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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究领先用户创新与创业的影响因素，对 308 个领先用户的相关数据进行逻辑回归和单因

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领先用户专利持有率较高，创业意愿较强，但自主创业能力有限。专业门类、

家族商业背景、创新创业大赛及获奖经历 3 个因素对领先用户专利研发存在显著性影响，这种影响存

在性别上的差异；专利被企业采纳的经历对领先用户创业存在显著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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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的“生产—消费”模型中，企业和用

户有着清晰的界限，但随着用户创新意识的不断

觉醒，两者间的界限愈发模糊，用户成为创新的

一大生力军。Cross Bike、Teflon 以及自动驾驶汽

车都是用户创新的代表性成果[1−3]。随着用户创新

创业能力的不断提升，许多用户，尤其是领先用

户萌生了商业化创新的念头。领先用户不再是企

业创新的合作者，而是商业模式的缔造者。据调

查，早在 2004 年时，美国初创公司中的 46.6%都

由用户创新者创建；2007 年时，新媒体行业中

84%的初创公司由用户创立[4]。 

    目前，相关学者对“用户创新创业”这一新

兴研究主题进行了质性和定量分析，主要包括用

户创新和创业的特点、影响因素以及创业过程

等。现有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为后继研究奠定了

基础，但也存在着用户创新和创业概念混淆、研

究碎片化、模糊度高、缺乏实证研究等不足。因

此，本文在厘清领先用户创新和创业概念的基础

上，采用实证方法对其影响因素分别进行梳理、

论证。 

    一、概念界定 

    (一) 领先用户 

    领先用户被定义为用户群体的一部分，从用

户群体中产生，但却有别于普通用户[4]。领先用

户是新产品和服务的主要且日益重要的来源[5]，

他们具备较高的知识技能和品牌忠诚度，处于市

场重要趋势的前沿。当现有产品无法满足自身需

求时，他们往往会主动寻求解决方案。同时，领

先用户期望从自主探寻的解决方案中获得满足

感，甚至较高收益[6−8]。 

    (二) 用户创新 

    用户创新是用户基于自己使用目的而开发、

改变现有产品或流程的行为。领先用户往往处于

市场趋势的前沿，有丰富的产品使用经验，同时

利用自身的知识技能创新产品和服务[9]。GIN012

咖啡馆、时尚杂志 VLOG、“第二人生”游戏、虚

拟自助餐等都是领先用户的重要创新成果[10−12]。 

    (三) 用户创业 

    创业是创业者利用劳动力、知识、技术、管

理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所从事的生产活动。用户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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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是指用户以满足自身需求为初衷，对产品和服

务进行改进或创新，随后把这些产品和服务生

产、销售给他人，进而实现商业化创新的过    

程[4, 7, 13]。用户商业化创新(即创业)有三种路径：

一是通过成立公司商业化其创新；二是选择其他

方式(如与企业共创、授权或转让专利)进行创业；

三是在小范围内分享创新成果[13−16]。 

    领先用户的创业行为可以塑造交易模式、参

与市场配置，甚至建立市场规范和形成新的市 

场[17−18]。据统计，近 290 万的英国消费者的年度

产品开发支出是英国所有公司年度消费品研发

支出总和的 1.4 倍以上[19]。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用户创新创业的内在影响因素 

    众多学者对用户创新的动力进行深度挖掘，

研究表明：市场消费需求、粘性信息以及自我价

值实现是促使用户创新的内在驱动力[19−20]。当市

场中现有产品和服务无法满足自身需求时，用户

往往选择通过自身的经验和能力对现有产品进

行创新[21]。部分领先用户由于“粘性信息”的使

用和转移成本较高[19, 22−23]，为了降低自身的购买

和维护成本[2, 16]，选择通过自主创新满足自身需

求，还伴随对经济收益的期望[24]。在创新的过程

中，用户感知到创新带来的愉悦性，同时也达到

了提高个人技能、获得自我提升的目的[25−28]，还

能提高个人声誉和社会地位[29−31]。 

    Von Hippel 认为用户创新不是独立的，是诸

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用户创新不仅需

要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还需要相匹配的精神态度

和知识能力[32]。受教育水平与用户的创新能力以

及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息息相关，受教育水平显

著影响了用户对创新机会的识别与利用[33−35]。在

高等教育的众多课程中，创新创业教育更具专业

性和系统性，不仅能够培养用户的机会识别、创

新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思维模式，还能够有效

提升社交、信息搜集、管理和决策等创新创业技

能[36−38]。同时，创新创业教育可以有效地教授领

先用户整合外部资源的技能，如利用社交媒体进

行知识交互、与企业合作获取平台资源等。总之，

创新创业教育在培养知识、技能和态度的基础上，

为用户树立信心，进而影响其创新意愿和行为[39]。 

    同时，有学者提出，当受教育程度一致时，

领先用户的创新创业意愿和行为受到专业和性

别的影响，如经管类专业、男性在接受创新创业

教育后表现出更好的创新创业素质和转化力[32]。

还有研究表明，与未接受创新创业教育的学生相

比，接受创新创业教育的学生创新意愿和行为并

未显著提升[40−41]。因此，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和论

点的不同，本研究假设： 

    H1a：学历水平更高的领先用户创新成果  

更多。 

    H1b：学历水平更高的领先用户拥有更强烈

的创业意愿。 

    H2a：创新创业教育经历对领先用户创新有

正向影响。 

    H2b：具有创新创业教育经历的领先用户创

业意愿更高。 

    H3a：经管类专业的领先用户更具创新潜力。 

    H3b：经管类专业的领先用户创业意愿更高。 

    H4a：男性用户在创新活动中更为活跃。 

    H4b：男性用户相较于女性表现出更高的创

业意愿。 

    (二) 用户创新创业的外部影响因素 

    领先用户往往处于市场趋势的前沿，对产品

市场的需求和外部风险有着较高的敏感度。当产

品市场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用户需求，

以及需求不断变化时，用户感知到的市场需求和

风险较高[17]，不利于其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但

当用户偏好与市场需求一致时，风险感知就会降

低，从而开展创业活动的几率就会增长[30, 34]。 

    当用户感知市场的创新创业机会时，企业强

大的资源平台、家庭的精神与物质支持以及国家

政策引导下的实践竞赛都成为用户实施创新创

业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42−43]。 

    企业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创立开放式创新

平台，为用户创业提供能够有价值的知识技术或

资产[44]，允许更广泛的合作伙伴参与，在互补创

新方面拥有更多的异质知识和能力，为用户创新

创业提供更多的平台和资源[45]。当用户的创新成

果稀有性、知名度高，企业更有意愿与用户合作。

尤其当用户的创新成果被企业采纳时，用户的自

我效能感、创业意愿和行为都有所提升[46]。 



企业家簇                                周劲波，位何君：领先用户创新与创业的影响因素研究 

 

115 

 

    许多研究指出家庭支持对创业意愿具有直

接或间接影响，具备商业背景的家族更有助于

用户提升创业决策、创业成功率和创业绩效  

等[47−48]。甚至部分用户的创业选址非常重视与家

人和朋友的接近程度，和谐的家庭关系更有助于

筹集资产并招募所需人才[49]。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各类

创新创业竞赛风生水起，旨在为具备创新创业潜

力的大学生提供更好的互动平台[50−51]。各地区的

创新创业赛事如火如荼，极大地鼓励学生将创意

转化为具有实际意义和可操作性的项目乃至企

业，尤其对斩获奖项的项目而言，则具备更多的

创业机会和更大的创业潜力。因此，本研究假设： 

    H5a：专利被企业采纳的经历激发领先用户

更多的创新。 

    H5b：专利被企业采纳的经历使得先用户创

业意愿更高。 

    H6a：家族商业背景有利于领先用户创新。 

    H6b：家族具有商业背景的领先用户更勇于

创业。 

    H7a：有创新创业大赛经历的领先用户更具

创新潜力。 

    H7b：创新创业大赛获奖的领先用户具有更

高的创业意愿。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和数据收集 

    已有的相关文献对虚拟社区用户、单个用户

创新者以及农村用户进行了研究，但缺乏对大学

生这一庞大的领先用户群体进行实证分析[52−53]。

本研究样本包括来自中国四个省市(北京、上海、

河南、广西) 8 所高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上海大学、上海政法学院、郑州大学、

河南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的学生。学

生包括经管类和非经管类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研

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研究共发放问卷 360 份，回

收有效问卷 308 份，有效回收率为 85.56%。 

    国外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定量方法，即用专

利数据来衡量创新的规模和质量。有研究结果表

明，有专利支撑的用户创业企业相比其他初创企

业存活时间更长，发展更稳定[22]。专利数据包含

丰富的技术信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利用

专利数据来分析用户创新是可取的[42]。 

    (二) 数据分析方法 

    现有文献大都是单一访谈案例或多案例研

究[51]，缺乏针对领先用户创新、创业意愿和行为

的大样本实证分析。少数包含人口统计信息的领

先用户研究，也呈现出片面化和碎片化特征。因

此，本研究将对领先用户的创新和创业行为进行

实证检验。本研究的实证分析主要包括描述性统

计分析、逻辑回归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四、假设检验 

    (一) 描述性统计 

    如表 1 所示，此次调查的 308 个样本中，男

性用户 144 人，占比 46.8%；女性用户 164 人，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频率/百分比 均值 

性别 
男 144(46.8)  

女 164(53.2)  

学历水平 

本科 140(45.5)  

硕士研究生 115(37.3)  

博士研究生 53(17.2)  

专业 
经管类 130(42.2)  

非经管类 178(57.8)  

创新创业教育 

经历 

有 130(42.2)  

无 178(57.8)  

家族商业背景 
有 135(43.8)  

无 173(56.2)  

参赛获奖 

是，获奖 106(34.4)  

是，未获奖 67(21.8)  

否 135(43.8)  

专利持有 
是 125(40.6)  

否 183(59.4)  

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 28(22.4)  

实用新型专利 48(38.4)  

外观设计专利 49(39.2)  

发明人唯一 
是 46(36.8)  

否 79(63.2)  

专利被采纳经历 
有 46(36.8)  

无 79(63.2)  

创业意愿 
有 70(56.0)  

无 55(44.0)  

创业路径 

自主创业 45(36.0)  

与企业共创 46(36.8)  

专利授权转让 34(27.2)  

创业自我效能感 数值 125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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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53.2%。其中，已持有或正在申请专利的领

先用户有 125 人，高达 40.6%。在持有专利的 125

人中，72.8%的用户持有专利 1—5 项，持有专利

的最高值为 32 项；专利类型也多以发明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利为主。内在动机主要为现有市场无

相关产品(96/76.9%)、满足个人需求(80/63.5%)、

享受创新过程和实现自我价值(67/53.8%))。领先

用户独立申请专利的只有 45 人，占比 36%，64%

的用户在创新过程中受到来自“师生(70/87.9%)、

网络用户社区(48/60.6%)以及兴趣社团和俱乐部

(41/51.5%)”的帮助。 

    领先用户的创业自我效能感较高，其均值分

别为 8.37 和 6.40(10 分制)。在持有专利的 125 人

中，70 人具有将专利商业化的意愿，占比 56%。

将专利进行商业化的影响因素主要为外部因素，

尤其是经济收益(98/78.8%)、创业者风险偏好

(94/75.0%)、专利市场需求(87/69.2%)和实现自我

价值(70/55.8%)等。 

    尽管领先用户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和意愿都

很高，但实际具有创业经历的仅有 52 人，占比

40.8%，且创业形式大多为“与企业共创”和“专

利 授 权 转 让 ” (24/57.1%) 。 创 业 孵 化 平 台

(38/76.2%)、政策补贴 (31/61.9%)、企业扶持

(32/61.9%)、师生互助 (26/52.4%)、技术支持

(22/42.9%)是领先用户创业的必要条件。 

    (二) 回归分析 

    本研究针对“是否持有或正在申请专利”的

影响因素：性别、学历水平、专业门类、相关教

育经历、创新创业大赛获奖经历、家族商业背景

等 6 个因素进行逻辑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6 项因素中的性别和创新创业大赛获奖经

历两个因素对“是否持有专利”产生影响，并呈

现出 0.05 水平上的显著性。同时，专业门类和商

业背景这两个因素也呈现出 0.10 水平上的显著

性。因此，性别和实践经历、专业门类和商业背

景均对专利持有有着积极显著的影响。同时，性

别和实践经历影响的显著性要大于专业门类和

商业背景这两个因素。 
 

表 2  逻辑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系数 Wald 值 显著性 Exp(B) 

性别(1) −0.860 4.611 0.032 0.423 

学历水平  1.250 0.535  

学历水平(1) 0.173 0.082 0.775 1.189 

学历水平(2) −0.327 0.322 0.570 0.721 

专业门类(1) −0.836 2.770 0.096 0.433 

创新创业教育经历(1) 0.773 2.083 0.149 2.165 

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并获奖  8.625 0.013  

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并获奖(1) −1.375 8.167 0.004 0.253 

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并获奖(2) −0.301 0.329 0.566 0.740 

家族商业背景(1) −0.701 2.821 0.093 0.496 

常量 1.780 6.332 0.012 5.930 

 

    同时，本研究针对“利用专利进行创业的意

愿”的影响因素：性别、学历水平、专业门类、

相关教育经历、创新创业大赛获奖经历、家族商

业背景和专利被企业采纳经历等 7 个因素进行逻

辑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7 项因素中

只有“专利被企业采纳的经历”对领先用户创业

意愿产生重要影响，呈现出 0.10 水平上的显著

性。研究表明：企业的认可能够有效提升领先用

户的创业意愿。由于领先用户缺乏创业经验和创

业的资金和外部支持，因此当企业采纳其专利

时，能够有效提升其创业自我效能感，增强创业

的自信心，进而有效提升创业意愿。 

    根据以上逻辑回归分析结果，H3a、H4a、

H5b、H6a、H7a 被证实。也即是说，男性在创新

活动中更为活跃，经管类学生在创新活动中有着

独特的优势。经管类学生在日常课程学习中，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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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逻辑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系数 Wald 显著性 Exp(B) 

性别(1) 0.989 2.182 0.140 2.689 

学历水平  0.022 0.989  

学历水平(1) −0.131 0.016 0.898 0.877 

学历水平(2) −0.139 0.022 0.883 0.871 

专业门类(1) −0.416 0.191 0.662 0.660 

创新创业教育经历(1) 0.814 0.668 0.414 2.257 

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并获奖  2.021 0.364  

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并获奖(1) −0.606 0.674 0.412 0.545 

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并获奖(2) 0.625 0.442 0.506 1.868 

家族商业背景(1) −0.467 0.436 0.509 0.627 

专利被企业采纳(1) −1.424 3.145 0.076 0.241 

常量 0.045 0.001 0.970 1.046 

 

累了大量的创新基础知识，并凭借着专业资源获

得诸多实践机会。领先用户虽具备较高的知识技

能，但统筹各方、管理创新创业工作和维持企业

日常运营的经验还比较欠缺。因此，当企业采纳

其专利时，领先用户便识别出专利成果具备良好

的市场前景，并树立了能够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

信心，创业意愿也就更为强烈。 

    (三) 单因素方差分析 

    “是否有专利被企业采纳的经历”和“专利

数量”的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各组的均值之间有所差别，我们选择单因方差分

析的方法进行假设检验。从单因方差分析结果来

看，组间方差(46.932)大于组内方差(27.370)，F

值为 1.715，所对应的 P值为 0.196，大于设定的

 (0.05)，因此，得出结论，“是否有过专利被企

业采纳的经历”对“专利数量”无影响。调查发

现，当企业采纳领先用户的专利时，领先用户的

创业意愿将会大幅提升，他们将会投入到下一步

的创业活动中，而不仅仅是进行创新。由此，我

们不难看出，领先用户的创业行为会对用户创新

产生消极影响。创业活动的开展会占据其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进而其单一的创新行为会急剧减

少。本研究虽然厘清了领先用户创新和创业的影

响因素，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交织的。领先

用户的创新成果为其创业提供了有利的基础，但

创业活动的开展却会阻碍用户的进一步创新。 

 
表 4  组描述统计 

专利被企业采纳的 
经历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标准误 
平均值的 95% 置信区间 

最小值 最大值 
下限 上限 

有 46 5.58 4.337 0.995 3.49 7.67 1 18 

无 79 3.61 5.673 0.988 1.59 5.62 1 32 

总计 125 4.33 5.268 0.731 2.86 5.79 1 32 

 
表 5  单因素方差分析 

方差 平方和 均方 F值 显著性 

组间 46.932 46.932 1.715 0.196 

组内 1368.510 27.370   

总计 1415.442    

    表 6 中“学历水平”和“专利数量”的组描

述性统计显示，各组的均值之间有所差别。从表

7 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来看，组间方差(37.159)

大于组内方差(27.370)，F 值为 1.358，所对应的

P 值为 0.0267，小于设定的 (0.05)，因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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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水平”对“专利数量”有影响。表 8 的方差齐

性检验结果显示，显著性水平 0.163＞0.05。由此

可以证实，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是有效的。因

此，学历更高的大学生所持专利更多的结果证实

了假设 H1a。教育背景、专业水平和实践经验等

都是领先用户相较于普通用户的优势，这些先验

知识的优势在其创新成果方面有着显著的体现。

学历水平更高的领先用户所获取的专业知识更

加丰富，社会网络也更加广泛，专利数量也就越

多。这些资源都为领先用户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扎

实的基础，专业知识的内化，是领先用户进行专

利创新的内生优势。 
 

表 6  组描述统计 

学历水平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标准误 
平均值的 95% 置信区间 

最小值 最大值 
下限 上限 

本科 46 2.89 2.923 0.671 1.49 4.30 1 13 

硕士研究生 55 4.74 6.737 1.405 1.83 7.65 1 32 

博士研究生 24 6.10 4.581 1.449 2.82 9.38 1 18 

总计 125 4.33 5.268 0.731 2.86 5.79 1 32 

 
表 7  单因素方差分析 

方差 平方和 均方 F值 显著性 

组间 74.318 37.159 1.358 0.0267 

组内 1341.124 27.370   

总计 1415.442    

 
表 8  方差齐性检验 

 莱文统计值 显著性 

基于平均值 1.883 0.163 

基于中位数 0.655 0.524 

基于中位数并具有调整后自由度 0.655 0.526 

基于剪除后平均值 1.173 0.318 

 

    五、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领先用户创新创

业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

表明：领先用户专利持有度较高，但大都集中在

起步阶段，专利类型也多为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

专利，其进行专利研发和申请的内在激励因素主

要为：现有市场无相关产品、满足个人需求、享

受创新过程和实现自我价值。 

    此外，领先用户的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愿较

高，这些意愿主要来自预期经济收益高、创业风

险低、专利市场需求大和实现自我价值。在有过

创业经历的人群中，创业路径以“与企业共创”

和“专利授权转让”为主，这表明领先用户独立

创业能力不足，仍需要创业孵化平台、政策补贴、

企业扶持、技术支持和师生帮助等。 

    逻辑回归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专业

门类、家族商业背景、创新创业大赛及获奖经历

等先验知识的 4 个因素对领先用户专利申请和研

发存在显著性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也存在性别差

异。专利被企业采纳经历对领先用户创业存在显

著性影响，其他因素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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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ading use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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