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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对其创业行为

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不仅能增加其创业概率,还能提高创业层次,与生存型创

业相比,流动人口进行机会型创业更需要获得本地人身份认同。本文的结论为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提供了

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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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local identity on their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ocal ident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an not only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but also 

improve the level of entrepreneurship.Compared with survival entrepreneurship, opportunistic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requires more local identity.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provid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float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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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实现“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关

键在于激发双创活力。流动人口作为新

型城镇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群体,激发

他们的创业动力更是重中之重。由于户

籍制度的制约,流动人口在流入的生活

一直被区别对待,他们大多认为自己只

是城市的“过客”,这种身份认同的差异

会导致其行为的差异。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将实证检验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

份认同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以期为促

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和创业提供借鉴

意义。 

1 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1.1数据和变量说明 

本文主要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全国流动人

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

通过对该调查数据进行清洗并与城市层

面的数据进行匹配后,我们 终得到有

效样本量8.08万个。 

由于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流动人口的

本地人身份认同与创业行为间的关系,

所以被解释变量是流动人口的创业行

为。我们首先考虑创业选择,根据CMDS

问卷中的问题“您现在的就业身份属于

哪一种？”答案选项为“有固定雇主的

雇员”、“无固定雇主的雇员”、“雇主”、

“自营劳动者”和“其他”。我们将答案

为“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样本赋

值为1,代表创业；“雇员”的样本赋值为

0,删除回答“其他”的样本(周颖刚

等,2020)。然后本文考虑创业层次。关

于创业的标准有两类,一类是缺乏正规

就业机会被动选择创业的“自雇型”创

业；另一类是主动追求更高收入的“雇

主型”创业(王春超和冯大威,2018)。具

体来说,我们将回答“雇员”的样本赋值

为0,“自营劳动者”的样本赋值为1,“雇

主”的样本赋值为2,删除回答“其他”

的样本。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流动人口的

本地人社会身份认同。CMDS问卷中“你

是否认为自己是本地人”可以用来衡量

其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崔岩,2012；孙

文凯和王格非,2021),我们将回答“同

意”的样本赋值为1,代表流动人口的本

地人身份认同；将回答“不同意”的样

本赋值为0。 

参照现有的职业选择文献,本文还

控制了一系列流动人口的个人、家庭特

征变量,包括流动个体的性别,婚姻状态,

户籍,教育水平,技能水平,健康程度,社

会保障水平,受访者时薪,家庭人口数,

家庭是否在流入地购房以及家庭月收入

等变量。此外,我们还控制了流入地城市

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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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城市规模,金融环境 (金融机

构贷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和地区开放

程度(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地区生产

总值),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7》。 

1.2实证模型 

为考察流动人口流入地身份认同

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回归

模型： = 0 + 1 + 

2 + 3 + + + ℎ +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ijnpE 是一个二

元虚拟变量,代表城市j中个体i是否创

业；核心解释变量social ijidentity 代

表流动个体的身份认同。 ijX 代表个体

和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ity jC 表示城市

层面控制变量。参照周颖刚等(2020)的

做法,我们还加入行业虚拟变量( dI )用

来控制不同行业间的创业差异,流入地

城市等级的虚拟变量( rθ )用来控制不

同城市规模的创业制度差异。另外,流动

人口户籍所在地的文化传统也会影响创

业行为,所以我们还加入了流动人口户

籍所在地的虚拟变量( hρ )。 ijε 代表误

差项。在上述模型中, 1β 是本文关注的

重点,它代表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

同对创业行为的影响。 

2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2017年CMDS数据考察流

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对其创业行

为的影响。首先考察本地人身份认同对

个体创业决策的影响,然后我们进一步

检验本地人身份认同对个体创业层次

的影响。 

2.1基准回归结果 

表1的前三列报告了流动人口的本

地人身份认同对是否创业的基准OLS回

归结果①。其中第(1)列仅包括核心解释

变量(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第

(2)列加入个体和家庭控制变量,第(3)

列进一步控制了城市相关变量。所有回

归都控制了地区、行业和户籍所在地虚

拟变量。由回归结果可知,流动人口的本

地人身份认同能够显著影响创业决策。

当流动人口产生本地人身份认同时,创

业概率平均上升2.7%。 

我们进一步分析本地人身份认同对

创业层次的影响。表1的第(6)列是控制

所有变量后,本地人身份认同对创业层

次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地人的身份认同

可以提高流动人口的创业层次,说明与

生存型创业相比,流动人口进行机会型

创业更需要获得本地人身份认同,如表1

所示。 

2.2内生性问题 

尽管前文基准回归中控制了许多可

能同时影响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与创

业决策的变量,但回归仍可能存在内生

性问题。因此,为解决上述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进一步估计。本

文参考孙文凯和王格非(2020)的做法,

使用流动人口是否跨方言区流动作为本

地人身份认同的工具变量。在现代社会,

方言的交流属性逐渐弱化,文化认同功

能逐渐显现(魏下海等,2016；张楠

等,2021)。来自同一方言区的个体更容

易互相信任(黄玖立和刘畅,2017),有利

于流动人口产生本地人身份认同。具体

来说,本文参照徐现祥等(2015)的做法,

根据《汉语方言大词典》中的分类,首先

衡量各县市所属的方言区。中国汉语方

言一共包括17个方言区,分别为北京官

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江淮官话、

胶辽官话、中原官话、银兰官话、西南

官话、赣语、晋语、徽语、吴语、闽语、

湘语、粤语、客话以及平话。然后确定

流动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所属的方言区,

如果属于同一方言区,则“是否跨方言

区”取值为0,否则为1。 

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本

地人身份认同会提高流动人口创业概率

和创业层次。表2的第(1)列是本地人身

份认同对是否创业的影响。结果显示,

如果流动人口认同自己是本地人,创业

的概率上升12.3%。第(2)列是对创业层

次的影响,表明流动人口产生本地人身

份认同后,创业层次也越高。第一阶段的

回归结果说明,如果流动人口跨方言区

流动,那么他获得本地人身份认同的概

率也越低。第一阶段回归的F值远大于10,

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工具变量回归结

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如表2所示。 

表2  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对创业

决策的影响：IV回归 

是否创业 创业层次

解释变量 (1) (2)

身份认同 0.123*** 0.109**

(0.039) (0.051)

控制变量 是 是

地区虚拟变量 是 是

行业虚拟变量 是 是

户籍所在地虚拟变量 是 是

常数项 0.479*** 0.343***

(0.091) (0.128)

观测值 80,874 80,874

R-squared 0.337 0.283

第一阶段回归：身份认同

IV:是否跨方言区流动 -.0831*** -.0831***

(0.003) (0.003)

Cragg-Donald Wald F 值 587.763 587.763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

显著。 

表 1 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对创业决策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是否创业 创业层次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身份认同 0.037*** 0.029*** 0.027*** 0.053*** 0.034*** 0.032***

(0.003) (0.003) (0.003) (0.004) (0.004) (0.004)

个人和家庭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城市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地区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地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531*** -0.472*** 0.537*** 0.588*** -1.010*** 0.390***

(0.042) (0.052) (0.087) (0.069) (0.083) (0.124)

观测值 99,065 91,620 80,874 99,065 91,620 80,874

R-squared 0.283 0.344 0.345 0.221 0.286 0.287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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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研究了流动人口社会身份认

同对其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

具有流入地社会身份认同能够有效促

进其创业,并提高其创业层次。本文的

研究具有一定政策建议,我们应该加快

户籍制度改革,积极推进流动人口的社

会融合,这不仅有利于实现“市民化”

进程,还有助于激发他们创业活力,促

进经济增长。 

注释： 

①是否创业是个二值虚拟变量。所以本文

也做了probit回归,主要结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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