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大学生创客团队异质性与团队绩效研究
———协作状态的调节作用

刘泓辰　王兴元　杨　娟

（山东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　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号召下，创客运动高潮迭起，高校大学生成为最富创新性和有
活力的创客群体之一。然而，针对大学生创客团队和团队结构的学术研究还滞后于实践。本文根据大学生创客

团队的特征将团队异质性分为外部异质性和内部异质性，并分别讨论两类异质性对创客团队绩效的影响以及协

作状态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异质性与大学生创客团队绩效正相关，内部异质性与大学生创客

团队绩效负相关；同时，协作状态正向调节异质性和创客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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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已成为社会进步和

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

开拓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创新驱动战

略”上升为国家核心战略，一系列创业政策和扶持

措施相继出台，促进了创客运动的蓬勃发展，大学生

成为最富创新性和活力的创客群体之一。

创客指自己动手对产品进行设计、制作、构建和

创新等，其起源与两种亚文化息息相关（徐思彦等，

２０１４）。其一是 ＤＩＹ思维文化：依靠自己动手制作
自己喜爱的物品；与他人合作共同完成一件物品，包

括软件开发、手工艺品、电子产品等。其二是黑客文

化：黑客都是酷爱编程、热爱信息技术、乐于分享和

共同开发新产品的人。作为最有活力的创客人群之

一，大学生创客团队无疑是最具研究价值和意义的

对象。笔者将大学生创客团队界定为以大学生为核

心参与者，为实现相同的创客目标而主动组成的团

队。大学生创客团队一般以个人或小型团队为主，

其行为大多经历了产生想法、产品设计与研发、产品

实践验证、产品改进与升级、产品发布及后期创业实

践等阶段。

创客团队异质性的定义来源于团队异质性的定

义。在团队异质性的研究中，学者们虽然检验了诸

多团队异质性（比如经验异质性、知识异质性等）跟

创业绩效的关系，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牛芳等，

２０１１）。其一，大多数研究只针对高层管理团队，没
有专门针对大学生创客群体展开研究。大学生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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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不同于其他创业群体，他们在年龄等方面异质

性较小，创客项目商业化进程刚刚起步，用针对成熟

企业的理论和思想去衡量创客团队难免有失偏颇。

因此，以往研究结论可能并不适用于大学生创客。

其二，现有研究普遍把创业团队异质性作为创业绩

效的重要影响因素（Ｈａｒｐｅｒ，２００８），不过其影响机制
有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胡望斌等，２０１４）。一部分
学者基于高阶理论的观点，把创业团队类比为创业

企业中的高管团队；另一部分学者基于社会认同理

论观点，着眼于新创企业萌芽期的团队创建（Ｆｏｕｎ
ｄｉｎｇＴｅａｍ）。大学生创客团队处于这两者之间的过
渡阶段，存在着情境的特殊性和趣味性。最后，有研

究者认为，初创团队的组织结构是影响创业绩效的

重要因素（杨俊等，２０１０）。艾茉森等人（Ａｍａｓ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认为，初创团队的组织规范往往不成熟，
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业团队结构特征对团队向心力、

规划科学性、市场敏锐度等与创业团队绩效高度相

关的变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笔者针对大学生创客探

讨大学生创客团队异质性与创客团队绩效的关系，

同时考虑协作状态对他们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异质性、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大学生创客团队异质性
团队异质性研究大多是从人口统计变量角度展

开的（王冰，２０１５）。布劳（Ｂｌａｕ，１９７７）将异质性定
义为团队成员在人口统计学方面所具有的多样性和

互异性。孙海法（２００６）认为高管团队异质性指的
是在年龄、职能、工作经验、社会经济背景、教育程度

以及财务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学者们在团队异质性

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将研究视角深入到创业团队领

域，发展出创业团队异质性概念。卡岑巴赫和史密

斯（Ｋａ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３）将创业团队异质性定
义为由多个成员构成的创业团队中，每个成员在年

龄、性别、社会阅历、生存能力、信仰以及行为方式方

面存在差异，且这些差异会影响创业团队目标的实

现以及创业绩效的提升。杰克逊等人（Ｊａｃｋｓ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界定创客团队异质性为：创客团队成员在
日常工作以及社会交际情景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特

质的差异以及分布状况。具体来说，大学生创客团

队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创客团队内部成员受教

育水平、专业、职业背景、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事风

格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性可以相互补充，从而影

响创客绩效（陈琳等，２０１４）。关于异质性的维度，
本研究借鉴杰克逊等人（Ｊａｃｋ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等人
的研究，根据异质性测量的难易程度和大学生创客

团队的实际将创客团队异质性分成两类：外部异质

性和内部异质性。外部异质性是容易观察、便于量

化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诸如受教育程度、专业、职业

背景等；内部异质性则是不易观察、难以量化的特

质，大多是基于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事风格不同

而产生的成员之间的异质化。

（二）概念模型

大学生创客团队作为一个集体，其团队绩效体现

了团队成员个人及团队整体交互沟通的协调性。鉴

于大学生创客团队成立时间大多较短，组织架构以及

规章制度不够完善，只有团队协作状态好，才能使团

队成员放下分歧、共享资源、头脑风暴，提升协作效

能，推动创客团队绩效的提升。

丹切尔（Ｄｅｃｈｕｒｃｈ，２０１０）研究表明，团队内部协
作与团队结果变量（绩效）高度相关。科兹洛夫斯

基（Ｋｏｚｌｏｗｓｋｉ，２００６）指出团队营造的积极共享、合
作氛围会让成员更加主动地传递信息、分享资源以

及共同协作，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基于以上分析，笔

者在分析大学生创客团队异质性和创客团队绩效关

系时，将协作状态纳入分析内容，探讨大学生创客团

队协作状态的价值和意义。笔者认为，创客团队异

质性是对大学生创客团队结构的静态描述，而协作

状态能够促使大学生创客团队获得团队异质性带来

的潜在收益，同时减少异质性的负面作用，即协作状

态能调节大学生创客团队异质性和创客团队绩效之

间的关系。

综上分析，笔者提出本研究的概念模型（见图

１），大学生创客团队外部异质性和内部异质性影响
大学生创客团队绩效，而协作状态起调节作用。

（三）研究假设

１．大学生创客团队异质性与创客团队绩效
创业团队异质性与创业团队绩效的关系，一直

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

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异质性会导致创业团队内部冲

突，使团队陷于内斗、内耗的泥潭，最终对绩效产生

负面影响。例如，查特曼（Ｃｈａｔｍａｎ，２００１）指出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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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概念模型

成员之间在年龄、性别、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

成为创客团队初期成员之间冲突和矛盾的主因，严

重影响创客团队的绩效。另一种观点认为创业团队

异质性可以拓展团队认知，不同特点的成员集思广

益、头脑风暴，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进而提高创业

绩效。阿斯佩伦德等（Ａｓｐｅｌｕｎｄ＆Ｍｏｅｎ，２００５）和亨
内基等（Ｈｅｎｎｅｋｅ＆Ｌüｔｈｊｅ，２００７）研究指出，创业团
队年龄、阅历以及教育背景等异质性会给创业团队

带来综合收益，最终提高团队绩效。魏斯玛

（Ｗｉｅｒｓｅｍａ，１９９３）、威廉姆斯等（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Ｌü，
１９９８）研究了创业团队年龄异质性、社会关系异质
性以及认知异质性等与创业团队绩效的关系，发现

创业团队异质性与创业团队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

高校创客团队成员间外部异质性对创客团队绩

效会产生重要影响。高校创客团队主要由在校本科

生、硕士生、博士生及毕业生组成，其受教育水平、专

业、职业背景以及经验异质性的存在，能提高团队思

维、方法的多元化，有利于团队愿景的确定和提高创

客团队内部的创新，最终有利于提高创客团队绩效。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一：

Ｈ１：外部异质性（受教育水平、专业、职业背景）
正向影响创客团队绩效。

高校创客团队成员之间也存在着内部异质性。

与高管创业团队相比，处在血气方刚年龄的大学生，

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事风格往往不同，比如部分

成员很难理解团队的价值，认为其他团队成员的工

作没有意义。尤其是意见相左时，大学生可能不容

易控制情绪，不愿意多沟通，这会对团队绩效带来不

利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二：

Ｈ２：内部异质性（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事风
格）反向影响创客团队绩效。

２．协作状态的调节作用

积极的协作状态是创客团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

前提。大学生创客团队外部异质性使创客团队吸纳

了成员不同体系、学科、背景的资源和知识。积极的

协作状态能够营造友好、团结、舒适的内部环境，促

使团队成员之间形成良好的信息互动，增强团队归

属感和工作满意度，并化为努力工作的动力，最终提

高创客团队绩效。由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三：

Ｈ３：积极的协作状态正向调节外部异质性（教
育水平、专业、职业）与创客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

一些高校创客团队绩效低下的症结在于创客团

队成员之间缺乏有效的协作状态，使成员之间的信

息和技术不能实时有效共享，造成团队后续工作乏

力。积极的团队协作状态能有效控制创客团队的情

绪，让创客以积极的心态面对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并以客观、公正的视角看待团队及自身的不足，解决

内部异质性带来的冲突多、认同度低等问题，提高团

队整体形象，增加团队工作效率。此外，积极的协作

状态促进团队共享更加体系化和实用化的知识，鼓

励成员进行多方面、创新性的思考，提升团队合作效

率。由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四：

Ｈ４：积极的协作状态正向调节内部异质性（价
值取向、思维方式）与创客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１．研究样本
齐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由山东省高教工委、

教育厅等七家单位联合主办，七年时间里，平均每年

接收参赛作品１５００余件，基本覆盖山东省大学生所
有创新创业团队。本研究借助齐鲁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平台，从竞赛数据库中分层抽取了２６０个团队
为调研对象。调研问卷主要涉及创客团队信息、创

客团队外部异质性、创客团队内部异质性、创客团队

协作状态以及创客团队绩效等。调研问卷发放２６０
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９８份，回收率７６．２％。
２．变量测量
本研究在参考国内外大学生创客成熟量表基础

上，结合中国大学生创客团队实际以及研究主题进

行量表的筛选和修订。其中，异质性量表根据杰克

逊等人（Ｊａｃｋ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的量表基础上修订而
成（见表一），大学生创客团队协作状态参考汤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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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６７）研究，创客团队绩效通过“成长
性”与“盈利性”指标进行量化。问卷变量采用李克

特５级量表测量，并引入成立年限和成员数量作为
控制变量。通过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验证了问卷的信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均大于０．９）。问
卷因子分析显示，ＫＭＯ＝０．８０６（ＫＭＯ＞０．８），Ｂａｒｔ
ｌｅｔｔ的显著性ｐ＝０．０００（ｐ＜０．０５），表明问卷数据适
合进行因子分析。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

发现，相同维度的题项因子载荷均出现在同一个公

共因子上。由此可见，量表效度较好。

表一　大学生创客团队异质性测度

变量 测量题项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大学生创
客团队外
部异质性

团队成员教育背景差异很大

团队成员的专业知识涉及领域广

团队成员的专业技能广泛

团队成员有丰富的职业经历

团队成员从事过很多不同的工作

０．９４９

大学生创
客团队内
部异质性

团队成员价值取向差异大

团队成员有相反的价值观

团队成员行事风格差异大

团队成员思维方式差异大

０．９５０

（二）数据分析与统计结果

１．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如表二所示。大学生创客团

队外部异质性与大学生创客团队绩效（ｒ＝０．７７３，ｐ
＜０．０１）正相关；大学生创客团队内部异质性与大
学生创客团队绩效（ｒ＝－０．３３８，ｐ＜０．０１）负相关；
大学生创客团队协作状态与大学生创客团队绩效（ｒ
＝０．７６６，ｐ＜０．０１）正相关。这些结果与本研究的
基本假设一致，为验证研究假设提供了支持。

２．假设检验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元层级回归法进行假设检验分析

（见表三）。模型１是控制变量（成立年限、成员人
数）对团队绩效的回归模型。模型 ２是外部异质
性、内部异质性以及协作状态对团队绩效的回归模

型。模型３是包含调节项的全效应模型。
在表三中，模型２显示，外部异质性对创客团队

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０．５８１，ｐ＜０．０１），假设
Ｈ１得到验证。内部异质性反向影响创客团队绩效
（β＝－０．１２６，ｐ＜０．０１），假设Ｈ２得到验证。

在模型３的交互效应模型中，外部异质性和协
作状态的交互项正向影响团队绩效（β＝１．０８３，ｐ＜
０．０１），假设Ｈ３得到验证。内部异质性和协作状态
的交互项对创客团队绩效也有着显著正向影响（β
＝０．２９４，ｐ＜０．０５），假设Ｈ４得到验证。

四、结论、启示与不足

（一）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大学生创客团队协作状态为调节变

量，探讨和验证了大学生创客团队异质性与团队绩

效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１．大学生创客团队异质性是影响团队绩效的重
要因素。团队异质性对绩效有重要影响是国内外学

者的普遍认识，本研究再次验证了这个观点。当下

很多高校推行创客项目竞争性运营制度，同样的项

目由不同的大学生创客自由组队模拟运营，绩效突

出的团队最终获得后续运营权。在外界环境基本相

同的情况下，团队绩效分化很大，这也从实践角度诠

释了大学生创客团队异质性的重要作用。

２．大学生创客团队外部异质性正向影响团队绩
效。实证数据发现，大多数创客团队以本科生为主，

但有硕、博士研究生加入、有复合专业背景、职业经

历丰富的创客团队绩效优异。如果团队可以吸收高

学历、经验丰富、技术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加盟，会提

高团队绩效。

３．大学生创客团队内部异质性负向影响团队绩
效。创客团队内部异质性大，矛盾、分歧就大。大学

生创客团队成立时间大多不长，项目发展压力大团

队成员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事风格上的冲突，

会极大地影响团队成员的精力，干扰团队的发展，制

约团队目标的实现，最终负向影响团队绩效。

４．协作状态正向调节外部异质性、内部异质性
和大学生创客团队绩效。本研究表明，积极的大学

生创客团队协作状态将加强外部异质性对绩效的促

进作用，减轻内部异质性对绩效的负向作用，即大学

生创客团队协作状态起调节作用。

（二）研究贡献与启示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区分不同

类型的异质性对大学生创客团队绩效的影响，为全

面认识大学生创客团队异质性与创客团队绩效之间

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探索了创客团队绩效的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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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

ｑ２成立年限 ｑ３成员人数 外部异质性 内部异质性 协作状态 绩效

ｑ２成立年限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１ ０．２７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００ ０．８９６ ０．５６４ ０．９５８ １．０００

平方与叉积的和 ５８８．３３４ ５５８．９８５ ３．６５３ －１５．３５６ １．１３８ －０．００６

协方差 ２．９８６ ２．８３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Ｎ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９８

ｑ３成员人数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２７５ 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００ ０．７５８ ０．４４９ ０．８１９ ０．９９１

平方与叉积的和 ５５８．９８５ ７０１９．０９１ －２９．６３３ －６９．５９１ １７．１８２ １．１５９

协方差 ２．８３７ ３５．６３０ －０．１５０ －０．３５３ ０．０８７ ０．００６

Ｎ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９８

外部异质性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２ １ －０．２６０ ０．３４９ ０．７７３

显著性（双侧） ０．８９６ ０．７５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平方与叉积的和 ３．６５３ －２９．６３３ ２６０．５１５ －６４．６５４ ７１．２００ ２０８．７０５

协方差 ０．０１９ －０．１５０ １．３１６ －０．３２７ ０．３６０ １．０５４

Ｎ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９９ １９９ １９９ １９９

内部异质性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０４１ －０．０５４ －０．２６０ １ －０．３７２ －０．３３８

显著性（双侧） ０．５６４ ０．４４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平方与叉积的和 －１５．３５６ －６９．５９１ －６４．６５４ ２３６．６５３ －７２．１５３ －８６．９０８

协方差 －０．０７８ －０．３５３ －０．３２７ １．１９５ －０．３６４ －０．４３９

Ｎ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９９ １９９ １９９ １９９

协作状态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 ０．３４９ －０．３７２ １ ０．７６６

显著性（双侧） ０．９５８ ０．８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平方与叉积的和 １．１３８ １７．１８２ ７１．２００ －７２．１５３ １５９．３９３ １６１．８５３

协方差 ０．００６ ０．０８７ ０．３６０ －０．３６４ ０．８０５ ０．８１７

Ｎ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９９ １９９ １９９ １９９

绩效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７７３ －０．３３８ ０．７６６ １

显著性（双侧）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平方与叉积的和 －０．００６ １．１５９ ２０８．７０５ －８６．９０８ １６１．８５３ ２７９．８１８

协方差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１．０５４ －０．４３９ ０．８１７ １．４１３

Ｎ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９９ １９９ １９９ １９９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三　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控制变量
成立年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６

成员人数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自变量
外部异质性 ０．５８１ １．４１４

内部异质性 －０．１２６ －０．３１１

调节变量 协作状态 ０．５４７ ０．８４７

调节变量
外部异质性协作状态 １．０８３

内部异质性协作状态 ０．２９４

模型统计参数

Ｒｘ ０．０００ ０．８７９ ０．８９７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ｘ －０．０１０ ０．８７６ ０．８９３

Ｆ值 ０．０００ ２７８．２５３ ２５３．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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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方式，为丰富大学生创客理论作出了贡献；从创客

团队结构出发，探索协作状态对创客团队绩效的影

响，并分析和检验了协作状态对大学生创客团队异

质性和大学生创客团队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对大学生创客团队的实践有指导价值。

１）建立高效的创客团队
大学生创客团队在组建时，组建者或管理者要

明确自己所处行业类型及自身实力，根据自身情况

组建团队、确定团队规模；其次在选取团队成员时，

要学会平衡成员之间的能力和角色，且充分考虑成

员之间的异质性，避免吸收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或行

事风格差异过大的成员，尽量吸收专业水平较高、经

验丰富等外部异质性高的成员，同时注重团队的沟

通协作，创客团队成员目标一致、团结协作才是创客

活动正常平稳运行的保证。

２）建立系统全面的创客教育课程体系
创客教育课程对于大学生创业教育有重要作

用。各高校应该将创客教育课程纳入学校日常课程

体系，探索形成包括知识讲授、课堂模拟、企业参观、

社会实践等在内的创客教育课程体系；课程体系设

计尤其应注意课内各层次相贯通、课内外相衔接、必

修课与通识课相协调、理论讲授课程与模拟实训等

多种课程形态相结合，最大程度提高在校大学生创

客在外部异质性方面的表现（杨现民等，２０１５）。
３）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地开展创客指导
大学生创客团队成员存在异质性，所以高校应

针对学生实际，分层分类、因材施教地开展针对性创

客实践和指导，形成创客人才培养常态化、创新性机

制。教师在创客指导过程中，要注意培育良好的团

队协作意识，营造和谐融洽的团队氛围。

４）创新创客团队绩效评价体系
诸多高校和学者都将“利润率”作为衡量创客

团队绩效的主要指标。然而，很多创客团队目前停

留在研发创新型新产品，还没有进入市场化运作阶

段，尚未产生财务利润，创客团队及产品的潜在价值

风险比较大，用“利润率”这一指标衡量其绩效是不

严谨的。对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定性分析的评价体

系，对不同指标依据大学生创客的实践赋予相应的

权重（丁影，２０１１）。大学生创客团队对市场信息的
敏感与反应速度、机遇把握、新产品开发以及资源使

用效率是其潜在价值体现的关键点，因此对大学生

创客团队的绩效评价应侧重于机会识别、产品创新

性、市场前景以及财务预算等。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缺憾，这可能成为广大学者

开展深入研究时应考虑的创新突破点和研究方向。

首先，实证分析方面，笔者选取山东省大学生创

客团队作为样本数据来源，这一样本是否有广泛代

表性？换言之，我国其他省份的大学生创客团队与

山东省是否存在差异是本研究没有涉及的。

其次，笔者没有将创客团队绩效分维度讨论。

在初期，创客团队往往不成熟，团队绩效的成长性与

获利性可能不同步变化。换言之，在大学生创客团

队成长初期，侧重的是团队的成长性，对获利性的要

求并不急迫；到了后期，则会考虑团队成长性的增长

性与获利性的增长性要一致向上。为了研究的科学

性与严谨性，笔者将大学生创客团队绩效作为整体

进行研究。然而，对创客团队绩效进行整体分析无

法体现大学生创客团队的自身特性，后期实证分析

的结果也会受到影响。

最后，随着创新创业活动的深入，各高校创客团

队逐渐走出孵化期，迈入成长期或成熟期。在创客

团队不同的生命周期，异质性对创客团队绩效的影

响会始终如一吗？下一步，笔者将以动态的视角，探

讨异质性和团队成长的关系。

［参考文献］

［１］Ａｍａｓｏｎ，Ａ．Ｃ．，Ｓｈｒａｄｅｒ，Ｒ．Ｃ．，＆Ｔｏｍｐｓｏｎ，Ｇ．Ｈ．（２００６）．

Ｎｅｗｎｅｓｓａｎｄｎｏｖｅｌ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ｅａｍ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ｎｅ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２１（１）：１２５１４８．

［２］Ａｓｐｅｌｕｎｄ，Ａ．，＆Ｍｏｅｎ，Ｓ．（２００５）．Ｓｍａｌ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ｒｍｓ：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Ｍｉ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４５（３）：３７５７．

［３］Ｂｌａｕ，Ｐ．Ｍ．（１９７７）．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ｐｒｉｍｉ

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４］Ｃｈａｔｍａｎ，Ｊ．Ａ．，＆Ｆｌｙｎｎ，Ｆ．Ｊ．（２００１）．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ｏｏｐｅｒ

ａｔｉｖｅｎｏｒｍｓｉｎｗｏｒｋｔｅａｍｓ［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４

（５）：９５６９７４．

［５］陈琳，张微（２０１４）．浅析异质性大学生创业团队［Ｊ］．中国教

师，（７）：２０５．

［６］Ｄｅｃｈｕｒｃｈ，Ｌ．Ａ．，＆Ｚａｃｃａｒｏ，Ｓ．Ｊ．（２０１０）．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ｅａｍｓｗｏｎ’ｔｓｏｌｖｅｔｈｉ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Ｊ］．Ｈｕｍａ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５２（２）：３２９．

［７］丁影（２０１１）．创业企业绩效评估方法初探［Ｊ］．科学发展

（９）：２６３２．

［８］Ｈａｒｐｅｒ，Ｄ．Ａ．（２００８）．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２６·

刘泓辰，王兴元，杨娟大学生创客团队异质性与团队绩效研究———协作状态的调节作用 ＯＥＲ．２０１７，２３（５）



ｔｅａｍ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２３（６）：６１３６２６．

［９］Ｈｅｎｎｅｋｅ，Ｄ．，＆Ｌüｔｈｊｅ，Ｃ．（２０１０）．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ｈｅｔｅｒｏ

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ｓａ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ｆ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ｔｅａｍｓ

［Ｊ］．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６（２）：１２１１３２．

［１０］胡望斌，张玉利，杨俊（２０１４）．同质性还是异质性：创业导

向对技术创业团队与新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Ｊ］．管理世

界，（６）：９２１０９＋１８７１８８．

［１１］Ｊａｃｋｓｏｎ，Ｓ．Ｅ．，Ｊｏｓｈｉ，Ａ．，＆Ｅｒｈａｒｄｔ，Ｎ．Ｌ．（２００３）．Ｒｅ

ｃ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ｅａｍ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ＷＯ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９（６）：８０１８３０．

［１２］Ｋａ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Ｊ．Ｒ．，＆Ｓｍｉｔｈ，Ｄ．Ｋ．（１９９３）．Ｔｈｅ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ｔｅａｍ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７１（２）：１１１．

［１３］Ｋｏｚｌｏｗｓｋｉ，Ｓ．Ｗ．Ｊ．，＆Ｉｌｇｅｎ，Ｄ．Ｒ．（２００６）．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ｗｏｒｋ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ｅａｍｓ［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７

（３）：７７．

［１４］牛芳，张玉利，杨俊（２０１１）．创业团队异质性与新企业绩

效：领导者乐观心理的调节作用［Ｊ］．管理评论，（１１）：１１０１１９．

［１５］孙海法，姚振华，严茂胜（２００６）．高管团队人口统计特征对

纺织和信息技术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Ｊ］．南开管理评论，（６）：６１

６７．

［１６］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Ｄ．（１９６７）．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ｃｔｉｏｎ［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１７］王冰（２０１２）．创业团队异质性、团队氛围与创业绩效关系

研究［Ｄ］．吉林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１８］Ｗｉｅｒｓｅｍａ，Ｍ．Ｆ．，＆Ｂｉｒｄ，Ａ．（１９９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

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ｆｉｒｍｓ：ｇｒｏｕｐ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

ｔｙ，ａｎｄｔｏ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ｅａｍ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６（５）：９９６１０２５．

［１９］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Ｋ．Ｙ．，＆Ｉｉｉ，Ｃ．Ａ．Ｏ．（１９９８）．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４０ｙｅａｒ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３）：７７１４０．

［２０］徐思彦，李正风（２０１４）．公众参与创新的社会网络：创客运

动与创客空间［Ｊ］．科学学研究，（１２）：１７８９１７９６．

［２１］杨俊，田莉，张玉利，王伟毅（２０１０）．创新还是模仿：创业团

队经验异质性与冲突特征的角色［Ｊ］．管理世界，（３）：８４９６．

［２２］杨现民，李冀红（２０１５）．创客教育的价值潜能及其争议

［Ｊ］．现代远程教育研究，（２）：２３３４．

（编辑：李学书）

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ＭａｋｅｒＴｅａｍ ａｎｄＴｅａ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ｅ

ＬＩＵ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ｙｕａｎ＆ＹＡＮＧＪｕ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ｃａｌ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ｃｌｉｍａｘ，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ｃｏｍ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ｍａｋｅｒｔｅａｍａｎｄ
ｔｅａ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ｒｅ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ｉｖｉｄｅｓ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ｉｎｔｏ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ｈｅｔｅｒｏ
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ｔｅａｍ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ｅａｍ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ｅ．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ｈａ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ｅａ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ｈａｓ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ｔｅａ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ｄ
ｔｅａ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
ｍａｋｅｒｔｅａ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ｍａｋｅｒｔｅａｍ；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ｅ；ｔｅａｍ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３６·

刘泓辰，王兴元，杨娟大学生创客团队异质性与团队绩效研究———协作状态的调节作用 ＯＥＲ．２０１７，２３（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