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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应用型地方高校“1+X+N”分布式共生型创客空间的
可行性研究

吕　敏　李　菼

（常州工学院创新创业学院，江苏 常州 213032）

摘要：创客空间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背景下创业

型社会的孵化载体，当代大学生作为全社会最具创新活力和创业

潜力的创客群体，高校理应责无旁贷创造条件融入到这个潮流中。

本文从应用型地方高校和其他高校办学定位的差别出发，与地方

产业和社会孵化机构的关系着手，提出了“1+X+N”分布式共生型

创客空间的可行性构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缓解双创教育和专业教

育的脱节、专业教育和地方产业的割裂、专业教师和创业导师背

离的重要途径，也是高水平应用型地方高校解决人才培养供给侧

和产业发展需求侧不平衡问题，是赋能区域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

关键所在。

关键词：应用型高校；1+X+N；分布式共生型；创客空间

一、创客和创客空间

创客一词，最早源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微观装配实验室。随

着时代的发展，报纸、杂志、博客、新闻、专著、学术报告或研

究论文等各类文献中所谈到的“创客”，往往特指在机器人技术、

工程技术、电子技术等方面具备专门知识，并能够应用诸如 3D 打

印、微电子仪器、数控机床、程序设计、网络平台、文创策划等

创新工具和技术的人。而创客空间，泛指创客们动手设计研发创

作并交流分享的活动场地，它可以是开放交流的实验室、工作室、

机械加工室甚至是咖啡厅、体育馆或某个社区的活动中心，也可

以是闲置再利用的厂房、车间、农业生态园，大家在这样的物理

空间一起创作作品和碰撞思想，一起共享资源和展示成果，并思

考如何进一步采取行动将自己的作品转化为产品，进而成为满足

客户需求被市场认可的商品。

二、创客空间的发展现状和逻辑定位

创客空间自 2010 年从美国传入中国，在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

地涌现出了几千家各种类型和业态的创客空间，他们有的是覆盖

多个领域的综合型创客空间，有的则是满足某个特定行业与地方

产业紧密连接的专业型创客空间。其中就包含比较有代表性的极

客车间、创新工场、创客书咖、创业邦、氪空间、优客工场、无

界空间、中关村创业大街等。然而，创客空间经过 5-6 年的发展，

由于受到政府依赖度偏高，市场化程度较低；布局太过密集，同

质化严重；创新创业政策多，但落地性和满意度不够；创客空间

管理者不专业，配套服务不到位，不能满足早期创业者的内在需

求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导致全国很多地方包括像北京、上海这样

大城市的创客空间的运营效率普遍不高，创客空间的共享工位成

了鸡肋。

其实，创客空间作为新时代创业型社会的孵化载体，最初的

设想是针对有创新创业意愿的人士，处在真正创办小微企业的初

始阶段，准备把自己的创新创业意识转变成创新创业实践之际，

采取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途径，扶一把，送一程，

形成的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新型创新创业服务平

台。上海财经大学创业学院执行副院长刘志阳教授在其《众创空

间：创业型社会新群落》一书中就谈到创客空间的逻辑定位，创

客空间是扶持小微创业者，然后到孵化器、加速器，再到科技园区，

最后形成产业集聚。

所以，创客空间其本质是孵化器的雏形，属于创新创业孵化

机制的重要一环。如何构建基于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共生型创客

空间，促进创客空间生态系统内外双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有效提

升当前现状下创客空间的存活率和成长性，对创客们创新精神、

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关系到

成果转化、就业带动、社会稳定以及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

质量发展的进程。

三、创客空间和高等学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当代大学生是全社会最具创新活力和创业潜力的创客群体，

高等教育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中，不可能置之度外。

当前，在北京、上海、深圳等高校周围，建立了一批形态各异的

创客空间，成为推动创新创业的有力抓手，也带动了高校内部创

客空间的兴起，具有代表性的有清华大学的“i-center”“X-lab”、

同济大学的“数制”工坊（Fablab O）等，为大学生打造了全方位

创新创业支撑平台，成为新时期我国高等学校培养创新创业人才

的重要途径。

然而，985 和 211 这样的重点高校掌握的资源和拥有的实力，

并不是我国其他普通院校跳一跳就能摘到苹果的事。因此，其创

客空间的做法并不能代表全国所有的高校。所以，研究型、综合型、

教学型、应用型高校的创客空间侧重点不应千篇一律，应该量体

裁衣，量力而行，在创新创业教育突飞猛进的今天，每个学校都

有每个学校的特点和优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一个好的现象。

四、“1+X+N”创客空间在应用型地方高校的实践路径

与一般高校相比，应用型高校具有“在服务地方中获取资源、

在扎根地方中打造特色、在贡献地方中提升能力”的鲜明办学特

征。所以，无论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服务和文化传

承，包括创新创业，都要紧扣“面向基层、紧贴地方、对接产业”

这条主线，走出一条与区域经济和地方产业紧密结合，具有本土

特色的差异化发展的创客之路——“1+X+N”的分布式共生型创

客空间（如图 1）。

（一）建立专业系层面的创新创业实验室（第一课堂）

专业系和二级学院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主体，我们可以在

专业系利用专业内的第一课堂建立创新创业实验室，完成培养方

案课程内的实验项目，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

（二）建立二级学院层面的创客空间（第二课堂）

要求二级学院开辟一定面积的专门场所（不能用专业实验室

挂个牌子替代），建立跨专业的第二课堂创客空间，以独有的环

境渲染，实现时间和空间上的全开放，以校内创新创业导师为指

导主体，完成课程实验外的研究性、设计性课题，满足兴趣学生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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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应用型地方高校“1+X+N”分布式共生型创客空间模型

（三）建立学校层面的大学生创业园 / 众创空间（第二课堂）

依托学校的产教融合中心或者创新创业学院建立大学生创业

园孵化实践基地，在学校层面形成跨学院、跨学科的第二课堂综

合型众创空间，把二级学院好的团队和好的项目集中吸引进来，

在产教融合的大环境下，提供更优良的场地、设施和配套政策，

通过校内“专业课程导师”和校外“企业创业导师”的协同助力，

对其进行再培育、再打磨、再孵化，完成综合性、挑战性的课题，

使这些掌握创新创业实务的学生成为学校的种子团队，活跃在各

种双创实践的舞台上。

（四）建立社会层面的孵化平台（第三课堂）

在学校大学生创业园 / 众创空间内培育成熟的团队做好承上

启下的梯队建设，团队负责人毕业不代表团队的毕业，毕业季不

应成为团队的“散伙季”，他们需要在后校园时代摆脱温室效应，

继续拥有生命力。在学校的大学生创业园 / 众创空间的帮助下，

将其推荐进入校外环高校区域的创客空间、孵化器或加速器等社

会孵化平台，到市场大环境中去进行实战历练，这些社会孵化平

台与学校紧密合作，成为创新创业团队跨行业对接地方产业的第

三课堂场所。

上述四个层次，三种课堂，循环滚动，构成专业实验室（专

业内的第一课堂场所）→二级学院创客空间（跨专业的第二课堂

场所）→学校大学生创业园（跨学院的第二课堂场所）→社会孵

化平台（跨行业的结合地方产业的第三课堂场所）的“1+X+N”（1

个大学生创业园 +X 个二级学院创客空间 +N 个社会孵化平台）的

分布式四级孵化机制。这样的孵化机制，既可以较好地解决应用

型高校创新→专业→创业→产业之间的有效衔接，实现“实验室

→实训区→培育地→孵化器→产业区”面向全体师生开放的载体

群，又可以较好地解决主体场地面积和分散场地面积以及入驻团

队数、项目数、孵化数与创业实体数之间的问题，对高校而言，

能更好地为申报省级国家级双创平台和参加中国“互联网 +”创

新创业大赛、“挑战杯”等高水平赛事提供最直接的有力支撑，

更重要的是这种分布式共生型的创客空间贯穿了应用型高校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双创教育和专业教育

的脱节、专业教育和地方产业的割裂、专业教师和创业导师背离

的问题。

“1+X+N”分布式创客空间的构建属于应用型地方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完整体系中涉及孵化机制的重要环节。其实，如果把这

个架构再放大，可以把创新创业课程和创新创业讲堂→创新创业

项目和创新创业竞赛→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和产教融合等相关要素

组合在一起，在各自的生态位上形成互联互通、互惠互利的创新

创业生态链，而这条生态链又和当地政府、产业、行业、院所、

金融等环境相互作用，进一步形成“校、企、政、产、金、介、创”

同频共振的共生型（非竞争型）创新创业生态圈。这是高水平应

用型地方高校解决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发展需求侧不平衡问题，

赋能区域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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