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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创客运动始于美国，近年来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也呈快速上升趋势。在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战略引领下，创客运动得到了国家、社会和高校的高度重视。大学生思维活跃，知识丰富，富有创造性，是创客运

动的重要力量。吸引和维持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对于推动全社会创新创业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提炼大学

生参与创客运动的关键驱动因素，为有效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促进全社会创新创业发展做出积极有效的探索。

基于对七所高校２８名大学生创客的深度访谈，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对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的内部驱动因素和
外部驱动因素进行研究，构建了由创客思维、团队合作、指导激励和环境支持四个主要因素及相对应的详细因子

构成的关键驱动因素模型。其中，创客思维包括创新意愿、自我成就导向、专业素质和行动意识；团队合作包括

团队认同、领导机制、分享精神和互惠；指导激励包括创客师资、课程建设、典型示范和激励机制；环境支持包括

政府政策、高校推动、企业参与和社会资源。本研究还进一步设计相应的量表，进行大样本数据调研，并运用探

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理论模型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本研究丰富了创客研究相关理论，对于吸引

和维持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具有较好的实践指导价值。文章提出，政策制定者和高校管理者应当努力培养大学

生的创客思维、培育优质创客团队、加强指导激励力度和加强环境支持，促使更多优秀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推

动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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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于 ２００６年举办了第一届创客嘉年华，
２０１４年创客嘉年华的举办地搬到白宫，更是掀起
了创客运动的高潮。近年来创客运动在中国也呈

快速发展态势。在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

略引领下，创客运动得到了国家、社会和高校的高

度重视。

创客运动指自己动手制作、创建、设计和创新，

其标志就是 ＤＩＹ（ｄｏｉｔｙｏｕｒｓｅｌｆ）或者 ＤＩＷＯ（ｄｏｉｔ
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ｓ）思维，包括机器人、电子、软件开发、纺织
工艺、数字制造和机械制造等各种活动。格尔圣菲

尔德（Ｇｅｒｓｈｅｎｆｅｌｄ，２００５）、卡利尔（Ｋａｌｉｌ，２０１０）、多尔
蒂（Ｄｏｕｇｈｅｒｔｙ，２０１３）、库尔蒂（Ｋｕｒｔｉ，２０１４）等学者对
创客及创客运动进行了研究。安德森（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２）认为创客是一群使用互联网和最新工业技术

行个性化生产的人，并指出创客运动是一场新的工

业革命。杨现民（２０１５）等将创客定义为既是一群
喜欢和享受创新的人，又是一种文化，一种态度和一

种学习方式。

大学生思维活跃，知识丰富，富有创造性，是创

客运动的重要力量。吸引和维持大学生参与创客运

动，对于推动创新创业、建设创新型科技强国有重要

意义。本研究旨在提炼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的关键

驱动因素，有效发挥大学生的创造力，进而推动全社

会创新创业的积极发展。

一、文献回顾

目前对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的驱动因素主要有

以下几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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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政府政策驱动。从创客运动发源地美国的
发展经验看，政府政策是影响高校创客运动发展的

重要因素。美国从２０１２年起每年投入１０００万美元
支持一千所学校建立创客空间，开展创客运动，并通

过《促进创业企业融资法》和《就业法案》，为创业提

供政策和资金支持。在中国，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制定发
布了《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

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构建一批开放式的众创空间、

推进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等。

２）高校驱动。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创客空间
的建设。加西亚洛佩兹（ＧａｒｃｉａＬｏｐｅｚ，２０１３）、沃特
斯（Ｗａ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３）、谢里丹（Ｓｈｅｒｉｄａｎ，２０１４）、康韦
（Ｃｏｎｗａｙ，２０１４）主张建立开放的创客空间，支持不
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参与。二是师资与课程。美国高

校重视创客课程体系的建设，开设了创客课程，包括

３Ｄ打印、编程技术、电子产品设计与生产、建模与铸
造等。傅骞（２０１５）、郭伟（２０１５）、王旭卿（２０１５）、徐
广林（２０１６）、王怀宇等（２０１６）建议我国高校加强创
客课程建设、培育创客文化。

３）企业驱动。在推动高校创客运动发展中，企
业功不可没。海尔和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联合

发起成立了创客实验室（Ｍｌａｂ），面向高校大学生，
为其创意实现、创业孵化、在校实习等提供软硬件服

务和平台支持，吸引了众多高校的参与。此外，联想

等企业还专门举办创客大赛，支持和促进创客运动

的发展。

４）社会资源驱动。霍尔沃森等（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
Ｓｈｅｒｉｄａｎ，２０１４）、卡凡等（Ｋａｆ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雷斯尼
克（Ｒｅｓｎｉｃｋ，２０１４）认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独立的
营利和非营利机构对创客文化和创客运动的推广起

着重要作用。国外推动创客运动的知名机构和载体

有创客媒体、创客嘉年华、创客杂志、公益组织等。

目前，中国知名的社区创客空间有北京创客空间、上

海新车间（木叶，２０１５）以及深圳柴火空间等（谢莹，
２０１５；谢丹丹，２０１５）。

５）个性因素驱动。杨勐（２０１６）对参与浙江“特
色小镇”小微企业的大学生创客进行研究，发现大

学生创客在卡特尔１６ＰＦ人格测试中外向性上的得
分较高，说明大多数大学生创客比较善于交际，性格

外向。

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１）研究视角主要放在

外部驱动因素上，对内部驱动因素的研究较少，如对

于大学生自身的探索精神、创新意愿等因素的驱动

作用的深度研究少。２）对政府政策、高校师资、课
程建设、企业推动等外部驱动因素关注较多，很少关

注团队影响等因素。事实上，基于共同兴趣的创客

团队对于创客个体的影响不容忽视。３）研究方法
方面，现有研究以理论分析为主，基于第一手访谈资

料的深度研究缺乏。因此，本研究拟弥补这些缺陷，

基于对中国大学生创客的访谈和调研资料，运用扎

根分析方法，从内外部两方面对创客运动的驱动因

素进行全面研究，并根据扎根理论分析结果设计问

卷，进行大样本研究，进一步验证理论模型的正确性

和合理性。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首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东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

等七所高校进行了实地调研，这七所高校均积极开

展创客运动，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且具有典型代表性。

然后，研究采用个人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的方

法，对这七所高校参与创客运动的本科生进行访谈。

每次访谈约一小时，研究者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记

录、整理和分析，形成后续研究的原始资料。样本数

的选择依据是根据理论是否达到饱和为准，为此，对

大学生创客的访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共访谈

了２０位，第二阶段访谈了８位。第一阶段的访谈资
料用于编码分析和模型构建，第二阶段的访谈资料

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受访者的基本资料见表一。

三、范畴提炼和模型建构

本研究首先利用扎根理论方法对收集到的原始

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提炼

出概念和范畴，明晰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关系，构建相

应的理论模型，然后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收集到的原始访谈资料进行编

码，提炼出包含的概念，并对其进行分析。经过资料

整理，本研究共得到５０４条原始语句和１８２个初始
概念。由于初始概念数量繁多且有交叉，因此需要

对其进行分析提炼，实现概念的范畴化。多次比较分

析之后，本研究剔除重复频次少于２次的初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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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受访者基本资料

序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学校 年级 访谈方式

１ 吴同学 男 数理基础科学 清华大学 二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２ 张同学 女 应用物理学 清华大学 四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３ 李同学 男 信息与计算科学 北京大学 三年级 焦点小组访谈

４ 于同学 男 材料加工工程 北京大学 四年级 焦点小组访谈

５ 季同学 女 工程物理 北京大学 二年级 焦点小组访谈

６ 兰同学 男 工商管理 东华大学 一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７ 沈同学 女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东华大学 一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８ 何同学 男 艺术设计 华中科技大学 三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９ 游同学 男 通信工程 武汉大学 三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１０ 穆同学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武汉大学 二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１１ 张同学 女 微电子学 清华大学 四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１２ 闻同学 男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华中科技大学 二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１３ 刘同学 男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 同济大学 三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１４ 陈同学 男 分子科学与工程 华中科技大学 一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１５ 戴同学 男 电子信息工程 东华大学 一年级 焦点小组访谈

１６ 赵同学 男 软件工程 东华大学 三年级 焦点小组访谈

１７ 陆同学 男 服装设计与工程 东华大学 四年级 焦点小组访谈

１８ 项同学 女 材料化学专业 上海交通大学 三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１９ 朱同学 女 制造工程 上海交通大学 一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２０ 李同学 男 建筑工程技术 华中科技大学 三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２１ 张同学 男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同济大学 二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２２ 吴同学 女 热能动力设备与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 二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２３ 李同学 男 数控技术应用 东华大学 三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２４ 刘同学 女 计算机通信 同济大学 二年级 焦点小组访谈

２５ 陈同学 男 船舶工程技术 同济大学 三年级 焦点小组访谈

２６ 戴同学 女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同济大学 四年级 焦点小组访谈

２７ 于同学 男 工程力学专业 上海交通大学 四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２８ 范同学 男 空间工程 上海交通大学 三年级 个人深度访谈

最终从资料中抽象出１６个范畴。限于篇幅，每个范
畴仅列出３个概念和３条原始语句（见表二）。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基于开放式编码中获得的初始概念

和范畴，建立各概念范畴间的内在联系，并产生主要

范畴和次级范畴。

主轴编码阶段一般运用“因果条件→现象→脉
络→中介条件→行动／互动策略→结果”这个典范
模式得到主范畴。本研究根据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

和逻辑次序进行归类，共归纳出４个主要范畴和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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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开放式编码形成的范畴

范畴 概念 原始语句

创新意愿

创新意识 我非常热爱创新，比较善于把握创新的机会，这些促使我参与了创客运动。

探索精神 我参与创客运动的重要动因是因为可以探索未知的领域，激发创意的实现。

发明创造 出于对发明和创造产品的热爱，我选择加入学校创客空间，并制作发明了几款不错的软件。

自我成就导向

目标愿景 希望自己能做出更实用、互动性更好的机器人，这个目标驱使我参与创客运动。

自我肯定 我经常能够积极地进行自我肯定，这对于成为一名创客，激励自己不断向前很有帮助。

标准清晰 我对自己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在创新中成长进步，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好方式。

专业素质

专业兴趣 我的专业是材料科学与工程，对新型轻质材料研发的兴趣使我加入了学校创客空间。

系统知识 大学学到的系统的专业知识，使我更有自信在创客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技术能力 除了知识，学生的技术能力非常重要，因为创客强调技术创新。

行动意识

时间精力 除了课堂上的专业学习，我的空余时间比较多，能保证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创客活动。

责任观念 创新似乎已经成为我的一项重要任务，促使我果断行动，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

容忍失败
参与创客运动的过程中，会碰到很多的障碍和失败，一定要增强对失败的容忍度，才能不断突破，走向
成功。

团队认同

共同爱好 我们团队成员对软件开发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在参与创客运动中能够坚持下来。

相互信任 彼此信任是团队合作的第一步，只有彼此信任，才能拥有强大的创客团队。

归属感 创客团队就像一个大家庭，大家一起成长，相互关心，这种氛围让我有动力参与创客运动。

领导机制

领导魅力 申请参加创客团队，主要是因为负责人非常有创新热情和创造能力，他的品质和能力吸引了我。

目标引导 我们有个很好的创客团队，尤其是团队负责人，很懂得运用目标激励我们，让我们感受到创造的乐趣。

平等沟通 创客团队是否秉承平等沟通的原则非常关键，尤其是领导者要能够与成员平等沟通，化解矛盾，协调团队。

分享精神

技术共享 创客团队成员之间要进行技术上的共享，才能更好地促进团队整体技术的提高，形成团队优势。

知识交流 团队成员非常乐于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分享，以求共同进步，这坚定了我留在团队的决心。

信息互动
大学生创客能够依靠现实和网络进行信息互动，分享最前沿的行业和技术信息，这是吸引我参与创客运动
的重要原因。

互惠

相互帮助 当团队成员碰到问题时，大家一定要互相帮助，共度难关。

情感依赖 创客团队在情感上应该彼此依赖，这样大家能够真诚吐露心声，共同解决问题。

利益互惠 创客团队一直秉承公平和利益互惠的原则，大家能够紧密团结在一起，建立良好的关系。

创客师资

创新引导 好的创客教师要具备积极的创新思维，能够引导学生不断思考和创新。

教学能力 创客教师要会教授知识，还要能够指导实践，这点很关键。

关系融洽 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鼓励大学生创客更好地投入创客运动并取得优秀成绩。

课程建设

教学资源 丰富的创客课程可以开拓大学生视野，学习先进技术，为培养合格的创客打下坚实的基础。

问题导向 创客课程最好能以问题为导向，聚焦于问题的解决和创新，这样能锻炼和提高学生创造能力。

实践运用 不同于单纯的理论知识传授，创客课程最终是为应用服务的，因此课程的实践性很重要。

典型示范

榜样示范 学校的机器人创客团队非常厉害，他们的榜样示范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经验启发
身边创客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很多，成功可能源于坚持，失败有时是因为技术不过硬，这些经验和教
训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教育宣传 学校关于创客的教育宣传力度很大，这对于我们加入创客运动是很好的引导力量。

激励制度

荣誉奖励 参加创客大赛并获得荣誉和成就感，是激励我不断努力的重要因素。

挑战乐趣 参与创客运动就是要不断接受挑战，中间有苦有甜，但是尝试创新让我感受更多的是乐趣。

获得认可
学校很重视创客运动，主要有信息电子、机器人等项目，我参加了信息电子创客项目，身处其中有一种被认
可的感觉。

政府政策

发展规划 政府的发展规划对于创客运动的普及有重要的政策导向作用。

优惠措施 政府对大学生创业提供了较多的优惠政策，包括减免税费，这些对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是积极的信号。

财政投入 政府对高校创客运动的资金投入推动了高校创客运动的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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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二）

范畴 概念 原始语句

高校推动

创客空间
学校的创客空间集合了基础设施、３Ｄ打印机、制作设备、开源硬软件等资源，获取很便利，让我们能够自由
发挥。

文化环境 高校重视、鼓励和支持创客发展的文化环境至关重要，这对学生能够产生一种价值导向。

技术支撑 学校在纺织材料技术方面有突出的优势，良好的技术支持促使我成为一名创客。

企业参与

技术合作 企业与高校进行技术合作，优势共享，可以使大学生创客更好地成长。

市场把握 校企合作能够让大学生创客近距离地了解市场需求，创造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

资金支持 学校的一些创客项目就是和企业合作的，企业提供资金，我们进行研究，这对于我们的成长非常有帮助。

社会资源

网络交流 通过网络社区的互动与交流，我们发现了社区绿色垃圾处理的需求，由此开始这一创客项目。

跨界连接 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连接创客与产品、中介资源、合作伙伴等，更好地推动大学生创客项目的转化。

开源社区 开源社区的存在为创客运动提供了开源硬件和软件，便利的条件能够吸引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

表三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主范畴 对应范畴 内涵

创客思维

创新意愿 大学生对未知的探索、对创新事物的认知等创客相关思维活动。

自我成就导向 大学生自我成功的渴望、目标的明确程度以及对于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专业素质 大学生对专业学习的兴趣以及通过学习所具备的知识和技术能力等。

行动意识 大学生对创新采取积极行动的意识，能够坚持不懈，容忍失败和挫折。

团队合作

团队认同 对创客团队的认同和归属感以及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

领导机制 创客团队的领导协调机制，包括领导者的沟通方式和目标引领等。

分享精神 团队成员的主动分享意识，是否愿意进行信息、知识、技术等资源的交流分享等。

互惠 团队成员之间形成互帮互助、利益互惠的良好和谐氛围 。

指导激励

创客师资 创客教师具备的创新精神和能力，以及对学生参与创客运动的指导等。

课程建设 创客课程的开发与建设，包括建设丰富完整的、以实践为导向的课程等。

典型示范 对创客成功典型案例的分析和示范，以及对失败的典型案例的总结和提升。

激励制度 制定科学合理的激励措施，调动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环境支持

政府政策 政府对高校创客运动发展的规划和具体措施，以及提供的基础设施和财政支持等。

高校推动 高校对大学生创客提供良好的创客空间、资金支持，以及举办创客大赛等活动。

企业参与 企业与高校开展技术合作，对高校创客运动提供资金、市场信息等资源。

社会资源 社会的开源社区、中介机构和合作伙伴等提供的创客资源。

个次级范畴（见表三）。

　　 四个主范畴的含义和包含的范畴分别为：１）创
客思维指大学生对于创新的认知、探索精神等对其

参与创客运动的影响。２）团队合作指创客团队成
员对于团队的认同，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分享互惠

等对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的影响。３）指导激励指
通过教师指导、课程教育、激励措施等对大学生参与

创客运动的影响。４）环境支持指政府、高校、企业
和社会提供的资源与相互协作对大学生参与创客运

动的影响。

以团队合作的典范模式为例，其因果条件是团

队认同、领导机制、分享精神等；脉络是相互信任、归

属感等；中介条件是政府政策、高校推动、社会资源

等；行动／互动策略是相互帮助、利益互惠等；结果是
提高团队合作质量。

（三）选择编码

选择编码是从之前分析中得到的概念范畴，确

定核心范畴，并将分析结果逐步集聚到与核心范畴

相关的编码。

在选择编码阶段，本研究用第二阶段的八份访

谈资料检验理论是否饱和。经过对比分析，研究发

现受访者的陈述要点已经被之前的访谈资料覆盖，

进一步的资料分析表明没有新的概念和范畴的增

加，因此可以判断理论达到了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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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核心范畴是“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

围绕核心范畴的故事线可以抽象为“个体→团队→
师资→环境”，研究发现创客思维、团队合作、指导
激励和环境支持对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有显著的影

响。其中，创客思维是内在驱动因素，团队合作、指

导激励和环境支持是外在驱动因素。

四、模型阐释

（一）创客思维对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的驱动

创客思维指鼓励学生相信他们能够学习做任何

事情的信念。它通过创新意愿、自我成就导向、专业

素质和行动意识四方面对大学生参与创新行动产生

驱动作用。创客运动强调技能甚于能力，认为任何

人都可以学习制作东西的技能（Ｄｏｕｇｈｅｒｔｙ，２０１３）。
创客运动使学生认真思考他们能做什么，而不是聚

焦于他们不能做什么（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０３；
Ｖｏｓｓｏｕｇ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创新意愿强的学生会主
动寻求创新的机会和资源，不断探索未知的领域。

自我成就导向的学生拥有坚定的信念、明确的目标、

清晰的标准，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更能够为了实

现目标而不懈努力。专业素质强的学生，具备系统

的专业知识，能够较好地掌握专业技术。这些对其

参与创客运动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是开展创造和

创新基础。一个好的创客要有良好的行动意识，这

需要有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此外在行动过程中要能

够容忍失败，具备抵抗挫折的能力。

（二）团队合作对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的驱动

团队合作通过团队认同、领导机制、分享精神和

互惠四方面对大学生参与创新行动产生驱动作用。

创客运动强调共同创新和开放创新，重视创客团队

的力量。团队认同一般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共同兴

趣和归属感的基础上。团队的领导机制很重要，良

好的领导机制能够运用目标引导、领导者魅力和沟

通交流将团队成员凝聚在一起，增强对创客运动的

投入。创客运动的合作属性来自于分享思想、项目

以及帮助他人。人们分享是为了交换信息，教育他

人，获得反馈以及感受到被连接（Ｋｕｚｎｅｔｓｏｖ＆Ｐａｕ
ｌｏｓ，２０１０）。互惠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创客相互帮助，
更好地促进团队合作，推进大学生创客团队的运作。

（三）指导激励对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的驱动

指导激励通过创客师资、课程建设、典型示范和

激励机制四方面对大学生参与创新发挥驱动作用。

拥有创新思维、知识结构合理、教学水平高的教师对

引导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开展创客项目发挥着重

要作用。学生通过参与创客课程，能够学习到 ３Ｄ
打印、开源软硬件等技术，这是他们参与创客项目的

基础。典型示范对于大学生能起到借鉴启示的作

用。成功的经验能够给予他们以启发，失败的教训

能够促进反思总结。激励制度对于吸引更多大学生

参与创客运动必不可少，通过荣誉奖励、激发挑战乐

趣、给予认可等有效的激励措施，能促使大学生积极

行动，成为一名优秀的创客。

（四）环境支持对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的驱动

环境支持通过政府政策、高校推动、企业参与和

社会资源四方面对大学生参与创新发挥驱动作用。

政府主要提供政策引导、财政支持、场地建设等，搭

建引领创客运动发展的综合平台。校内创客空间是

大学生创客进行创造发明的重要载体，高校要加强

创客空间建设，提供便利的软硬件设施，加强技术培

训，降低创客门槛，促进创客运动的积极发展。现在

越来越多的高校通过与企业共同研发技术、共享资

源，促进校企结合，共同推动创客运动的发展。社会

资源的支持为大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创客参与渠

道，帮助他们发现好的创客项目，促进创客项目市场

化，并吸引更多的优秀大学生投入创客运动。

五、量表开发与验证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建立了大学生参与创客运

动的关键驱动因素模型，设计相应量表，并进行大样

本调研，以进一步验证所构建模型的合理性。问卷

共由１６个题目组成，其中 Ｘ１＝创新意愿；Ｘ２＝自
我成就导向；Ｘ３＝专业素质；Ｘ４＝行动意识；Ｘ５＝团
队认同；Ｘ６＝领导机制；Ｘ７＝分享精神；Ｘ８＝互惠；
Ｘ９＝创客师资；Ｘ１０＝课程建设；Ｘ１１＝典型示范；
Ｘ１２＝激励制度；Ｘ１３＝政府政策；Ｘ１４＝高校推动；
Ｘ１５＝企业参与；Ｘ１６＝社会资源。题目采用 ７点
Ｌｉｋｅｒｔ量表测量，被调查者判断每个条目对大学生
参与创客运动的驱动影响程度，从１（几乎无影响）
到７（影响非常大）。

（一）调查样本

本研究在上述七所高校共发放问卷３９０份，回
收２９７份，剔除填写不完整、回答自相矛盾等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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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共有２４６份有效问卷。为了探究大学生有无创
客经验在问卷数据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首

先对样本中有创客经验的大学生（组一）和无创客

经验的大学生（组二）进行差异性检验。研究运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独立样本 Ｔ检验分
析，发现组一的均值为５．３３７，组二的均值为５．４０６。
方差齐性检验结果显示，Ｆ＝４．４８１，Ｐ＝０．０３６，方差
不齐。独立样本 Ｔ检验结果表明，Ｔ＝０．４９７，Ｐ＝０．
６２１＞０．０５，表明两组差异总体上不显著。因此有无
创客经验对研究结果不产生显著影响。

之后，研究者随机将问卷分成数量相等的两部

分，以其中的 １２３份（样本一）进行探索性因子分
析，以剩余的 １２３份（样本二）进行验证性因子分
析。样本一有男性 ７１人（５７．７２％），女性 ５２人
（４２．２８％）；大一学生１１人（８．９４％）、大二学生３９
人（３２．５２％）、大三学生３７人（３０．０８％）、大四学生
３５人（２８．４６％）。样本二有男性７３人（５９．３５％），
女性５０人（４１．６５％）；大一学生１８人（１４．６３％）、
大二学生 ３８人（３０．８９％）、大三学生 ３５人（２８．
４６％）、大四学生３２人（２６．０２％）。

（二）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首先对样本一的数据进行 ＫＭＯ和巴特
利特球形检验。根据经验判断标准，当 ＫＭＯ值大
于０．７时，可以接受进行因子分析，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
形度检验达到显著时即可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

示，样本一的 ＫＭＯ值为０．８６８，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度检
验近似卡方为２８１．４７２，ｄｆ＝１２０，显著性概率为０．
０００，表明样本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

析，抽取特征根大于１的因子，使用最大反差法对坐
标轴进行旋转，最终抽取了４个特征根大于１的因
子，累计方差解释比例达到６６．１０９％。探索性因子
分析结果见表四。根据已有研究和量表内容，本研

究对各因子进行命名：因子１为团队合作，因子２为
创客思维，因子３为环境支持，因子４为指导激励。

（三）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运用ＡＭＯＳ１７．０对样本二进行验证性因
子分析。结果显示，χ２／ｄｆ＝２．０２８（标准为小于３），
ＧＦＩ＝０．９０２（标准为大于０．９），ＡＧＦＩ＝０．９０６（标准
为大于０．９），ＮＦＩ＝０．９２３（标准为大于０．９），ＩＦＩ＝
０．９３９（标准为大于０．９），ＣＦＩ＝０．９３８（标准为大于

０．９），ＲＭＳＥＡ＝０．０６６（标准为小于０．０８）。各项指
标都达到了要求，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表四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测量题目 因子１ 因子２ 因子３ 因子４

Ｘ１ ０．８０９

Ｘ２ ０．６６９

Ｘ３ ０．６４１

Ｘ４ ０．６０７

Ｘ５ ０．７７１

Ｘ６ ０．７０３

Ｘ７ ０．６９２

Ｘ８ ０．６１２

Ｘ９ ０．６８６

Ｘ１０ ０．６２５

Ｘ１１ ０．５７４

Ｘ１２ ０．５１２

Ｘ１３ ０．８７０

Ｘ１４ ０．７９８

Ｘ１５ ０．６３３

Ｘ１６ ０．７７２

累计解释变异（％） １８．５７７ ３５．０７１ ５０．８８４ ６６．１０９

模型的标准化路径如图１所示。所有显变量对
应的潜变量的路径系数均大于０．５，并且在显著性ｐ
＜０．００１水平下显著。

图１　模型的标准化路径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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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１．信度检验
评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可以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系数进行验证。一般认为，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大于０．７为
可接受值。本研究中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的关键驱

动因素的因子分量表和总量表的信度系数均在０．７
之上，其中，因子１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７８０，因子２
为０．７９７，因子３为０．７８４，因子４为０．７９６。因此，
本研究设计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２．效度评估
一般研究采用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对量表进行

效度评估。内容效度指项目对预测的内容或行为范

围取样的适当程度。由于本研究量表的开发结合了

文献研究、个体访谈、焦点小组访谈等多种渠道获取

内容，并通过扎根理论分析验证理论的合理性。因

此，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

本研究采用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评价结构效

度。统计结果显示，所有标准化的因子载荷都大于

０．５，且达到显著水平，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
度（见表五）。

表五　标准化因子载荷矩阵

测量题项 因子１ 因子２ 因子３ 因子４

Ｘ１ ０．６３１

Ｘ２ ０．６８６

Ｘ３ ０．８１１

Ｘ４ ０．６５２

Ｘ５ ０．７２０

Ｘ６ ０．５９０

Ｘ７ ０．８０５

Ｘ８ ０．７０７

Ｘ９ ０．５４３

Ｘ１０ ０．６３８

Ｘ１１ ０．７９２

Ｘ１２ ０．６８４

Ｘ１３ ０．６０７

Ｘ１４ ０．８５９

Ｘ１５ ０．７８７

Ｘ１６ ０．８１７

对于区别效度，本研究采用相关系数判定法，即

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必须低于０．８５，否则会形

成多重共线性问题。总量表及其内部各因素之间的

相关分析见表六。模型中四个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

数为０．２９８至０．６３０之间，小于标准值０．８５。四个
因子与总问卷之间的相关性在０．６７６－０．８２１之间，
说明问卷的各因素对总问卷有较大贡献，且各因素

之间的相关性低于各因素与总问卷的相关性，说明

问卷的因素之间虽然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存在较

好的区别效度，因而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参与创客

运动的关键驱动因素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表六　总量表及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分析

创客思维 团队合作 指导激励 环境支持总量表

创客思维 １

团队合作 ０．６３０ １

指导激励 ０．５７０ ０．５８６ １

环境支持 ０．４０２ ０．２９８ ０．４１８ １

总量表 ０．８３２ ０．８０３ ０．８２１ ０．６７６１

六、结论与不足

本研究通过深入的文献收集与分析，发现之前

相关研究大多是基于理论分析，而基于大学生第一

手访谈资料的研究比较匮乏。因而本研究对七所高

校２８名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
法构建了中国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的关键驱动因素

模型，并通过大样本数据检验，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

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所构建模型的正

确性和合理性。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１）中国大学
生参与创客运动的关键驱动因素分别是创客思维、

团队合作、指导激励和环境支持。其中创客思维是

内在驱动因素，团队合作、指导激励和环境支持是外

在驱动因素。本研究弥补了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外

部驱动因素，而对内部驱动因素的研究较少的不足，

从内外两个方面全面构建了关键驱动因素模型。

２）研究得出了上述四个关键驱动因素包含的详细
构成因子。其中创客思维包括创新意愿、自我成就

导向、专业素质和行动意识；团队合作包括团队认

同、领导机制、分享精神和互惠；指导激励包括创客

师资、课程建设、典型示范和激励机制；环境支持包

括政府政策、高校推动、企业参与和社会资源。四个

关键驱动因素通过具体构成因子对大学生参与创客

运动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３）本研究丰富了创客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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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对于吸引和维持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具

有较好的实践指导价值。政策制定者和高校管理者

可以从培养创客思维、培育优质团队、加强指导激励

力度和融合各方资源加强环境支持等方面努力，鼓

励和促使更多大学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创客运

动，进而推动全社会的创新创业。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有：第一，在访谈中只选

取了七所高校，覆盖面还不够广。随着创客运动的

发展，今后的研究可以对更多高校的大学生创客进

行调查。第二，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原因，本研究样本

收集数量有限，今后可以扩展样本数量，在更广范围

验证理论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创客运动方兴未艾，

相信在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未来的研究中会不

断产生新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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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谢莹，童昕，蔡一帆（２０１５）．制造业创新与转型：深圳创客

空间调查［Ｊ］．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５９６５．

［２４］徐广林，林贡钦（２０１６）．公众参与创新的社会网络：创客

文化与创客空间［Ｊ］．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１１２０．

［２５］杨勐（２０１６）．大学生创客小微创业的浙江实践———以浙

江“特色小镇”为例［Ｊ］．中国青年研究，（４）：１４２２．

［２６］杨现民，唐斯斯，李冀红（２０１６）．发展教育大数据：内涵、

价值和挑战［Ｊ］．现代远程教育研究，（１）：５０６１．

（编辑：魏志慧）

·１０１·

刘晓敏中国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的关键驱动因素 ＯＥＲ．２０１６，２２（６）



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Ｍａｋ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ＬＩＵＸｉａｏｍｉ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ｕｓｔｏｍ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２０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ｍａｋ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ｂｅｇｉｎ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ｆａｓｔｒｉｓ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ｅｍａｋｅｒ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ａｔｔｒａｃｔ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ｅ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
ｂｌｅ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ｋ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ｍａｄｅ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ｆｉｎｄｔｈｅｋｅｙ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ａｋ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ａｓｔｏ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ｙ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ｉｎｇｗｉｔｈ２８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ｓｅｖ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ｕｓｅｄｇｒｏｕｎｄ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ｂｕｉｌｄａｋｅｙ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ｍａｋ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ｋｅｙ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ｄ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ｆｏｕｒ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ｆｏｕｒ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ｍａｋｅｒ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ｅａｍ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Ｍａｋｅｒ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ｓｅｌｆ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Ｔｅａｍ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ｅａｍ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ｓｈａ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ｕｔｕ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ａｎｄ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ｔｙｐｉｃａｌ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
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ａ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ｌａｒｇｅｓａｍｐｌｅｄａｔａ．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ｔｈｅｍａｋ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Ｉｔ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ｔｏ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ｍｏ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ａｋ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ｔｈｅｍａｋｅｒ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ｅａｍ，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ｏ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ｏｒｅ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ｏｂｅａ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ａｋ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２０１·

刘晓敏中国大学生参与创客运动的关键驱动因素 ＯＥＲ．２０１６，２２（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