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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创业观察研究的研究模型



1、全球创业观察研究的背景

全球创业观察研究自1999年开始，共有115个经济体在不同年份参加研究，每年平均收集成人创业调查样本超过20

万个。研究数据成为世界银行、经合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等主要国际组织关于创业的重要数据来源。

2019年有50个经济体参与了全球创业观察研究，包括23个欧洲和北美国家、11个中东和非洲国

家、8个亚太国家以及8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50个经济体的受访者样本超过15万个。



2. 全球创业观察研究的概念模型

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环境

国家框架条件 创业框架条件

基本需求

效率提高

创新和商业成熟度

创业的社会价值观

个体属性
（心理学、人口统计学、动机）

产出
（社会经济发展）

创业产出
（新工作、新附加值）

创业活动

➢ 按阶段：
初生、新创、成熟、终止

➢ 按类型：
全员早期创业、社会创业、
员工创业、技术创业

➢ 按影响力：
高成长，创新性、国际化、
产业格局

五

四

二、三



3. 创业过程分解

持续

全员早期创业活动 (TEA)

终止创业

初生创业者：
参与创办企业

新创立企业（不到3.5年）
的企业所有者

潜在创业者：
机会、知识和技能

成熟企业（超过3.5年）
的企业主

构思 初生

早期创业者资料

个体属性
• 性别
• 年龄
• 动机（机会型、生存型）

行业
• 领域

影响力：
• 成长性
• 创新性
• 国际化



存续

活动 认知

阶段 类型

终止

二、中国创业活动的阶段和类型特征

1 2

3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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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均值7.78

1.不同阶段的创业活动
1.1 早期创业企业和相对成熟企业：中国相对成熟企业的比例更高

全员早期创业活动指数(TEA)是指18-64岁的年龄群体中，参与企业创建或运营企业少于3.5年的个体数量在成年人口
中所占的比例。中国早期创业活动指数为8.7%

相对成熟企业(EB)是指参与到那些拥有并自主管理一家运营超过42个月企业的人口比例。 中国的相对成熟企业指数为
9.33，表明每100人中有9.33人参与相对成熟企业



1.2 年龄：24-34岁的青年是参与中国创业活动最活跃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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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创业动机：中国和效率驱动经济体因工作机会稀缺而创业的比例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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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创业动机：青年创业更多因为创造财富，中年以上创业更多因为缺乏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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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受教育程度：中国高学历创业者比例低于G20经济体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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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
2.1 内部创业：中国内部创业活动不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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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内部创业活动（EEA） 全员创业活动（TEA）

员工内部创业（EEA）：18-64岁的年龄群体里，在过去三年作为企业雇员参与创业活动，比如研发新产品或服务，创建新
的业务部门、机构或子公司。



2.2 技术创业：与G20创新驱动经济体相比，中国技术创业比例仍存在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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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业认知
3.1 创业个人感知：中国创业机会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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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识别：成年人口中认为未来六个月所居住地将有很好的创业机会的比例

创业能力：成年人口中认为自己具备创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人口比例



3.2 创业个人感知：创业能力与创业意愿正相关，和创业活动正相关，中国具有
创业意愿但付诸实践的人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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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创业社会认知：中国社会对待创业的认可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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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场景下创业终止的特征



1.创业终止：资金问题、家庭或个人原因以及业务不盈利是中国创业活动终
止排名靠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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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业终止：G20创新驱动经济体创业终止的原因中，主动退出的比例高于被动退出
的比例，中国创业终止的比例中被动退出高于主动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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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业终止：合伙创业较独资创业主动退出的比例更高

16.7

33.4

83.3

66.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独资创业 合伙创业

不同所有权类型创业活动退出的原因差异

主动退出 被动退出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主动退出 被动退出

独资企业退出原因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主动退出 被动退出

合伙创业退出原因



4. 创业终止：更多的早期创业活动面临资金问题

0 5 10 15 20 25 30 35

其他

政策/税收/官僚等原因

事先计划退出

其他工作或商业机会

有机会出售生意

家庭或个人原因

业务不盈利

资金问题

不同阶段创业活动退出原因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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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业终止：零售、餐饮和酒店是创业终止比例最高的行业

终止创业是指在过去一年中出售、关闭或退出企业的受访者
成熟企业是指拥有并自主管理一家运营超过42个月企业的受访者
早期企业是指参与企业创建或运营企业少于3.5年的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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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创业活动的产业分布



1、在G20经济体中，创新驱动经济体商业服务业创业比例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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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商业服务业创业比例在过去十年中呈上升趋势



3、客户服务业是主要领域
高学历创业者在商业服务业和第二产业的比例高
低学历创业者在客户服务业和第一产业的比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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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创业活动的产业格局：批发零售业占比超过50%



5、美国创业活动在不同产业的分布更加均衡，商业服务业比例为30.13%



6、G7经济体商业服务业创业比例为23%，介于中美中间



五、中国创业活动的环境



1. 中国在G20经济体中创业环境的总体情况表现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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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环境指数（NECI）由创业环境框架条件各项指标得分平均计算得出，衡量的12个方面包括：创业融资、支

持性政府政策、税收和制度性政府政策、政府创业项目、学校创业教育、成人创业教育、研发转移、商业和法
律基础设施、内部市场活力、内部市场负担和准入规定、有形基础设施、文化和社会规范。



2. 中国创业的硬环境好于软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优于其他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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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硬环境（有形基础设施）

创业硬环境，即有形基础设施是中国创业环境中得分最高的指标，在9分制评分中得分接近7.5分，反映出专家一
直认可中国具有较好的创业硬环境。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中国在G20经济体中排名同样靠前，但得分与有形基础设施
仍有差距。创业其他软环境是中国得分相对较低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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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业环境
2019-2020

金融支持
5.80

政府政策：
支持和相关性

5.89

政府政策：
税收和官僚主义

6.16

政府
创业项目

5.46

中小学
创业教育

4.13

大学及成人
创业教育

5.74
研发转移

5.57

商业和法律
基础设施
5.37

内部市场
活力
6.88

内部市场负担
和准入规定

5.23

有形基础
设施
7.70

文化和社会
规范
6.78

权益资金
6.08

贷款
5.03

政府补助
6.06

个人资金
6.06

天使投资
6.78

风险投资
6.31

IPOs
4.69

众筹
5.25

政策优惠
5.11

中央扶持
6.19

地方扶持
6.36

高效行政
6.28

税收
5.42

政策管制
7.03

规范行政
5.89

代理机构
4.89

孵化器
7.39

项目充足
4.94

办公能力
5.47

覆盖圈
4.33

有效支持
5.89

中小学鼓励
4.86

中小学指导
3.86

中小学关注
3.69

高等院校
5.61

工商管理
6.00

专职教育
5.61

转移速度
6.25

接触机会
5.47

技术购买
4.81

政府资助
4.33

科技支持
6.58

商业化
6.00

充足性
6.22

负担能力
4.97

易获取性
5.22

法律服务
5.39

银行服务
5.03

市场变化
7.22

B2B
6.53

新市场
5.72

进入成本
5.56

市场准入
4.86

反垄断
4.69

支持力度
7.61

通讯价格
7.22

快捷性
8.31

服务费用
8.11

基础便捷
7.25

鼓励成功
7.61

提倡自创
7.36

鼓励创业
5.89

鼓励创新
7.25

责任意识
5.69

4-5分 5-6分 6-7分 7分以上4分以下

3. 中国创业环境在不断改善



中国创业环境
2017-2018

金融支持
5.45

政府政策
4.47

政府项目
4.73

教育与培训
4.14

研发转移
4.25

商业
基础设施

4.43

市场开发程度
5.76

有形基础设施
7.23

文化和社会
规范
5.27

4-5分 5-6分 6-7分 7分以上4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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