了同时考虑
这一维度差距的影响，这里使用文化价值观距离和文化习俗距离之和作为总的文化距离（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ｓ），替代原本单一的文化价值观距离变量，重新对假设 Ｈ４、假设 Ｈ５ａ和假设 Ｈ５ｂ进行验证。检验结
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文化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的关系及家庭支持的调节作用

变量
假设 Ｈ４ 假设 Ｈ５ａ 假设 Ｈ５ｂ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控制变量 √ √ √ √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ｓ １５９８

（０８７５）
２５１３
（３０８０）

２７５４
（３１１４）

２４２３
（３０８７）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ｓ＿ｓｑｕ
－０３３４
（１０３９）

－０２９８
（１０６６）

－０２３９
（１０５５）

Ｅｍｏ １９４５

（０４７７）

Ｅｍ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ｓ
０９５７
（０８４３）

Ｒｅｓ １０１８

（０４５０）

Ｒ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ｓ
１３９５
（０８８９）

＿ｃｏｎｓ １００９７

（２１０３）
１０１０３

（２１０３）
１０１２
（３０３４）

５６０１

（２９５４）

调整 Ｒ２ ０３８１ ０３８１ ０３８４ ０３８１

Ｆ ６９９９９ ６３６５３ ５６４４２ ５５２２０６

Ｎ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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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６的模型 １和模型 ２可知，文化距离一次项（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ｓ）显著为正，二次项（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ｓ＿ｓｑｕ）为负但不显著，假设 Ｈ４未得到验证，但是，呈现出与前文中文化价值观距离模型一致
正向关系。模型 ３和模型 ４中，文化距离与家庭情感支持交互项（Ｅｍ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ｓ）系数、文
化距离与家庭资源支持交互项（Ｒ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ｓ）系数均为正但不显著，假设 Ｈ５ａ与假设 Ｈ５ｂ未
得到验证。

（２）替换因变量。同样，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采用了销售额（Ｌｓａｌｅ）替换净利润作为
因变量进行检验，销售额在５％水平缩尾后取对数。表７中列式了假设 Ｈ１～假设 Ｈ４的验证情况，
模型１～模型７因变量均为销售额的对数。

根据模型２～模型５的结果，假设 Ｈ１、假设 Ｈ２和假设 Ｈ３结果保持稳健，依旧得到验证。模型
６和模型７中，文化价值观距离一次项显著为正，二次项为负但不显著，假设 Ｈ４未得到验证，但与
主检验模型结果一致。

表７ 异地创业、地理距离、文化价值观距离与创业销售额的关系

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假设 Ｈ１ 假设 Ｈ２ 假设 Ｈ３ 假设 Ｈ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控制变量 √ √ √ √ √ √ √

Ｍｉｇｒａｎｔ ０４１１

（００９０）

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 ０５１９

（０１１９）

Ｇｅｏ＿ｄｉ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

Ｇｅｏ＿ｄｉｓ＿ｓｑ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 ０２９２

（０１３２）
０５２６

（０３１３）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ｓｑｕ
－０１６１
（０１６７）

＿ｃｏｎｓ ２８７５

（０１７０）
２７１８

（０１７２）
２７９７

（０１７０）
２８００

（０１７２）
２７５７

（０１７２）
２８３７

（０１７１）
２８３６

（０１７１）

调整 Ｒ２ ０３７８ ０３８３ ０３８２ ０３８０ ０３８１ ０３７９ ０３７９

Ｆ １３７４１９ １２８０３２ １２７６６５ １２５７２０ １１４３３３ １２４７５７ １１３３８９

Ｎ ２４８１ ２４８１ ２４８１ ２４８１ ２４８１ ２４８１ ２４８１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本文也检验了新因变量下家庭支持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主效应变量系数保持稳健显著，且调

节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体现对于因变量的正向作用，交互项未在 ９０％水平显著，但符号与主检验
结果一致，说明交互作用在因变量换为销售额后有所减弱，主要表现为各自对因变量的积极作用。

２．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下的２ＳＬＳ回归
为了并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选取“每天用于工作的上网时间”（Ｏｎｌｉｎｅ）作为异地创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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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变量，对主效应进行检验。根据“中国千村调查”数据的特点，创业者多从事农业等第一产业

或是生产制造业，很少涉及互联网行业，因此，上网工作仅仅是一种可选的工作方式，与因变量无明

显关系。但是，上网处理工作的程度，能够体现创业者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其能够联络的范围

也更远，更加愿意冒险，也更加可能选择异地创业或是去更远的地方活动，可以作为异地创业和异

地距离的工具变量。

“每天用于工作的上网时间”变量分五档选项：从不用上网处理工作、小于 １小时、１～３小时、
３～５小时、５小时以上，分别编码为１～５。采用２ＳＬＳ的回归方法，检验结果如表８所示。模型１和
模型４是２ＳＬＳ回归的第一步，自变量为工具变量每天上网时间，因变量分别为内生变量异地创业
（Ｍｉｇｒａｎｔ）和地理距离（Ｇｅｏ＿ｄｉｓ），分别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和 ＯＬＳ模型进行拟合。模型 ２～模型 ３和模型
５～模型８是２ＳＬＳ的第二步，以第一步拟合结果的预测值（Ｏｎｌｉｎｅ＿Ｍｉｇｒａｎｔ与 Ｏｎｌｉｎｅ＿Ｇｅｏ＿ｄｉｓ）代替
内生变量进入回归，因变量包括利润额（Ｐｒｏｆｉｔ）和销售额的对数（Ｌｓａｌｅ）。

模型 １和模型 ４中，上网时间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每天用于工作的上网时间越长，
创业者越倾向于选择异地创业，外出距离越远，工具变量效果良好。模型 ２和模型 ３中，内生
变量预测值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假设 Ｈ１得到验证。模型 ５～模型 ８中，内生变量预测值系数
均显著为正，当因变量为销售额时，内生变量预测值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假设 Ｈ３得到部分验
证。

表８ ２ＳＬＳ工具变量方法下异地创业与创业企业经营效率关系

变量
Ｓｔｅｐ１ Ｓｔｅｐ２ Ｓｔｅｐ１ Ｓｔｅｐ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控制变量 √ √ √ √ √ √ √ √

Ｏｎｌｉｎｅ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７）
１３６３

（０５９６）

Ｏｎｌｉｎｅ＿Ｍｉｇｒａｎｔ ９８６０７

（２０２７８）
５６６２

（１５３９）

Ｏｎｌｉｎｅ＿Ｇｅｏ＿ｄｉｓ ２１６６

（０３１１）
２３６７

（０４０８）
０１７７

（００２１）
０２２８

（００３０）

Ｏｎｌｉｎｅ＿Ｇｅｏ＿ｄｉｓ＿ｓｑｕ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ｃｏｎｓ －０３５４

（０１９７）
－６０２９

（１４３６）
０７３８
（０６０４）

１７２７１

（３９２９）
－３８４２０

（７０１７）
－３９８１３

（７２４４）
－１３９８

（０５３０）
－１７５９

（０５５１）

调整 Ｒ２ ０３８７ ０３８１ ００２４ ０３９３ ０３９３ ０３９４ ０３９５

Ｆ ７３１３９ １２６３４２ ６６６７ ７９７９９ ７３２８９ １３７４３３ １２６０３６

Ｎ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４８１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４８１ ２４８１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五、进一步讨论：创业者经历的影响

影响创业经营效率高低的因素众多，前文的主要模型中，“是否有参军经历”“是否外出打工”

和“是否有某项手艺或技能”三个变量对个人经历的影响进行了控制。为了进一步探讨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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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了解创业者的个人相关经历和技能对于其创业活动的意义，

本文还依据三种经历或能力的不同进行样本划分并检验，为研究模型提供补充支持。分样本情况

下各检验模型关键变量的系数如表９所示。
表９ 分样本情况下各检验模型关键变量系数

无外出务

工经历

有外出务

工经历
无参军经历 有参军经历 无技能或手艺 有技能或手艺

控制变量 √ √ √ √ √ √

Ｍｉｇｒａｎｔ
４７６０

（１５５７）

３３１８

（１７８９）

４２３１

（１２０１）

９７９５

（５４３６）

４３２０

（１４５９）

４７５２

（１９６７）

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
５２２９

（２１８６）

２１６３

（２４０３）
３５９２

（１６４９）

１６６４２

（７９２１）

３６４６

（２０１２）

５１１８

（２７３０）

Ｇｅｏ＿ｄｉｓ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４）

０１３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２）

Ｇｅｏ＿ｄｉｓｅ＿ｓｑｕ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
６４９１

（３１３４）

１２０３

（２３９７）

２６８１

（１９３５）
１９０２１

（９３１０）

６３２１

（２４５３）

００００１

（３０２８）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ｓｑｕ
－３１１２

（６８６４）

－０６５８

（３４１０）

－１５２７

（２９８６）

－１９７８７

（２３６１１）

－４８９０

（３１９０）

－１９７８７

（２３６１１）

Ｎ １６７２ ９９０ ２５０８ １５４ １６７４ ９８８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１．有无外出务工经历的影响
劳动者会因为工作变动或寻求新的工作机会离开家乡，这种经历会丰富其阅历，在工作

中获得商业有关知识与经验。对于本地创业者而言，这是学习外地知识的机会，即便在家乡

具有了差异化的知识；而对于异地创业者，外出经历则可能弱化其“家乡气息”，使其与外地知

识或思维方式的区别淡化，因此可以认为，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情况下，本地创业与异地创业者

的区别将不再突出，异地创业的相对优势减弱，而没有外出务工经历情况下则能够保持异地

优势。

表 ９中列式了有无外出务工经历两种情况分样本的检验结果。无外出务工经历子样本
中，与前文全样本检验结果一致，体现了异地创业者特别是赴沿海异地创业者在经营效率上的

优势，地理距离的倒 Ｕ型关系及文化价值观距离的正向关系也得到验证。而在有外出务工经
历的子样本下，异地创业虚拟变量保持显著，而其他模型中相关变量则不再显著，异地创业的

优势弱化。

２．有无参军经历的影响
参军经历也是一种离开常住地，丰富阅历和开阔视野的行为，但是，参军并非参与商业活动，更

多是个人能力上的提升与社会资本的积累，对于外界商业知识的获取并不多。因此，参军经历不会

如外出务工经历一样弱化异地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区别，即无论有无参军经历，异地创业的优势都

将得以保持。

０５

杨　昊，贺小刚，杨　婵　异地创业、家庭支持与经营效率



表９列示了有无参军经历两种情况下分样本检验的结果。两种情况下，异地创业、赴沿海异地
创业、地理距离一次项系数均显著为正，无参军经历样本中地理距离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有参军

经历样本中文化距离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整体结论基本与全样本结果一致，有无参军经历并未影

响异地创业优势的作用。

３．有无手艺或技能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中同样考虑了创业者自身的技术能力，衡量方式选取的是手艺或技能的有无。若

创业者有特定的技能、手艺，就往往能够获取一定程度的“核心竞争力”，对于创业活动的成功有着

帮助作用，而对于更加众多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创业者而言，其跨区域带到创业地的特质能够发生

“替代”作用，体现为更加显著的优势，留在本地的创业者则相对更难成功。

表９列式了有无技能或手艺分样本下各假设的验证情况，无技能或手艺子样本下，结论与全样
本检验一致，异地创业的优势被验证；有技能或手艺的子样本下，异地创业仍具备优势但显著水平

下降，地理距离与文化价值观距离的作用则不再显著。

分样本检验的结果显示，异地创业虚拟变量整体稳定稳健显著，但在有外出务工经历样本、和

有某项技能或手艺的样本下，正文各假设部分未能成立，这一结果也与文章观点相一致，验证了异

地创业下异质性知识产带来经营优势的逻辑。

六、结论与建议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背景下，创业活动以及其相关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日益壮大和产生

广泛影响的异地创业者群体更是不可忽视。以往研究指出，异地创业者往往会面临社会结构缺失、

资金获取困难、文化价值观差异等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外出异地创业困难重重，但是在实践中，创

业者选择走出家乡外出创业却呈现出更好的经营效率。

本文以上海财经大学 ２０１６年“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为基础，探讨异地创业活动与创业经营
效率的关系。检验结果证明，异地创业下，知识异质性将带来竞争优势，而地理距离越大则知识

异质性越强，异地创业者的经营效率就会越好，但是随着地理距离的扩大，社会资本缺失的负面

作用则会限制起创业活动，整体呈现为先升后降的倒 Ｕ型关系，本文也探讨了文化价值观距离对
异地创业经营效率的作用，随着文化价观值距离增加，两地文化知识异质性扩大带来经营效率的

提升，由于国家群体身份的一致认同，各地区文化的差异属于统一下的部分差异化，没有体现出

类似跨国文化交流中的沟通障碍，从而保持了整体的正关系。另外，家庭的支持有着重要意义，

在外出的距离不断增大，社会资本缺失越加严重的时候，家庭的支持体现出更好的支持作用，有

助于异地优势的发挥。

１．理论贡献
（１）理论方面，本文从知识基础观和知识异质性的角度出发，通过研究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

即知识异质性程度，验证了其对于企业经营效率的积极作用，并提出可以把异地创业者看作外来知

识的载体，以异地创业为知识交流的活动形式，作为知识异质性的研究思路。（２）实践方面，本文提
供如下现实启发：首先，创业者进行异地创业活动是有意义的，创业地与常住地之间知识文化的异质

性对创业绩效的提升有显著的积极效应（Ｇｒａｎｔ，１９９６）［８］；其次，来自外地的创业者在沿海地区创业往
往取得好的成就，因此政府也可以参考改进本地创业环境，吸引创业活动，激发经济活力；第三，远距

离创业可能存在资源匮乏和情感缺失的劣势，家庭资源是度过困境的良好选择。

２．建议
（１）鼓励采取异地创业，这不但有助于创业个体提升创业绩效，也有助于各地的沟通和知识的

交流，创业者个人视野应当高远，不限于本地活动，政府可以通过政策鼓励、培训等方式鼓励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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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迈出第一步。（２）鼓励赴沿海地区创业，特别是能力较弱的创业者如本研究中的农民创业
者，沿海地区创业环境更好，有望提升成功率，各地政府也应当主动学习沿海地区的开放包容性和

营商环境优势，帮助外来创业者克服困难，从而吸引创业，激发经济活力。（３）创业者个人在异地
创业中要合理权衡自身能力与创业目标地的情况，从而选择最佳的创业地点和创业项目。（４）异
地创业需要家庭支持，创业者应当加强与家人的沟通交流，家人也应当与创业者多多理解、沟通，提

供支持，政府则可以通过提升交通便捷性、家庭居住生活环境质量等方式帮助创业者更加便捷和高

效的获取家庭支持。

３．未来研究方向
（１）本文采用的是“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受访对象往往是农民或是在农村进行创业活动的

创业者，特点是创业活动规模较小，异地创业距离较近，由于数据的原因，计算出的最佳外出距离等

具体数据结论可能具有局限性。（２）本文借用地理距离、驾车时间（两地沟通难度）、文化距离等变
量衡量知识的异质性，但并不能完全代表知识的异质性，不过以异地创业者为关注对象，加以优化

知识异质性的衡量方式，进一步揭示其对于创业活动乃至企业经营的作用，是行之有效的思路。

（３）本文没有考虑到创业者出生地的具体信息和情况，比如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等，但这些因素的
存在也可能会异地创业者的决策行为及其效率产生影响，这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开展理论与实证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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