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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科学的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是当前我国高校创客空间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的

重要内容之一。以复杂网络理论为理论基础，剖析高校创客空间各知识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将创客

知识需求、知识服务和政府部门的决策指导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抽象为网络，提出了基于复杂网络

视角的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概念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

的研究框架。以期为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作用发挥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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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高等学校顺应“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战略、促进国家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的迫切需要。2016 年，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

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 号)提出，鼓励

高校创建创客空间，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培养提供

专业化的知识服务。在政策环境和资源集聚的催

化下，很多高校搭建了创客空间，2015 年和 2016

年，我国共有 152 家高校创客空间被科技部认定

为“国家级众创空间”[1]。随着就业竞争的日益

加剧和创新创业不断壮大，高校创客空间作为创

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新载体，将各类创新创业学

科知识有目的地整合，通过专业化、个性化的服

务，高校创客空间将各类创新创业知识输入给大

学生创客，实现高校创客空间创新创业知识   

教育。 

    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可以促进大学生创

客掌握创新创业相关知识，提高大学生创业活跃

度和孵化成功率。然而，当前我国高校创客空间

知识服务同质化问题严重，但大学生创客的知识

需求更趋于个性化，导致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

内容以及模式等面临着巨大挑战，大部分高校创

客空间知识服务实践效果并不尽人意，尚且不能

满足大学生创客专业化和多元化创新创业知识

的需求[2]。我国高校创客空间创业项目失败率高

达 90%，成功率远低于失败率，主要原因之一就

是创客的知识储备不足。现在很多高校创客空间

只停留在一个“空间”的概念[3]。研究发现，大

学生创客在不同创业阶段对知识服务的需求略

有不同，即便是处于创新创业同一阶段的不同大

学生创客，其对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的需求亦有不

同且入驻高校创客空间的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创

客对知识服务的需求也存在显著差异。为此，高

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考虑不同

大学生创客对创新创业知识服务需求的特点，有

针对性地为大学生创客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知

识服务，以期提高大学生创业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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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论研究背景 

    (一) 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研究 

    国内关于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的研究成

果较少，主要围绕大学图书馆创客空间的知识服

务模式构建来展开。陈振标等基于用户个性化需

求角度构建大学图书馆创客空间知识服务模  

式[4]。冯悦等从资源优化配置角度研究了高校图

书馆创客空间多样化知识服务[5]。谢守美等运用

协同学理论构建图书馆创客空间知识服务平台

建设[6]。与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相关的研究主

题集中于：①知识服务需求研究。如王岚基于

KANO 模型研究大学生创客对图书馆创客空间

信息服务需求及满意程度[7]；刘新民利于服务质

量模型研究了潜在的大学生创客对创客空间知

识服务需求，提出了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供给侧改

革方向[8]。②知识服务能力评价研究。如王岚基

于平衡计分卡评估图书馆创客空间知识服务能

力[9]；刘哲分别从实体空间、虚拟空间和整体服

务等三方面建立了图书馆创客空间知识服务评

价指标体系[10]。③对大学生创客创新创业能力培

养的研究。如杨航从创新创业意识、创新创业思

维和创新创业实践能等方面对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培养进行了实证研究[11]。 

    (二) 复杂网络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作为一种新兴学科，开始用来解释自然和

社会中网络现象及其复杂性，复杂网络理论应运

而生。1998 年美国的 Watts 和 Strogatz 发表“小

世界”网络模型的论文[12]。1999 年，Barabasi 和

Albert 发表了“无标度”网络模型的论文[13]。学

术界掀起了关于复杂网络研究的热潮。 

    复杂网络(Complex Network)可以看作是由

同质和异质的网络组成的动态网络结构，表现为

自组织、小世界、无标度等复杂特性。高校创客

空间知识服务体系是以创客空间为平台，依托高

校、政府、企业的资源优势，利用互联网技术获

取、处理、传递各类创新创业知识，通过知识流

在不同主体之间的传递与扩散而实现知识的接

收、整合和创新的知识服务网链结构，为大学生

创新创业提供知识服务保障。高校创客空间知识

服务实质上是由知识需求主体和知识供给主体

共同参与的一个复杂网络系统，其本质在于促进

形成大学生创业社会网络乘数效应，这契合了复

杂网络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鉴于此，本文将

复杂网络理论应用于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的

研究中，构建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复杂网络模

型，由此设计了基于复杂网络的高校创客空间的

知识服务体系，并提出了实施的保障措施。 

    三、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的复杂网络

特征 

    为更好地促进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

建设，应通过高校、政府相关部门、企业的聚合，

使高校、政府和大学生创客形成同质节点、异质

节点和关联关系的三维复杂网络。高校创客空间

知识服务体系的复杂网络应具有以下特征： 

    (一) 多网络特征 

    在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中，各级政府

部门组成宏观子网络，高校组成中观子网络，大

学生创客看作是微观子网络，这三类网络相互连

通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高校创客空间知识网络。 

    (二) 多层次特征 

    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在实际运行中，

通过不同子网络之间的资源层、组织层、关联层、

传输层、知识挖掘层和应用层完成高校创客空间

知识服务和大学生创客知识需求之间的无缝对

接，高校创客空间将相应的创新创业相关知识及

时准确地推送给大学生创客，最终满足大学生创

新创业知识需求，推动高校创客空间知识的良性

运转。 

    (三) 多级别特征 

    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包含多个级别，

如高校相关部门、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类大学生创

客等不同级别，同一级别内部和同不级别之间也

存在着多层次、多维度的关联。 

    (四) 多维度特征 

    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复杂网络中的

多个知识服务主体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对应着网

络的不同节点，这些子网络节点类型是多维度

的，而这些不同子网络节点与节点之间边的类

型也是多维度的，即高校、政府和大学生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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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机构之间边的结构类型有可能相同，也有可

能不同[14]。 

    (五) 多准则特征 

    通过技术、管理和知识等多维度的关联，高

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复杂网络将大学生创客的

知识资源需求与创客空间知识服务能力相匹配，

实现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网络中多主体之间

的业务关联，从而促进了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

效率的优化。 

    (六) 协调性特征 

    由于基础设施和资金支持、服务能力等不均

衡，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复杂网络的不同子网

络之间可能会产生冲突，而同一层次的网络个体

之间也会因为基础设施和资金支持、服务能力等

的不均衡产生冲突。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

建设涉及高校、企业和政府部门三类重要的实

体：在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过程中，根据创客

空间知识服务的目标高校、企业和政府部门有机

融合成一个整体。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存在高

校和各政府之间的相互关联、高校和不同创业导

师间的相互关联、各企业之间的相互关联，只有

实现这三类主体的协同和整合，才能更好地发挥

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的整体效能，推动高校创

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建设。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

务体系构建如图 1 所示： 

 

 
图 1  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复杂网络理论框架 

 

    由图 1 可知，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复杂网

络包含 3 个子网络：第一，政府部门网络，也就

是 G-G(Government-Government)网络，是各级政

府部门、教育部门对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

建设的关联关系网络。G-G 网络节点为政府部门

所包含的各个教育部门和各个教育机构。不同级

别的部门和机构之间存在隶属关系，由此，高校

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建设关键在于协调各级

政府部门之间的领导与决策的关系。第二，高校

网络，也就是 L-L(Library-Library)网络，是高校

创客空间各级管理部门，负责高校创客空间知识

组织、知识资源建设和知识服务。L-L 网络节点

为高校创客空间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包括高校教

务处、高校图书馆、情报信息技术中心等，这些

部门间需要就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建设进行

紧密团结、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有效地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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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创客提供知识服务。高校在创客空间知识服务

中负责知识服务的具体实施。第三，大学生创客

网络，也就是 R-R(Research-Research)网络，R-R

网络节点为处于不同创新创业阶段、不同年级

的、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创客，他们有的是创新创

业知识服务的主动接受者，也有个别大学生创客

是被动接受者，但在创客空间的创新创业氛围

下，这些个别的被动接受创新创业知识服务的大

学生创客可向主动接受者转变。不同大学生创客

因其所处的创新创业阶段不同、年级不同，知识

受众的需求不同，接受知识的能力不同，所以在

获取创新创业知识过程中，需要主动提高自身创

新创业素养。 

    除了以上 3 个子网络内部之间的关联映射关

系外，G 网络、P 网络和 R 网络之间也存在着关

联耦合的映射关系，归纳起来主要有：其一，G-L 

(Government-Library)网络，反映各级政府部门对

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的组织、协调、监督等管

理关系。各级政府部门需要明确不同级别高校创

客空间管理部门的权利和义务，注重发挥高校在

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中的人才优势和科教优势。其

二，G-R(Government-Research)网络，反映各级政

府部门就创空间对大学生创客提供创新创业知

识服务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支持、知识资源协

调、基础设施支持等服务所生产的关联关系。各

级政府部门要根据高校人才优势和大学生创客

知识需求特点，有针对性地为大学生创客提供知

识服务。其三，L-R(Library-Research)网络，反映

L 网与 R 网之间的映射关系，一方面，高校主要

依托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等方面向大学生创客

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创新创业知识服务；另一

方面，大学生创客根据自己获取创新创业知识所

取得的创新创业成果，通过创客空间社交平台，

在创客之间展开创新创业成果交流，共同发展；

同时，大学生创客创新创业知识需求是高校创客

空间提供精准知识服务的基础。为此，本文从高

校、政府部门和大学生创客之间的关联关系出

发，借助复杂网络理论，分析高校创客空间知识

服务的各种模式，探讨不同模式下高校创客空间

知识服务的具体应用，详见表 1。 

 
表 1  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复杂网络多维关联表 

子网 

名称 

一级关 

联关系 
二级关联关系 实践角色定位 

G-G 

子网 

各级政府部门之

间的关联关系 

决策控制 
强化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的决策地位，实现各级政府部门对创客空间知识服

务的决策、指导等功能 

指挥协调 
增强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实施，实现各级政府部门对创客空间的领导、组织

等功能 

组织实施 
提升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的组织地位，实现各级政府部门对创客空间的组织、

实施和反馈等功能 

L-L 

子网 

高校创客空间各

级管理部门之间

的关联关系 

互通有无 
各级管理部门实现创新创业知识资源共享，相关知识的收集、科学加工和充分

运用 

资源整合 
各级管理部门以大学生创客为中心，基于大学生创客知识服务需求实现资源

共享 

资源再组织 各级管理部门对创新创业知识服务数字化资源组织和知识创新、实现知识增值 

R-R 

子网 

各类大学生创客

之间的关联关系 

知识需求的

共同性 
不同大学生创客对创新创业知识需求的共同性和特点 

知识需求的

个体性 
不同大学生创客对创新创业知识需求的差异性和特征 

知识需求的

相互帮扶性 
不同大学生创客就创新创业知识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帮扶 

知识服务效

果的反馈性 

树立典型、分享大学创客的创新创业成功经验，并反馈至高校创客空间管理部

门和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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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G-L 

子网 

政府部门和高校

间的关联 

经费支持 针对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行经费投入 

基础设施建

设支持 
针对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加强创新创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 

制定标准 对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相关标准的制定、发布和修订的落实 

考核评价 
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对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多维度评价，促进高校创客空

间知识服务的完善 

G-R 

子网 

政府部门和大学

生创客间的关联 

资金支持 设立各级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和课题，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积极性 

资源支持 为大学生创客提供专门的、全方位的资源服务 

人员支持 根据大学生创客知识服务需求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派遣专业人员予以支持 

L-R 

子网 

高校和大学生创

客间的关联 

信息资源 高校创客空间有针对性对大学生创客提供创新创业的信息资源 

业务指导 高校创客空间有针对性对大学生创客提供创新创业业务指导 

成果转化 
高校创客空间就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孵化成果提供场地，促进创客空间创业孵化

体系建设 

 

    四、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模型构建 

    基于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研究和复杂网

络相关理论，构建复杂网络构建高校创客空间知

识服务模型。该模型主要从纵横两个层面实现高

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 

    在纵向层面，主要包括：其一，宏观政府层

面。这个层面主要涉及政府的决策、经费支持、

人员支持、制定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相关标准等，

政府对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的目标设定以及

对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的考核评价等。其二，

中观高校层面。该层面主要由高校创客空间管理

部门实现各类创新创业异质知识的整合和集聚，

对不同大学生创客知识需求特点进行聚类，将高

校创客空间创新创业知识和大学生创客知识需

求特点建立关联映射，从而为大学生创客提供个

性化和多元化的创新创业知识。其三，微观大学

生创客层面。由入驻高校创客空间的不同大学生

创客组成，大学生创客知识需求特点可能相同，

可能不同，他们在接受知识服务过程中的积极

性、主动性也不同。 

    在横向层面，主要包括：其一，高校创客空

间知识服务的异构数据中心。该层面负责实现各

类创新创业异构知识整合后的一站式检索。其

二，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中数字资源组织形

式。该层面负责实现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数字资源

精细化。其三，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数据开发

管理应用中心。该层面负责应用大数据、云计算

实现创新创业知识资源从知识聚合到知识发现

的拓展。 

    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实现了高校、政府部

门和大学生创客“三网”在基础数据层、组织层、

技术层、应用层和关联层的关联聚合，形成高校

创客空间知识服务模式。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

模型框架如图 2 所示，该模型通过纵向和横向各

维度的相互协作，实现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

系的组织和实施。 

    由图 2 可知，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网

络模型结构由三个实体层面、三个类属关系和三

种宏观措施组成。三个实体层面具体涵盖：其一，

各级政府部门。由各级各类政府部门对高校创客

空间整体知识服务体系建设进行组织、指挥、协

调、监督和反馈。就是图 2 的 G-G 子网络，该网

络是通过各级政府部门相互协作，进而联合高校

创客空间各级管理部门组成二级知识服务保障

体系网络，实现对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的决策

控制。其二，高校创客空间各级管理部门。高校

创客空间各级管理部门主要进行创新创业资源

搜集、并根据相关知识服务标准和技术，将异构

异源的知识进行重新整合和聚合，从而促进高校

创客空间知识服务模式创新和提高高校创客空

间知识服务水平，也就是图 2 的 L-L 子网络。其

三，大学生创客。通过对大学生创客的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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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的模型结构框架 

 

现状和知识服务需求进行分析和聚类，为高校创

客空间知识服务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高校

创客空间各级管理部门对大学生创客知识服务

需求提供经费、技术等支持，也就是图 2 的 R-R

子网络。 

    三类属性特征包括大学生创新创业的阶段

性特征、个人特征和创新创业知识需求特征。通

过高校网络、政府网络和大学生创客网络实现这

三个维度的融合，从而建立起各级政府部门、高

校创客空间各级管理部门和大学生创客的知识

服务的复杂关联关系，使 G-G 网络、L-L 网络、

R-R 网络、G-L 网络、G-R 网络、L-R 网络多个

类型的子网络联结起来，构建了高校创客空间知

识服务的复杂网络，即 G-R-L 网络[15]。研究不同

子网节点关系及其之间的关联关系，以期有效揭

示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的复杂结构和功能，实

现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满足大学生创客对知识

个性化的需求。 

    高校创客空间是当下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

重要教学平台，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是指从显

性和隐性各类创新创业知识资源中，针对大学生

创客知识需求将知识提炼出来，实现知识聚合与

发现。因此，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建设需

要建立数据类型转换与标准统一平台，对采集的

相关知识进行标准化规范和格式的转换，形成可

识别可用知识。在数字知识环境下，高校创客空

间知识服务通过其开放的数据中心实现元数据

的挖掘、发现，对不同来源和结构的数据知识进

行采集、聚合、存储和知识推送，而其资源组织

形式是由精细粒度、分层、异构等多维度产生的

新型知识关系和知识结构。 

    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的数据开发管理与

应用技术主要基于高校创客空间保障体系底层

平台的支持，对海量、无序的知识资源进行知识

检索、筛选、分类、获取、存储、组织、推荐和

智慧应用等处理。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的

核心服务层依据大学生创客对知识的需求，通过

构建“网络化知识元数据库”、移动社交网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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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平台，有针对地为大学生创客提供知识   

服务。 

    五、优化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能力的策略

建议 

    根据已经构建的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模

型可知，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实质上是围绕大

学生创客的创新创业知识需求，解决“服务谁、

谁来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帮助大学生创客

实现知识的应用和知识创新。针对大学生创客知

识需求日趋复杂化，高校创客空间宏观知识服务

能力策略建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念层面。高校创客空间要树立以“大

学生知识需求”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加大学生创

客对于知识搜索、分类、获取和应用的培训，使

大学生创客能够充分利用移动终端设备提升自

身对知识资源的识别、筛选、整理、组织及应用

的能力，从而提高大学生的创客知识水平。高校

创客空间知识服务在从最开始单纯的知识服务，

到后来为大学生创客提供深层次知识资源保障

的转变，实现了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从“鱼”

到“渔”的转化。 

    第二，政府层面。在高校创客空间向大学生

创客提供知识服务过程中，政府可有效嵌入知识

服务体系中，实现知识服务的资金、资源等方面

的支持。如通过政府行为搭建微信、微博等移动

社交网络平台等措施，在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

下，促进大学生创客间经验交流和创新创业互帮

互助，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创客的满意度。各级政

府部门通过对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标准和措

施进行动态调整，来推动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

与大学生创客知识需求更加匹配。 

    第三，高校层面。首先，高校要开展创客空

间知识资源的规划和建设，认真分析和梳理创新

创业所涉及的知识来源、类型和采集方式，针对

不同类型的知识，建立标准的元数据规范体系和

相应的数据网关，整理并实现高校创客空间知识

元数据分类体系。其次，实现创新创业知识资源

组织，对采集的不同类型创新创业知识按照学科

分类、知识专题、核心知识点等进行有序的筛选

和重组，形成知识资源层面的统一规划、统一存

储和发布。最后，创新创业知识需要发布才能为

大学生创客所获取。大数据时代，高校创客空间

元数据中心作为资源管理中心，应针对不同的大

学生创客建立相应的基础知识库，大学生创客可

以根据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的知识需要，选择已经

发布的元数据库和元数据字段，对所需的知识提

供检索、分类、筛选、导航、调度获取等基本的

应用服务。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高校创客空间

创新创业知识服力平台建设，加强知识资源的获

取，扩大知识服务的覆盖范围。通过开设创新创

业云班课、学习通等移动教学模式，多渠道地使

大学生创客获得创新创业知识，利用大学生创客

交流反馈及时进行知识数据库更新，有效地为大

学生创客匹配适应的知识资源。 

     第四，大学生创客层面。对大学生创客进

行精准定位是高校创客空间实施知识服务的关

键。首先，根据创新创业的不同阶段，将大学生

创客分为不同群体，并为每一类群体建立一个知

识需求“档案袋”，精准定位大学生创客的知识

需求，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创新创业知识服务设

计。其次，虽然在创新创业的相同阶段，不同大

学生创客知识服务需求也有差异。因此通过进一

步挖掘不同大学生创客的知识需求，以促进高校

创客空间进行知识个性化、集约化和精准化   

服务。 

    六、结语 

    本文基于复杂网络，剖析政府、高校、大学

生创客之间形成的多层次关联关系，从大学生创

客处于创新创业不同阶段特征、个人特征和知识

需求特征三个维度着手，针对大学生创客知识需

求特点，构建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的理论模

型，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

模式和行为，也有助于强化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

务复杂网络的各要素结构的优化和行为控制的

策略和措施。将复杂网络理论引入创新创业教育

研究领域，弥补了现有关于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

务单一层面研究的不足，通过充分发挥复杂网络

各协作子网的优势和特长，有助于高校创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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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知识服务绩效的提高，从而使其服务更加系

统化、精准化，为高校创客空间知识服务体系有

效建设提供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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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knowledge service system to guide the knowledge service of university 

maker spa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reform of 

university maker space in China. Based on the complex network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of 

knowledge elements in university maker space, abstracts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elements as maker 

knowledge demand, knowledge service and decision guidance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to a network, 

and puts forward a conceptual model of university maker space knowledge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network. It further construct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university maker space 

knowledge service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role of 

university maker space knowledge servic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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