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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背景下，农户创业是激活农村地区发展活力的关键。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18 年的数据，通过构建 Logit 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与农户创业

行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引入社会保障这个关键变量，验证社会保障是否在两者之前起到了调节效应。结

果显示，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创业行为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但社会保障在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与

农户创业行为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其中医疗保障的调节效应最为显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家庭人

口老龄化对农户创业行为的抑制作用，通过稳健性检验，结果仍然成立。基于此，为更好解决农村人口老

龄化问题，促进农村创新创业，应当强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力宣传社会性养老服务以及创新农民

创业保险制度，分担农户创业风险，巩固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格局的顺畅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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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户创业有助于实现农民稳定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也有利于

激活农村发展活动，提升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还有利于推动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的发

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然而，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大量的青壮年农民为了生活而选择

外出务工，导致了农村地区的“空心化”现象，也造成了如今农村地区极为严峻的人口老龄

化问题，严重制约了乡村的全面振兴，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在农村地

区断裂风险，阻碍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因此，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农

户创业是否存在抑制作用，对发展乡村经济和乡村振兴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有利于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实现农民的稳定增收。 

已有研究已经表明，家庭人口老龄化会抑制居民家庭的创业决策（钱龙等，2021
[1]；汪

伟等，2020
[2]）。但是农村地区相比较于城市地区存在着很多条件差异，如基础设施、交通

运输、市场条件等均不如城市，导致农村农户的创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此外，城市的养老、

医疗等社会保障也明显优于农村地区，在这种城乡资源配备不平衡的条件下，城市居民创业

行为和农村农户创业行为是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的，所以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创业行为

的影响是否和城市居民一样，即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创业的抑制作用是否仍然有效呢？这

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深究。同时，已有研究也已经表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农民的养老担心（聂建亮等，2014）[3]，缓解居民的主观贫困（郑时彦等，2021）[4]
,

进而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创业的负面影响，那么，社会保障是否在人口老龄化与农户创业

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呢？这也值得进一步深究。 

因此，本文基于以上分析，以农户创业为研究对象，探究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创

业的影响，并引入社会保障这个关键变量，探究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创业的作用机制，

以回答“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是否会影响农户窗户创业呢？”、“如果会，那么其影响的作

用机制又是怎样的呢？”、“不同的社会保障类型在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与农户创业之间的

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呢？”这几个问题，以期为今进一步做好农村就业创业工作提供思路，也

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家庭因素是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家庭风险也是创业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而家庭人口

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医疗、照料等问题都是家庭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经济学家斯威

格列茨认为创业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行为，是“经济人”的一种理性选择，所以理性的经济人

在做出创业选择之前，会综合评价创业环境和创业条件，可能地规避避创业风险，实现趋利

避害[5]。而家庭人口老龄化作为家庭风险的重要组成，必然是农户创业者在创业之前重点考

虑、权衡的因素，而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社会保障是家庭规避家庭风险的重要方式，因此，

本文基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研究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与农户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分析

社会保障是否在两者之间存在调节作用，以期厘清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与农户创

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与农户创业行为 

受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养老是中国家庭的传统责任，更是子女的必然义务，家庭



人口老龄化，导致家庭成员在就业选择上必须考虑到老人因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农

户家庭的就业选择。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老年人的身体脑力机能和工作动机的弱化，进而

影响其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对子女的创业活动无法提供支出，最终会威胁子女的创业活动（汪

伟等，2016）[6]。另外一方面，家庭成员承担养老义务，会消耗大量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

特别是在医疗方面（Mao R等，2014）[7]，赡养老人作为家庭投资的一种“回报”，导致家

庭成员不愿意承担风险而选择稳定工作（蓝嘉俊等，2018）[8]。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程度

越高的家庭，就需要承担更大的赡养压力且子女资源匮乏，导致家庭成员因残疾、年迈等不

可抗因素进一步丧失劳动能力，或遭遇疾病、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的情况下，家庭更容易陷

入困境（宋健，2013
[9]；李树茁等，2019

[10]）。同时，家庭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家庭，往往

会面临更强的条件约束，不利于家庭资源的配置（赵周华等，2018）[11]。因此，本文基于以

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会显著抑制农户创业行为。 

（二）社会保障的调节作用 

随着党和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得到完善，无

论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还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都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创业的概率

（周广肃等，2016
[12]；郭云南等，2015

[13]），并且社会保险也会促使个人创业的概率大幅度

提高，但社会保险对创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总体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社会网络多以及体

制内的人，社会保险对其创业影响更为明显（陈怡安等，2015）[14]。同时，社会保障的完善，

也有利于农户家庭分担创业风险，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升级（杨辉等，2014）[15]，

进而就会提升农村地区的营商环境，促进农村创业的发展，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的有效衔接，实现农民的收入稳定增长，最终进一步强化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因此，本

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社会保障在人口老龄化与农户创业行为之间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缓解了人口农

村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创业的负向影响。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图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 年

数据，该数据覆盖 25个省（市、区），每两年更新一次，涵盖了包括村居、家庭以及个人

的数据资料，包含了人口老龄化、农户创业行为、社会保障等相关内容，数据具有较好的代

表性，适合本文研究。根据本文研究需要，对三个样本数据进行合并处理，并剔除掉城乡分

类为城镇的样本数据，对样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处理，并且参照蔡栋梁等（2018）将创业年

龄限制在 22岁到 60岁之间的做法（蔡栋梁等，2018）[16]，剔除掉 22岁以下和 60岁以上的

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4193个。 

（二）变量设置 

1.因变量：农户家庭创业行为。农户家庭创业行为是指在农户家庭中，存在有家庭成员

从事个体经营或者开办私营企业获得财富积累的行为，因此本文根据CFPS2018问卷的内容，

选取“过去 12个月，您家是否有家庭成员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来判断农户家

庭是否存在创业行为，并将回答“是”赋值为“1”，回答“否”赋值为“0”。 

2.自变量：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国际上通常把 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10%，

或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7%作为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标准。而对于农户

家庭人口老龄化程度，本文参照孙鹏飞等（2019）的做法，用家庭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即家庭人口老龄化率来衡量家庭人口老龄化程度。考虑到本文将创业年龄限制在

22岁到 60岁，故将老年人定义为家庭中 60岁以上的人口（孙鹏飞等，2019）[17]，通过CFPS2018

问卷中家庭成员个体年龄加载项处理所得。 

3.调节变量：社会保障。本文研究的社会保障是从家庭保险角度出发，通过购买相关保

险以规避家庭风险的保障，参照以往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以及商业保

险（郭细卿等，2017
[18]；王悦，2015

[19]；陈诚等，2021
[20]）三个方面。结合 CFPS2018 问卷

内容，分别选取了“您参加了哪几种养老保险项目？”“您享有哪些医疗保险？”来衡量是

否拥有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并结合“过去 12个月商业性保险的支出”来判断是否购买了

商业性保险，通过以上三个维度来衡量农户家庭的社会保障情况，并参照曾亿武等（2019）

的做法，基于主成分因子分析，计算因子得分后，按照所有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进行加权，得

到社会保障综合指数（曾亿武等，2019）[21]。 

4.控制变量。农户创业行为是在多重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其中家庭决策者的个体

特征以及农户家庭特征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选取了家庭决策

者个体特征以及农户的家庭特征。基于 CFPS问卷的内容，结合户主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

以及创业所需要的财富积累，本文在选取创业决策者时，将户主和家庭财务负责人进行综合

考量，并最终确定家庭决策者，选取他们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学历水平、健康状况、

是否中共党员作为个体控制变量，而家庭特征主要选取了过去 12个月是否发生重大事件、

家庭负债情况、过去 12 个月人情礼送支出为控制变量，并参考陆铭等（2004）[22]对变量取

对数的方法，对人情礼送支出进行取对数处理，对原始数值为 0的数据先加 1，然后再取对

数。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 

     通过对农户家庭是否创业进行分群组进行描述性统计可知，创业家庭样本中的老龄化

程度均值为 8.1%，明显低于未创业家庭样本中的 9.7%和总样本的 9.6%；创业家庭样本中的

社会保障程度均值为 0.678，也明显高于为未创业家庭样本的 0.553，且也高于总样本的

0.565；在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方面，创业家庭样本均值都明显高于未创业家庭样本和总样

本，商业保险方面，创业家庭样本均值略低，但差别甚微。而在家庭决策者的个体特征中，

年龄、健康状况、学历程度、是否中共党员、婚姻状况等均在一定程度上优于未创业家庭。

在家庭特征上，过去一年发生重大事件、负债情况、人情礼送支出也均高于未创业家庭。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总样本 创业家庭样本 未创业家庭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创业 
过去 12 个月，您家是否有从事个体经营

或开办私营企业？ 1=是，0=否 
0.099  0.298  - - - - 

家庭人口老龄化 家庭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0.096  0.146  0.081  0.131  0.097  0.148  

养老保障 是否参加了养老保险项目？1=是，0=否 0.470  0.499  0.676  0.468  0.447  0.497  

医疗保障 是否参加了医疗保险项目？1=是，0=否 0.843  0.364  0.911  0.286  0.835  0.371  

商业保险 是否购买了商业保险？1=是，0=否 0.346  0.476  0.331  0.471  0.347  0.476  

社会保障综合指数 主成分因子分析加权所得 0.565  0.291  0.678  0.272  0.553  0.291  

年龄 实际年龄，岁 45.280  9.698  43.510  10.035  45.474  9.642  

年龄的平方 年龄的平方/100 21.443  8.277  19.936  8.471  21.608  8.240  

性别 1=男，0=女 -  -  -  -  -  -  

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

技校/职高，4=大专，5=本科及以上 
1.418  0.837  1.647  0.965  1.393  0.818  

婚姻状况 1=在婚姻状况，0=无婚姻状况 0.882  0.323  0.920  0.271  0.877  0.328  

是否党员 是否中国共产党党员？1=是，0=否 0.007  0.084  0.010  0.098  0.007  0.083  

健康状况 
1=不健康，2=一般，3=比较健康，4=很

健康，5=非常健康 
2.958  1.295  2.983  1.319  2.955  1.292  

重大事件 

过去 12 个月，您所在家庭是否发生婚丧

嫁娶、孩子出生、子女升学等重大事件？

1=是，0=否 

0.178  0.382  0.256  0.437  0.169  0.375  



负债情况 是否尚有未归还借款？1=是，0=否 0.202  0.402  0.379  0.486  0.183  0.387  

人情礼送对数 
包括实物和现金，过去 12 个月，您家总

共支出了多少人情礼？（取对数处理） 
7.343  2.247  7.633  2.349  7.312  2.233  

样本量  4193 414 3779 

（四）模型构建 

由于家庭创业行为是一个典型的二值虚拟变量，故本文使用二元 Logit模型作为基准模

型来估计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具体形式如下： 

  ixxY 22i110i                                 （1） 

其中 Yi表示第 i个家庭是否有创业行为，β0表示常数项，x1i表示家庭人口老龄化程度，

x21表示控制变量，β1、β2分别表示家庭人口老龄化和控制变量的待估参数，表示误差项。 

为进一步探究社会保障是否在人口老龄化与农户家庭创业决策之间起到了调节效应，根

据温忠麟等（2005）[23]调节效应模型，由于对社会保障进行了主成分因子分析加权处理，最

终得到了社会保障综合指数，所以自变量老龄化和控制变量社会保障综合指数均为连续变

量，要用带有乘积项的回归模型做层次回归分析来检验调节效应，因此，构建调节效应模型

如下： 

  iii xMxY 232110i             （2） 

  iiiii xMxMxY 24132110i       （3） 

其中 Yi表示第 i 个家庭是否有创业行为,x1i表示家庭人口老龄化程度，Mi表示调节变量

社会保障，x2i表示控制变量，β1、β2、β4分别表示家庭人口老龄化、控制变量社会保障和

控制变量的待估参数，β3表示调节效应的大小，表示误差项。首先对式（2）进行 Logit

回归分析，得到 R21，然后再对式（3）进行回归分析，得到 R22,若 R22大于 R21，则表明调节

效应显著。 

四、实证结果 

（一）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家庭创业行为的二元 Logit回归分析 

为验证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本文利用 Log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如表 2所示。模型 1只对核心自变量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因变量农户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

进行回归，模型 2加入调节变量和家庭创业决策者的个体特征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3在模型

2的基础上加上农户家庭特征进行 Logit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通过表 2可知，

在三个模型中，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家庭创业的影响都是负向显著的，说明家庭人口老龄

化会显著降低农户家庭创业行为，研究假说 1得到验证。且通过模型 2和模型 3可以看到，

家庭决策者的年龄正向影响农户家庭创业行为不显著，但是年龄的平方负向显著影响农户家

庭创业行为，由此可知，家庭决策者的年龄对农户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是呈现倒“U”型关

系的，这与钱龙、汪伟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此外，从模型 2和模型 3的回归结果可知，控制变量对农户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都是正

向显著的，说明社会保障状况越好，农户越会进行创业活动，研究假说 2得到验证。且从模

型 3可知，在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过去 12个月发生重大事情情况、家庭负债情

况均会正向显著影响农户家庭创业行为。 

表 2  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家庭创业行为的 Logit回归结果 

变量 
农户家庭创业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家庭人口老龄化 
-0.799** 

(0.365)  

-0.902** 

(0.391)  

-0.952** 

（0.402） 

社会保障综合指数  
1.570*** 

(0.187)  

1.607*** 

（0.190） 

年龄  
0.038  

(0.052) 

0.012 

（0.053） 

年龄的平方  
-0.056  

(0.061) 

-0.022 

(0.062) 

性别  
0.158 

(0.118)  

0.108 

(0.120) 

教育程度  
0.293*** 

(0.066)  

0.285*** 

(0.068)** 

婚姻状况  
0.644*** 

(0.199)  

0.602 

(0.204) 

是否党员  
0.299 

(0.555)  

0.286 

(0.562) 

健康状况  
0.030 

(0.042)  

0.010 

(0.042) 

重大事件   
0.438** 

(0.126) 

负债情况   
0.969*** 

(0.113) 

人情礼送对数   
0.041 

(0.031) 

常数项 
-2.140*** 

(0.060)  

-4.864*** 

(1.126)  

-4.914*** 

(1.146) 

注：本表汇报变量的边际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显著 

（二）社会保障的调节效应分析 

    根据温忠麟等（2005）调节效应模型分析可知，当自变量和调节变量都是连续变量时，

需要通过带有乘积项的回归模型进行层次回归分析来检验调节效应。因此，为减少非本质的

多重共线性影响，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优先进行去中心化处理，然后进行交互分析社会保障



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 3所示。通过表 3数据结果可知，不同的社会保障类型在家庭人口老

龄化与农户家庭创业之间的作用机制是存在差异性的，表 3的 1-3列，分别汇报了养老保障、

医疗保障以及商业保险在人口老龄化与农户创业之间调节效应的结果，通过数据可知，养老

保障和商业保险这两种社会保障模式各自在家庭人口老龄化与农户家庭创业行为之间不存

在调节作用，但养老保障会促进农户家庭创业行为，商业保险则会抑制农户家庭创业行为；

而医疗保险则在家庭人口老龄化与农户家庭创业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且弱化了人口老

龄化对农户家庭创业的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医疗保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家庭成员的医疗

压力，特别是老年人的医疗看护压力。表 3的第 4列，则是汇报了社会保障综合指数在家庭

人口老龄化与农户创业之间的调节效应分析，通过数据结果可知，社会保障综合指数在家庭

人口老龄化与农户创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且弱化了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家庭创业

行为的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是综合性的，社会保障综合指数体现

的是农户家庭全方位的保障，也就表明，当农户家庭的社会保障越齐全，其创业的可能性就

越大，当家庭社会保障越齐全时，其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创业的抑制作用也会变弱。 

表 3  社会保障的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变量名称 （1） （2） （3） （4） 

c_家庭人口老龄化 
-1.256** 

（0.465）  

-1.163** 

（0.450）  

-0.836** 

（0.399）  

-1.406** 

（0.471）  

c_养老保障 
1.030***  

（0.115） 
- - - 

c_医疗保障 - 
0.805*** 

（0.209）  
- - 

c_商业保险 - - 
-0.056 

（0.113）  
 

c_社会保障综合指数 - - - 
1.681*** 

（0.199）  

c_家庭人口老龄化*c_养老保障 
1.283 

（0.893）  
- - - 

c_家庭人口老龄化*c_医疗保障 - 
3.139* 

（1.853）  
- - 

c_家庭人口老龄化*c_商业保险 - - 
1.014 

（0.815）  
- 



c_家庭人口老龄化*c_社会保障综合指数 - - - 
3.456** 

（1.55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649*** 

（1.123）  

-4.259*** 

（1.109）  

-4.179*** 

（1.107）  

-4.198*** 

（1.119）  

注：本表汇报变量的边际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1.更换自变量。 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人均寿命的提高，将老龄化设置为 60岁可能会

被质疑年龄太过宽泛，因此我们将老龄化的年龄限制进一步缩紧，将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占比作为人口老龄化的划分依据，来验证人口老龄化对农化创业的影响，并基于此进行 Logit

回归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通过模型 5和模型 6（去中心化回归结果）可知，

以 65岁为标准统计的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也是显著负向的，社会保

障对农户家庭创业行为有正向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通过中介效应检验，社会保障在老龄化和

农户家庭创业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其结果以 60岁以上人口为标准统计的人口老龄化的模

型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模型结果稳定性较好。 

表 4  更换自变量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农户家庭创业 

模型 5 模型 6 

家庭人口老龄化（65 岁及 65 岁以上） 
-1.205** 

(0.449)  

-1.573** 

(0.504)  

社会保障综合指数 
1.609*** 

(0.190)  

1.658*** 

(0.192)  

c_老龄化* c_社会保障综合指数 - 
2.750* 

(1.624)  

年龄 
0.021 

(0.052)  

0.023  

(0.052) 

年龄的平方 
-0.035 

(0.060)  

-0.036 

(0.03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5.092 

(1.136)***  

-4.327*** 

(1.134)  

R2 0.788 0.797 

注：本表汇报变量的边际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显著 

2.更换方法。由于农户家庭创业行为是一个典型的二分类变量，在前文模型构建中，选

取了 Logit模型作为基准回归模型，为进一步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定性，故采用 Probit模型对

数据结果进一步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5所示。通过统计结果可知，在模型 7和模型 8（去中

心化处理）中，家庭人口老龄化均是在 5%统计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户家庭创业行为的，社会

保障则是在 1%统计水平上正向促进农户家庭创业行为，且社会保障在家庭人口老龄化与农



户家庭创业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这与 Logit统计回归结果高度一致，说明模型结果具

有较好的稳定性。 

表 5  更换回归方法的稳定性检验结果 

因变量：农户家庭创业行为 模型 7 模型 8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老龄化 -0.499** 0.206 -0.670** 0.228 

社会保障综合指数 0.850*** 0.099 0.877*** 0.101 

c_家庭人口老龄化* c_社会保

障综合指数 
- - 1.590** 0.766 

年龄 0.003 0.027 0.005 0.027 

年龄的平方 -0.009 0.031 -0.010 0.03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613*** 0.581 -2.229*** 0.583 

R2 0.080 0.082 

注：*、**、***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 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

对农户家庭创业的影响。通过构建 Logit二值选择模型进行实证数据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

论：其一是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创业行为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且农户家庭决策者的

年龄与其家庭创业行为呈现“倒 U”型的关系；其二是社会保障对农户家庭创业行为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其三是通过调节效应模型分析可知，社会保障在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与农户家

庭创业行为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家庭创业

行为的抑制作用，但不同的社会保障类型存在异质性，其中医疗保障在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

与农户创业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弱化了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创业的抑制作用，养老保障

和医疗保险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其四，在控制变量中，农户家庭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

其家庭进行创业行为的概率也就越高；在家庭特征中，是否发生重大事件、负债情况均对农

户家庭创业行为有着正向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过去家庭发生重大事件或者家庭存在债务会

加速农户进行创业行为，以弥补重大事件带来的家庭损失，或者尽快偿还债务以改善家庭生

活。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几点针对性政策：第一，强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通过构建更加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可以缓解农户的养老压力和创业风险，破

除农户创业的后顾之忧 ，强化农户创业的内生动力；另外一方面，随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的完善，也有利于解决农村地区的社会化问题，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农

村地区基本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保障制度，要让普通百姓看得起病、治得好病；第二，加

强社会性养老服务的宣传。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养老模式（特别是农村地区）以

家庭养老为主，这给农户家庭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严重影响着农户的财富积累和生活质量的

提高，也无法彻底解决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甚至会制约农户的继续就业和创业行为。

因此，要大力进行社会性养老服务的宣传，转变人们的思想，同时，也要强化社会性养老机



构的监管，切实保证老年人的权益，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真切做到颐养天年；第三，要创新农民创业保险制度。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家庭创业

行为有着十分明显的抑制作用，究其根本在于家庭人口老龄化给农户家庭带来了严重的养老

负担，无法承受创业可能带来的风险，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因此，政府部门对农民创业活

动应该制定成熟的兜底保障制度，金融机构应该强化农民创业保险制度，制定符合农民创业

者实际情况的保险险种，切实帮助农民规避风险，释放农村农民创新创业活动和动力，巩固

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

顺畅流转，早日建成美丽富强和谐的新时代美好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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