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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女性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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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EM 数据的跨国( 地区) 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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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摘要: 从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分工切入，探讨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背景下社会

资本对其创业选择的影响，并采用全球创业观察(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和全球政府

治理指标(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ex) 两个大型国际数据库进行跨国( 地区) 比较研究，发现女

性创业者社会资本与其创业选择呈倒 U 型关系，在一定阈值下社会资本能增加女性的创业选

择，而超过该阈值社会资本的增加反而会降低女性的创业选择． 同时，女性个人的人力资本和

国家( 地区) 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削弱社会资本的上述作用，制度环境则会增强社会资本的上述

作用． 这一研究揭示了社会地位、社会角色期望对女性参与创业活动的束缚，是将女性的社会

角色纳入创业分析的一次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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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创业是突破权力距离［1，2］、获取财务自由［3］

和自我实现［4］的途径，女性参与创业活动不仅有

利于降低社会的性别歧视，也能活跃经济活动、推
动经济增长． 在过去 20 年内女性创业活动增长

了 12. 8%［5］，但是相对于男性普遍参与创业活动

的状况，女性参与创业的情况在不同国家和地区

之间却存在巨大差异． GEM 2012 年研究表明，在

不同经济体中参与创业活动的性别比例存在较大

差异．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创业者男女比例相

当，而在中东、北非地区，男性创业者是女性创业

者的 2．8 倍． 女性创业比例高于男性创业比例的

国家只有厄瓜多尔、巴拿马、加纳、尼日利亚、泰

国、瑞士和新加坡②． 这一现象作为一个极具现实

意义和理论探索潜力的话题正受到国际学术界的

重视．
然而现有文献对于上述现象却未给出清晰而

完整的理论解释． 从宏观层面看，虽然创业活动

在不同国家( 区域) 的差异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

焦点，但现有研究多从经济、制度和国家文化［6，7］

等方面来解释国家或地区之间创业活动的总体差

异，却很少将不同创业群体区分开来考察． 现实

却是女性和男性在不同社会中资源地位和社会角

色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对其参与创业的意愿和成

功可能性存在强烈影响． 而从微观层面看，虽然

现有文献已初步揭示了不同性别社会地位和社会

角色的差异所带来的创业参与行动的差异［8，9］，

如创业资金的来源［10］、创业机会的获取［11，12］等，

然而这些微观层面的探索并未与宏观层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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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于 2012 年《全球创业观察报告》，GEM 根据地理因素，将各经济体划分为 6 个地理区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东、北非以

及南亚地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东欧地区，亚太地区，美国和西欧地区． 报告中并没有具体指出东欧、亚太和西欧地区的创业

活动性别差异，但为何在一些国家女性创业活跃程度高于男性，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结合起来，比较不同经济与制度环境中女性创业

的关键约束因素的作用． 现有跨国( 区域) 的对比

研究表明，文化结构、制度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在

不同程度上会影响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6，7］．
针对现有文献的上述局限，将个体层面的社

会资本、人力资本因素与宏观层面的经济和制度

因素结合起来，尝试对上述现象给出一个社会资

本角度的解释． 社会资本是创业者获取机会和资

源的重要基础，也是女性创业的关键制约因素，因

此重点观察女性社会资本对其创业选择的影响，

同时观察其个人人力资本和上述宏观环境因素对

社会资本主效应的削弱或增强作用． 本研究采用

GEM 的调研数据和全球政府治理指标数据来进

行横向的跨国( 地区) 比较研究，检验本文的理论

假设，期望借此呈现女性社会资本对于其创业选

择的独特作用，同时揭示不同经济与制度环境下

女性社会资本作用的差异，进而推进女性创业的

研究，也对上述现象做出更为深入且全面的剖析．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社会资本与女性创业

现有的女性创业文献指出女性的创业参与

度、创 业 动 机 和 创 业 类 型 都 明 显 有 别 于 男 性．
GEM 2012 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女性的创业预期远

低于男性，反映出女性参与创业活动受制于多方

面的因素［13，14］． 首先，与人们刻板印象不一致导

致参与创业的女性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这不仅

会弱化她们的创业动机，同时也会降低其获取资

源的能力［15］． 其次，创业活动具有不确定性或较

高的风险，会增加家庭的收入不稳定性，给家庭带

来经济压力，这使寻求创业机会的女性创业者不

易得到家庭的支持［16］． 第三，创业活动需要投入

大量的时间精力，某些形式的创业活动会大大加

剧女性的工作与家庭冲突． 相比之下，获取收入

稳定和时间固定的受雇工作机会，女性不会承担

过多社会压力，也较易兼顾家庭需要，实现多数女

性寻求收入与生活稳定的目标．
相应地，创业往往成为女性缺乏合适就业机

会时的被动选择． 在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具有明

显的弱势地位，她们普遍受教育水平偏低，更缺乏

工作经验，需要更多照顾家庭，因为生育等原因更

多中断职业发展，这使她们往往难以找到合适的

受雇机会［17］． 因此，学者们发现多数女性是被外

部推力因素推入( push) 创业活动之中，如遭受工

作歧视、需要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等． GEM 2012 年

的研究报告也确认了这种观点，女性创业更多是

受需求所驱动，创业活动更多是自我雇佣和生存

型创业③，在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的女性创业

中这种情况更加明显［18］． 女性参与创业活动的背

景和自身条件使她们在创业活动中也处于不利

地位．
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女性摆脱在就业和创业两

个市场上的不利地位． 社会资本是在有目的行动

( purposive action) 中被获取或被动员的、嵌入在

社会结构中的资源［19］． 现有文献发现，求职者的

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他们获得信息和影响职位获取

两方面的支持． Granovetter 认为个人的社会资本

有利于求职者获取就业信息，提高其在劳动力市

场的竞争力［20］． Bian( 边燕杰) 的研究发现，在转

型经济背景下，个人社会资本对于求职者职位获

取具有重要作用［21］． 因此，占有更多社会资本的

女性更容易取得理想的就业机会［22］．
同时，社会资本对创业活动亦有重要作用．

社会资本作为支持创业活动的资源池，不仅能够

帮助创业者识别创业机会，也能帮助创业者聚集

和动员资源，为创业活动提供保障［23］． 尤其是在

企业初创阶段，由于新创弱性和合法性不足，新创

企业缺乏市场信用和声誉，创业者难以在公开市

场获取资源或交易成本较高［24］，因此主要依赖关

系网络获取创业资源、降低创业活动的不确定性

和风险［25］． 受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角色的影响，女

性占有的社会资本有限，成为她们获取就业机会

和参与创业活动的重要约束条件． 传统社会文化

往往贬抑女性的个人成就，宣扬女性服从男性、服
务家庭的价值观念，对女性角色定位也以家庭为

中心，这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参与经济活动的程

度都低于男性，难以有效扩大社会网络，其社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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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生存型创业”的英文原文指的是创业者仅将创业作为解决自身就业、增加收入的方式，并不追求成长或做大做强，其实质就是自我雇佣．



络主要以家庭成员为中介建立起来［26］，女性的社

会资本也远少于男性［27］．
女性社会资本的特点和她们在就业与创业之

间的转换也决定了其社会资本与创业活动之间存

在复杂关系． 1) 社会资本有助于女性获取创业机

会、动员资源，进而启动创业活动． 对于女性而

言，性别原因和职业差异导致其社会网络规模相

对狭小且关系网络同质性较高，拥有的社会资本

相对较少． 在缺少社会资本的女性中，拥有社会

资本相对多一些的女性参与创业活动的意愿会更

高． 首先，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劳动

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普遍存在，拥有一定社会资

本的女性更愿意通过创业或自我雇佣的方式来规

避职场的性别歧视和“天花板”现象［28］．2) 拥有一

定社会资本的女性更容易通过关系网络识别创业

机会． 女性社会网络的结构特点决定了多数女性

的社会网络更多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强关系网络，

相比于一般的关系网络而言，强关系网络内部成

员的信息更多冗余，社会网络扩展出家庭之外的

女性更有优势［29］． 3) 拥有一定社会资本的女性

较易取得家庭支持，借助关系网络筹集资金，比缺

乏社 会 资 本 的 女 性 有 更 多 机 会 建 立 自 己 的

事业［30］．
另一方面，多数女性对受雇就业的偏好决定

了高社会资本未必会促进女性创业． 由于大多数

女性是由于缺乏理想的职业选择而不得不选择创

业，在她们能够取得合适的雇佣机会时，她们会更

多选择被雇佣． 这是由于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创

业是一项男性化的事业，而且忙碌的工作可能加

大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而后者是女性往往更为关

注的． 此外，创业的不确定性与高风险不符合多

数女性寻求收入与生活稳定的目标． Newton 和

Stewart［31］的最新研究表明，虽然女性创业者追求

一种与性别角色不一致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与传

统性别规范不一致的个性特征，但是其最根本的

成就动机还是来自于对女性固有角色的认同． 同

时，当女性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尤其是较多超越

家族网络之外的社会资本时，她们能够比其他女

性获得更多优越的就业机会，而拥有的社会资本

越多，就业选择也越多，同时也更具有诱惑力．
女性拥有较多社会资本意味着其能力和社会

影响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也意味着女性借助就

业更容易获得有影响力的地位． 在现代社会，鼓

励女性参与社会、政治和其他活动成为一个社会

文明的标志，也有助于在社会事务中体现女性的

价值、带来多元化的价值观和理念，以及减少团队

冲突． 女性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以及作为职业女

性担任领导职务正逐渐得到接受和认可． 根据

《国际商业问卷调查报告》2013 年最新调查结果

显示，全球范围内，女性高管的比例由 2012 年的

21%上升至 24%，女性 CEO 的比例由 9%提升至

14%，最 新 全 球 500 强 企 业 中 共 有 17 位 女 性

CEO④． 与此同时，联合国和各国议会联盟 2013
年的最新调查结果表明，全世界 224 个国家中，女

性议员比例超过 25%的有 67 个国家，超过 30%
的有 35 个国家，全球当选的女性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从 2005 年的 8 位增加到 17 位，女性部长的

比例从 2005 年的 14. 2%增加至现在的 16. 7%，其

中北欧地区女性部长的比例为 48．4%，美洲地区

的女性部长比例为 21．4%⑤． 上述情况反映出高

社会资本的女性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参与到社会、
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职业活动中，而非通过创业活

动体现其价值． 因此女性拥有的社会资本达到一

定程度后，她们会更倾向选择就业，超过这个程

度，社会资本越多女性会越倾向于选择就业． 基

于上述认识，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女性社会资本与其创业选择之间存

在倒 U 型关系．
1．2 人力资本的替代作用

在创业活动和就业选择中，人力资本能够对

社会资本起到替代作用［32］． 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

之一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创业者或求职者

的能力提供背书，而教育等作为个人能力的强信

号能够较好地解决市场供需双方面的信息不对

称性［33］．

—411—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17 年 8 月

④

⑤

《国际商业问卷调查报告》是由国际著名会计事务所 Grant Thornton 每年向全球 44 个国家 /地区进行的商业问卷调查，文中引用的数据

主要来自于 2013 年 8 月～2013 年 12 月期间对全球 6 400 家上市公司及私营企业的调查． 详情参阅 www．internationalbusinessreport．com．
数据来源于 2013 年联合国网站 www．un．org．



当女性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时，在创业市场能

够发出其能力的强信号，确立相对于低人力资本

女性的明显优势，帮助她们取得合法性和获得外

部资源，因此高人力资本的女性对社会资本的依

赖会下降，这种情况下女性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她

们创业选择的影响也会明显减弱． 另一方面，拥

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女性在就业市场中更容易得到

潜在雇主对其能力的认可，更容易取得就业机会，

选择创业的可能性整体下降，社会资本所能影响

的创业选择变差更小，其作用更难显现出来．
当女性拥有的人力资本较少时，她们就不得

不更多依赖于社会资本． 由于人力资本不足，相

当部分的女性被推入创业市场寻求机会． 女性在

探索创业机会时，利用社会资本来获得合法性背

书和其他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34］，此时占有一定

数量社会资本的女性会比缺乏社会资本的同性更

容易借助社会资本获得机会与资源，实施其创业

计划［25］． 但如前所述，上述规律只在女性拥有的

社会资本处于中低水平时起作用，随着女性社会

资本的增加，就业对创业的替代作用也开始增强，

超过一定阈值，随着占有社会资本的进一步增加，

更多女性又会倾向就业而非创业． 基于此，本研

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女性创业者的社会资本与其创业选

择的倒 U 型关系受到其人力资本的负向调节． 当

女性拥有较多人力资本时，倒 U 型关系会被显著

弱化．
1．3 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经济发展水平既反映了社会的富足程度，也

体现了社会的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会通过影

响个人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分工作用于创业者个人

行为选择． Allen 等［35］通过对跨国家( 区域) 的对

比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女性参与创业活动的程

度普遍低于男性，在发展中国家则恰恰相反． 赵

向阳等［6］的研究表明，高 GDP 抑制了早期创业活

动的比例，中低 GDP 却会增加早期创业和成熟期

创业活动的比例［6］． 这种看似“悖论”的现象实则

反映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创业活动的本质差

异，在高收入国家创业活动主要为机会型创业，在

低收入国家则恰恰相反，其创业类型多为生存型

创业⑥［36］． 当然，学术界这种推断没有区分性别．
结合前文对女性创业特点的分析，经济发展

水平会从两方面影响社会资本与女性创业选择之

间的关系． 首先，经济发展会促进社会分工，有利

于女性的创业与就业［37］．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

国家，社会化分工程度更高，家庭服务的社会化更

为普遍，一方面将更多女性从家庭服务中解放出

来，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更多适合女性的工作岗位．
如前所述，当女性容易从市场获取工作机会时，她

们选择创业的意愿就会明显下降［38］． 而家庭服务

的市场化也为有意愿参与创业的女性提供了更多

创业机会，市场对于这类创业机会与女性创业者

能力之间的匹配更为认可，女性也可以较多依靠

市场，而非社会资本来获取资源．
其次，经济发展有利于减少社会的不平等和

性别歧视． 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较多存

在性别歧视和机会不平等［39］，在这些社会中女性

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不易获得较好的教育机会，且

缺乏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渠道，导致女性无论是在

就业还是创业时都面对较大的困难，此时社会资

本对于改变女性的地位意义更显重要［40］． 拥有社

会资本很少的女性，在创业和就业市场都不易获

得机会，更多会被“禁锢”在家庭之中． 而社会资

本多一些的女性，虽然也不易从就业市场获得机

会，但却有机会运用家族等强关系来动员资源，开

展家庭小生意等自雇业务，借助生存型创业来改

善自身地位和家庭经济状况［41］． 当她们拥有的社

会资本更多时，能够跨出家族等狭窄的范围，她们

就能从就业市场中获得更多机会，此时社会资本

越多的女性反而倾向于更多选择就业． 因此，经

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社会中，女性社会资本与她们

创业选择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反而更为明显． 基于

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女性的社会资本与其创业选择之间

的倒 U 型关系会受到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的负向调节，即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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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时，女性的社会资本与其创业选择之间的倒

U 型关系会被显著弱化．
1．4 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制度环境决定了一个社会主导的资源配置方

式，会进而影响社会网络发挥作用的方式． 正如

Granovetter 的名作所提示，在制度环境好，资源主

要由市场来配置的经济中，社会网络的作用在于

弥补市场的不完备性，促进信息的流动与扩散，由

于弱联系的信息冗余少，就可以发挥更为显著的

作用［20］． 而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经济中，资源主

要由政府等相对封闭的体制来配置，要突破这类

配置机制的封闭性，就需要更多依赖于强关系来

调用“影响”社会资本［42］．
女性社会网络的特征导致了在不同制度环境

中，社会资本对其创业活动的影响呈现出较大的

差异． 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强关系网络更多局限

于家庭． 这是由于女性独特的社会角色导致其社

会活动主要是以家庭为中心展开; 同时传统社会

的价值观念倾向于否定女性的独立性，反对女性

过多抛头露面及活跃于公众社交场合，使得多数

女性的社会网络更封闭［43，44］．
在制度环境不佳的社会中，由于机会与资源

主要由政府等封闭的体制配置，缺乏家族之外的

强关系使女性就业和创业都面对较大障碍． 由于

难以借助家族外的强关系获得就业机会，自雇和

生存型创业就成为女性职业发展和增加收入的主

要选择，缺少家族外的强关系，多数女性不易获取

政府等封闭体系内的机会与资源，不得不更多依

赖于家族内部的资源供应［41］． 这时，其自有积蓄

和家庭财产成为其主要的创业资金来源，然而由

于女性对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又低于男性，导致女

性在通过社会网络和家庭获取创始资本等要素上

处于相对劣势地位［36］，这更限制了女性的创业选

择． 因此，在制度环境不完备的社会中，女性社会

资本的弱点会更加明显，其创业与就业都会受到

较大的抑制． 女性社会资本与其创业选择之间的

联系被弱化．
而在制度环境发展更完善的经济中，由于资

源更多由市场来分配，弱关系的信息传递功能就

能有效辅助市场的资源配置［45］． 虽然女性不易建

立较大的强关系网络，但她们却较易拓展弱关系

网络． 在就业市场上，弱关系虽然可以传递就业

机会的信息，然而不足以提供能力的背书，难以替

代人力资本的信号作用，因此对于受教育不多、工
作经验有限的多数女性而言，争取合适就业机会

帮助有限． 但对于生存型创业而言，弱关系网络

就能发挥作用，它们能传递市场机会等信息，女性

可以运用家族强关系网络动员资源来利用这些机

会，因此在社会资本达到一定丰裕度之前女性拥

有的社会资本越多，选择创业的可能越大［46］． 但

是女性拥有的社会资本突破一定的阈值之后，她

们的强关系网络就更可能超越家族边界，弱关系

也更广，由此她们就更容易获得就业市场的信息

和家族外强关系的背书，更容易在市场上争取较

理想的就业机会，此时一个女性求职者占有的社

会资本越高，她所获得的就业选择就越多，获得有

吸引力的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越大，女性就越少选

择创业． 因此，在制度环境较好的经济中，随着社

会资本的增加，选择创业的女性比例会先快速上

升，而后较快下降，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倒 U 型关

系．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 女性的社会资本与其创业选择之间

的倒 U 型关系会受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度环境

发展状况的正向调节，当制度环境越完善，女性的

社会资本与其创业选择之间的倒 U 型关系越明显．
图 1 给出了综合研究模型． 本模型的基本假

设是，女性社会资本的差异性是影响其创业活动

的重要原因，其深层机理在于社会资本一方面影

响有意愿的女性能否实践创业，另一方面影响女

性在创业与就业之间的选择． 但社会资本对创业

活动的影响会被女性人力资本的作用所削弱，而

社会资本的上述作用也同时受到国家或地区宏观

环境的影响，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

分别会削弱或促进女性社会资本的作用．

图 1 理论与假设模型

Fig．1 Theory and hypothesis of th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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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 究 的 个 体 层 面 的 数 据 来 源 于 GEM
(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07 年～2009 年

系列研究报告和数据库，国家层面的数据来源于

世界银行数据库． GEM 数据库中 2007 年 ～ 2009
年的样本量涵盖 42 个国家或地区( 中国香港、中
国台湾和深圳) ，其中符合本研究关键变量完整

且有效样本量超过 500 个的国家和地区有 20 个．
考虑到深圳经济特区创业活跃度显著高于中国其

他地区，本研究只选取中国大陆其他地区数据作

为代表样本，而剔除了深圳的样本数据． 这样，最

终选出了 19 个国家或地区( 中国香港) 的研究样

本(如表1所示)．因为GEM在每个国家(地区)调研的

样本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如果选择全样本可能会

由于单一国家(地区)样本太大而稀释其他样本较小国家(地区)

的信息，本研究采用 Fausett 提出的随机均匀抽样

法［47］，在考虑最大可能获取样本量的基础上，根

据随机抽样对每个国家或地区随机选取 500 个样

本数据，为了避免人为筛选样本造成的误差，本研

究将每个国家或地区完整的原始样本量导入到

Matlab Ｒ 2013 中，由计算机随机选取 500 个数据

作为分析样本，最终获取的有效样本量为 9 500
个数据项．
2．2 模型构建

基于研究假设，借鉴以往关于创业选择的模

型［36］，构建以下 Probit 待检验模型．
Entrep =  + β1Scapital + β2Scapital

2 +

∑
i
α3 × Controli + ε ( 1)

Entrep =  + β1Scapital + β2Human + β3Scapital
2 +

β4Scapital ×Human+β5Scapital
2 ×Human +

∑
i
α3 × Controli + ε ( 2)

Entrep= +β1Scapital +β2Econ+β3Scapital
2 +

β4Scapital ×Econ+β5Scapital
2 ×Econ +

∑
i
α3 × Controli + ε ( 3)

Entrep =  + β1Scapital + β2Inst + β3Scapital
2 +

β4Scapital × Inst + β5Scapital
2 × Inst +

∑
i
α3 × Controli + ε ( 4)

其中 Entrep 表示女性是否参与创业、Scapital 表示

女性个人社会资本、Econ 表示不同国家经济发展

水平、Inst 表示不同国家制度环境、Human 表示女

性个人人力资本，Control 为控制变量，主要有年

龄、婚姻状况和工作经验． 模型 1 主要验证女性

社会资本与其创业选择存在的倒 U 型关系，模型

2、模型 3、模型 4 分别加入了女性人力资本、经济

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与社会资本交互项，用来检

验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和女性个人人力资本

对女性社会资本与其创业选择之间倒 U 型关系

的调节作用．
2．3 变量测量与定义

1) 因变量

创业选择． Ｒeynolds［48］认为对创业活动衡量

的最好方法是对初期创业者的研究，Kim 等［49］对

初期创业者定义为参与创业活动持续 12 个月以

上，并且个人拥有项目全部或者部分所有权，项目

过去三个月之内并无现金流短缺． 本研究中对于

女性个体是否参与创业主要依据受访者在接受调

查访 谈 时 是 否 参 与 创 业 活 动． Arenius 和

Minniti［50］在 GEM 的调查报告中将初期创业者定

义为创业启动已经持续 12 个月，并且个人拥有全

部或部分所有权． 考虑到 GEM 数据无法反映创

业者在过去三个月是否有现金流短缺，因此在本

研究中，借鉴 Arenius 和 Minniti 对初期创业者的

定义来衡量女性是否参与创业活动，若符合条件

赋值为 1，不符合条件赋值为 0．
2) 自变量

社会资本． 虽然对于社会资本已有较多的直

接测量，但在 GEM 数据中本研究无法找到类似的

直接的测量指标，因此本研究采用了现有的间接

测量． 本研究借鉴刘鹏程等［51］人的做法，选取

GEM 调查项“是否认识 2 年内创业的创业者?”作
为对女性社会资本的一个衡量指标． 从创业行动

者群的概念来理解，这一问题间接地给出了一个

创业者社会网络的测量． Aldrich 和 Whetten 将一

群“为了有限目标而暂时结盟的”组织定义为行

动群体( action-set) ，如创业行动群体是为了创业

目的而动员起来的集体，这是基于社会网络的基

—711—第 8 期 李新春等: 社会资本与女性创业———基于 GEM 数据的跨国( 地区) 比较研究



础、朝向创业目标而动员起来的行动集，他们通过

社会网络提供的资源和信任而给予创业以各种支

持［52］． 不难理解，创业者在创业初期所认识的其

他创业者是其创业活动最为重要的行动集，不仅

能给予其直接的支持如创业经验，还可能包括资

金、订单以及情感支持等，这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社会

网络． 尽管这种量度可能忽略了一些其他网络，但识

别出了创业者最为重要的创业社会网络连接．
另外，本研究选择了女性的个人收入水平作

为另一个代理测量指标． 女性个人的收入水平反

映了其经济独立程度，与其社会地位存在密切的

关联，而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女性更容易取得社

会资本，包括政治关联等制度社会资本． 个人的

收入阶层也是其社会资本的一种直观体现［20］，因

此女性的个人收入水平能够较好地反映其社会资

本的丰度． 该指标取自 GEM 另外一个调查项“你

觉得个人收入属于社会哪一层次? 最高 33%，中

间 33%，底下 33%”． 而在将两个指标合成一个总

体指标时借鉴现有文献的做法［53］采用了累计赋

值法． 首先，将是否认识 2 年内创业者赋值为 1、
0，将个人收入高、中、低三个层次依次赋值 3、2、1．
其次，将两个题项的赋值加总求和．

表 1 样本的相关指标

Table 1 The related indexes of samples

国家和地区 腐败控制 政府效率 法制 政治稳定 话语权和责任 监管质量 人均年收入

阿根廷 －0．503 －0．326 －0．708 －0．235 0．224 －0．843 7 580

巴西 －0．116 －0．095 －0．217 0．164 0．487 0．104 4 140

智利 1．350 1．230 1．265 0．592 1．008 1．472 9 940

中国 －0．543 0．113 －0．321 －0．428 －1．657 －0．202 3 610

哥伦比亚 －0．305 －0．228 －0．427 －1．830 －0．159 0．156 5 020

埃及 －0．418 －0．273 －0．059 －0．619 －1．212 －0．187 2 270

法国 1．417 1．493 1．427 0．475 1．243 1．214 42 390

德国 1．723 1．586 1．639 0．834 1．345 1．523 42 550

希腊 0．007 0．614 0．619 －0．223 0．862 0．813 28 280

中国香港 1．896 1．743 1．483 0．928 0．467 1．845 32 350

意大利 0．125 0．424 0．350 0．341 1．025 0．941 36 230

日本 1．371 1．460 1．197 0．926 1．017 1．101 37 610

马来西亚 －0．301 0．163 －0．606 －0．072 －0．486 0．307 7 590

罗马尼亚 －0．266 －0．355 0．034 0．353 0．458 0．598 8 680

俄罗斯 －1．087 －0．397 －0．769 －0．951 －0．896 －0．353 9 190

南非 0．143 0．475 0．092 －0．113 0．552 0．399 5 630

西班牙 0．995 0．934 1．132 －0．466 1．176 1．175 13 790

英国 1．602 1．502 1．725 0．106 1．311 1．593 41 130

美国 1．262 1．504 1．575 0．427 1．085 1．397 48 040

注: 表中为 2009 年数据，其中 2007 年数据和 2008 年数据由于篇幅限制，并未全部给出，可索取，其中人均年收入为美元．

3) 调节变量

①制度 环 境 ． 世 界 银 行 关 于 全 球 治 理 指

标的研究 报 告 中，收 录 了 对 全 球 213 个 国 家

1996 年 ～ 2009 年的 跟 踪 调 查 报 告，该 报 告 主

要包括，政治稳定、话 语 权 和 责 任、政 府 效 率、
监 管 质 量、法 制 和 腐 败 控 制 ． 借 鉴 已 有 研

究［54］，根 据 制 度 环 境 的 三 个 维 度 规 制 性、规

范性和认知性，采用政治稳定、话语权和责任、
政府效率、法制和腐败控制、监管质量六个指标

加总求平均值来测量制度环境．

②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测量选取

普遍采用的世界银行统计的各国人均年收入指数

GNI，将数据结果取对数．
③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测量主要是选取个

人所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 最高学历) ． 由于 GEM
的调查覆盖到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国

家地区的教育程度划分存在一定的差异，GEM 问

卷中主要分为 6 个项目． 在本研究中，本研究选

取常用的赋值法，小学及以下= 1、初中= 2、高中=
3、大学本科= 4、研究生及以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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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变量

此外，本研究考虑到创业者个体特征，年龄、
婚姻状况、工作经验会对女性创业活动产生重要

影响，女性的年龄和婚姻状况都会影响女性个人

社会资本，同时女性未婚和已婚的差别还会影响

到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承担的责任和扮演角色的差

异，女性的工作经验则会对女性创业者识别创业

机会产生影响． 本研究考虑到样本数据中变量的

可获取性，为了避免样本的个体特征对整体结果

的影响，主要选取了创业者年龄、婚姻状况和工作

经验作为控制变量．
2．4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 2 反映了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均

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从表 2 可以看出，女性创

业活动与年龄显著负相关，与社会资本、制度环

境、和人力资本显著正相关． 此外，女性创业活动

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并无显著相关关系，而与工

作经验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 2 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创业活动 0．081 0．273 1．000

2．年龄 41．19 16．32 －0．019* 1．000

3．婚姻状况 0．772 0．443 0．103 0．233＊＊ 1．000

4．工作经验 2．305 1．271 0．021＊＊ 0．193＊＊ 0．102＊＊ 1．000

5．社会资本 1．473 1．346 0．222＊＊ 0．083＊＊ 0．138* 0．024＊＊ 1．000

6．经济发展水平 2．146 1．612 －0．001 0．123 0．095 0．035 －0．173 1．000

7．制度环境 0．427 0．769 0．044＊＊ 0．087 0．011 0．024 －0．127 0．139＊＊ 1．000

8．人力资本 1．951 1．037 0．091＊＊ －0．226 0．133＊＊ 0．078* 0．108＊＊ 0．101 0．023 1．000

注: * p＜0．1，＊＊p＜0．05，＊＊＊p＜0．01．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主要假设检验结果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 Stata13．0，在进行实证分

析之前，为确保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对数

据做如下处理，1) 为克服异常值的影响，对主要

连续变量在 1%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 2) 对交互

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此外，对进入模型的所有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 VIF)

诊断，结果显示 VIF 均在 5．0 以内，表明多重共线

性问题较弱．
本研究的实证思路如下，首先检验了女性个

人社会资本与其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其次，依此

检验了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对女

性创业活动与其创业选择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表 3 中创业活动为因变量，社会资本作为自

变量，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作为调

节变量． 模型 1 和模型 2 是加入控制变量和自变

量的结果，为了验证假设 1 中女性创业者社会资

本与创业选择之间的倒 U 型关系，模型 3 中依次

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的一次项和自变量的平方

项． 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的平方项为负 ( beta = －
0. 081，p＜0．01) ，表明女性创业者社会资本与创业

选择之间存在倒 U 型 关 系，因 此，假 设 1 得 到

支持．
模型 4 中加入了人力资本作为调节变量，模

型 4 的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二次方

交互项系数为正( beta= 0．038，p＜0．05) ，由于模型

3 中社会资本的二次项为负，据此判断人力资本

对社会资本与创业选择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存在

负向调节． 当女性创业者人力资本高的时候，人

力资本的替代作用会弱化社会资本与创业选择之

间的倒 U 型关系，支持假设 2．
模型 5 中加入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调节变

量，模型 5 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资本

的二次方交互项系数为正( beta= 0．045，p＜0. 01) ，

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女性创业者社会资本与创业

选择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存在负向调节． 即当国家

或地区经济发展处于高水平时，女性创业者社会

资本与创业选择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受到显著弱

化，假设 3 也得到了支持．
模型 6 加入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模型 6

的结果表明，制度环境与社会资本的二次方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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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为负( beta = －0. 076，p＜0．01) ，女性创业者社会

资本与创业选择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受到制度环

境的正向调节，当制度环境越完备时，女性创业者

社会资本与创业选择之间的倒 U 型关系会受到

显著强化，假设 4 亦获得支持．
为了直观反映出女性创业者社会资本与创业

选择之间的关系，同时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

境和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将样本数据导

入到 Matlab Ｒ2013 中，通过对数据样本中变量坐

标点的捕捉，获取因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三

维图，由图 2 可以看出，女性创业者社会资本与创

业选择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由图 2 ～ 图 5 依次

反应出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的调节

作用，这给出了本文模型的一个更直观的反映．
表 3 女性社会资本与创业选择之间关系及调节作用检验

Table 3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men’s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创业选择

M1 M2 M3 M4 M5 M6 M7

年龄 0．012* 0．000 6 0．001 0．002 0．002 0．003 0．002

( 1．89) ( 0．73) ( 1．44) ( 1．47) ( 1．47) ( 1．49) ( 1．47)

工作经验 0．035＊＊ 0．021＊＊ 0．038＊＊ 0．028＊＊ 0．044＊＊＊ 0．047＊＊＊ 0．021＊＊

( 2．47) ( 2．06) ( 2．55) ( 2．17) ( 3．06) ( 3．15) ( 2．00)

婚姻状况 0．003＊＊＊ 0．004＊＊＊ 0．017＊＊＊ 0．003＊＊＊ 0．004＊＊＊ 0．004＊＊＊ 0．004＊＊＊

( 3．16) ( 3．44) ( 4．58) ( 3．16) ( 3．45) ( 3．49) ( 3．44)

经济发展水平 －0．203＊＊＊ －0．124＊＊＊ －0．122＊＊＊ －0．121＊＊＊ －0．259＊＊＊ －0．118＊＊＊ －0．224＊＊＊

( －4．01) ( －3．98) ( －3．96) ( －3．96) ( －4．69) ( －3．75) ( －4．36)

制度环境 0．377＊＊＊ 0．103 0．382＊＊＊ 0．382＊＊＊ 0．382＊＊＊ 0．291＊＊ 0．078

( 2．77) ( 1．02) ( 2．77) ( 2．77) ( 2．77) ( 2．15) ( 0．92)

人力资本 0．145＊＊ 0．127＊＊ 0．263＊＊＊ 0．387＊＊＊ 0．157＊＊ 0．155＊＊ 0．241＊＊

( 2．15) ( 2．03) ( 2．75) ( 3．73) ( 2．16) ( 2．16) ( 2．46)

社会资本 0．332＊＊＊ 0．262＊＊＊ 1．141＊＊＊ 0．274＊＊＊ 0．502＊＊＊ 0．310＊＊＊

( 4．88) ( 3．75) ( 6．55) ( 3．82) ( 5．57) ( 4．65)

社会资本2 －0．081＊＊＊ －0．171＊＊＊ 0．009 －0．047＊＊＊ －0．132＊＊＊

( －3．15) ( －4．66) ( 1．32) ( －2．74) ( －3．85)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 －0．206＊＊＊ －0．209＊＊＊

( －4．43) ( －4．45)

社会资本×经济发展水平 －0．189＊＊＊ －0．187＊＊

( －2．78) ( －2．06)

社会资本×制度环境 －0．342＊＊＊ 0．244＊＊＊

( －3．52) ( 2．78)

社会资本2 ×人力资本 0．038＊＊ 0．062＊＊＊

( 2．38) ( 3．42)

社会资本2 ×经济发展水平 0．045＊＊＊ 0．072＊＊＊

( 2．99) ( 3．04)

社会资本2 ×制度环境 －0．076＊＊＊ －0．035＊＊＊

( －3．57) ( －3．28)

常数项 －1．31＊＊＊ －2．04＊＊＊ －2．25＊＊＊＊ －3．10＊＊＊ －2．28＊＊＊ －2．43＊＊＊ －3．05＊＊＊

( －3．24) ( －3．57) ( －3．85) ( －4．38) ( －3．92) ( －4．01) ( －4．22)

样本量 9 500 9 500 9 500 9 500 9 500 9 500 9 500

Pseudo Ｒ2 0．073 0．098 0．104 0．129 0．134 0．132 0．139

chi2 498．1＊＊ 550．7＊＊＊ 550．7＊＊＊ 686．81＊＊ 713．9＊＊＊ 703．1＊＊＊ 692．57＊＊

注: * p＜0．1，＊＊p＜0．05，＊＊＊p＜0．01，括号为 Z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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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社会资本与创业选择

Fig．2 Ｒ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图 3 人力资本的负向调节

Fig．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human resource

图 4 经济发展水平的负向调节

Fig．4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图 5 制度环境的正向调节

Fig．5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3．2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研究从两

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采用全样本数据

进行稳健性检验，然后采用其他具有代表性的

大型社会调查数据进行交互验证，以保证结果

的稳健性．

1) 全样本检验

在上面的研究中，采用了均匀抽样的方法，为

了避免由于抽样选择导致结果出现误差，在稳健

性检验中，本研究选择了全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所有假设均成立，表明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主要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全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Table 4 Ｒobust test of the whole sample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创业活动

M1 M2 M3 M4 M5 M6

社会资本 0．175＊＊＊ 0．283＊＊＊ 0．257＊＊＊ 0．278＊＊＊ 0．291＊＊＊ 0．262＊＊＊

社会资本2 －0．032＊＊ －0．031＊＊ －0．035＊＊ －0．026＊＊ －0．039＊＊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 －0．187＊＊ －0．225＊＊

社会资本×经济水平 －0．106＊＊ －0．154*

社会资本×制度环境 0．228＊＊ 0．301＊＊

社会资本2 ×人力资本 0．113＊＊ 0．142＊＊

社会资本2 ×经济水平 0．094＊＊ 0．087＊＊

社会资本2 ×制度环境 －0．056＊＊ －0．042＊＊

样本量 13 549 13 549 13 549 13 549 13 549 13 549

Pseudo Ｒ2 0．092 0．105 0．112 0．138 0．144 0．161

注: ＊＊＊p＜0．01，＊＊p＜0．05，* p＜0．1，所有控制变量均已控制，由于篇幅限制，只汇报部分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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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性社会资本测量的替代性检验

同时，由于本研究中女性社会资本的测量采

用的是间接测量，为了避免这一测量的误差影响

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分别采用南开大学创

业研究院开放的 CPSED 数据和中国劳动力动态

调查(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CLDS) 的

数据，采用更为精细的社会资本测量进行交互检

验，再次检测女性社会资本与创业选择之间的关

系，发现女性社会资本与其创业选择之间也存在

显著倒 U 型关系，表明本文发现的规律具有较好

的稳健性，限于篇幅未一一呈现．

4 结束语

4．1 结论与讨论

通过研究女性社会资本与其创业选择之间关

系，本次研究发现女性创业者的社会资本与其创

业选择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即在中低水平上，

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女性的创业活动，但是女性的

社会资本超过一定阈值时，其参与创业活动的意

愿反而随社会资本的增加而减弱，与女性总体倾

向于就业而非创业的预期相一致． 其次，女性的

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存在替代作用，会削弱社会

资本的作用． 第三，宏观环境决定了女性社会资

本上述作用的条件，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制度环境较好的经济中女性社会资本的上述

作用更为显著．
4．2 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创业是一个存在明显性别差异的现象，传统

创业研究对机会型创业、创业成长的关注更多反

映出男性的创业动机与创业方向，较少体现女性

创业的特征———生存型创业为主，研究女性创业

的规律有利于增加学术界对此类创业活动的理论

认识． 另外，考虑到女性创业不仅有利于增加经

济的整体创业活跃度，而且有利于女性改变自身

弱势地位，把握女性创业的规律，也具有广泛的经

济和社会意义．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本文的研

究突显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贡献．
1) 通过研究社会资本与女性创业选择之间

的复杂联系，提出多数女性倾向于就业而非创业．

基于机会型创业研究的传统观点倾向于认为个体

所占有的社会资本越多，越有利于其发现机会和

动员资源，因而个体的社会资本与其创业选择之

间存在线性的正相关关系． 本次研究发现女性社

会资本与其创业选择之间呈现完全不同的倒 U

型关系，提示女性创业活动有着不同的规律，当女

性社会资本存量处在中高区间时，随着拥有社会

资本的增多，女性选择创业的倾向反而会降低．

这种结果暗示，在当前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角色分

工下，就业仍被多数女性视为更符合自身角色需

要的选择，而创业则被多数女性当作就业或职业

发展困难时的替代选择，这一发现不仅解释了女

性创业比例普遍偏低的现象，也提示了对创业现

象区分性别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2) 揭示了生存型创业的一个重要特征———

个人资源禀赋过多反而会减少其创业选择． 生存

型创业者是被“推”入创业活动的，这就决定了他

们一旦有条件，就不会选择创业． 通过对女性创

业选择的研究，得出了与之相一致的结果． 本次

研究不仅发现女性拥有的社会资本超过一定阈值

反而会降低她选择创业的可能，还进一步发现社

会资本的作用在女性缺乏人力资本时才较明显．

这意味着，女性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时，人力资本可

以帮助她们获得就业机会，女性选择创业的可能

性就会下降，即使创业对社会资本的依赖程度也

相应下降; 而低人力资本的女性不易获得就业机

会，更可能考虑生存型创业，但一旦拥有较多的社

会资本又会降低她们选择创业的倾向． 上述情况

一方面提示了从生存型创业方向研究女性创业的

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更深入地揭示了生存型创业

只是资源禀赋有限的个体的被动选择．
3) 本次研究呈现了不同宏观背景因素对社

会资本作用的影响差异． 本次研究中，本研究将

女性社会资本与其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放在不同

的宏观背景下观察． 一方面，本研究分别考察了

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对上述主效应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学术界倾向于将较高的经济发展水

平与更趋完善的制度环境联系起来，假设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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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是相似的． 而本研究却发现二者呈现出相反

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会削弱社会资本与创业选

择之间的倒 U 型关系，而制度环境却会增强这种

关系，进而提出二者对女性创业的不同影响，经济

发展水平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削弱社会

资本的作用，制度环境的完善加强了市场的作用，

使作为其补充的弱关系得以在女性创业和就业机

会获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此本研究暗示在两

种 宏 观 背 景 之 下 隐 含 着 社 会 资 本 的 不 同 作 用

逻辑．
本次研究的结果也给促进女性创业带来有意

义的实践启示，一方面，促进女性创业需要从转变

传统的价值观念、性别角色观念和减少女性的工

作家庭冲突入手． 本文的研究结果暗示，社会传

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工作家庭冲突等挑战使不少

有较好创业条件的女性选择了就业或是退守家

庭，而不是通过创业来追求自己的事业，因此社会

观念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完善当引导一部分高社

会资本的女性选择创业作为个人发展的路径． 另

一方面，完善制度环境也可助力女性创业． 本研

究发现制度环境的完善对社会资本有限的女性有

显著意义，由于市场及其配套制度的发展，社会资

本更多发挥传递信息的辅助作用，女性的弱关系

社会资本也有机会帮助她们识别机会和寻找资

源，减少了强关系社会资本少的女性在资源配置

中受到的歧视．
4．3 局限性

由于依赖于多个来源的二手数据，本研究不

可避免还存在几方面的局限性，1) 概念的测量还

存在局限． 由于问卷中缺少更适当问项，本研究

选择“受访者是否认识两年内的创业者”，以及受

访者自我评价个人收入水平在社会中的位置作为

其社会资本的替代性测量，虽然测量与概念存在

较密切的正相关，但终究不如能更直接反映概念

的测量准确，今后的研究可以寻找更直接的测量

再次检验本研究的结果． 2) 数据的更新存在局限．
受限于 GEM 调研设计的限制，本研究无法采用更

新的数据来检验假设，考虑到社会环境和文化观

念可能随时间演变，今后的研究可以搜集更新的

数据重复检验本文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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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apital and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nsna-
tional ( regional) data based on GEM data

LI Xin-chun，YE Wen-ping* ，ZHU Hang
Sun Yat-sen Business School，The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Ｒesearch Center，Gua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and role cognition in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cultures，this paper
giv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how female entrepreneurs’social networks and human capital affect their entre-
preneurial behavior． By using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databases: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and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ex: For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empirical analyses show that female
entrepreneurs’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form an inverted U-sharped curve relationship，and
that female’s high social capital will inhibit or increase 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rate depending on whether
a threshhold is reached or not．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uman capital negatively moderate the a-
bove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but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trengthens this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reveals
the social status and social role expectations tied to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and
presen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emale social economic role into 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alysis．
Key words: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stitution environment; soci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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