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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创业一词已经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为了研究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行为的影响，以

父辈创业为自变量，子代创业行为为因变量，家庭经济水平为中介变量，人际关系为调节变量，通过

层级回归分析，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 CGSS)2015 年调查年度的数据进行分析验证。结果表明：①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行为有

显著的正向效应；②家庭经济水平在父辈创业与子代创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③人际关系在家

庭经济水平和子代创业行为之间有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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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多次创业浪潮，

尤其是近年来，创业有着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5 年，国务院推出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创业成为近年来备受

关注的热点问题。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

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必然选择，是

扩大就业、实现富民之道的根本举措，是激发全

社会创新潜能和活力的有效途径。 

    本文对创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父辈创

业对子代创业行为的影响上，原因在于如果父母

有创业行为的话，会对子代创业有管理能力、管

理经验等方面的传承以及经济方面的支持。鉴于

此，本文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 CGSS)2015 年调查年度的数据进行

分析验证。通过层级回归分析研究父辈创业对子

代创业行为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创业行为是一个复杂概念，包含广义的创业

行为和狭义的创业行为。广义的创业行为主要指

公司创业，狭义的创业行为是指创业者个人创办

新企业，是建立新组织的个体行为。本文主要研

究的是个人创业行为，因此研究对象为狭义的创

业行为。Bird 认为创业行为是新创企业进行的机

会开发的过程，创业的主体是创业者或创业团

队，是新企业的活动，不是已经存在的企业进行

的变革活动[1]。Shane 认为创业行为是个人寻找、

发现和评价创业机会的一系列全面整合的活  

动[2]。本研究将父亲或母亲有一方的职业为自由

职业者、个体工商户、自己是老板的任何一种情

况即视为父辈创业。关于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行

为的影响，中外学者对此均有论述。LeAnh 指出

父母创业作为替代性的客观化指标，在影响个人

自雇的变量中，父母自雇行为的代际传递普遍存

在且有积极影响[3]。杨敏玲从女性创业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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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女性创业者的父母多有创业经验，且创业多

以独资和服务业为主[4]。 

    以往文献关于家庭经济水平在父辈创业和

子代创业行为中的中介作用的论述较少，但也有

学者提出父辈创业收入会提高家庭经济水平，家

庭积累的财富进而会影响子女的创业选择。韦吉

飞认为创业活动对收入有持续的正向推动作用，

创业活跃指数越高，对收入的拉动作用越明显[5]，

而收入的提高会进一步促进家庭经济水平的提

高；汪福俊等认为大学生创业初期可通过众筹、

资助、扶持等方式筹得资金，但 80%的大学生创

业的资金来源于家庭，家庭经济资本对学生创业

意愿的支配作用比较明显，家庭收入直接影响大

学生创业意愿，甚至会直接决定大学生的创业实

践行为[6]。 

    重视人际关系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创业者需要通过人际关系获得社会支持。詹姆 

斯•科尔曼提出人际关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

部分，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

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7]。因此人际关系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创业者社会资本的强

弱。本研究通过社交频率来体现人际关系，社交

频率越高，说明人际关系越好。人际关系对家庭

经济水平有着促进作用，Narayan 等在研究坦桑

尼亚乡村居民家庭收入时，发现乡村社会资本的

增长会引起整个乡村全部家庭收入增加大约

20%[8]。 

    相关文献较少论述人际关系对创业行为的

调节作用，但也有学者指出人际关系对创业行为

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戚湧和饶卓提出社交活动

能够提升创业概率。首先，创业活动需要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而创业者自身拥有的资

源往往有限，不足以应对相应的创业活动，这就

需要家人、亲戚、朋友的帮助，而广泛的社交网

络意味着获取资源的渠道更多，从而有助于提高

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概率。其次，通过向社交圈中

成功人士学习也能够增长个人创业经验，提升其

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因此也能激励人们创业。社

交网络往往是通过社交活动建立起来的，社交活

动频繁程度与创业存在直接关系[9]。 

    三、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

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5 年调查年度的数据

进行分析验证。2015 年 CGSS 项目调查覆盖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478 个村居，共完成有效问

卷 10 968 份。本文以个体为研究对象，采用受访

者自评问卷，使用 STATA14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剔除部分缺失信息后，最终样本为 3 497 个。 

    (二)变量定义 

    相关变量的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衡量方式 

子代创业行为 受访者职业为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自己是老板的任何一种定义为 1，其余定义为 0 

父辈创业 
受访者的父亲或母亲有一方的职业为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自己是老板的任何一种定义为 1，没有

创业行为定义为 0 

家庭经济水平 
受访者自评家庭经济水平，远低于平均水平定义为 1，低于平均水平定义为 2，平均水平定义为 3，高

于平均水平定义为 4，远高于平均水平定义为 5 

人际关系 受访者自评社交频率，从不定义为 1，很少定义为 2，有时定义为 3，经常定义为 4，非常频繁定义为 5 

性别 男性定义为 1，女性定义为 0 

年龄 调查时受访者年龄 

学历 

受访者学历水平，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定义为 1，私塾、扫盲班定义为 2，小学定义为 3，初中定义为 4，

职业高中定义为 5，普通高中定义为 6，中专定义为 7，技校定义为 8，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定义为

9，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定义为 10，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定义为 11，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

定义为 12，研究生及以上定义为 13 

政治面貌 共产党员定义为 1，非共产党员定义为 0 

个人年收入 受访者年收入(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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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数据分析方法 

    1. 中介效应检验 

    参考温忠麟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10]，如果父

辈创业系数 a 和家庭经济水平系数 b 显著，说明

家庭经济水平在父辈创业和子代创业行为之间

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如果父辈创业系数 c显

著，说明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行为存在显著的直

接效应，其中，e 为随机扰动项，如图 1 所示。

中介效应检验时，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图 1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示意图 

 

    2. 调节中介效应 
 

子代创业行为=c0+c1×父辈创业+c2× 

人际关系+c3×父辈创业×人际关系+e1 

       (1) 
 

家庭经济水平=a0+a1×父辈创业+a2× 

人际关系+a3×父辈创业×人际关系+e2 

        (2) 

子代创业行为= 0c+ 1c×父辈创业+ 2c× 

人际关系+ 3c×父辈创业×人际关系+ b2× 

家庭经济水平+b2×家庭经济水平×人际关系+e3  

    (3) 

    参考温忠麟的调节中介效应检验方法[10]，若

模型(2)父辈创业的系数 a1 不等于 0 且模型(3)家

庭经济水平和人际关系乘积项的系数 b2 不等于

0，或者若模型(2)父辈创业和人际关系乘积项的

系数 a3 不等于 0 且模型(3)家庭经济水平的系数

b1不等于 0，或者若模型(2)父辈创业和人际关系

乘积项的系数 a3 不等于 0 且模型(3)家庭经济水

平和人际关系乘积项的系数 b2不等于 0，至少有

一组成立，则说明中介效应受到了调节。其中，

e 为随机扰动项，其他为参数。调节中介效应检

验时，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用 Bootstrap

法进一步验证调节中介效应。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相关性分析 

    表 2 展示了本研究相关变量的均值、标准差

和相关系数。由表 2 可知，父辈创业与子代创业

行为呈显著的正向关系(p＜0.05)，父辈创业与家

庭经济水平呈显著的正向关系(p＜0.01)，家庭经

济水平与子代创业行为呈显著的正向关系(p＜

0.01)。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为后续进行中介

效应分析奠定了基础。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变量 
子代 

创业行为 
父辈 
创业 

家庭经 
济水平 

社会 
交往 

性别 年龄 学历 
政治 
面貌 

个人 
年收入 

子代创业行为 1.00         

父辈创业 0.04** 1.00        

家庭经济水平 0.06*** 0.07*** 1.00       

人际关系 0.05*** 0.04*** 0.11*** 1.00      

性别 0.03 −0.01 −0.01 0.04** 1.00     

年龄 0.05*** −0.22*** −0.07*** −0.06*** 0.08*** 1.00    

学历 −0.19*** 0.14*** 0.23*** 0.02 −0.02 −0.33*** 1.00   

政治面貌 −0.13*** 0.00 0.12*** 0.00 0.11*** 0.08*** 0.33*** 1.00  

个人年收入 0.04*** 0.03** 0.05*** 0.03* 0.03** −0.04*** 0.09*** 0.03* 1.00 

平均值 0.22 0.08 2.77 2.75 0.57 41 6.42 0.13 5.82 

标准差 0.42 0.28 0.7 0.98 0.5 11.68 3.26 0.33 25.56 

注：N=3497；***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二) 中介效应分析 

    由表 3 的研究结果可知，模型(1)中父辈创业

对子代创业行为的影响系数为 0.092，在 1%的水

平上显著，说明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行为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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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向影响；模型(2)中父辈创业对家庭经济水平

的影响系数为 0.088，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

父辈创业对家庭经济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

型(3)中家庭经济水平对子代创业行为的影响系

数为 0.048，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家庭经济

水平对子代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相

对于模型(1)而言，纳入家庭经济水平这一变量

后，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行为的影响显著且程度

减弱，说明家庭经济水平在父辈创业与子代创业

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表 3  家庭经济水平的中介效应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子代 
创业行为 

家庭 
经济水平 

子代 
创业行为 

父辈创业 0.092*** 0.088** 0.088*** 

 (0.026) (0.041) (0.026) 

家庭经济水平   0.048*** 

   (0.010) 

性别 0.003 −0.071*** 0.006 

 (0.014) (0.023) (0.014) 

年龄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学历 −0.030*** 0.021*** −0.031*** 

 (0.002) (0.004) (0.002) 

政治面貌 −0.096*** 0.099*** −0.100*** 

 (0.017) (0.036) (0.017) 

Log(年收入) 0.075*** 0.204*** 0.066*** 

 (0.009) (0.017) (0.009) 

Constant −0.611*** −2.284*** −0.502*** 

 (0.094) (0.169) (0.095) 

Observations 3497 3497 3497 

R-squared 0.068 0.113 0.073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

著，*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三) 调节中介效应分析 

    由表 4 的研究结果可知，模型(1)中父辈创业

和人际关系的交互项(父辈创业×人际关系)对子

代创业行为的影响系数为−0.020，在 10%的水平

上不显著，说明父辈创业和人际关系的交互项对

子代创业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即人际关系的直接

调节效应不显著。 

    模型(2)中人际关系对家庭经济水平的影响

系数为 0.067，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人际关

系对家庭经济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3)

中家庭经济水平和人际关系的交互项(家庭经济

水平×人际关系)对子代创业行为的影响系数为

0.023，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家庭经济水平

和人际关系的交互项对子代创业行为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即人际关系在中介路径“父辈创业→

家庭经济水平→子代创业行为”的后半段起了调

节作用。 
 

表 4  人际关系的调节中介效应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子代 
创业行为 

家庭 
经济水平 

子代 
创业行为 

父辈创业 0.093*** 0.083** 0.088*** 

 (0.026) (0.042) (0.026) 

人际关系 0.018** 0.067*** 0.015** 

 (0.007) (0.012) (0.007) 

父辈创业× 
人际关系 

−0.020 −0.015 −0.025 

 (0.025) (0.040) (0.025) 

家庭经济水平   0.045*** 

   (0.010) 

家庭经济水平× 
人际关系 

  0.023** 

   (0.010) 

性别 0.002 −0.075*** 0.005 

 (0.014) (0.023) (0.014) 

年龄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学历 −0.030*** 0.022*** −0.031*** 

 (0.002) (0.004) (0.002) 

政治面貌 −0.095*** 0.099*** −0.100*** 

 (0.017) (0.036) (0.017) 

Log(年收入) 0.074*** 0.200*** 0.064*** 

 (0.009) (0.017) (0.009) 

Constant −0.601*** −2.254*** −0.489*** 

 (0.094) (0.168) (0.095) 

Observations 3497 3497 3497 

R-squared 0.070 0.122 0.076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

著，*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5用Bootstrap法进一步验证人际关系对中

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直接效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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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置信区间均包括0，在5%的水平上均不显著，

即无论人际关系如何，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行为

的直接效应都不显著；间接效应中除了均值减一

个标准差(M-1SD)外，其余 95%置信区间均不包

括 0，在 5%的水平上均显著。由此可以看出，人

际关系越好，效应量越强，即家庭经济水平对子

代创业行为的正向影响越大，进而验证了人际关

系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表 5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Bootstrap 检验结果 

效应 人际关系 效应量 标准误 显著性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直接 

效应 

M-1SD 0.004 0.004 0.29 −0.004 0.012 

M 0.002 0.002 0.21 −0.001 0.005 

M+1SD 0.000 0.003 0.94 −0.006 0.006 

间接 

效应 

M-1SD 0.001 0.002 0.73 −0.004 0.005 

M 0.005 0.002 0.01 0.001 0.010 

M+1SD 0.010 0.003 0.00 0.003 0.017 

 

    为了更直观地表现该调节作用，本文以人际

关系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作为分组标准，分别

对高人际关系和低人际关系情况下家庭经济水

平与子代创业行为的关系进行描述，具体见图 2。

由图 2 可知，人际关系越好，家庭经济水平对子

代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越强。 

 

 

图 2  人际关系的调节作用 

 

    (四) 稳健性检验 

    有学者将父亲职业状态作为个人自雇倾向

的替代变量，发现父母自雇的职业状态对子女个

人的自雇选择有正向显著影响[11−12]。于是本文将

父亲职业为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自己是老

板的任何一种定义为 1，其余定义为 0，以该变

量代替父辈创业变量，分析家庭层面的异质性是

否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进而检验结果的稳健

性。结果显示，家庭经济水平对父辈创业与子代

创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人际关系在中介

路径“父辈创业→家庭经济水平→子代创业行

为”的后半段起调节作用。与前文结论一致，证

明所得结果稳健，见表 6。 

 
表 6  相关模型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子代创业行为 家庭经济水平 子代创业行为 家庭经济水平 子代创业行为 

父辈创业(替代变量) 0.116*** 0.080* 0.112*** 0.073 0.114*** 

 (0.029) (0.046) (0.029) (0.047) (0.029) 

人际关系    0.067*** 0.017** 

    (0.012) (0.007) 

父辈创业×人际关系    −0.006 −0.038 

    (0.044) (0.027) 

家庭经济水平   0.048***  0.045*** 

   (0.010)  (0.010) 

家庭经济水平×人际关系     0.023** 

     (0.010) 

性别 0.001 −0.070*** 0.005 −0.074*** 0.003 

 (0.014) (0.023) (0.014) (0.023)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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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子代创业行为 家庭经济水平 子代创业行为 家庭经济水平 子代创业行为 

年龄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学历 −0.031*** 0.021*** −0.032*** 0.022*** -0.031*** 

 (0.002) (0.004) (0.002) (0.004) (0.002) 

政治面貌 −0.097*** 0.102*** −0.102*** 0.103*** −0.101*** 

 (0.017) (0.036) (0.017) (0.035) (0.017) 

Log(年收入) 0.075*** 0.205*** 0.066*** 0.201*** 0.064*** 

 (0.009) (0.017) (0.009) (0.016) (0.009) 

Constant 0.089** −0.394*** 0.108*** −0.402*** 0.105*** 

 (0.035) (0.058) (0.035) (0.058) (0.035) 

Observations 3,536 3,536 3,536 3,536 3,536 

R-squared 0.069 0.115 0.075 0.123 0.078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五、讨论与展望 

    本文利用 CGSS2015 调查年度数据，用

STATA14 软件对父辈创业、子代创业行为、家庭

经济水平以及人际关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分

析，主要有如下结论。 

    第一，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正

向效应，即父辈创业的家庭，子代创业行为的概

率较高，这可能是创业父辈对子代的非正式人力

资本和财富的传递所导致的。这与邢芸的观点一

致[13]；此外，本文还发现学历越低、非党员、收

入水平和家庭经济水平越高的人群，创业的概率

越大。这是因为高学历有助于个人获得更稳定和

满意的工作，因此降低了个人从事有风险的创业

活动的激励效果，陈刚也提到了这一点[14]；中共

党员的政治身份有助于个人在体制内获得满意

的工作，进而降低了中共党员从事有风险的创业

活动的激励效果[15]；收入水平和家庭经济水平越

高，创业概率越大，是因为足够的创业资金和财

务资源可以促进个人创业活动。 

    第二，家庭经济水平在父辈创业与子代创业

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父辈创业对家庭经济

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创业活动对经

济收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个人收入的提高

会进一步促进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家庭经济水

平对子代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创业

者而言，财务资源是重要的挑战性因素，相对充

足的财务资源使创业者面临的可选择的计划与

决策更多，而创业的初始资金大多来源于家庭积

累[16]，因此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子代创业

行为的实现。 

    第三，人际关系在中介路径“父辈创业→家

庭经济水平→子代创业行为”的后半段起调节作

用。人际关系对家庭经济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家庭经济水平和人际关系的交互项(家庭经济

水平×人际关系)对子代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Bootstrap 检验法也进一步验证了调节中介

作用。这是因为人际关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维

度，社会资本的增长会引起家庭收入的增加，社

会资本的优势者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也较高，自

我和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评估也高，边燕杰也做

出了相应的解释[17]。由此也可以发现，家庭经济

水平越高，人际关系越好，越有利于创业行为的

实现。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

先，父辈创业为创业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角

度，丰富了代际创业、创业决策等相关理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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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对于子代而言，如果在创业过程中能够承接

父辈经济资源、创业经验和社会资本等优势，将

会有利于提高创业起点，提升创业质量，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最后，对于创业这种具有风险的行

为而言，如果能够探索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行为

的影响机理，构建子代创业培养机制，对二代进

行正确的引导，将有利于提高创业成功率。 

    本文从父辈创业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子代创

业行为的影响，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囿

于数据和方法的不足，没有具体得出父辈创业中

的哪些方面会对子代创业行为产生影响，需要对

父辈创业进行进一步的细分，从而使结论更全

面、更具体；第二，本文只针对二代创业，未来

可研究对第三代创业行为的影响。关于父辈创业

的理论探索还需要在上述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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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entrepreneurship on offspring’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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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 recent years, entrepreneurship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public attention.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entrepreneurship on their offspring’s behavior, this study takes the parent’s 

entrepreneurship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the offspring’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family economic level a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and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It uses the data of CGSS (2015) of National Survey Research Center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o analyze and verify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entrepreneurship on offspring’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by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Parents’ 

entrepreneu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offspring’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②Family 

economic level has a significant intermediary effect between parent entrepreneurship and offspring’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③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family economic 

level and offspring’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Key Words: parents’ entrepreneurship; offspring’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family economic leve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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