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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以投入少、规模小、经营灵活为特征的农村微型企

业（RME）大量出现，在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就业、推动农

业创新、催生农业产业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显然，在农

村微型企业创业（RMEE）过程中，信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

性创业资源，它不仅能影响其他创业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且能通

过减少和替代物质资源的消耗，产生新的生产力效应。然而，由

于 RME 受到地理位置、市场结构、经济发展状态等因素制约，

它们大多都处于一种“信息贫瘠”的状态。由此，在 RMEE过程

中，如何为其提供高效的信息支持应当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

要课题。基于此，本书从 RMEE信息需求入手，尝试构建符合我

国“三农”实情的 RMEE信息支持模式。研究的核心内容与主要

结论如下。

第 1章绪论。提出研究问题，阐述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述

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阐明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归纳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第 2章界定了本书的研究对象与问题，并阐述了本书的理论

基础。首先阐述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信息科学理论、创业理

论、协同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等，并归纳出相关理论对本书的研

究启示。

第 3章进行了基于动静二重性的农村微型企业创业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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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本章首先论证了信息需求的动静二重性特征，然后从静态

维度和动态维度分析了 RMEE 信息需求。其中，静态维度的

RMEE信息需求就是对信息本身（或信息客体）的需求，与创业

主体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紧密相关；动态维度的 RMEE 信息需

求就是解决现实创业问题的需求，即创业主体利用信息解决现实

问题的动态过程，包括 RMEE 信息获取、RMEE 信息认知、

RMEE信息再生、RMEE信息施效等环节。

第 4章开展了农村微型企业创业信息需求实证研究。本章对

RMEE信息需求展开了大规模实证调研。结果表明，我国 RMEE

信息需求的现实特征基本可归纳如下：①从静态维度看，RMEE

信息需求内容具有多样化、高层次依赖的复杂性特征；②从动态

维度看，RMEE信息运动的各个环节体现出低效性的特征。究其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信息源过度分散且质量偏低；另

一方面是创业主体相关能力不足。

第 5章探讨了农村微型企业创业信息支持的过程机制。本章

以 RMEE信息运动过程为依据，结合我国 RMEE信息需求的现

实特征，探讨 RMEE 信息支持的过程机制及其基本要素，并以

此为依据对我国 RMEE 信息支持的现有形式进行了梳理。分析

表明：①RMEE信息支持过程是由“信息获取支持”和“信息认

知 -再生支持”两阶段组成；②RMEE信息支持过程牵涉众多要

素，即主体要素、信息内容要素、信息技术要素、信息渠道要素

以及环境要素等；③我国 RMEE 信息支持的现有形式在过程和

要素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

第 6章研究了农村微型企业创业信息支持协同模式。本章借

鉴协同理论构建了基于“供给 +协作”双主体协同的 RMEE 信

息支持模式，并运用 Stackelberg博弈模型对其协同机理进行了分

析。结论如下：①供给主体的参与率越大，则 RMEE信息支持

的绩效越大；②RMEE信息支持中各主体的最优参与率与其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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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正相关；③对协作主体来说，参与信息支持将会获益。总

之，RMEE信息支持绩效的提升有赖于供给主体和协作主体的共

同参与和互相合作。

第 7章主要探讨了政府主导的农村微型企业创业供给式信息

支持问题。本章从政府主体的角度，构建 RMEE 供给式信息支

持体制，通过信息采集、信息组织、信息传递等流程向创业主体

提供信息。其中，RMEE供给式信息支持体制是一个以政府领导

为依托、国家和地方纵向协作、各级政府部门横向联动所构成的

纵横交错的网络结构，RMEE信息中心是其核心组成，它负责统

一管理和协调 RMEE供给式信息支持工作。

第 8章主要分析了农村社区网络主导的农村微型企业创业协

作式信息支持问题。本章首先从协作式学习的角度阐述了农村社

区网络对 RMEE 协作式信息支持的作用机理，认为农村社区网

络的关系变量和结构变量将对协作式学习参与者的协作意愿、解

释能力、学习能力、知识基础、交流方式等产生作用，进而改变

协作式学习效果，从而影响 RMEE协作式信息支持绩效；然后，

依据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原理，提出了面向 RMEE 协作式信息

支持的农村社区网络优化策略；最后，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以创

业主体为中心的关系网络对协作式信息支持绩效的影响，并进一

步检验了相关研究结论。

第 9章对全书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并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

的问题。

本书系笔者主持的华中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

目“面向需求的农村微型企业信息支持研究”的成果之一，以及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农村微型企业创业支持

体系研究”的成果之一。本书是对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进一步

深化与拓展。衷心感谢导师蔡根女教授所给予的精心指导和热情

帮助！感谢第二导师马才学教授给予的极大的支持与帮助。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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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李崇光教授、王雅鹏教授、易法海教

授、陶建平教授、李艳军教授、周德翼教授、冯中朝教授、严奉

宪教授、孙剑教授、齐振宏教授、王淅琴副教授、徐峰副教授、

黄洁副教授等对本书的撰写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另外，吴勇、

宋金刚、袁静静、李然、韩艳旗、洪建国、杨鹭、罗丽萍等同学

也为本研究中的问卷设计调查和书稿写作方面提供了帮助。同

时，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华中农业大

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深

深的谢意。还要深深感谢我的丈夫易明，他既是我生活中的忠实

伴侣，还是我的良师益友，正是他默默无闻地奉献，才使得我能

顺利完成本书的撰写。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并尽可

能详细地在书中列出，在此对这些参考文献的作者表示真诚的感

谢。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

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邓卫华

2011年春于武昌·狮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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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绪 论

第 1章
绪 论

1.1 本书研究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1.1.1 本书研究的背景

“三农”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从原来仅仅是宏观层面的农

业产业问题演变成以收入、消费、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

题。其中，表现最为突出就是农民增收乏力。为此，学者们从农

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等不同角度探讨了解决“三农”

问题的途径和措施，以求减少农民，实现农民的稳定增收。20

世纪末期，进城打工开始成为农民增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

一条主要途径。然而，增收并未因此实现，却又产生了新的社会

问题。至此，诸多模式都没有能够根本解决“三农”的问题。因

此，如何正视“三农”问题的症结、如何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可持

续生计问题，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从国际经验来看，采取

各种措施鼓励和支持某一弱势群体创业，从而使他们摆脱弱势地

位进而走上发展之路是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韩志新，2009）。国

际上的许多研究也都把创业看做是个人摆脱劳动力市场上受歧视

地位的一种发展战略（Lundstrom et al.，2005）。因此，科学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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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立足于农村、农民、农业，从“三农”内部解决“三

农”问题，鼓励和推动农民创业是一条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

途径。

从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农民创业不仅是我国特有国情下

的产物，也是创业型世界、创业型社会到来的大势所趋。1985

年，“现代管理之父”Drucker提出“人类已进入创业经济时代”

的前瞻性论点。随后的 20多年时间内，创业发展使全世界经济

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创造就业机会到推动创业改革，从创建

全新企业到形成风险资本，从提高竞争力和生产力到促进社会变

革，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方式，实现了那些渴望

自足、经济独立、自我决定生活方式的年轻人的梦想，而且这种

局面将长期延续，会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深远影

响。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近年来民间创业活动十分活跃。早

在 2007年，清华大学创业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

告显示：2007年中国的早期创业活动指数（TEA指数）为 16.2%，

即每百名 18 ~ 64岁的中国成年人中，有 16.2人参与到了创办时

间不超过 3年半的创业企业中去，在全球创业观察项目的 42个

成员中排在第 6位，进入了创业活动最活跃国家的行列，超过美

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高建等，2008）。在这一数据中，农

民创业占有相当的比例。根据浙江省有关调查数据显示，该省

2008年度有 78.2%的中小企业是由农民自主创办的。现实中，在

我国长三角地区、京津地区、珠三角地区、西部地区等特定的区

域创业活动中，农民已成为创业人群的主力军。其中，以返乡农

民工、失地农民和留守农民为主体所建立的农村微型企业

（Rural Mini-Enterprises，简称 RME）大量涌现，并以其投入少、

规模小、经营灵活等优势成为农民创业的首选模式。所谓 RME

就是雇佣员工（包括自我雇佣）低于 10人、具有固定经营场所或固

定经营业务、产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的农村经营单位（农村微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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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业支持体系研究课题组，2010）。RME在繁荣农村经济、增

加农民就业、推动农业创新、催生农业产业化等方面，发挥着积

极的作用。

然而，由于 RME 的特殊性，农村微型企业创业（Rural

Mini-Enterprises Entrepreneurship，简称 RMEE）却面临着诸多问

题，可以概括为“两大困境”。第一，“创业失败率”很高。

“创业失败率”是衡量创业绩效最重要的指标，通常用新企业的

存活年限来表示。根据作者所在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表明，约有五

成的 RME仅能存活 1年半左右，能够存活 5年以上者往往不到

30%，所调查的 RME平均寿命只有 2.9 年。由此可见，大多数

RME不能顺利渡过生存期步入稳步发展阶段 （农村微型企业创

业支持体系研究课题组，2010）。第二，“创新层次性”较低。

创业是一个创新过程（Shane，2000），但不同创业类型的创新层

次却存在差异。以传统的创业二分法 （Timmons，1999） 为例，

机会驱动型创业的创新层次显然高于生存推动型创业的创新层

次。目前，RMEE大多以生存推动型创业为主，其创新层次相对

较低。调查数据表明：机会驱动型创业占总数的 25%左右，仅为

生存推动型创业的 1/3（农村微型企业创业支持体系研究课题组，

2010）。总之，较高的创业失败率将直接阻碍 RME 的创业和发

展，而较低的创新层次则最终影响到 RMEE对于农村经济增长

的价值创造潜力。因此，如果不尽快摆脱这“两大困境”，农民

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进程将受到严重的影响，最终带

来新的“三农”问题。世界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已经把人类带

入了崭新的信息经济社会，信息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

要素。对于 RMEE而言，信息不仅影响了其他创业资源的有效

利用，而且可以通过减少和替代物质资源的消耗，产生新的生产

力效应。显然，在 RME的创业过程中，信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

战略性创业资源，它将为摆脱“两大困境”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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