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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高校众创空间中的创客团队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

认知理论，探讨创业环境、创业自我效能对高校众创空间创客集

聚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实证结果表明：创业环境中创业文化

和规范、科研转移、政府政策、创业教育与众创空间支持均对创

客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资金支持与创客集聚没有显著关系；

创业自我效能在创业环境和创客集聚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

研究结果为创业环境优化、高校众创空间建设和创新创业培育路

径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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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自我效能

作为创新驱动战略和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载体，实践之中，

高校众创空间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及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高校众创空间也呈现出一些发展中的

问题，比如空间本身缺乏自主生存能力，空间内部创客团队和创

业企业入住率低，流动性过大等。理论研究之中，高校众创空间

是当前研究热点，但其研究内容多从平台运营模式及创新生态系

统构建等展开讨论，其方法多以质性案例研究为主。创客作为创

业主体，是高校众创空间发展的最能动的资源要素，在高校众创

空间情境下，开展创客行为研究，从创客及其创客集聚视角展开

的相关研究尤其实证研究较少。

一、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社会认知理论及其三元交互决定论作为重要的创业行为研究

基础和前提，为本研究探索创客集聚背后的影响因素及其具体作

用机制提供了较好的视角。该理论强调个体的认知因素在行为的

发生与改变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强调个体所处的社会

环境对行为的重要影响。其在创业领域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政

策、第三方平台支持、文化规范等构成了环境因素。个体创业意

愿形成与创业行为可持续性等因个体创业自我效能差异而效果迥

异（De Noble，1999）；创业自我效能是创业绩效和创业行为指向

的有效预测指标；创业自我效能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的选择与决

策，决定个体是否有意愿成为创业者，以及是否坚守或持续创业

的行为。创业自我效能与外在环境、社会文化及规范等密切相关；

创业自我效能在个体与环境互动中不断得以修正与提升，个体从

互动中不断学习对资源的整合运用及创业技能的获得（Jung，et 

al，2001；Forbes，2005）。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因素，文化

价值因素，个人因素及对创业机会的搜索与高成功率的掌控等对

创业认知和行为均产生影响。创业自我效能受到政策、文化习俗

等宏观层面因素的影响，并在宏观认知与创业意愿与行为之间起

中介作用。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创业环境对创客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创业自我效能对创客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创业环境对创业自我效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创业自我效能在创业环境和创客集聚之间有显著的中介

效应。

二、变量测量与问卷设计

基于定性访谈和文献综合分析，各变量的测量尽可能采用成

熟量表，同时根据高校众创空间研究情境和目的做适当修改，以

此保证和提高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其中，创业环境参考 GEM 模型

及其相关研究成果，除了选取政府政策、市场环境、科研转移、

创业文化与规范、资金支持 5 个维度外，另将创业教育和众创空

间支持 2 个维度纳入研究范畴，众创空间支持参考 Han（2017）

的研究。创业自我效能参考 Chen（1998）、Jill&Robert（2005）

及 Lucas&Cooper（2005）的研究，涉及机会识别效能、一般管理

效能。创客集聚根据 Chen（1998）等研究成果，从创业意愿、创

业行为等角度，认为创客集聚表现为创业意愿的形成、创客持续

寻找机会、有效整合资源、推动和实现创意向产品或服务的系列

状态。此外，在“市场环境”维度中设计了反向题项。在问卷正

式定稿之前进行了小范围的预调查及问卷的修正。量表测量均采

用 5 点李克特量表，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

三、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高校众创空间内的创客团队为调查对象，调查时

间于 2021 年 4 月至 2021 年 9 月份期间。主要通过走访和网络调

研两种方式。前期主要采用实地走访安徽省内高校众创空间，现

场感知填写问卷过程中的问题反馈，方便早期阶段的问卷完善。

受于资源局限，问卷回收数量有限。后期充分利用问卷星，通过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渠道资源，进行大规模线上问卷的发

放及回收，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278 份。

四、数据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 SPSS 24.0 软件对各变量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

各检测变量的 KMO 最小值为 0.812，Bartlett 球型检验显著性均为

0.O00，满足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在效度检验中，根据主成分和

旋转成分矩阵，创业教育和众创空间支持 2 个维度被整合为一个

维度；删除创业环境中市场环境维度所对应的 4 个题项，市场环

境维度被剔除。最终各变量所有题项最小值为 0.569，且同时满足

聚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在信度检验中，各变量的 Cronbach’Alpha

测量值最小值为 0.821，均通过信度检验。各变量累计方差解释率

最小值为 71.88%，样本数据可以较好地代表观测变量信息。

（二）假设检验

根据 Baron 等的做法，将控制变量性别、专业、年级、所属

行业带入回归模型，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对研究假设依次进行

验证，分析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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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业环境对创客集聚的影响。将创业环境 5 个维度为自

变量，带入回归模型（创客集聚为因变量），结果表明：创业文

化与规范对创客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64，p=0.000）；

创业教育和众创空间支持对创客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2，

p=0.000）； 科 研 转 移 对 创 客 集 聚 有 显 著 的 影 响（β=0.08，

p=0.025）；政府政策对创客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94，

p=0.007）；资金支持对创客集聚没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62，

p=0.384）。其假设 H1，部分假设得到验证。

（2）创业自我效能对创客集聚的影响。创业自我效能对创客

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613，p=0.000），假设 H2 得到支持。

（3）创业环境对创业自我效能的影响。将创业环境 5 个维度

为自变量，带入回归模型（创业自我效能为因变量），结果表明：

创业文化与规范对创业自我效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87，

p=0.01）；创业教育和众创空间支持对创业自我效能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β=0.21，p=0.01）；科研转移对创业自我效能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β=0.208，p=0.009）；政府政策对创业自我效能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β=0.052，p=0.01）；资金支持对创业自我效没有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82，p=0.247）。其假设 H3 部分得到验证。

（4）创业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根据 Baron 和 Kenny（1986）

对中介效应的验证条件，本假设验证程序为：首先以创业环境 5

个维度对创客集聚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其关系是否显著；然后，

以创业自我效能进行回归，检验其间关系是否显著；最后，在

创业环境 5 个维度对创客集聚的回归模型放入变量创业自我效

能，将其回归结果与之前相比较，检验其回归系数是否变小或

不再显著。当加入变量创业自我效能时，创业文化与规范对创客

集聚有效性影响系数下降（0.364*** 降至 0.252***〕，创业教育

和众创空间支持对创客集聚有效性影响系数下降（0.12*** 降至

0.025***〕，科研转移对创客集聚有效性影响系数下降（0.08** 降

至 0.077**〕，政府政策对创客集聚有效性影响系数下降（0.194**

降至 0.163**〕，资金支持对创客集聚有效性影响系数虽然下降

（0.062 降至 0.013〕，但两者之间没有显著性。同时，比较模型

发现 R2 为 0.427，较之前模型显著提高，各变量对模型的解释度

越来越好。由此，创业自我效能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4 得到

验证。

五、研究结论和管理启示

本文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实证研究了自变量创业环境中政府

政策、市场环境、科研转移、创业文化与规范、资金支持、创业

教育和众创空间支持，及中介变量创业自我效能对创客集聚的影

响及机理，揭示了不同层面路径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及相应的

启示：

第一，在创业环境对创客集聚的影响中，除了资金支持，政

府政策、科研转移、创业文化与规范、创业教育和众创空间支持

均对创客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创业文化与规范的影响系

数最大，其次为政府政策、创业教育和众创空间支持。资金支持

变量测量涉及到“多种融资渠道和信贷担保”“来自政府、高校

的专项扶持资金”及“银行的贷款资金”，经过对高校众创空间

创客团队再次调研访谈，明晰了以上资金支持可获得性较低，适

用和受益对象范围较少，所以对高校众创空间的创业团队或新创

项目作用效果不大。

第二，在创业自我效能对创客集聚的影响中，创业自我效能

对创客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所有变量中，影响系数最大。

在创客集聚的背后，相较于创业环境各变量，创业自我效能的提

升是最直接的，最有效的影响因素。实践中，尝试以创业自我效

能的培养和提升为核心，引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与突破。

第三，创业环境对创业自我效能的影响中，除了资金支持变量，

其余维度变量均对创业自我效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创业教

育和众创空间支持，科研转移的影响系数最大，其次为创业文化

与规范，及政府政策。科研转移变量测量包含创客团队能否快速

接触到行业高新技术、科技研发成果能否向新创企业转移、科技

成果的商业化进程，其涉及到创业项目的创新程度与核心竞争力，

由此，科研转移环境对创业自我效能的影响权重最大为应有之义，

亦为创客创业效能测评与提升提供可行性性着力点。

第四，创业自我效能在创业环境对创客集聚的影响过程中起

到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创业环境各维度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创业自

我效能影响创客集聚。优化和创设创业环境组合，通过提高科研

成果与行业新技术向创客团队新创项目的转移便利度、提高政府

创业项目的参与机会；树立成功的创业榜样、鼓励冒险尝试，创

新创客教育内容与形式等，以此促进创客创业自我效能的形成和

提升，确保高校众创空间的创客优质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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