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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概要
• 基于2017年CHFS的数据，探究移动支付对家庭是否创业以及其经营绩效的影响（正向）

• X：家庭在购物时所使用的支付方式（通过移动终端支付）

• Y：Y1: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1,0）

Y2:家庭创业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Y3:该项目是否在产品、技术等方面有创新活动？（1,0）

Y4:创业属于主动创业还是被动创业？（1,0）

• Z（工具变量）：是否拥有智能手机

• 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共同传导机制：

✓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降低成本

✓减轻信贷约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

• 异质性分析：

✓交乘：城乡、不同地区（东中西）、不同城市等级（1新1/23/45线）

✓分组：不同行业的创业（日常/非日常消费）、城乡、不同城市等级（1新1/23/45线）、企业规模
（微型/非微型）

• 稳健性分析：使用其他工具变量、分样本、增加控制变量、剔除极端值等



引言和文献综述

• 引言

“大众创业”深入人心，民营企业快速发展，但创业存在资金门槛，移动支付
能有效降低成本，减轻金融约束，激励创业。

• 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于支付方式如何影响家庭创业的研究十分不足，所以主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分析：

1、新型支付工具和方式的使用降低持有现金的需求，降低交易成本。

2、新型支付方式可以促进消费。

3、影响创业的因素主要有：企业家特征、社会资本和环境以及相关政策等。



理论模型
◼能够创业的门槛：初始投资可以通过内部和外部融资满足

0 < 𝑘 < 𝑧 − 𝑐 𝑧,𝑚 + 𝑓(𝑧)

• k：创业初期需要投入的资金 𝑧：创业者的初始禀赋

• 𝑚：移动支付 𝑓(𝑧)：可获得的外部融资

• 𝑐 𝑧,𝑚 ：除k以外的其他成本，包括企业融资成本、经营管理成本等，且
𝜕𝑐 𝑧,𝑚

𝜕𝑚
< 0

◼当创业净收入（max Ye）≥ 被雇佣的收入时，个体会选择创业。

max Ye = 𝜋𝜃𝑘𝛼 + 1 + 𝑟 [𝑧 − 𝑐 𝑧,𝑚 − 𝑘] 得到k* 。

• 当k*>𝑧 − 𝑐 𝑧,𝑚 + 𝑓(𝑧)时，将会受到信贷约束，反之不会受到信贷约束。

⚫假说：因为
𝜕𝑐 𝑧,𝑚

𝜕𝑚
< 0，移动支付m可以降低成本c，减轻𝑓(𝑧)的外部融资压力，降低创业成本门

槛，且更不易受到信贷约束。



实证分析

◼回归模型：

• 𝑃𝑎𝑦𝑚𝑒𝑛𝑡：家庭在购物时所使用的支付方式（通过移动终端支付）

• Y： 𝐸𝑛𝑡𝑟𝑒𝑝𝑟𝑒 :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1,0）

Performance :家庭创业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Y3:该项目是否在产品、技术等方面有创新活动？（1,0）

Y4:创业属于主动创业还是被动创业？（1,0）

• 工具变量：是否拥有智能手机

• X，Z是控制变量

𝑃𝑟𝑜𝑏 𝐸𝑛𝑡𝑟𝑒𝑝𝑟𝑒 = 1 = 𝛼𝑃𝑎𝑦𝑚𝑒𝑛𝑡 + 𝛽𝑋 + 𝜀

Performance = 𝛼𝑃𝑎𝑦𝑚𝑒𝑛𝑡 + 𝛽Z + 𝜇







实证分析

◼一、移动支付与创业决策



实证分析

◼一、移动支付与创业决策

✓受教育程度越高，反而创业的可
能性越低。

✓有房会降低家庭创新的概率，可
能是因为高房价使得房产投资的
吸引力大于创业，对创业产生替
代作用。

✓家庭转移性支出作为家庭社会网
络的替代变量。

✓地区商业氛围（县区个体工商户、
民营企业就业人数占该县区总就
业人数的比重）



实证分析

◼二、移动支付与经营绩效



实证分析

◼三、传导机制：

✓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
降低成本

✓减轻信贷约束对创新
的抑制作用



实证分析

◼四、移动支付对创新及主动创业的影响：



实证分析

◼五、异质性分析：

（1）对创业决策影响

➢交乘：

• 城乡

• 不同地区（东中西）

• 不同城市等级（1新
1/23/45线）

➢分组：

• 不同行业的创业（日常/

非日常消费）



实证分析

◼五、异质性分析：

（1）对创业决策影响

➢分组：城乡、不同城市等级（1新1/23/45线）



实证分析

◼五、异质性分析：

（2）对经营绩效影响

➢分组：

• 城乡

• 不同城市等级（1新
1/23/45线）

• 不同地区（东中西）



实证分析

◼五、异质性分析：

（2）对经营绩效影响

➢分组：

• 企业规模（微型/非
微型）

• 不同行业的创业（日
常/非日常消费）



实证分析

◼六、稳健性分析：

➢（1）使用其他工具变量和回归方法



实证分析

◼六、稳健性分析：

➢（2）重新定义创业（仅创业年限晚于拥有智能手机年限的样本）



实证分析

◼六、稳健性分析：

➢（3）移动支付看似对网络经营更有利，但它对实体经营的促进作用仍显著。



实证分析

◼六、稳健性分析：

➢（4）增加控制变量和县级固定效应



实证分析

◼六、稳健性分析：

➢（5）剔除极端值影响



结论与建议

◼结论：

移动支付通过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降低成本、缓解信贷约束，显著提高了

家庭创业的概率，同时也提高了经营绩效。对于成本较高地区或受信贷约束紧的

家庭，其促进作用更强。

◼建议：

➢鼓励科技创新

➢降低创业门槛，拓宽融资渠道，鼓励主动创业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农村、西部等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

➢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