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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组织的组织协同机制及仿真研究

张　成　唐方成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组织协同理论，分析了创客组织的组织协同机制，并根据组织协同机制建立了

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以深圳市创客组织为例，对创客组织的组织协同度、合作意愿、吸引力、

组织风险进行了仿真测度。研究发现：创客、创客组织和协同组织分别位于组织协同系统的核

心层、中间层和外围层，其组织协同系统是由要素体系的人才体系、资本体系、创新成果体系和

一个组织协同评价体系构成；在组织协同系统中，多组织进行组织协同和资源协作，各组织对

外部要素进行输入和输出，通过内外部环境要素的交互响应机制，形成组织协同系统的因果反

馈路径，进而影响组织间的协同创新和子系统间的交互行动；仿真结果显示，创客组织具有促

进组织协同创新和提高创新竞争力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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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制度实施以来，以

众创空间为代表的创新型组织得到前所未有的

发展，并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据《中国众创空

间白皮书２０１８》的调查结果表明：截至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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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各类众创空间总量居世界之最，已超过

５７００家，同比２０１６年增长３３％；约１．８万个创

新团队或企业获得６７０亿元融资，已超１０００

家企业上市或挂牌，入驻众创空间的企业和团

队拥有专利高达１５万余件。但其发展依然存

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痛点和难题，以往研究表明：

①创客参与度比较低，创客参与创新活动程度

处于冷热不均状态［１］，有些众创空间甚至会出

现“有店无客”现象；②通过世界２２个创新型国

家的创新比较发现，我国表现出原始创新能力

不足、中小企业创新的创新机制以及资金支持

渠道不健全问题突出［２］；③从总体来看，与发达

国家相比，我国众创空间自身盈利能力较低、孵

化效率不高、模式比较单一［３］；④众创空间的同

质化发展非常严重，过于注重硬件设施和数量

规模等［３］。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组织协同机制

不健全，以致于资源协作不充分。不难发现，不

同组织间的资源协作是实现协同创新的基础，

组织协同是众创空间发展的必备条件，并决定

了协同创新的发展态势。

组织协同具有促进协同创新和提高创新竞

争力的重要作用。既有研究表明，以众创空间

为代表的创新型组织，是促进协同创新的重要

载体［４］。从“双创”发展态势来看，创新型组织

也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抓手，具有平台

性组织的协同性和系统性特征，还具有提升国

家科技创新实力和科技创新竞争力的重要作

用。从资源依赖方面来看，众创空间构建良好

的资源合作关系网络，更容易获得政府、金融机

构、中介组织、创业导师等资源的支持，帮助创

客实现资源对接［５］，这体现了众创空间的组织

协同功能。

然而，众创空间并不能完全概括所有创新

型组织的内涵和特征，“创客组织［６］”一词能更

好地体现创新型组织的平台性和协同性。从理

论上讲，界定创客组织的概念，合理划分创客、

创客组织、协同组织的边界，探析组织协同机

制，对创客组织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结合创客组织的发展实践得知，创客组织搭建

多主体进行资源协作的协同创新平台，但其发

展的核心问题是组织协同机制问题。如何界定

创客组织，如何构建组织协同系统，如何探究组

织协同机制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仍有待深入探

究。本研究聚焦于创客组织的组织协同机制分

析，并通过系统仿真来验证创客组织的组织协

同能力和协同创新效果。

２　研究综述

２．１　相关概念界定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主要从众创空间的内

涵、结构与特点等方面对创客组织的相关概念

进行界定。王姗等［７］认为，众创空间包含孵化

器的功能，并比较了创客空间与企业孵化器的

功能和运行机制。在区域性创客组织调查研究

中，郭慧子［８］认为，创客组织是大众参与创新的

一种新形式，将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空间和动

力。从整体的角度，周新旺［６］把众创空间、创客

空间等类似组织综合地概括为创客组织，并将

其定义为“能够孵化创客的创意，将创意转化为

硬件产品并最终孵化为创新企业的组织。简单

地说，创客们或社会人士创建了孵化创客或创

客企业的组织，即创客组织”。解学芳等［３］提

出，众创空间是创新２．０时代创新创业服务机

构的集合式概念，是由创客空间、孵化器、加速

器等组成的创新创业服务生态系统。针对众创

空间的特征，陈夙等［９］将众创空间视为新型的

创业生态系统，而且是众多创业活动在特定地

理空间的集聚，进而形成复杂创业生态系统。

贾天明等［１０］将众创空间与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理论结合起来，系统地将众创空间生态系统总

结为：“在一定区域内，以创客为中心，围绕创新

创业紧密联系的众多组织以及相关环境支撑要

素集聚在特定地理空间上，并通过自组织不断

演化，最终形成开放性和生态性的创新生态系

统，创客、创客组织和相关协同组织是最主要的

参与者。”

综上，本研究认为，创客是组织协同系统中

最重要的协同创新主导者；创客组织是指为创

客和协同组织提供创新创业服务的平台组织，

其核心功能是利用自身资源和协同组织的资源

来帮助创客实现协同创新；协同组织是通过分

享自身优势资源，从而支持协同创新的资源提

供者或服务组织。

２．２　组织协同与协同创新

组织协同引起组织创新，进而影响创新绩

效。首先，组织协同必然产生组织变革和组织

创新。ＣＡＭＩＳＯＮ等
［１１］认为，组织变革直接带

动工艺创新，间接促进产品创新，最终提高企业

整体绩效。其次，创客组织的组织协同带来了

资本、知识、技术、市场渠道等资源要素的集聚，

协同性和系统性成为创新生态平台的显著特

征。郑少芳等［１２］认为，高科技企业要搭建以自

身为核心的创新生态平台，建立高校、科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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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产业链上下游互补组织间的知识链。此外，

高校创客组织具有开放性、自组织性、非线性等

系统特征［１３］，同样体现了促进协同创新的系统

功能。秦斐等［１４］从创业人才培育、创业机会实

现、创业资源配置３个细分维度剖析了高校双

创生态系统，并提出了解决动力机制的路径。

最后，不同的组织网络对组织的影响是不同的，

如袁剑锋等［１５］认为，应优化配置创新资源集聚，

以合理布局协同创新网络空间。

组织协同具有促进协同创新的作用。首

先，产学研的组织协同提高了协同创新绩效［１６］。

相关研究表明，政府直接资助方式对初创型企

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更大［１７］，政府介入度显

著影响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１８］；大学企业协同

创新活动均受到横向、纵向技术距离的显著影

响［１９］；多主体的资源协作效率显著影响协同创

新的效果。其次，组织协同引起不同组织间资

源要素的交互响应，进而影响协同创新的绩效。

例如，ＬｉｖｉｎｇＬａｂ搭建起集成式创新平台，链接

政产学研用等组织，充分调动协同组织的创新

积极性、创造力和集体智慧，形成创新集成生态

系统［２０，２１］。最后，创新平台需要组织协同和技

术集成创新的支撑。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

生态体系的结构是由创新平台和互补性模块组

成，技术标准界面是创新主体合作的接口。这

种技术依赖关系一旦形成，生态体系就对某个

企业个体有某种程度的“吸附效应”和“锁定效

应”，在内部竞争和外部竞争的作用下，整体生

态体系才得以不断生存和发展［２２］；多组织协同

可以提高技术集成创新的效率［２３］。

上述分析表明：创客组织是组织协同系统

的组织平台，组织协同是实现协同创新的内在

要求和前提条件，多组织间的组织协同形成了

组织协同系统；从系统科学角度来看，组织协同

系统包括一些子系统，每个系统都有一些要素

的输入和输出，要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３　方法引入与系统建构

３．１　系统动力学方法引入

从创新生态系统的角度，李万等［２４］梳理了

创新３．０范式的演变机理，阐述了创新生态系

统的主要特征。裴蕾等［２５］发现了众创空间的不

同范围的多层次创新生态圈，提出了众创空间

的自组织演化、开放式创新协同，以及跨层级创

新交互的创新机制。鉴于创客组织具有平台组

织的优胜劣汰和创新繁衍的系统性特征，运用

系统动力学方法，本研究构建组织协同系统的

基本模型，既可以分析不同组织的组织协同模

式，又可以分析组织协同系统的子系统间交互

作用机制。

３．２　创客组织的组织协同系统构建

３．２．１　创客组织的组织协同系统模型
创客组织的组织协同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

征，其系统模型见图１。由图１可知，在组织协同

系统中，创客、创客组织和协同组织是协同创新

的参与主体；不同参与主体之间形成不同的组织

协同方式，比如校企协同、政企协同、企学研协同

等多种组织协同方式；创客组织的多维度协同结

构是通过内聚耦合的方式有机地链接不同组织；

组织、资源、环境和团队是参与协同创新的必要

条件；组织形式、资源共享、协同创新、创新成果

都是系统要素相互作用的外在直接体现。在组

织协同系统中，创客组织位于组织协同系统的中

间层，承担组织协同职能；创客位于核心层，是协

同创新的最重要主体；协同组织位于外围层，为

协同创新提供优质资源和创新服务。

图１　创客组织的组织协同系统
　

３．２．２　创客组织的组织协同系统构成

创客组织是由不同组织基于组织协同机制

而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也是链接创客和协同

组织的枢纽，更是协同创新赖以生存的组织协

同系统的平台。根据创客组织的生态环境属

性，由于创客组织是组织协同系统的组织者而

不易作为成员来对待，因此，创客和协同组织可

以被看作组织协同系统成员和环境成员两大

类：一类是直接参与创新的系统成员，主要包括

创客、企业、科研机构、政府等组织；另一类是为

创新服务的环境成员，包括法制部门、工商部

门、科技协会等组织。不同的协同组织参与创

新的作用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不同。由此，创

客组织需要搭建多维度组织协同机制，并进行

多组织间的资源协作、利益分享、协同创新。在

组织协同系统中，多维度组织协同机制具有重

要的协调作用。本研究所指的多维度协同机制

是：不同组织基于创客组织平台而形成的创客、

创客组织、协同组织交互协同创新的关系组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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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如校企组织协同、政产研组织协同、政产资研

用组织协同等不同协同组织形态。构建多维度

协同机制需要打破组织边界，延长组织资源协作

链，加强不同资源要素的资源协作，进而建成能

够持续创新和繁衍生息的创新生态系统。

３．２．３　组织协同系统的要素体系
创客组织的组织协同模式，是内外部资源

共同协作的表现形式，不同组织基于组织合作

关系和组织信任关系，以及互利共赢关系而形

成协同创新的空间体系，各参与主体为了自身

诉求开展组织协同。组织协同实践表明，组织

协同系统呈现出开放性、非线性、自组织性的系

统性特征，不同组织基于知识共享、空间共享、

利益分享等方式实现协同创新的资源协作，最

终形成协同创新的要素传递回路。在要素传递

回路中，不同组织的资源要素需要进行合理配

置，物质流、知识流和资本流镶嵌在创客组织的

组织协同系统上，表现出开放性、动态性、层次

性［２５］和整体性的显著系统性特征。从创客组织

的发展实践来看，创客人才、资本体系、创新成

果、组织协同度都是体现组织协同系统的外在

表现形式。

３．２．４　组织协同的系统界限与前提条件

（１）组织协同的系统界限　根据系统动力

学基本原理，任何系统都是有界的。依据组织

协同系统的要素体系，组织协同系统主要包括

创新成果形成与转化系统、创客组织的资本流

动系统、创新人才流动系统和组织协同度评价

体系，前３大子系统相互作用并维系创客组织

的组织协同系统的持续运行。由此，组织协同

系统的协同度是整个系统的指标评价体系，其

系统边界是以３个子系统为运行边界的。

（２）构建组织协同系统的前提条件　以创

客组织的组织协同系统的正常运转为基本条

件，排除影响系统运行的不确定因素。组织协

同系统的前提条件具体如下：

条件１　组织协同系统是开放的、动态的、

渐进的协同创新的生态系统。

条件２　假定不可抗力事件和突发事件不

会影响组织协同系统的正常运行。

条件３　创客组织是由于单一组织资源有

限性而形成的多组织资源协作创新平台，协同

创新是基本功能。

４　组织协同系统的组织协同机制分析

４．１　组织资源要素的输入与输出

创客组织的组织协同系统，是组织协同和

资源共享的动态资源协作系统，通过组织协同

对创新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调整，以保持运行状

态的稳定。本研究发现，组织的资源输入和输

出，会引起组织协同系统的要素输入和输出发

生相应资源交互响应效应。不同的协同组织资

源禀赋和利益诉求不同，比如企业投入资金、人

才、技术等资源主要为了获得专利、技术和创新

产品（见表１）。由表１可知，组织协同系统的

系统要素输入与输出伴随着知识流①、资金流、

资源流等形式的演变，也就是不同资源协作和

协同创新行为的表达形式。系统成员和环境成

员分别输入各自的资源要素，不同组织要素的

聚集、重组和再分配共同形成了组织协同系统

的要素体系。不难发现，在组织协同系统的动

态演化中，组织协同系统是这些要素交互响应

的基础，其要素体系是不同组织进行重新资源

协作的外在表现形式。创客组织的组织协同系

统存在优胜劣汰的创新迭代现象，组织协同系

统的资源输出决定组织协同创新发展的成败，

也影响创新生态系统的繁衍生息。由此，创客

组织的组织协同系统运行结构，是由组织协同

系统的要素输入与输出所决定的。

表１　组织协同系统的要素输入与输出

类别 具体组织 系统位置
组织协同系统的

要素输入

组织协同系统的

要素输出

系
统
成
员

创客 核心层 知 识、创 新 技

能

专利、产品、技术等创新

成果

企业 外围层 关系渠道、资金 专利、技术、创新产品

大学 外围层 科 研 资 源、教

育资源

科研项目、科研成果、人

才

科研机构 外围层 教 育 资 源、科

研资源、资金

专利技术、知识产权、科

研成果

政府 外围层 政策 维护市场秩序

中介机构 外围层 中介服务 专业服务和服务效率

金融机构 外围层 资金 资金收益与盈亏

终端客户 外围层 用户需求 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

环
境
成
员

社会环境组织 外部环境 社会文化资源 社会发展，良好发展环境

自然环境组织 外部环境 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保护

法律环境组织 外部环境 法律规定 市场竞争秩序

其他相关组织 外部环境 行业标准等其

他对应要素

行业发展秩序等其他对

应结果

４．２　组织协同系统的交互响应机制

政、产、学、研、企是最为常见的协同创新参

与主体，其中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既可能扮演

着协同组织的角色，也可能扮演着创客组织的

角色。创客组织的组织协同系统交互响应，可

以理解为不同组织进行资源协作的利益反馈，

也是参与主体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的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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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协同系统成员之间的协同创新，是整个系

统交互响应机制的关键行动；不同组织以组织

协同系统为平台，基于协同创新关系开展不同

利益诉求的资源交互行动，这是组织协同系统

运行的应有之义。整个系统的交互响应机制主

要包含两个方面：①组织协同系统中成员间的

内部环境交互影响；②组织协同系统的环境成

员与系统成员的整体环境交互响应。前者主要

体现了组织协同系统的平台功能，后者则表明

了组织协同系统资源协作的内外部环境交互响

应机理。不同类别组织与对应的交互响应结果

见表２。由表２可知，在组织协同系统中，不同

组织处于不同的系统位置，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并起到不同的作用，其要素交互行为形成了资

源交互响应结果。不同组织的资源属性和利益

诉求不同，其交互响应结果也不同，这是由于每

个组织参与协同创新所提供的资源不同，以及

资源所起到的作用不同而造成的。

表２　不同类别组织与对应的交互响应结果

类别 具体组织 组织角色 要素交互行为 交互响应结果

系统成员 创客 创新主导者 用创新换资金和市场资源 通过试验进行创新和创造

企业 协同创新 用资金和市场资源获得创新成果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产品化、商业化和市场化

大学 协同创新 以人才、资金和制度支持协同创新 提高各类人才素质、培育创新人才

科研机构 协同创新 以人才、资金和制度支持协同创新 提供科研支撑和科研人才培育

政府 鼓励创新 以政策和财政资金支持协同创新 维护创新生态秩序和制定政策

中介机构 支持创新 以服务获得收入 为创客提供创新服务

金融机构 支持创新 以资金获得收入 为创客提供资金服务

终端客户 需求客户 以实际需求支持协同创新 购买创客或创客团队的新产品、新技术

环境成员 社会环境组织 鼓励创新 以理念促进创新 营造创新文化和重视人才的环境

自然环境组织 制约创新 约束创新的负面作用 加强生态系统的环境保护

法制环境组织 保护创新 依法维护创新秩序 调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其他相关组织 服务创新 以行业自治来维护创新秩序 发挥行业协会、行业标准等自治作用

４．３　组织协同系统的因果关系分析

在组织协同系统中，创新成果数量、创新成

果的转移转化收入、创客基金和创新人才数量

等要素，是维持组织协同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

变量，并促使组织协同系统中各个节点之间形

成资源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动态交互机制。

这些要素之间形成因果互现的多重反馈回路，

并形成了组织协同系统的复杂因果关系。组织

协同系统的因果关系循环机制具有复杂创新生

态系统的特征和规律，各种反馈回路相互作用

和各个子系统相互影响，共同形成整个创新生

态系统的繁衍生息，并决定了创客在这个创新

生态系统的发展处境。如果创客具有充足的资

金和市场资源，那么创客完全没有必要入驻创

客组织；同样，创客组织倘若具备创新人才和市

场资源，也没必要搭建组织协同系统。组织协

同系统将聚集人才资源、资本资源和市场资源

进行资源要素的重新组合，这是组织协同系统

因果关系形成的前提条件。由此，要素间的资

源协作是形成子系统和总系统的根本原因，子

系统围绕组织协同和协同创新进行要素交互行

动，是维系整个系统运行的决定性因素。

创客主导协同创新，创客组织体现组织协

同的平台性功能，创新成果的优胜劣汰决定了

整个组织协同系统的发展态势。创新成果的收

入分配是组织协同和协同创新的结果，也是组

织协同系统的关键节点，更是多组织协同创新

行为反馈回路的起点和终点，还是创客组织发

展的决定性因素。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有助于

提高创客组织的知名度，扩大创客组织的影响

力，塑造组织协同系统的良好形象，从而增强创

客组织的组织协同系统对内部成员和外界投资

者的吸引力，推动内部创新主体和外部市场投

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组织协同系统

拥有充足的资源，促使组织协同的系统成员充

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加强系统成员的合作

意向，提升其组织协同系统的协同度，使符合市

场需求的创新成果源源不断地产生；不合理的

利益分配则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甚至最终导

致其组织协同系统的崩溃。由此，创新成果的

收入分配是资本子系统运行的决定性因素。

５　组织协同系统仿真研究

５．１　组织协同系统仿真模型建立

组织协同系统的运行受到要素存量和流量

的影响，系统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了逻辑关系模

型（见图２）。由图２可知，与组织协同系统的

要素体系不同，要素体系是不同组织进行组织

协同和资源协作的外在表现形式，其人才体系、

资本体系、创新成果体系和组织协同评价体系

是动态形式的外在体现；然而，系统要素相互作

用的逻辑关系模型，是不同组织要素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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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动态表现形式；其不同组织间的要素交

互，是以存量和流量形式而形成的系统反馈回

路和控制规律，直接揭示了组织协同系统的组

织协同，以及协同创新的动态演化机制。依据

系统动力学原理，结合组织协同和协同创新的

发展实践，组织协同系统仿真模型必须充分考

量实际指标数据获取的可行性。具体而言，创

客组织的要素体系仿真系统，包括创新人才流

动系统、资本流动系统、创新成果形成与转化系

统、组织协同度评价体系，这些要素体系的状态

变量具体体现在创新成果数量、创新成果的转

移转化收入、创客人才数量、创客组织基金和创

客组织的组织协同度等具体变量上。在系统运

行中，水平变量与速率变量，以及辅助变量共同

作用而形成系统整体的运行结构，存量和流量

的变化最终表现为组织协同系统的结果状态。

图２　创客组织的组织协同机制系统仿真模型
　

图３　创客组织的资本子系统仿真模型

　　创客组织资本子系统模型，是创客组织协

同机制系统仿真模型的一部分，以影子变量为

桥梁，将模型显示如下（见图３）。由图３可知，

创客组织资本子系统模型揭示了创客组织年收

入、创客组织投入额、创客组织基金流失等速率

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创新成果的转移转化收

入，以及创客组织基金两个状态变量，分别刻画

了组织协同带来的额外收益和创客组织基金的

发展水平。创客组织基金是创客维持初创企业

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创客与资本的结合

促使初创企业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初创企

业成长之后，也会通过组织基金等方式孕育新

的企业，增强其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生存能力。

５．２　组织协同系统仿真模型的试验样本

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中国

众创空间发展白皮书》可知，创业已呈现产业生

态资源分享模式，创客组织数量增长过快，发展

模式缺乏多样性，专业化服务水平亟待提升，而

且全国存在同质化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体制［２６］、

统一的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体制。调查显示：

北京、上海、天津、杭州、深圳等地区的创客组

织，运营模式和组织协同模式同质化发展非常

严重。

深圳是全国城市中创客组织发展比较典型

的城市，也是创客活跃度比较高的创新之城［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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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选择深圳创客组织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近年来，深圳市不断加大对创客组织的资金支

持和创新政策支持，引导企业、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等组织开展组织协同创新，并取得了显著

成效。由于创客组织发展迅速，创客的创新积

极性高，协同组织的积极参与，最终使深圳市的

创新成果呈现显著增长态势。由此，以深圳创

客组织发展为研究对象，对其组织协同系统进

行仿真和模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５．３　组织协同系统仿真模型的参数设定

仿真研究需要根据模型确定具体参数，本

研究确定参数的方法，主要包括统计估算法和

实地调查法。在逐一确定具体参数后，运用

Ｖｅｎｓｉｍ软件测算结果并进行系统模型仿真试

验。

５．３．１　模型参数估计
根据深圳市发展基础数据，本研究选择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的可以统计估算的参数，主要涉

及到新产品价格、人均平均薪酬等。依据统计

年鉴的统计单位和基础数据，通过测算而得出

具体参数值（见表３）。

表３　参数统计

具体参数名称 具体参数值 参数对应单位

深圳地区新产品价格 ６０ 元／件

深圳地区新产品成本 ３０ 元／件

深圳Ｒ＆Ｄ人员平均薪酬 １６．３９ 万元／当量／年

深圳Ｒ＆Ｄ人员人均劳动生产率 ０．４３ 件／当量／年

深圳技术合同平均价格 １３６．５７ 万元／件

深圳行业人才平均流动率 ９００ 个／年

深圳技术创新发展速度 ９％ 百分比

注：根据深圳发展基础数据和创新成果数据进行估算而得出。

表４　基于实地调研的系统仿真模型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值／％ 参数名称 参数值

深圳成果转化比例 ３０ 深圳Ｒ＆Ｄ投入比例 ９８％

深圳商业化成功率 ４０ 深圳风险准备金比例 ２％

深圳技术市场交易比例 ２５ 深圳创客协同文化氛围 ０．７

深圳技术闲置比例 ５０ 深圳企业生产制造能力 ０．７

深圳收益分配比例 ７０ 深圳客户满意度 ０．７５

深圳收益留存比例 １５ — —

注：根据实地调查结果而统计。

　　基于实地调研的系统仿真模型参数见表

４。由表４可知，这些数据主要以技术创新、技

术转化、技术收益和一些企业的生产制造能力

等参数为样本。在２０１８年７月至２０１９年８月

间，笔者通过８２位科技企业高管的访谈，得到

深圳成果转化比例、商业化成功率、技术市场交

易比例和闲置比例、收益分配比例和留存比例

的大约数值；通过６３名创客访谈，得到协同文

化氛围和客户满意度的大约数值，通过采访深

圳市科技局部门负责人，得到研发投入比例和

企业生产制造能力的数据，最终在采访数据的

基础上进行估算并确定具体数值。

为了科学地确定仿真试验所需要相关因素

的分析因子参数，本研究采取德尔菲法来确定

参数值。调查采取匿名方式，借助深圳地区创

客大赛机会，对专家评委进行３轮现场调查并

进行统计分析，最终经过３次数据优化得到因

素分析因子的参数值（见表５）。这些具体参数

值是仿真试验的基础，直接影响结果的科学性。

为了尽量避免结果的偏差性，采取多方案参数

值试验法来进行分析和优化。

表５　仿真试验的方案参数

具体参数名称
具体参数值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深圳收益分配合理性 ０．７ ０．６ ０．３

深圳信用风险因子 ０．３ ０．４ ０．７

深圳科技风险因子 ０．３ ０．６ ０．７

深圳市场风险因子 ０．３ ０．４ ０．７

深圳政策支持力度 ０．７ ０．７ ０．３

深圳法律完善程度 ０．７ ０．３ ０．３

注：数据根据深圳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情况而确定。

５．３．２　模型修正与有效性检验
为检验仿真模型的有效性，依据创客组织

的组织协同系统仿真模型进行模拟试验，先运

用Ｖｅｎｓｉｍ软件测算出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代表性指

标的模拟值，并与实际值进行偏差率测算（见表

６）。根据仿真试验原理，只要连续指标偏差率

绝对值不高于１０％，说明仿真试验有效并可以

用来进行短期分析和预测。结合与创新发展联

系比较紧密的指标可知：专利申请数量是反映

城市科技创新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也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科技创新的最新发展；政府研发

资金支出是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新产品

销售额体现了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水

平。由此，选取这３个具体指标作为仿真模拟

指标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由表６可知，２００８年与２００９年的新产品产

值模拟值与实际值的偏差率都远大于１０％的

绝对值，可见这时段的模拟结果与实际值偏差

较大，其他年份偏差率均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依据深圳市当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可知，这

两年的数据偏差，是由于当时深圳市经济发展

受其他外在不稳定因素造成的波动，是可解释

的。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深圳受美国次贷危机

的影响，比如服装、玩具、机械配件等大量出口

型企业，订单突然大幅下滑而损失惨重。颜海

明等［２８］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出口依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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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分析表明：偏差率

较大并不是由于模型本身所造成的，主要因为

当年政府研发资金支出依然保持稳定，其模拟

值也在合理范围内，专利和新产品销售额的偏

差较大与国际市场突变有关；且其他年度的偏

差率绝对值都小于１０％。综上表明，本研究总

体偏差较小，该仿真模型能用于短期分析和预

测。

表６　深圳市的模拟值与实际值比较

时间

／年

深圳市专利申请数量 深圳市政府资金Ｒ＆Ｄ支出 深圳市新产品产值

模拟值 实际值／个 偏差率／％ 模拟值 实际值／万元 偏差率／％ 模拟值 实际值／亿元 偏差率／％

２００７ ３７２４６．１７ ３５８０８ ４．０２ １８３９０３４．１４ １８３５８７３．５ ０．１７ １６００．１９ １７１３．６６ －６．６２

２００８ ３９８３８．４６ ３６２４９ ９．９０ ２３９４８４６．９１ ２４３７１７４．３ －１．７４ ２７９０．４５ ３３２８．４８ －１６．１６

２００９ ４３３８２．２９ ４２２７９ ２．６１ ３０９９７３６．４９ ３０９７００７．５ ０．０９ ３４０７．９４ ２７９４．６８ ２１．９４

２０１０ ４８９０６．９４ ４９４３０ －１．０６ ３７０１１４７．８１ ３９５４０８９．３ －６．４０ ４８２３．３８ ５２６４．９７ －８．３９

２０１１ ５８９４９．８３ ６３５２２ －７．２０ ４５９２２０７．３９ ４６４５７８９．１ －１．１５ ５８０１．５２ ５７５５．５３ ０．８０

２０１２ ７２０９４．３２ ７３１３０ －１．４２ ４９４０３１８．６３ ４８８３７３８．２ １．１６ ６３９４．７１ ６２２２．６５ ２．７７

注：实际值来源于《深圳统计年鉴２０１２》；模拟值来源于仿真试验测算。

５．４　组织协同系统模型的仿真结果分析

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深圳市创客组织的组织

协同创新进行系统动力学仿真试验，其结果分

别见图４～图９。图４中的仿真结果与深圳

Ｒ＆Ｄ人员数量增长趋势保持一致，较好地模拟

了创客人才的发展趋势。该趋势非常符合深圳

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深圳是以民营企业发

展为主的经济格局①，快速发展的民营经济需

要符合市场高技术和高质量需求的产品，显然

这就需要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和创新能力建设。

图４　创客人才数量仿真结果
　

图５　创客组织基金仿真结果

图５揭示了创客组织基金的增长趋势，仿

真结果表明，从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深圳市创客组织

基金的总额增长了一倍，实际使用基金规模接

近２０亿元。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间，深圳市科创

委提供创新创业资助资金１．７亿元，共支持

６００余个创客创新创业项目；而仅在２０１８年，

就提供１．０２７亿元创新创业资助资金，共支持

２３６家创客的初创企业。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间，高

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都为创客提供了基金支持。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腾讯产业共赢基金的规模已经

到达１００亿，当然实际用于支持深圳创客的基金

额度比较小。综上表明，创客组织基金的仿真结

果与深圳实际支持创客的基金增长趋势相一致，

也与深圳快速发展的风险投资趋势相呼应。

图６反映了深圳市创客组织的创新成果数

量呈现增长趋势，２０１８年的创新成果接近１４

万件。由于深圳市一直大力引进高校和科研院

所，这些机构为深圳提供了强大的创新资源；且

深圳的科创企业比较多，其创新成果亦呈现快

速增长趋势。事实表明，仿真结果与深圳创新

成果数量规模的增长趋势相呼应。

图６　创客组织成果数量仿真结果

图７表明组织协同系统的创新成果的转移

转化收入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这与深圳创新人

才数量、创客组织基金规模、创新成果数量的增

长趋势相一致。比起２０１５年以前的深圳创新

成果的转移转化收入，显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但是产品化和市场化的概率依然较低，其中，技

术转让收入的贡献较小，这与我国高质量技术

较少，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相符合，主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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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创客成果的转移转化收入仿真结果
　

为我国很多技术和专利无法实现产品化［２９］。虽

然创客组织具有一定的促进技术产品化的作

用，也未能起到根本性转变；不可否认，组织协

同系统在促进创新成果实现技术产业化和创新

产品市场化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深圳市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组织协同评价子

系统中，图８显示了创客组织的组织协同度总

图８　创客组织协同度仿真结果
　

体上处于增强趋势，在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

间呈现显著增强的趋势，仿真结果与深圳市鼓

励协同创新的政策，以及社会对协同创新和创

客组织的认知相呼应。图９表明了深圳市创客

组织的吸引力、合作意愿、组织风险的发展趋

势。不难发现，创客、创客组织和协同组织的合

作意愿、创客组织吸引力呈现逐年显著增长的

趋势，而组织协同风险系数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总体结果表明，创客组织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

组织协同和协同创新发展。

图９　创客组织协同相关变量仿真结果

６　研究结论与讨论

６．１　研究结论

依据组织协同理论，运用系统科学思维，本

研究通过剖析创客组织的组织协同机制发现：

①创客是维系组织协同系统运转的创新主体，

处于系统的核心层；创客组织是链接创客与协

同组织的平台性组织，处于中间层；协同组织是

为实现自身利益诉求和协同创新而提供优质资

源和创新服务的组织，位于系统的外围层；其组

织协同系统的要素体系是由人才体系、资本体

系、创新成果体系和组织协同评价体系组成。

②创客、创客组织和协同组织共同组成多组织

协同互交模型，具有多维度组织协同的特征，整

个组织协同系统涉及到多主体、多子系统及要

素体系间的资源交互行为，因而呈现开放性、层

级性、动态性和整体性的系统特征。③在组织

协同系统中，创客、创客组织和协同组织基于协

同创新目标，进行组织协同和资源协作，搭建起

组织协同系统，其系统成员间的创新交互行动、

系统成员与环境成员间的创新创业服务交互行

动，形成了系统要素的交互影响机制；每个子系

统的运行会受到诸多要素的影响，系统资源要

素的输入与输出决定了系统的运行结构；这些

组织间的资源交互行动和创新交互行动，以及

子系统间的因果反馈机制，共同诠释了创客组

织的组织协同机制。

６．２　研究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如下：①以往学者主要

探究创客组织的运行效率和创新绩效［３０］，创客

组织的组织协同机制分析填补了其相关研究的

不足。通过建立组织协同系统模型理清了创

客、创客组织、协同组织的概念和范围及特征，

总结了组织协同系统的特征，构建了组织协同

系统的要素体系，归纳了其系统交互响应机制

和系统要素的因果关系和反馈路径。②通过仿

真试验，论证了创客组织对组织协同创新和创

新生态繁衍的积极作用。结合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和创客组织发展趋势，回应了创客组织具有

促进协同创新和提高创新竞争力的积极作用。

６．３　研究局限与启示

本研究仅从系统整体角度论述了组织协同

机制，由于分析聚焦于子系统相互响应和资源

交互行动而形成的组织协同机制，未能逐一深

入分析每个子系统的要素体系和运行机制；其

实，创新成果形成与转化系统、资本流动系统、

创新人才流动系统都具有独自的要素体系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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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制。创新成果形成和转化是吸引所有组织

参与组织协同和协同创新的根本动力，这是决

定创新生态系统优胜劣汰的根本原因。这些子

系统都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也是组织协同和

协同创新研究的热点话题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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