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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搭建一个农民创业的跨层次嵌入与乡村旅游资源的适应性管理的理论框

架,探讨农民通过不同层次的网络嵌入获取乡村旅游创业资源、动态的乡村旅游环境势必要

求农民创业具有相应的动态能力,并要求农民的创业过程与跨层次动态嵌入过程协同演进.
研究发现,农民特质嵌入及乡村旅游环境嵌入的动态性决定创业资源管理也是一个持续性

的社会学习过程,而农民的“干中学”创业就是乡村旅游创业资源的适应性协同管理.
关键词　农民创业;乡村旅游;跨层次嵌入;协同管理;创业者特质

中图分类号:F３２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４５６(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３２０７
DOI编码:１０．１３３００/j．cnki．hnwkxb．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８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格局转型,沿海大量农民工由于企业减产或关闭返乡创业,城市工业化规模边

际效益不断下降[１].但与此同时,乡村旅游业在融合第一、第三产业,衍生产业链之际,为返乡农民创

造了新的创业机会.２０１５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正式提出挖掘农业生态休闲观光旅游价值.可见,如何

结合农村社区资源禀赋,培养符合农村产业融合所需的现代农民创业者,推进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
仅是转变农业经营方式的一个重要方向,更是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关键着力点.与其他的主

体创业不同,农民创业普遍起点低,创业动机主要源于生存需求[２],新创企业抗风险能力差,成长困难

且易于失败.尤其是乡村旅游,季节性强,经营效益复合性要求高.作为乡村旅游创业者,为了创建

管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人文效益“四效合一”的新创企业,就不仅要具有动员各类异质

资源的特质,还须具备动态的创业能力.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如何在动态的乡村旅游创业过程中协同

管理经济、生态及社会人文等异质性资源? 农民创业者诸多特质要求与乡村旅游资源的匹配序是怎

样的? 进一步,跨乡村旅游产业环境、乡村旅游经济组织、创业团队等多层次的农民创业活动又是如

何协同推进异质性资源管理及新创企业成长? 无疑,以上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厘清农民乡村旅游创业

的内在动力与运行机理,提高创业资源利用开发效率,这也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一、文献回顾

　　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民创业研究的积累较为丰富,有三条研究主线:一是从内生因素,即从创业者

特质展开的研究.农民创业者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创业主体的特征[２],研究表明,农民的性别及打工

经历[３]、人力资本[４]、企业家能力、社会地位、社会资本、政策资源[５]对农民创业都有显著影响.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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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业过程,即从机会的识别开发展开的研究.创业研究应从把创业者视为特立独行的个体转向关

注复杂动态的创业行为过程[２,６],机会识别开发的过程就是创业者动态学习的过程.此类研究在特

定环境下,探讨农民动态学习过程及动态创业能力.国内相关研究中,农民创业者初始社会资本、先
前经验、创业榜样、创业警觉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被重视,创业学习[５]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也引

起了学者关注.三是从外在因素,即从创业环境展开的研究.研究主要集中于界定创业环境要素[２],
评价农民创业环境[７],并指出农民在现有创业资源框架内寻求整合和创造的可能途径[７Ｇ８],进一步提

出优化的政策建议.毋庸置疑,如何优化,必然离不开农民创业者所处的独特创业环境,包括创业的

行业领域情境.
乡村旅游作为农民创业的重要领域,由于打破了传统种养业有限功能经营模式,为农民提供了诸

多创业机会.国内相关探讨,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以多功能农业或者农业多功能的内涵挖

掘与政策释义为主线的研究[９Ｇ１２],此类研究所占比重较大,其中,无论是学科解析[１０]、农村发展[１１Ｇ１２]、
农业制度发展及政策研究[１３],还是价值提升等视角,都始终围绕着如何高效利用各类资源,提高经

济、生态、社会及人文综合效益这一主题展开.二是乡村旅游模式研究,如休闲观光农业[１３]、农家

乐[１４]、生态经济区发展[１５]等系统性方案设计.三是在乡村旅游背景下探讨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优化配置的研究.其中,以劳动力为主题的研究重点在于返乡青年职业转换问题[１６]、农民职业的未

来变化[１７]等方面,与此同时,农民创业问题[１８]开始引起学者的重视.与此同时,有学者力求搭建从

外在影响机制到内生因素的乡村旅游农民创业的系统构架.提出,乡村旅游会对农民创业者提

出何种新技能要求? 并以英国乡村旅游多元化发展为分析背景对此进行探讨[１９].参照同样思

路,反之,农民创业者又是怎样开发乡村旅游资源,捕获重塑环境的机会,实施资源的适应性协

同管理呢?

　　二、农民创业的跨层次嵌入、动态能力及乡村旅游创业

　　１．跨层次嵌入与乡村旅游创业

当处于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为了某种经济活动而动用网络资源时,嵌入性就开始发生作用[２０Ｇ２１],
农民创业者也不例外.农民的创业活动嵌入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农民个体特质决定了其创业行为,
而其有目的、有意识的行动也会重构自身特质及乡村旅游环境的结构和秩序.例如,有学者带着“旅
游会对农民创业者提出何种新技能要求”的疑问,以英国乡村旅游多元化发展为分析背景对此进行探

讨[１９].而Selyf等人通过对托斯卡纳(Tuscan)和威尔士(Welsh)两个地区的实证检验发现,农民创

业技能及其发展技能的外部条件之间有一定逻辑关系[２２].可见,成功的乡村旅游创业不仅与农民特

质有关,组织契合、创业网络协作及特定的乡村旅游产业环境支持也起着积极作用.
然而,如果认可跨层次嵌入,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嵌入结构,那么,农民乡村旅游创业的跨层次嵌入

结构具体是怎样的呢?
乡村旅游创业过程中,根据 Michael等人对组织嵌入的解释逻辑[２３],农民创业的跨层次嵌入可

以理解为农民创业者嵌入于创业团队中,而创业团队嵌入于新创企业.其中,农民特质中的人口统计

特征因其显著的自然属性,而被排除于个体特质嵌入考虑的范围,仅考虑农民创业者的心理特质、人
力资本、社会资本及政治资本.同时,新创企业嵌入于乡村旅游产业环境中,借鉴 Dill将影响高管行

为的环境划分为一般环境与任务环境的结构思路[２４],乡村旅游产业环境也可以据此分为一般环境与

任务环境.其中,一般环境主要指的是特定时空条件下同质性较强的乡村旅游环境,包括地理地缘、
资源禀赋、乡土文化等,而任务环境特指一定时空条件下具有较强异质性的乡村旅游环境,包括乡村

旅游的行业规制、产业特性、政府偏好、组织网络等.如图１所示.
以广东省开平市为例,之所以很多乡村都可以蓬勃开展以碉楼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创业,其原因就

在于“一般环境”的同质性.但是,即使是同一主题的乡村旅游创业,仍然存在各旅游目的地(如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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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农民创业的跨层次嵌入

村、立园景区、赤坎镇等地)具体的乡村旅游行业规制、
产业特性、政府偏好、组织网络等异质性的任务环境,并
进而引致创业环境的异质性与复杂性.

所以,乡村旅游创业中,农民创业的跨层次嵌入的

第一个层面是特质嵌入,即农民创业者嵌入于创业团

队,而创业团队嵌入于新创企业,第二个层面为乡村旅

游环境嵌入,即农民创业者通过创业团队或新创企业嵌

入于乡村旅游环境,乡村旅游环境既包括具有异质性的

乡村旅游任务环境,也包括具有同质性的乡村旅游一般

环境.

２．农民创业者特质嵌入、乡村旅游环境嵌入与动态能力

毫无疑问,理解跨层次嵌入,一方面,从内核出发的微观视角是创业者嵌入.如主体嵌入结构相

似的网络,但所获得的信息质量和资源价值却存在差异,其原因则在于主体特质的差异[２５].农民创

业者嵌入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并从网络中获取乡村旅游创业信息与资源,嵌入即是创业者融入当地结

构的一种机制,也是创业者创造商业机会的一种机制,机会蕴藏于当地社会结构中,只能被嵌入的创

业者识别、利用与开发.所以,不同的创业者嵌入所获取的乡村旅游资源与机会也不同,进而创业行

为选择也会存在差异.
另一方面,从外围洞悉的宏观视角是环境嵌入.环境不仅为机会搜寻与资源获取的载体,而且由

于资源的存在性及有价性并非客观静态存在,具有动态性特征.对此,已有研究给予关注,不仅有学

者意识到转型经济下的中国缺少“可编码信息”及有效的专门法律法规,并伴随很高的不稳定性[２６],

且有学者通过对土耳其卡帕多西亚农村社区情景发展变化对农民在旅游业中创业的影响,以纵向的

历史时间序分析观察乡村旅游农民创业中的环境动态性[２７].
动态的乡村旅游创业环境势必要求农民创业具有相应的动态能力.农民创业的动态能力主要有

三种类型:第一种,即时拼凑资源的能力,改变原有资源之间的整合方式.类似于“效果逻辑理论”,依
据创业拼凑的思想[２８Ｇ２９],在资源匮乏和资源约束条件下,农民在现有创业资源框架内的寻求整合和创

造.第二种,创新对接市场的能力,改变原有资源与市场的结合范式.利用资源柔性与内生可变性,
以产品和服务为支撑,寻求既有资源新的市场机会.第三种,开发重构资源的能力,改造现有资源,整
合、建立以及重构企业内外能力以便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对我国乡村旅游的农民创业而言,各种资

源约束下的新创企业面对的更多的是生存问题,而非竞争优势问题[３０],所以围绕基于既有乡村旅游

资源的利用与开发的前两种类型的动态能力尤为重要.

３．动态嵌入与农民创业行为的演化

综上所述,各种农民创业行为随着环境变化,根据先前经验不断调整,以达到乡村旅游资源获取、
整合与利用的最优,故而又是一种动态嵌入.动态嵌入意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当前嵌入会受到先前

嵌入经验的影响,而当前嵌入也会对未来嵌入形成预期.引入农民特质的动态性与动态乡村旅游创

业环境,考虑动态嵌入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如图２所示.
动态嵌入意味着嵌入的结构一方面在农民创业行为中重构,另一方面又作为条件而影响着创业

行为.那么,这种行为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创业主要有两个过程:机会识别过程与物质创造过程.对

基于乡村旅游的农民创业而言,其第一个过程表现为机会的识别与捕获,包括乡村旅游创业(内部创

业)意愿选择、创业动机选择、市场信息及创业机会选择.此过程的核心是实现乡村旅游资源的使用

价值,在乡村旅游产品或服务的基础上寻求市场权利许可.第二个过程则包括从战略制定与进入到

新创企业管理开发整个过程的乡村旅游资源整合、利用与开发问题,此过程的核心主要是获得、转换、
利用乡村旅游资源.由此,动态嵌入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就主要体现在上述的机会识别与捕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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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制定与进入、创建管理与开发这三个环节中.
如图２所示,以跨两层次嵌入(农民特质嵌入与乡村旅游环境嵌入)为例,如果不考虑动态嵌入,

有关农民创业行为差异的比较就是一种静态的比较,比较某一时点特定农民创业特质和特定乡村旅

游产业环境下的创业行为差异.但是,为什么有的农民创业发展势头比较好,有的农民创业举步维

艰? 资源不仅在不同时间对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还会因环境的动态性而发生变化.所

以,农民创业行为差异不可能固化.如果农民创业行为差异不可能长期保持不变,则需要重新审视与

分辨造成农民创业行为差异的内在机理,依然是个体特质或环境的单方原因,还是有其他因素,比如

不同时期的个体特质与乡村旅游产业环境匹配的问题.

图２　跨层次嵌入与农民创业行为

　　创业机会产生于特定情境,但随着重复交易,创业者会利用现存关系去创造新关系和新机会,从
原有的嵌入结构中获取资源,进而产出新的异质性资源和新的结构.周而复始,乡村旅游产业的创业

行为过程与农民创业的跨层次动态嵌入过程协同演进.农民创业者嵌入、环境嵌入与动态嵌入的跨

两层次嵌入、跨三层次嵌入同时交互影响农民乡村旅游创业行为选择.具体而言,农民创业者特质嵌

入是创业行为差异的内在动因,乡村旅游产业环境嵌入决定了创业过程中动态能力的形成,而动态嵌

入则可为农民创业行为的演化提供解释.

　　三、跨层次嵌入成本、农民创业行为路径依赖与创业资源适应性协同

管理

　　１．跨层次嵌入成本与创业资源适应性协同管理

由于跨层次嵌入,无法回避的两个问题是:第一,跨层次嵌入成本问题.农民创业行为受先前经

验、社会资本等现有资源约束.所以,任何一种创业行为选择的改变都只会产生比原来状态更高的成

本.第二,动态资源如何界定与测量? 如何实现外生资源与内生资源的整合? 动态的农民创业资源

广泛存在于嵌入的各层次之中,单纯依靠农民创业者个体显然无法管理涉及复杂嵌入背景的创业资

源.尤其是,乡村旅游业的核心是经济品与非经济品的联合生产,创业资源不仅异质性强,且具有外

部性与公共产品的特征.
上述问题的意义在于,如果嵌入成本使农民创业行为陷入路径依赖,为了避免能力刚性,不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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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能力的演化,创业资源也需要演化,然而,鉴于创业资源存在于不同层次的主体中,创业资源适应

性协同管理成为问题解决的关键,由此,动态资源的界定、测量及整合问题就转化为如何进行创业资

源适应性协同管理问题.对此,已有相关研究证明,例如,有学者提出,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的双重嵌

入,对农民获取创业所需的知识资源和运营资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３１],但进一步问题在于,从创业者

个人层次上看,嵌入的水平越高,知识冗余的水平就会越高,不难推断,随着嵌入深化,原有嵌入关系

对农民创业者获得资源的正向影响会减弱.何况,动态环境下,资源越匮乏越要求更有效的资源管

理,尤其是对转型期市场经济不完善背景下的中国农民创业.
基于以上分析,如果存在这种需要———重新有意识地管理配置创业资源,为捕获、开发新的创业

机会创造条件,那么,乡村旅游资源管理主体必然包括了资源使用者、所有者等各层次的利益相关者.
当资源存在于多层次主体,多方同时参与管理,不同管理者承担相应的责任、权利及管理成本时,强调

的必然是协同管理;同时,动态的农民特质嵌入及乡村旅游环境嵌入还要求资源管理是一个持续性的

社会学习过程,而这就是适应性的含义.
由此,在农民创业的动态、持续、自组织的“干中学”过程中,制度安排和相关知识被不断考验和修

正的乡村旅游的创业资源的适应性协同管理被提上日程.

２．行为的路径依赖与创业资源适应性协同管理过程

大量研究表明,组织并不总是消极地适应环境,也有重塑环境的机会[３２Ｇ３３].同样,农民创业行为

也不是只能被动地受嵌入资源的影响,一样有开发新资源的机会与能力.但是,必须要意识到,生存

需要是目前我国农民创业的主要动机,农民识别、获取、整合、利用乡村旅游资源的能力有限,加上信

息不对称,行为的选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与随机性,不可能有太多的行为选择空间.所以,难以从资

源优化配置入手实现农民创业资源的适应性协同管理,只能从微观上分解创业过程为具体的创业行

为环节,追溯各种创业行为下的关键资源结构及作用空间,进而结合跨层次嵌入的驱动因素、触发条

件和运行机制,探明不同创业资源的协同管理模式及过程.
农民创业是在具体的、当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中做出符合自己主观目的的行为选择,而且行

为一旦产生,就会呈现前后连贯、相互依赖的特定行为路径.前次行为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反馈作用

于创业者特质和环境,使创业者更高效地开展创业活动.路径依赖性使得乡村旅游创业资源具有暂

时的稳定性,也使得达成一致的基于创业行为的资源管理目标成为可能.
据此,农民创业资源适应性协同管理过程就是农民创业者及利益相关者(政府、行业协会、农村社

区组织等)共同参与的以具体创业行为为依据,围绕资源管理目标、测定标准、方案设计、模拟、执行、
监测、反馈改进的任务导向型过程.如图３所示.其中,首先,确立目标,农民创业资源的管理目标受

制于如前所述的乡村旅游综合效益及从机会识别与捕获、战略制定与进入到创建管理与开发过程的

农民创业行为.接着,制定符合目标要求的测定标准,并设计相应的管理实施方案.对农民创业行为

图３　跨层次嵌入与农民创业资源的适应性协同管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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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层次假设的验证是农民创业资源适应性协同管理过程的关键环节,此环节关系着能否将通过模拟、
执行、监督评估的协同管理绩效运行差异,反映到方案设计的变化调整上,此适应性学习过程将直接

决定农民创业资源的适应性协同管理的总体目标能否实现.
有意识地设计并实施农民创业资源的适应性协同管理,其目的在于不断适时打破创业资源租金

耗散时嵌入网络的路径依赖性,给农民创业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必须关注两方面的成本:第一,农民

创业者及政府、行业协会、农村社区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协同管理的交易成本.要形成农民与各利益

主体之间一致的资源管理目标,无疑,交易成本是最大的障碍.显然,建立各方信任关系,以制度化来

降低组织与协调成本,本身就意味着较高的成本.第二,农民创业资源的适应性管理的运营成本.适

应性管理研究需要大量、长期的探索性农民创业行为跨层次假设验证,随之而来的监测评估从体系建

立到实施运行,也必将产生一系列的组织协同与运行成本.
然而,必须认识到,上述问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对乡村旅游中农民创业行为跨层次嵌入适应性学

习过程的否定,更不意味着对农民创业资源内外部协同运作及从学习到实践的协同推进的否定,而是

要求进一步从整体的角度系统化、综合性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不断探索与改进创业资源适应性协同

管理的组织方式、参与机制、制度建设和推进途径,提高农民创业资源管理效率,促进农民乡村旅游创

业协调持续发展.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可知,乡村旅游中,农民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环境与行为的双向依赖特征.一方面,乡村旅

游的效率空间与资源配置的可变性,决定着创业活动的外生机会依赖性;另一方面,特殊的乡村旅游

环境与农民个体特质,决定着创业活动的内生禀赋依赖性.创业者特质及乡村旅游环境的动态性、跨
层次嵌入势必引致对乡村旅游创业资源系统的修正与驱动.故农民即可重复使用异质性的乡村旅游

优势资源,利用创业机会;也可以重构同质性的乡村旅游资源,创造异质性优势资源,开发创业机会;
关键取决于具体创业行为的时空情境与创业性资源适应性协同管理效率.

当然,上述结论仅基于理论推导,尚需更严谨的实证检验,也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细化.但

该研究框架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内在活力问题及乡村旅游创业资源的管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现

有理论主要是通过静态的方式分类处理农民创业及乡村旅游发展议题,本文的研究则表明,乡村旅

游创业资源的适应性管理构架及蕴含的跨层次嵌入机制,兼顾乡村旅游特有情景与创业动态过程

的农民创业内在逻辑,可能是最有利于揭示农民创业现实,拓展乡村旅游创业资源的效率空间的

切入点.

参　考　文　献

[１]　姚文文,黄蔚艳．基于可持续发展视域下我国农业休闲旅游产业的开发对策[J]．农村经济与科技,２０１５,２６(８):８６Ｇ８８．
[２]　孙红霞,孙梁,李美青．农民创业研究前沿探析与我国转型时期研究框架构建[J]．外国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０(６):３１Ｇ３７．
[３]　罗明忠．个性特征、资源获取与农民创业———基于广东部分地区农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２(２):１１Ｇ１９．
[４]　韦吉飞．农民创业对农村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影响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２):１６Ｇ２２．
[５]　朱根红．政策资源获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江西调查数据[J]．财贸研究,２０１２(１):１８Ｇ２６．
[６]　刘新智,刘雨松．农村创业环境供给效果评价———来自浙豫川渝的证据[J]．软科学,２０１３(１２):９９Ｇ１０３．
[７]　杨学儒,李新春．地缘近似性、先前经验与农业创业企业成长[J]．学术研究,２０１３(７):６４Ｇ７８．
[８]　危旭芳,罗必良．农民创业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中大管理研究,２０１４(３):１８７Ｇ２０７．
[９]　王亚新．农业多功能研究———农业社会学若干问题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１５．
[１０]谷中原．农村发展的农业多功能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２００７．
[１１]顾晓君．都市农业多功能发展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２００７．
[１２]林若琪,蔡运龙．我国多功能农业制度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２０１１(１１):１７６８Ｇ１７７３．
[１３]耿芳．基于农业多功能视角下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的应用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１１．
[１４]徐莎莎．多功能农业视角下杭州梅家坞农家乐旅游可持续性研究[D]．杭州:浙江农林大学,２０１３．

７３１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３０期)

[１５]刘励敏,刘茂松．大湖生态经济区多功能农业发展对策探讨———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例[J]．湖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４(６):１６９Ｇ

１７１．
[１６]罗明忠,陈明．人格特质对农民创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兼议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２):４１Ｇ４８．
[１７]李国国．农民职业的未来变化———基于农业多功能视角[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２０１３．
[１８]宋玉军．农业多功能化: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一个契合点[J]．管理现代化,２０１０(２):４４Ｇ４６．
[１９]CHRISP,RICHARDS．ExploringagritourismentrepreneurshipintheUK[J]．Tourismplanning&development,２０１１,８(２):１２１Ｇ

１３６．
[２０]罗明忠．个性特征、资源获取与农民创业———基于广东部分地区农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２(２):１１Ｇ１９．
[２１]王凤彬,李奇会．组织背景下的嵌入性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２００７(３):２８Ｇ３３．
[２２]SELYFL M,TERRY M,MARA M．Agriculturalmultifunctionalityandfarmers’entrepreneurialskills:astudyofTuscanand

Welshfarmers[J]．Journalofruralstudies,２０１０(２６)１１６Ｇ１２９．
[２３]MICHAELA H,PAUL W B,SUSANEJ,etal．Buildingtheoreticalandempiricalbridgesacrosslevels:multilevelresearchin

management[J]．The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２００７,５０(６):１３８５Ｇ１３９９．
[２４]WILLIAM RD．Environmentasaninfluenceonmanagerialautonomy[J]．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１９５８,２(４):４０９Ｇ４４３．
[２５]LINN．Buildinganetworktheoryofsocialcapital[J]．Connections,１９９９,２２(１):２８Ｇ５１．
[２６]陆园园,张红娟．中国创业问题研究文献回顾[J]．管理世界,２００９(６):１５８Ｇ１５７．
[２７]HAZELT．PeasantＧentrepreneurs:alongitudinalethnography[J]．Annalsoftourismresearch,２０１０,３７(４):９２７Ｇ９４６．
[２８]BAKERT,NELSONR．Creatingsomethingfromnothing:resourceconstructionthroughentrepreneurialbricolage[J]．AdminisＧ

trativesciencequarterly,２００５,５０(３):３２９Ｇ３６６．
[２９]秦剑．基于创业管理视角的创业拼凑理论发展及其实证应用研究[J]．管理评论,２０１２(９):９４Ｇ１０２．
[３０]吴小立,于伟．环境特性、个体特质与农民创业行为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６(３):１９Ｇ２９．
[３１]庄晋财,芮正云,曾纪芬．双重网络嵌入、创业资源获取对农民工创业能力的影响———基于赣、皖、苏１８３个农民工创业样本的实

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４(３):２９Ｇ４１．
[３２]CHILDJ．Organizationstructure,environmentandperformance:theroleofstrategicchoice[J]．Sociology,１９７２,６(１):１Ｇ２２．
[３３]MILESRE,SNOW CC．Organizations:newconceptsfornewforms[J]．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１９８６,２８(３):６２Ｇ７３．

(责任编辑:陈万红)

８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