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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供就业岗位、创造财富、推进城镇化建设、
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小微企业具有规模
小、抵抗风险能力弱的特征，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

中国是数字经济大国，近年来以电子商务、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迅猛发展。那么，
数字经济能否帮助小微企业创立并促进企业发展？数字经济是通过什么机制或渠道影响
小微企业创立与成长？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小微企业创立与发展
的影响因素，而且能在疫情背景下为小微企业创立与成长寻找新的思路。

结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与阿里研究院电商发展数据，我们分析了
电商发展对家庭创业和小微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家庭创业活力。电商最发达地区的创业家庭比重高出最落
后地区 1.3 个百分点。

第二，数字经济提高创业质量。电子商务发展指数越高，家庭机会型创业的比重越大，
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创业质量，促进家庭机会型创业。

第三，数字经济对低社会网络、低人力资本和低物质资本的“草根”家庭创业促进
作用更大。

第四，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家庭创业帮助更大，这有助于减小区域
差异，促进经济增长。

第五，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企业存活率且促进企业成长。电商最发达地区的企业存
活率高出最落后地区 7 个百分点。

第六，数字经济提高线下经营企业存活率，对线上和线下企业的成长都有帮助。
第七，数字经济提高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存活率，这对于延长小微企业寿命具有重

要意义。

一、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家庭创业活力

考虑到创业是家庭成员的联合决策，因此我们在家庭层面定义创业。中国家庭金融
调查问卷中对每一个受访家庭询问了“目前，您家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包括
个体户、租赁、运输、网店、微商、代购、经营公司企业等？”我们将创业定义为虚拟
变量，如果家庭成员在上一调查年份没有工商业生产经营，但本调查年份有工商业生产
经营，则定义为家庭创业。全国来看，家庭平均创业水平约为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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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5 万人 /3 人 *（0.068-0.059）/2。

在排除了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区域特征的影响后，我们发现电商越发达的地区，
家庭创业比重越高。平均来看，电商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创业家庭比例为 5.5%，而电
子商务发展水平最高的地方，创业家庭比例为 6.8%。考虑电商发展有可能存在内生性，
我们采用家庭所在县级市平均海拔高度作为电商发展的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依
然成立。考虑到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可能更多地是帮助线上创业，我们剔除线上经营企业，
发现即使不考虑线上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依然显著地促进家庭线下创业。

以四川省为例，在不考虑其余因素影响的条件下，如果电商发展水平从中等发展到
最高水平，那么有可能每年新增创业企业 12.6 万左右 1。按照平均每个小微企业吸纳就
业人数约为 4 人，将增加 50.4 万就业人口。

二、数字经济提高创业质量，促进家庭机会型创业

创业动机是衡量创业质量的重要指标。生存型创业被认为是创业者由于别无其他更
好的选择而不得不参与创业活动来解决其所面临困难的创业行为；机会型创业是指个人
出于抓住现有机会并实现价值的强烈动机而开展的创业行为。我们根据家庭创业原因信
息，把创业分为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主要是指由于“从事工商业能挣
更多钱”、“理想爱好 / 想自己当老板”、“更灵活，自由自在”、“社会责任，解决
就业问题”等原因而创业；生存型创业则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创业。在剔除其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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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后，我们发现电子商务发展指数越高，家庭机会型创业的比重越大，说明数字经
济的发展提高了创业质量，促进了家庭机会型创业。

三、数字经济对低社会网络、低人力资本
和低物质资本的“草根”家庭创业帮助更大

社会网络促进创业的重要作用体现在，社会网络有利于企业家获取信息以及得到社
会支持，同时能帮助其获取企业创建所需的资源。研究表明，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有
助于其获取创业过程中需要的信息、知识、资源和能力，从而成功创立新企业，并使新
企业得到持续发展。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在创业者获取信息更为便利，成本也更低，
有利于缺乏社会网络的家庭创业。在排除其余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对于低社会网络家庭，
电子商务发展程度从低变化到高，创业比例从 6.3% 上升到 7.7%；对于高社会网络家庭，
不同电商发展程度的地区创业变化不大。

人力资本对创业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获取信息更为便利，
有可能通过智能手机、互联网的使用获得所需的知识，从而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
影响创业决策。如果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增加人力资本的效应，根据人力资本累计的边
际递减规律，数字经济的发展应该对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产生的人力资本积累效果更大。
在排除其余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对于低人力资本家庭，电子商务发展程度从低变化到高，
创业比例从 5.1% 上升到 8.2%，而对高人力资本家庭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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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资本是创业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数字技术的运用，尤其是电商平台的快速发
展，使得创业门槛降低，这会有利于低物质资本的家庭创业。在排除其余影响因素的情
况下，对于低物质资本家庭，电子商务发展程度从低变化到高，创业比例从 4.3% 上升
到 7.3%，而对高物质资本家庭没有显著影响。

总之，数字经济对低社会网络、低人力资本和低物质资本的“草根”家庭创业促进
作用更大。

四、数字经济对经济落后地区的家庭创业帮助更大

采用“第一财经” 2018 年 4 月公布的城市等级排名，将城市按照商业资源聚集度、
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及以
下城市。在排除其余影响因素后，分城市看，电商发展对三线及以下城市促进作用更大，
对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没有显著影响。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家庭创业促
进作用更大，这有助于减小区域差异，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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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企业存活率
且促进企业成长

我们把企业存活定义为，对于追踪到的家庭，连续两期都有工商业生产经营；如
果上一期有工商业生产经营，当期没有工商业生产经营，则认为企业退出市场。下表为
2015 年 -2019 年小微企业存活率，整体来看，平均每年约有 20% 的小微企业退出市场。
分年份来看，小微企业存活率从 2015 年的 67.5% 下降到 2019 年 60.2%，说明宏观经
济运行下行趋势下，小微企业退出市场的可能性增加。

在排除企业成立年限、初始投资，上一期的资产负债率、销售额、资产和雇工人数
以及行业、组织形式，同时控制了企业主特征、年份等因素的影响后，研究发现电商发
展越发达的地区，企业存活率越高。具体看来，电子商务指数低的城市，企业存活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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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随着电子商务指数的增加，存活率增加到 70.2%。 

对于存活的企业，在排除其余影响因素后，企业营业收入增长速度更快。随着电子
商务指数的提高，企业营业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从 5.29% 上升到 5.82%，说明数字经济的
发展不仅提高企业存活的可能性，而且促进企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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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数字经济提高线下经营企业存活率，
对线上和线下企业的成长都有帮助

我们根据企业经营形式，把小微企业分为线下经营、线上经营（包含线上和线下都
有）。在剔除其余影响因素后，研究结果表明，电商发展显著提高了线下经营企业的存
活率。对于线下初创企业，随着电子商务指数的增加，存活率从 63.8% 提高到 70.5%。

对于存活企业，电商发展越好的城市，线上企业和线下企业营业收入增速越快，但
对线上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说明电商发展对线上和线下企业的成长都具有促进作用。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7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