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机制概述

农民创业是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要

促进农民创业又好又快地发展，离不开政府的顶层

设计和大力支持，形成良好的创业环境，提供更多

更有针对性的支持，逐步和完善农民创业保障机

制。

1.1 农民创业保障的研究现状

王西玉等（2003）对部分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研

究发现，实现回乡创业的条件除了自身之外，更离

不开外部制度环境，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税收优

惠、工商管理服务。地方政府改善条件,鼓励支持和

提供服务,是回乡民工创业的保证[1]。周菁华和谢洲

（2012）对我国农民创业行为的发生机理进行分析

发现，激励农民创业既要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能力

水平，也需要政府政策的鼓励与扶持 [2]。朱红根

（2012）通过对江西省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分析，政策资源获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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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并且对初始创业的农民工影响较大[3]；肖华芳

和包晓岚（2012）通过对湖北省930家农村微小企业

的调查，研究政府寻租对农民创业的影响，认为改

善农民创业环境的关键在于政府加强法制建设，提

高执法质量[4]。社会上的创业文化氛围对农民创业

也存在一定影响，农村地区创业氛围越浓，农民表

现出的创业意向越高（蒋剑勇，2012）[5]。李海鸣

（2016）通过对江西省返乡农民工对创业扶持政策

评价进行调查，认为提高农民创业能力，要在不同

的创业领域和创业的不同阶段制定差异化政策，并

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6]。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于农民创业动机、风险、

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而对于农民创业保障评价的

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对政府创业政策的评价，以定性

研究为主，尚未针对创业保障体系形成一套系统的

评价指标体系，缺乏更充分的客观的评价研究。

1.2 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机制分析

近年来，安徽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在

金融、税收、信息化建设、创业培训等各领域支持农

民创业，帮助农民创业者降低创业风险，提高创业

成功概率，为广大农民创业者提供更好的创业环

境。安徽省已经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创业农民自

身为主体，各类社会组织为支撑的多方联动，功能

融合，相互协调，覆盖全面，具有一定保障水平的创

业保障机制。

政府在农民创业保障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通

过颁布相关的政策法律，优化相关的行政审批流

程，加大税收优惠的力度和相关资金支持等形式体

现其作用。政府主导作用的体现不仅在于颁布的

有关农民创业的政策数量、力度，政策的宣传程度，

以及政策的知悉渠道，更在于相关政策的执行和落

地情况，以及政策是否满足和适应农民创业的实际

需求。

社会组织是农民创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撑部

分。众人拾柴火焰高，社会主体汇聚个体力量，形

成行业协会、创业联盟，更有可能高效快捷地提供

保障，相对于创业农民单个个体各自探索，组成行

业协会、创业联盟来加强彼此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经

验分享，效率会更高。行业协会和创业联盟也比政

府的政策和法律保障更为贴近实际，针对性更强。

科研机构在为创业农民提供产品研发、技术指导、

产学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农民自身是农民创业保障的最重要的主体。

创业农民既是保障体系的受益者也是保障体系的

责任提供者，双重身份下，创业农民在保障体系中

承担了更多的权利和义务。农民自身素质、知识、

技能、思想观念和内在动机决定了创业农民在保障

体系中能否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直接影

响着农民创业绩效的好坏。

鉴于此，本课题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借鉴

国内外相关文献及相关领域的量表，分别从政府、

社会组织、农民自身 3个维度设计了安徽省农民创

业保障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

指标权重，结合问卷调查的相关数据，对农民创业

保障机制展开分析，并提出改进建议。

2 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机制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

2.1指标设计原则

农民创业保障机制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复

杂系统，涉及主体较多，包括政府、农业协会、创业

联盟、科研机构等，既要关注硬件又要关注软件，既

要涉及事前评估、执行过程中的跟踪，又涉及事后

的结果评估，其评价是一个较复杂的工程，评价结

果的客观性、公平性和真实性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农民创业保障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应当遵循以下原

则。

2.1.1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

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机制评价指标的确定，既

要相关政策具体的量化指标，又涉及关于保障机制

满意度的定性指标。将农民创业保障机制各层次

主体所承担的任务和项目量化，力求具体、明确、可

衡量，同时对于农民创业保障机制执行过程中的因

素辅助定性指标，使评价结果更准确客观。

2.2.2 关键指标与一般指标相结合

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体系要通过一些关键指

标反映保障体系的目标，而不需要做到面面俱到，

设计支持创业保障体系发挥作用的关键绩效指标，

遵循二八法则，不但可以有效促使有限的社会资源

集中在关键领域，同时，选取关键指标也使得整个

评价过程易于操作。

2.2.3 目标相关性原则

农民创业保障体系各层次评价指标围绕保障

体系目标展开，为农民创业保障体系发挥效用而服

务，各层次指标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是一个有机系统，存在统一性和协同性。

2.2.4 适应性原则

评价指标之间的界定应该清楚明确，同时评价

指标应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的特

点、基础设施建设、地域文化的差异性，适应不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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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对象。指标设定时，也要考察获取绩效指标信息

的难易程度，操作方法是否易于理解和执行，是否

适用于农民创业保障机制的评价主体。

2.2 指标体系构成

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机制绩效评价是按照一

定标准，程序和方法评定以政府为主导的保障体系

的产出效果，以促进农民创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最大化为目标，以创业绩效提高为最终衡量标准

的系统工程。用指标体系去评价安徽省农民创业

保障机制的绩效，目的在于探索一组具有代表性和

适用性的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体系绩效的特征指

标，围绕有效支持和保障农民创业这一目标 ，把保

障体系中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划分若干层次，同一

层次因素界定清晰、完整，不同层次的因素之间存

在隶属和衔接。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关

键绩效指标（KPI）的相关要求，并咨询相关理论和

实践专家，设计评价指标层次结构，具体分为目标

层（A）、准则层（B）、子准则层（C）和指标层（D），形

成多指标多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框架。指

标体系如表1 所示。

2.3 指标说明

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

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辅助作用，以保障农民创业

有序高效开展，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机制绩效评价体系涉及政府、

社会组织和创业农民3个维度，10个子准则和29个

指标。

（1）政府保障

政府保障维度包括政策颁布力度（C1）、政策执

行力度（C2）、法律保障（C3）和财政支持（C4）。其

中政策颁布力度是指政府为了支持和鼓励农民创

业的积极性，提高农民创业的有效性而颁布的一系

列政策，这些政策的颁布数量和力度，以及是否采

取有效措施进行宣传，是否提供各种便利和适合的

渠道以供创业农民能够及时准确知晓这些政策。

政策颁布力度分为政策的获悉渠道和政策知晓程

度 2个指标。颁布了相应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否能

够得到有效贯彻落实，贯彻落实条件要求是否容易

满足，是否能够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创业农

民的实际需要，政策的执行力度包括政策利用难

度、政策落实程度和政策适用情况 3个指标。法律

保障是指针对农民创业存在的各种风险，是否已经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风险防范制度和法律风险

方法平台，是否能够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服务，为

农民创业保驾护航，降低企业运行的风险，提升企

业的生存能力。法律保障包括法律风险防范制度、

法律风险防范平台、法律援助体系3个指标。

（2）社会组织支持

社会组织支持包括农业协会（C5）、创业联盟

（C6）和科研机构（C7）等社会力量。农民创业保障

机制是一个多方联动的有机系统，社会力量是不可

忽视的一个方面。农业协会层面包括信息交流、咨

询指导、技术培训、活动影响力4个指标。创业联盟

作为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组织，由安徽省各行业各地

区农民创业企业、个人和行业专家组成，积极协助

农民创业，在农民创业企业之间实现技术、市场、产

品、管理等各方面资源的整合，创业联盟层面包括

信息咨询、商务服务、交流活动3个指标。科研机构

包括产品研发支持、技术指导、合作项目3个指标。

（3）创业农民

创业农民的收益是衡量农民创业保障机制绩

表1 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机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层D

D1政策获悉渠道

D2政策知晓程度

D3政策利用难度

D4政策落实程度

D5政策适用情况

D6法律风险防范制度

D7法律风险防范平台

D8法律援助体系

D9税收优惠

D10金融贷款

D11社保缴费优惠

D12信息交流

D13咨询指导

D14技术培训

D15活动影响力

D16信息咨询

D17商务服务

D18交流活动

D19产品研发支持

D20技术指导

D21合作项目

D22市场占有率

D23创业收入

D24创业规模

D25客户满意度

D26用户增长

D27新产品研发

D28员工培训开发

D29运营成本

子准则层C

C2政策执行力度

C3法律保障

C4财政支持

C6创业联盟

C7科研机构

C9发展潜力

准则层B

B1政府保障

B3创业农民

目标层A

A安徽

省农

民创

业保

障机

制绩

效评

价指

标体

系

C1政策颁布力度

C5农业协会

C8创业成效

B2社会组织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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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重要指标，创业农民自身维度包括创业成效

（C8）和发展潜力（C9）2个层面，其中创业成效更加

侧重于创业农民的实际创业收获，包括在当地的市

场占有率、创业收入、创业规模以及客户满意度4个

指标；农民创业企业的发展潜力包括用户增长、新

产品研发、员工培训开发和运营成本4个指标 。

2.4 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级指标权重。层

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是

由美国运筹学家托马斯·塞蒂（T.L.Saaty）在20世纪

70年代提出的。它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

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是确定指标权重的常用方

法之一，该方法确定权重的主要依据是各指标的相

对重要性，运用 1～9 标度法将各指标进行两两比

较，从而将无序、复杂的定性问题转化为量化数据，

尽可能减少性质不同的评价指标相互比较的困难，

以提高准确度。aij为要素 i 与要素 j 重要性比较结

果，如表 2所示，Saaty给出的 9个重要性等级及其

赋值。按两两比较结果构成的矩阵称作判断矩阵。

在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上，针对准则层、子准则层

和指标层构建判断矩阵共13个，其中，根据专家打分

情况，列举准则层3个要素，即政府保障、社会组织和

农民创业的重要性两两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得，形成准则层判断矩阵A，以准则层

判断矩阵A为例计算指标权重。

计算判断矩阵 A 中各行元素的乘积（用 Mi表

示）：M1=3/2，M2=1/12，M3=8 计算 Mi 的 3 次方根

W1=1.144 7，W2=0.436 7，W3=2，对向量 W=(1.144 7,

0.436 7,2) 做归一化处理，W1=1.144 7/（1.144 7 +

0.436 7+2）=0.319 6，W2=0.436 7/（1.144 7+0.436 7+

2）=0.122，W3=2/（1.144 7+0.436 7+2）= 0.558 4，得到

所需的权重向量 W=（0.319 6，0.122，0.558 4），也就

是准则层的政府保障权重为0.319 6，社会组织权重

为0.122，创业农民权重为0.558 4，

下面进行一致性检验，只有一致性比例 CR<

0.1，才能通过一致性检验。 一致性比例 CR = CI/

RI，CI=（λmax-n）/（n-1），其中CI为一致性指标，RI为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查表可知。计算准则层判断

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λmax= (i=1,2,…,n)，λmax=3.018 3，

CI=（3.018 3-3）/（3-1）=0.009 2，n=3 时，查表得 RI=

0.52，CR=0.017 6<0.1，通过一致性检验，此判断矩阵

可以接受。

同理，计算出各层级判断矩阵的指标权重，列

举如下：

矩阵2 政府保障判断矩阵

λmax=4.229 5，权重向量 =（0.112 3，0.442 7，

0.354 5，0.090 5），CR=0.085 9

矩阵3 社会组织判断矩阵

λ max=3.009 2，权 重 向 量 =（0.297，0.539 6，

0.163 4），CR=0.008 8

矩阵4 创业农民判断矩阵

λmax=2.000 0，权重向量 =（0.75，0.25），CR=

0.000 0

矩阵5 政策颁布力度判断矩阵

λmax=2.000 0，权重向量 =（0.25，0.75），CR=

0.000

矩阵6 政策执行力度判断矩阵

λmax=3.053 6，权重向量=（0.249 3，0.593 6，

0.157 1），CR=0.051 6

矩阵7 法律保障判断矩阵

λmax=3.053 6，权重向量=（0.249 3，0.157 1，

0.593 6），CR=0.051 6

矩阵8 财政支持判断矩阵

λ max=3.018 3，权 重 向 量 =（0.122，0.558 4，

0.319 6），CR=0.017 6

矩阵9 农业协会判断矩阵

λmax=4.164 9，权重向量=（0.289 2，0.419 7，

0.167 8，0.123 3），CR=0.061 8

矩阵10 创业联盟判断矩阵

λ max=3.009 2，权 重 向 量 =（0.539 6，0.297，

0.163 4），CR=0.008 8

表2 比例标度

因素 i比因素 j

同样重要

稍微重要

比较重要

十分重要

绝对重要

标度值

1

3

5

7

9

注：两元素的差别介于两者之间时，可取相邻判断得中间

值2,4，6,8。

表3 政府保障、社会组织、创业农民重要性比较

政府保障

1

1/3

2

社会组织

3

1

4

创业农民

1/2

1/4

1

政府保障

社会组织

创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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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11 科研机构判断矩阵

λ max=3.018 3，权 重 向 量 =（0.558 4，0.122，

0.319 6），CR=0.017 6

矩阵12 创业成效判断矩阵

λ max=4.132 3，权 重 向 量 =（0.141 9，0.327，

0.435 9，0.095 1），CR=0.049 5

矩阵13 发展潜力判断矩阵

λmax=4.215 3，权重向量=（0.413 6，0.157 1，

0.294 7，0.134 6），CR=0.080 6

以上各判断矩阵均通过一致性检验，计算得

出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机制绩效评价各级指标

权重分布，在得出了各级指标对上一级指标的权

重之后，将权重依次从准则层的政府保障、社会

组织和创业农民自身向子准则层和指标层进行

分配，计算各指标关于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机制

绩效评价的综合重要程度，如表 4 所示，在评价过

程中指标的权重越高，表明该指标的重要程度越

高。

表4 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机制绩效评价指标权重

合成权重（Wi）

0.009 0

0.026 9

0.035 3

0.084 0

0.022 2

0.028 3

0.017 8

0.067 3

0.003 5

0.016 2

0.009 2

0.010 5

0.015 2

0.006 1

0.0045

0.035 5

0.019 6

0.010 8

0.011 1

0.002 4

0.006 4

0.059 4

0.136 9

0.182 6

0.039 8

0.057 7

0.021 9

0.041 1

0.018 8

权重

0.250 0

0.750 0

0.249 3

0.593 6

0.157 1

0.249 3

0.157 1

0.593 6

0.122 0

0.558 4

0.319 6

0.289 2

0.419 7

0.167 8

0.123 3

0.539 6

0.297 0

0.163 4

0.558 4

0.122 0

0.319 6

0.141 9

0.327 0

0.435 9

0.095 1

0.413 6

0.157 1

0.294 7

0.134 6

指标层D

D1政策获悉渠道

D2政策知晓程度

D3政策利用难度

D4政策落实程度

D5政策适用情况

D6法律风险防范制度

D7法律风险防范平台

D8法律援助体系

D9税收优惠

D10金融贷款

D11社保缴费优惠

D12信息交流

D13咨询指导

D14技术培训

D15活动影响力

D16信息咨询

D17商务服务

D18交流活动

D19产品研发支持

D20技术指导

D21合作项目

D22市场占有率

D23创业收入

D24创业规模

D25客户满意度

D26用户增长

D27新产品研发

D28员工培训开发

D29运营成本

权重

0.442 7

0.354 5

0.090 5

0.539 6

0.163 4

子准则层C

C2政策执行力度

C3法律保障

C4财政支持

C6创业联盟

C7科研机构

权重

0.319 6

准则层B

B1政府保障

目标层A

A安徽

省农

民创

业保

障机

制绩

效评

价指

标体

系

3 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机制绩效的综合评价

3.1 资料收集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指标的数据，课题组

结合已有的研究依据李克特 5 点量表设计了调查

问卷，咨询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在安徽省内随

机发放，问卷发放对象主要为有过创业经历或正在

创业的农民，发放网络问卷和纸质问卷 425份，回收

有效问卷 133份，有效回收率 31%，另外，课题组对

安徽省皖南及皖北农民创业园和创业联盟进行了

实地调研，选取了一部分创业农民进行深度访谈，

了解他们对现有保障机制的满意程度及评价。

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分为 3 个部分，第 1 部分是

基本信息，主要涉及农民创业者的性别、年龄、受教

C1政策颁布力度 0.112 3

C5农业协会 0.297 0

C8创业成效 0.750 0

C9发展潜力 0.250 0

B2社会组织 0.122 0

B3创业农民 0.55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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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地区、创业时间、行业、规模、创业动机、资

金来源等，了解农民创业者的基本情况，分析农民

创业在不同地区、行业的特点和规律。第 2部分是

政府、社会组织（农业协会、创业联盟、科研机构等）

对农民创业的保障和支持情况，政府作为农民创业

的主体在政策、法律和金融方面提供支持的情况；

同时，也设计了题目了解创业联盟等社会性组织对

农民创业的帮扶力度，对应指标体系中政府保障和

社会组织支持的评价指标。第3部分反映了农民创

业企业绩效情况，从当前经营业绩和企业成长潜力

2方面进行衡量，既考虑目前创业企业的生存状况

和成绩，也考虑企业是否有长远的发展潜力和动

力，支撑业务和规模的进一步开展，对应创业农民

自身的评价指标。

3.2 综合评价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来收集创业农民

对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机制的评价，对某一描述非

常同意（5分）、同意（4分）、不确定（3分）、不同意（2

分）、非常不同意（1分），分别计算出不同指标的133

份有效问卷的均值，然后基于已经计算出的各项指

标的权重，从政府保障、社会组织和农民自身3个层

面对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机制做出评价，结果见表5。

得分

0.031 7

0.086 1

0.116 8

0.261 2

0.076 5

0.075 6

0.059 8

0.189 8

0.010 7

0.058 0

0.027 2

0.036 3

0.057 5

0.019 2

0.013 7

0.115 0

0.073 1

0.037 4

0.033 1

0.008 6

0.023 2

0.227 5

0.577 7

0.672 0

0.137 3

0.218 7

0.070 9

0.131 9

0.065 4

3.435 4

评价均值

3.52

3.20

3.31

3.11

3.45

2.67

3.36

2.82

3.06

3.58

2.96

3.46

3.78

3.15

3.05

3.24

3.73

3.47

2.98

3.58

3.62

3.83

4.22

3.65

3.45

3.79

3.24

3.21

3.48

合成权重（Wi）

0.009 0

0.026 9

0.035 3

0.084 0

0.022 2

0.028 3

0.017 8

0.067 3

0.003 5

0.016 2

0.009 2

0.010 5

0.015 2

0.006 1

0.004 5

0.035 5

0.019 6

0.010 8

0.011 1

0.002 4

0.006 4

0.059 4

0.136 9

0.182 6

0.039 8

0.057 7

0.021 9

0.041 1

0.018 8

权重

0.250 0

0.750 0

0.249 3

0.593 6

0.157 1

0.249 3

0.157 1

0.593 6

0.122 0

0.558 4

0.319 6

0.289 2

0.419 7

0.167 8

0.123 3

0.539 6

0.297 0

0.163 4

0.558 4

0.122 0

0.319 6

0.141 9

0.327 0

0.435 9

0.095 1

0.413 6

0.157 1

0.294 7

0.134 6

指标层D

D1政策获悉渠道

D2政策知晓程度

D3政策利用难度

D4政策落实程度

D5政策适用情况

D6法律风险防范制度

D7法律风险防范平台

D8法律援助体系

D9税收优惠

D10金融贷款

D11社保缴费优惠

D12信息交流

D13咨询指导

D14技术培训

D15活动影响力

D16信息咨询

D17商务服务

D18交流活动

D19产品研发支持

D20技术指导

D21合作项目

D22市场占有率

D23创业收入

D24创业规模

D25客户满意度

D26用户增长

D27新产品研发

D28员工培训开发

D29运营成本

权重

0.442 7

0.354 5

0.090 5

0.539 6

0.163 4

子准则层C

C2政策执行力度

C3法律保障

C4财政支持

C6创业联盟

C7科研机构

权重

0.319 6

0.122 0

0.558 4

准则层B

B1政府

保障

B2社会

组织

B3创业

农民

目标层A

A安徽

省农

民创

业保

障机

制绩

效评

价指

标体

系

表5 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机制绩效评价

总得分

由表 5的计算得分来看，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

机制的综合评价得分为3.435 4，各项指标和安徽省

农民创业保障机制的最高分为 5分，所以安徽省农

民创业保障机制平均分值为 3.435 4/5=68.7%,说明

创业农民对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机制的评价基本

满意。

政府作为农民创业保障机制的主导，政策的颁

布力度得分较高，说明创业农民对于政府所颁布的

C1政策颁布力度 0.112 3

C5农业协会 0.297 0

C8创业成效 0.750 0

C9发展潜力 0.2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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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优惠和创业扶持政策有所了解，知晓程度较

高，较为满意，而对于政策的执行力度满意度偏低，

原因可能在于所颁布政策与当地的实际情况有所

差异 适应性不强。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同

时，要着重考虑政策的落地和执行。法律保障方面

的得分偏低，尤其是法律风险防范制度和法律援助

体系创业农民的满意度较低，原因在于创业农民对

相关法律知识的欠缺，一旦发生法律纠纷更无从获

悉如何获取法律的援助，政府应加大力度，提供更多

的法律援助。财政支持方面，创业农民的满意度较

高，尤其是金融贷款方面，政府对农民创业贷款政策

扶持力度较大，贷款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同时农民创

业规模通常较小，几乎很少雇佣员工，因此社保缴费

优惠很少需要享受，因此这部分得分相对较低。

社会组织方面，农业协会为农民创业提供的信

息交流、咨询服务和技术指导得分相对较高，活动

影响力得分较低，原因在于农业协会对于农民创业

提供保障支持更多体现在信息和服务上；创业联盟

在信息咨询、商务服务和交流活动得分尚可，差别

不大，原因可能是创业联盟作为创业农民自发形成

的组织，彼此之间信息交流和经验分享较为畅通。

而科研机构在技术指导、合作项目得分较高，产品

研发支持得分较低，安徽省农民创业项目更多集中

在种植业和养殖业，迫切需要相关科研机构的技术

支持和指导。因此，农业协会、创业联盟和科研机

构等社会组织在创业保障机制支持中的仍然有很

大的改进空间。

农民自身作为创业保障机制的责任者和受益

者在评价体系中所占权重最大，同时也是农民创业

绩效好坏的最关键因素。创业成效方面比发展潜

力得分更高，可见，创业成效好坏是农民创业的关

注重点也是直接动力。创业农民尤其重视创业收

入和创业规模，这也是农民创业保障机制的根本目

标。对于创业农民来说更加看重的是实际收入的

增加，相比较而言，对于创业发展潜力比如新产品

研发和员工培训关注较少一些，原因在于农民创业

活动一般规模还处在初级阶段，还没有太多精力和

观念关注创业项目未来的发展，因此要提高农民创

业绩效，关键是加大对农民自身的投入。

4 完善安徽省农民创业保障机制的建议

4.1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提高服务效率

近年来安徽省政府出台 18项强农富农惠农政

策，出台《“创业江淮”行动计划(2015—2017年)》，支

持农民创新创业，这些政策为农民创业提供了制度

保障。这些政策充分发挥作用有赖于各县级地方

政府宣传、贯彻执行相关政策的力度，以及制定有

地方特色的配套措施，从而让政策能够被农民创业

者所接受和理解，真正为当地的创业活动服务，符

合当地农民创业的需要。这需要地方政府加大宣

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平台和社交媒体，将相关的

政策制度和信息有效传递给创业农民，并建立可行

易操作的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农民创业的困惑和需

求，有针对性地提供帮助和服务。

4.2 建立创业服务平台，实现多方联动

要提高安徽省农民创业的保障作用，还要充分

利用多种社会力量，通过农业协会、创业联盟、科研

机构、创业孵化基地等多方力量，加强社会组织对

农民创业的支持力度，实现创业企业、创业农民、社

会组织之间信息、资金、项目、技术、市场等方面的

充分流动和共享，发挥协同作用，既能发挥各方组

织的积极性又能满足创业农民对技术、资讯、市场

的需求。

4.3 注重对创业农民自身的投入，增加创业的持续

动力

通过对农民创业保障机制评价得分也可以看

出，提高农民创业成效的关键是农民自身的成长，

不管是创业农民自身指标的权重还是均值得分都

是农民创业保障机制的最重要构成。目前安徽省

农村已基本实现网络全覆盖，农民对网络的使用技

能已经相当娴熟，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和技

术，对创业农民的专业技能、管理技能、市场分析的

技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创业农民自身的素

质和理念，创业农民在对现有创业取得一定成效之

后，更加关注创业项目和企业的未来持续发展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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