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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移民自雇创业问题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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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雇创业既是一种就业形式，也是一种创业形式。自雇创业是外来人口“落脚城市”的有效途径，也是活跃城市商贸

流通和培育小微企业创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自雇者个体特征、迁移动机、行为决策、创业模式及意义等方面对城市

新移民自雇创业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自雇创业型城市移民的类型化与模式化研究还有待深入，创

业行为机理还需要发掘，此外创业的空间地点因素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关键词:城市新移民;自雇创业;行为决策;不动产

文章编号:2095 － 5960(2014)04 － 0098 － 08;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乡迁移限制的逐步放松，大量外来人口涌向城市，寻

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机会，中国城市新移民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和研究。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
地理学等角度对城市新移民进行广泛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迄今为止，相关研究主要涉及的研

究对象是求职者和受雇者群体，却忽视了外来劳动力市场上另外一个重要的群体，即自雇创业者群体。
自雇创业是城市外来劳动力就业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作为不同于受雇者

的劳动力群体，通过创业谋生的自雇者数量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呈现增长趋势(Barbieri 和 Paolo，2003)［1］。根据中

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1989—2009 年，中国非农自雇率年均增长率超 10% ( 解垩，2012)［2］。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 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 2. 21 亿人，其中自雇者比例达到 32% ，比 2005 年 25% 的比

例上涨了 7 个百分点(Giulietti et al． ，2011)［3］。
自雇创业的城市新移民数量大，涉及行业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劳动力

市场结构，甚至对整个经济、社会结构以及相关社会政策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邹宇春等，2011)［4］。根据国外相

关研究经验，商贸型移民的创业活动也是实现移民“落脚城市”的最有效途径。因此，在中国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

的背景下，研究城市移民自雇创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自雇型城市新移民的概念与特征

(一)自雇型城市新移民的概念与范围

从劳动者的就业特点来看，劳动者就业可以分为受雇、自雇和失业三种形式，自雇曾一度受到学者们的忽视，

20 世纪 70 年代才逐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Tervo，2008)［5］。所谓自雇(self － employment)，是指在非产业部

门为自己工作的所有工作形式，与自雇者相对应的是那些拿工资受雇于他人的受雇者。Steinmetz 和 Wright
(1989)［6］

认为，自雇业者是指那些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部分或全部的收入，而不是出卖自己的劳动给雇主以获取

工资的人。自雇业者拥有一种类似于私营企业主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但他们并不等同于私营企业主(Ger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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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7］。
城市自雇人员构成较复杂，各种街头服务者、散工、店主、批发商、流动摊贩及私营业主等都属于自雇者。由

于数据收集等原因，国内关于自雇者的研究往往仅限于有一定经营规模的个体户及私营业主等，实际上除了各种

街头服务者、散工及流动摊贩等难以界定，拥有固定场所，经营零售、批发、加工维修等行业的城市新移民，都可以

纳入自雇创业的研究视野。
(二)自雇型移民的个体特征

由于关系资源、社会技巧及认知过程等特点使得自雇创业不同于其他就业形式(Barbieri，2003)［1］，从事自雇

创业的城市新移民有其自身的特征。根据青年创业网的统计，我国近 1 亿 16—30 岁的外来农民工中约有 4000 万

有自雇创业意愿，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未来能够自己创业当老板，不过相关研究却发现由于年龄较大的劳动

者有丰富经营经验和资本的积累，也积累了一定声誉，因此比年轻人更容易选择自雇创业(De Freitas，1991)［8］。

王文彬等(2012)［9］
基于八城市的调查数据，发现自雇创业的城市新移民中男性比例较大，男性相对更可能进入自

雇群体;已婚人士从事自雇的比例低于受雇者群体，不过已婚的自雇者配偶在身边的比例比较大( 叶静怡等，

2013)［10］。

自雇与受雇的城市新移民的收入差异也很明显。Hamilton(2000)［11］
认为如果从风险偏好角度考虑，由于自

雇创业的不确定性，当自雇创业者的偏好是风险规避型，其对自雇收入的期望就远高于受雇者的工资收入;如果

自雇创业者从事自雇是为了追求工作的自由或舒适，那么自雇收入期望就不一定高于工资收入了。叶静怡等

(2013)［10］
认为从人力资本角度看，自雇者具有比较优势，与工资收入者相比有更高的收入，收入差异主要来源于

能力等不可观测因素。
吴晓刚(2006)［12］

的研究发现随着改革的推进，干部相对更容易进入自雇，且有较高的收入优势，说明社会资

本在自雇创业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邹宇春等(2011)［4］
通过对自雇者和受雇者的社会资本差异进行研究，发现

自雇创业者具有比受雇者更多的功利性导向性行为，因此自雇者更倾向于去构建和开拓更多的“拜年网”社会资

本和“饭局网”社会资本。
(三)自雇型移民的迁移动因

国内外学者已从多个方面对一般劳动移民的迁移动因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形成一系列的理论体系。国外学

者从理论上解释劳动力迁移现象已经形成不少学说，发展经济学形成初期的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费景汉 － 拉尼

斯推拉理论以及乔根森对二元经济理论的拓展等，基本上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从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迁移动

因。由于迁移活动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现象，所以有很多学者从其他不同角度对经济驱动论进行了补充和

完善，比较有影响力的如从家庭因素视角出发的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斯塔克的新迁移经济学、舒尔茨的人力资

本理论，以及 Grannovetter(1985)［13］
的社会网络视角的研究等。此外，还有学者从心理方面对移民的迁移动机进

行了研究，如 Barsky(1997)［14］
认为在面对未来预期的各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风险规避者更偏向于不迁移;

Genesove 和 Mayer(2001)［15］
在考察房价变化的过程中，发现损失规避对迁移者的迁移会产生很大影响。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劳动力的大量迁移，国内学者对移民迁移动因也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

究也印证了经 济 动 因、家 庭 结 构 和 社 会 网 络 在 迁 移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 张 善 余，1992［16］; 李 强，2003［17］; 蔡 禾 等，

2009［18］;孙友然，2012［19］)。与国外研究最大不同之处在于，针对国内的研究发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城乡

迁移人群在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和基本公共服务及住房保障等方面存在制度性分割，成为劳动力迁移的主要障

碍(李若建，1994［20］;蔡昉，2010［21］;谢冬水，2012［22］)。此外，也有学者发现，一些民族地区，宗教所产生的精神补

偿、心理归属成为吸引人们留在当地的一个重要的“反拉力”因素(朱凤霞，2006［18］;蔡禾等，2009［23］)。
自雇型城市新移民与一般劳动力移民的迁移动因在某些程度上具有相似之处，但自雇创业活动有其自身的

特征，使其与一般劳动移民的迁移动因有一定的差异，不过相关研究尚少。De Wit(1993)［24］
发现如果父母的职业

是自雇，那么外来劳动力进入自雇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禀赋差异使得移民在自雇创业上具有比较优势，更倾向于

选择自雇创业。Meng(2001)［25］
发现资本或财富对农民工的自雇创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资本越多，自雇者迁移

的可能性越大。王兴周(2011)［26］
基于全国六个城市新移民的调查，发现家庭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因素对

投资移民定居意愿的影响力最大。王美艳(2005)［27］
发现歧视使很多城市新移民不得不选择自雇创业，接受不稳

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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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雇型移民创业的模式及意义

(一)自雇创业模式

国外学者所研究的自雇创业模式比较多样化，如 Ｒay(1975)［28］
和 Fain(1980)［29］

认为自雇者包括从高技术性

职业如建筑师、律师、作家、医生等，到几乎不需要正式教育的佃农、修鞋匠等。Becker(1984)［30］
认为那些工作时

间比较灵活、结算比较便利的兼职或第二职业也属于自雇的范畴。我国学者所研究的自雇者主要是个体及私营

业主，而自雇 创 业 模 式 的 划 分 主 要 是 按 劳 动 力、资 本 及 技 术 等 生 产 要 素 的 投 入 不 同 为 依 据 的。如 王 兴 周

(2011)［26］
依据资金和技术要素的投入将自雇分为小企业、小作坊、商铺、饭馆等。王文彬与赵延东(2012)［9］

按劳

动力要素投入将自雇创业模式分为个体和私营企业。万向东(2012)［31］
按自雇创业活动中劳动力与资本要素投

入情况，将其划分为劳务性就业(如各种街头服务者与散工)和经营性就业( 如小店铺、小作坊和流动摊贩等)，前

者主要依靠提供劳务而生存，后者则包含资本和自身劳动力的同时投入使用。叶静怡等(2013)［10］
按自雇创业经

营活动所需资本量的差别，将自雇佣者中的店主和私营企业归为一类，另一类为包括小商贩在内的资本要求较低

的一般自雇佣者。
(二)自雇创业的意义与影响

城市新移民的自雇创业活动的发展不仅关乎移民收入水平、经济地位及生活水平等的提高，而且对于推进我

国城市化进程、缓解就业问题等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移民自雇创业活动的发展，自雇的重要意义也引起相关学者

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首先，自雇创业活动有助于提高移民的收入，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步伐。自雇创业者具有比较优势，与受雇者

相比，自雇佣者有更高的收入，有些学者认为自雇者群体的发展将导致一个“新的中产阶级”的兴起( 叶静怡等，

2013［10］;Steinmetz 和 Erik，1989［6］)，或将导致劳动力的边缘化和无产阶级化(A． rum 和 Walter，2004)［32］。其次，自

雇创业活动的发展对解决就业问题、培育创新精神及经济增长均有重要意义，自雇创业是外来劳动力就业的重要

形式(解垩，2012)［2］。第三，自雇创业是城市新移民落脚城市，建立社会网络的重要途径。与其他就业形式相比，

自雇创业活动要求自雇创业者与周围环境有“很高频率的人际互动”，创业活动对提升自雇者的社会交往技巧，丰

富自雇者的社会关系资源，帮助新移民扎根城市、融入城市有极大的促进作用(Barbieri，2003)［1］。第四，从事自

雇创业的城市移民在经济上更自由、社会关系上更稳定，这为城市移民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和空间，有助于城

市移民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万向东，2009)［33］。也有学者认为自雇创业活动的一个深远意义是其能够为本族裔

群体成员树立投资经营的成功形象和模范榜样，激励更多的同族成员，特别是为他们减少失业机会，为族裔群体

向上层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可行之道(Bailey et al． ，1991)［34］。
然而，自雇创业作为劳动力市场中的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一方面它的存在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一

定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自雇形式的创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市商业区、繁华街道或交通枢纽等地区，它

们在给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而且各级政府在对其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社会

问题，有些甚至引发了影响恶劣的社会事件(陈立兵，2011)［35］。

四、城市新移民自雇创业的行为决策

(一)自雇创业的进入决策

移民为何选择自雇创业? 从经济学角度看，自雇创业能给移民带来更高的个人效用。自雇效用越高，城市新

移民选择自雇创业的可能性越大。相对优势假说(Evan，1989［36］;Ｒee，1986［37］)认为，若自雇创业的效用高于工资

雇佣或失业的效用，则个体将选择进行自雇创业。早期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城市新移民不被正规经济部门和劳动

力市场所接纳，自雇型创业能避免正规劳动力市场的排除和歧视，提高就业机会( Light et al． ，1972［38］;Portes，
1987［39］)。近年来，相关学者已从经济、家庭、社会网络、人力资本、个体特征等多个维度对移民自雇创业行为决

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些学者将移民的个体特征引入自雇创业的进入决策模型中，发现个体特征因素对城市新移民的自雇创业

选择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从婚姻状况方面来看，已婚的移民个体相对于单身来说，不易产生工作懈怠问题，会

为达到家庭收入最大化的目标而努力工作，更容易进入自雇创业(Borjas，1986)［40］。Blumberg 和 Gerard(2001)［41］

的研究也发现已婚人士相对未婚者来说，获得家庭的情感帮助和支持更多，进而选择自雇创业的可能性更大。从

年龄上看，一般年龄越大，个体的风险偏好越低，选择进入自雇创业的概率也就越小(Kidd，1993)［42］。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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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雇创业的影响比较复杂，虽然从逻辑上讲教育程度提高会增强个人的管理能力进而能够更容易进入自雇创

业，但另一方面教育程度较高者更容易找到工资雇佣的工作，使其选择自雇创业的可能性降低(Lee，1999)［43］。
很多学者考虑到经济因素，如失业率、收入差异、资产等维度对移民自雇创业进入决策的影响。失业率和自

雇选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一般失业率越高，移民的自雇倾向相对越大，那些相对贫困的失业者有较高的自雇

倾向(Evan et al． ，1989［36］;Carrasco，1999［44］);经济低迷时，那些意愿选择受雇的移民不得不选择自雇 (Tervo，

2008)［5］。自雇和受雇之间较高的收入差异也是影响受雇移民转入自雇的重要因素。Giulietti et al． (2011)［3］
研

究发现，相对于受雇，自雇创业的高收入是农民工选择自雇就业的主要决定因素; Ｒees(1986)［37］
比较了自雇创业

和工资雇佣的收入差异在人们进行工作选择中的作用，发现移民将会选择从 事 预 期 收 入 较 高 的 工 作;Mats
(2009)［45］、Constant(2006)［46］

等人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个结论。Holtz － Eakin(1994)［47］
认为如果家庭中只有一人

处于工作状态，则工资收入相应就会成为自雇创业的机会成本，进而影响自雇创业进入的选择，如果家庭中夫妇

双方都有工作且收入稳定，则家庭收入在自雇创业失败时就会扮演着安全网的角色，进入自雇的概率就比较大。
资产或财富拥有量对城市新移民的自雇进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叶静怡等(2013)［10］

基于 2010 年北京农民工调

查数据，使用 Ｒoy(1951)模型研究了农民工自雇选择及其收入的影响因素，发现物质资本是影响自雇的一个关键

因素;Fujii(1991)［48］
通过研究发现，个体进行自雇创业的概率随着净资产的上升而增加，Earle(2000)［49］

对东欧六

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资产增加会降低个体自雇进入的概率，这种结论上的差异性可能与研

究样本群体和制度的差异性相关。
家庭因素对城市新移民的自雇进入选择及自雇创业绩效都具有重要作用。家庭因素是最可靠和使用最频繁

的资本，能够为自雇者提供物资资本、技术经验和情感支持。在自雇创业的初级阶段，家庭关系比非家庭关系作

用更大，而且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父母能够为子女提供大量的资金和经验帮助时，子女倾向于选择自雇创

业的可能性比较大(Allen，2000［50］;Blumberg et al． ，2001［41］)。Sanders 和 Nee(1996)［51］
对美国移民自雇的研究也

发现，家庭的共同利益和血缘关系形成的强关系对自雇创业所需要的团结互信、劳动力供应、经济支持等方面具

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资本对移民自雇创业行为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自雇移民社会资本的生成、回报、自雇者与受雇者社会

资本差异的比较及社会阶层等维度进行了研究。自雇者的朋友和同事等社会关系网使其能够更容易获得行业信

息，更容易获得创业初期的利润，而且来自于朋友以及家庭的鼓励和支持，容易给自雇创业者创造更多的自雇机

会(Davidsson et al． ，2003［52］;Yueh，2009［53］)。外来劳动力的能力越强、拥有的社会网络越多、关系强度愈高，他们

想通过自我雇佣当老板的欲望就愈强，从事自雇创业的可能性相对越大(Allen，2000［50］;李汉林，2003［54］;叶静怡

等，2013［10］)。任锋等(2012)［55］
也认为社会资本桥梁性越高、内聚性特征越强的人，越有可能进入自雇。同时，自

雇创业者也积极投资构建自己的社会网络。邹宇春等(2011)［4］
通过对自雇者与受雇者的社会网络差异比较研

究，发现自雇者作为自身事业的首要承担人，其行为会比受雇者具有更多的功利性导向，更倾向去构建和开拓更

多的工具性社会网络关系。边燕杰(2004)［56］
对我国城市居民的阶层研究发现，自雇者在社会阶层中处于较低的

位置，社会资本总量很少;但是小雇主的社会渗透能力却比较强(张文宏等，2004)［57］。
从人力资本角度看，城市外来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及工作经验对其自雇行为决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如 Lu-

cas(1978)［58］
通过研究教育程度对创业的影响，发现教育程度可以通过增强个体的经营能力以提升自雇创业概

率，而且 Block(2009)［59］
等认为教育程度提高会延长自雇的持续期，罗凯(2009)［60］

的研究也发现教育程度对农民

工自雇创业的选择具有正向作用。然而，也有研究发现教育程度越高反而会降低自我雇佣的概率 ( 王美艳，

2005)［27］。工作经验与自雇创业之间的关系与教育程度类似。Evans(1989)［36］
的研究发现，在工作岗位中得到特

有的训练有助于培养劳动力自雇就业所需的经营能力，如销售、维修、手工业者、专业技术人员等与农业就业者相

比更倾向于选择自雇就业。Meng(2001)［25］
和罗凯(2009)［60］

认为外出打工时间越长，移民选择自雇创业的可能

性越大。甘满堂(2001)［61］
与王美艳(2005)［27］

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低是农民工进入流动摊贩等自雇就业形式的

原因，低技术移民集中于建筑部门和小规模消费服务部门等，他们在受雇过程中经过技术训练后，更倾向于在原

有部门进行自雇创业。而殷晓清(2001)［62］
则认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经历并不存在积累作用，对促进其进入自

雇创业，提升社会经济地位没有显著影响。
也有不少学者考虑到制度因素对城市新移民自雇创业行为决策的影响，Borjas(1986)［40］

认为自雇创业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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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环境会受到宏观上制度变迁的影响。比如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垄断部门对生产要素的控制程度、市场空间和

边界的拓展以及各类资源的获取途径的变化等，都会影响自雇创业的发展空间。吴晓刚(2006)［12］
通过调查分析

表明，改革初期，教育和干部身份在城市中阻碍了人们成为自雇创业者，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城市干部越来越可能

成为自雇创业者。此外，Wu 和 Xie(2003)［63］
认为具有更多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人是在改革的晚些阶段进入自

雇创业的，而且这些人在收入方面往往高于其他人。
(二)自雇创业的退出行为决策

一些自雇者从事自雇活动的时间越长，越愿意继续保持这份工作状态，而有些自雇者通过实践发现自己并不

适合自雇，从而选择退出。理性自雇型城市新移民选择退出自雇的的条件是自雇的效用低于工资雇佣或失业的

效用，这种效用差异往往是自雇创业者个体特征及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自雇者个体特征因素来看，最年

轻的个体相对更容易从自雇中退出，女性的自雇持续期往往低于男性，相对于男性更容易退出自雇创业(Van，

2003［64］;Haapanen 和 Tervo，2009［65］)。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对自雇持续期有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自雇者越

容易退出自雇(Nziramasanga 和 Lee，2001)［66］;不过 Kangasharju 和 Pekkala(2002)［67］
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不同结论，

虽然教育程度较高的自雇个体在经济衰退时有较高的生存率，但在经济景气时容易从自雇创业中退出，转入工资

雇佣。由于自雇活动从开始到健康运营需要一段时间，而且自雇活动的健康运营也需要一定的自雇经验来支撑，

故自雇年限对自雇者退出行为具有负向影响(Carrasco，1999［44］;Lin et al． ，2000［68］)。Munoz 和 Cueto(2008)［69］
的

进一步研究却发现自雇创业者的自雇年限与退出概率不是线性的负向关系，自雇者在自雇创业初期退出概率确

实比后期要大，不过从前三年看，第一年退出自雇的概率要比第二、第三年低，随着时间的延伸，退出概率才逐渐

变小。
家庭因素方面，如果自雇者的父母从事自雇工作，父母会把企业经营方法、经营经验、商界社会网络等传递给

下一 代，这 种 代 际 传 递 会 延 长 个 体 的 自 雇 时 间，减 少 自 雇 退 出 的 概 率，不 过 实 证 结 论 并 不 一 致。如 Cooper
(1994)［70］

的实证研究表明，自雇者的父母如果经营企业，自雇者的生存期将会延长;但是 Georgellis(2007)［71］
的

研究发现父母背景与自雇者的生存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家庭因素对自雇者退出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分析宏观环境因素对自雇退出行为的影响时，Nziramasanga(2001)［66］

发现，进口增长、贷款利率提高对自雇生存

有负向影响，但工业品增加值的提高对自雇生存有正向作用。Dirk(2010)［72］
认为失业率对自雇有双重影响，一方

面失业率提高会迫使更多失业个体从事自雇活动，另一方面恶化的经济环境还会使得自雇活动难以为继，迫使自

雇创业者选择退出自雇。其他因素方面，如 Jose(2010)［73］
的研究发现进入自雇前工作状态为失业对自雇生存有

负向影响。此外，国外相关学者还考虑自雇所处行业、企业规模等因素对自雇退出行为决策的影响(Baptista，

2010［71］;Georgellis，2007［74］)。
国内学者对自雇退出行为的研究较少，如解雨巷(2012)［75］

利用 CHNS 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我国自雇活动

退出的因素，发现人口特征和家庭背景对不同的退出路径有不同的影响。从失业进入自雇会减少自雇退出后转

入工资雇佣的概率，自雇活动时间对自雇退出行为有负向作用，且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例提高会增加自雇退出

风险。

五、总结与展望

自雇创业活动作为城市外来劳动力就业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外来人口落脚城市的重要途径，也是城市化进程

中的必然现象。本文通过对城市新移民自雇创业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相关学者主要从自雇者的个体特征、
迁移动机、自雇创业行为决策、创业模式及意义等对城市新移民的自雇创业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并形成丰

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很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首先，国内学者对一般城市外来人口，比如农民工等受雇群体关注较多，而对自雇型城市新移民的研究较少，

更较少关注商贸型城市新移民。近年来，通过创业谋生的自雇者的数量呈现增长的趋势，创业的城市新移民的比

例不断增长。自雇创业的城市新移民数量大，涉及行业较复杂，数据获得及分析的准确性较低，这些原因确实导

致对城市新移民自雇创业活动的研究难度较大。但是，自雇型城市新移民是城市新移民落脚城市的有效途径，也

是解决就业、促进城市融合和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值得引起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的重视。
第二，关于城市新移民的自雇创业问题研究，相关学者从自雇者的个体特征、经济因素、家庭因素、社会网络

因素等角度进行分析，往往忽略了住房这一创业空间因素的重要作用。自雇型城市新移民不同于一般外来劳动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4 期 总第 171 期 贫困与发展 103

力，在创业过程中必定会遇到店铺、厂房以及仓库等不可避免的问题，土地及其辅助物构成的不动产是创业活动

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异质性、本地化信息以及网络关联等特点，不动产经

常是城市移民自雇创业成败最关键的部分。创业空间对城市新移民的自雇创业行为决策、自雇模式及效用等具

有重要影响，因此自雇创业模式的研究除了关注劳动力、资本及技术等生产要素，还必须对房地产等创业空间要

素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三，关于自雇型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网络研究，相关学者研究了社会网络对自雇创业的特征、作用等的影响，

并对不同就业群体的社会网络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邹宇春等，2011)［4］，但是对社会网络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还有待进一步澄清(王玉君，2013)［76］。未来的研究应着重于分析不同自雇创业活动形态对社会网络使用的差异

性，更好地区分自雇活动及其社会网络效果。
第四，一般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及城市受雇者收入不平等的相关文献较多，然而关于自雇型移民社会融

合、收入差距及贫困问题的研究仍显不足。自雇者大多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游离于社会福利、工作保障或国家劳

动法律保护体系之外，处于社会制度关注的边缘地带。加强对自雇型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收入差距及贫困问

题的研究，分析自雇者的退出行为，改善吸引自雇创业城市新移民的环境，鼓励城市新移民自主创业，改善自雇型

移民的创业环境，也应成为未来城市新移民自雇创业研究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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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f Self-employed Issues About the City New Immigrants
MAO Feng-fu，ZHANG Miao

(School of Economics，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 310018，China)

Abstract:Self-employment is not only a form of employment，but also a form of entrepreneurship．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live in the
city”for the immigrants，and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advancing the circulation in the urban commerce and trade and
developing the small and micro company．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related studies of the self-employment about the city new
immigrants from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lf-employment ，the motivation of the immigration，behavioral
decision，business model，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elf-employment and so on．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type and pattern of the
self-employed immigration should be investigated in the depth; the motivation of th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should be
explored． Besides，the space and location of the entrepreneur has not been attracted sufficient attention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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