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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影响要素梳理的基础上，基于问卷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

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影响要素及其对集聚效应的具体

影响。研究发现：设施条件、政务环境、企业互动、区域网络、创新系统、文化环境、消费需求对创意

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正向影响显著，其影响的重 要 性 程 度 由 大 到 小 依 次 为 创 新 系 统、文 化 环

境、政务环境、区域网络、消费需求、设施条件、企业互动。由此，提出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的创新

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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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１９９７年英国提出创意产业概念以来，创意产

业推动了全世界主要国家和城市 的 发 展，其 也 逐 渐

成为了中国的主导产业。在 北 上 广 等 城 市，创 意 产

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撑力 量，带 来 的 经 济 效 益

和巨大潜力不容忽视。随着创意产业的自发聚集或

者外生力量集聚，逐渐形成创意产业集群，其不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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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创意组织和个体，还推动所在城市区域的文化、社
会生活、经济的发展。诸如上海 Ｍ５０、北京７９８艺术

区、广州红砖厂 以 及 杭 州ｌｏｆｔ４９等 影 响 力 较 大 的 创

意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为城市可 持 续 发 展 提 供 了

新动力，对城市产业结构 转 型、空 间 结 构 优 化、城 市

风貌再塑 造 以 及 传 统 产 业 置 换 等 都 做 出 了 重 要 贡

献。因此，研究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
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目前，对创意产 业 理 论 和 创 意 产 业 集 群 的 研 究

相对比较成熟，而针对创意产业集 群 空 间 集 聚 的 研

究较少，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现阶段，大多研

究是从地理集聚、产业角度来探讨 创 意 产 业 的 空 间

集聚问题：褚劲风等［１］基于地理学视角研究了上海

创意产业空间集 聚 问 题；戈 雪 梅 等［２］采 用 因 子 分 析

模型分析了江苏省动漫产业空间 集 聚 的 影 响 因 素；
王娜等［３］基于创意主体区位决策模型分析了创意主

体对创意空间集 聚 过 程 和 结 果 的 影 响；冯 筱 等［４］通

过Ｅ－Ｇ指数的计量方法分析了伦敦创意 产 业 空 间

集聚的 程 度 和 特 征；刘 孟 阳 等［５］通 过 ＡｒｃＧＩＳ等 多

种方法综合分析了武汉市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演变

特征。少数学者研究了创意产业集群（产业聚集区）
的空间集聚问题：文献［６－７］分析了北京创意产业集

聚区空间分布特 征；林 榅 荷 等［８］分 析 了 福 建 省 创 意

产业园区空间分 布 的 特 征；陈 铭 等［９］从 空 间 角 度 总

结了遗产改造、滨水空间的营造、大学相结合等文化

创意产业园的影响因素；汪毅等［１０］总结了创意产业

聚集区的空间效应。综上 所 述，关 于 创 意 产 业 空 间

集聚的研究较多，主要分析了创意 产 业 集 群 的 空 间

分布特征和发展模式，而忽视了创新本质，即关于创

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的影响要素及其对集聚效应的

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的研究很少。
鉴于此，本文提 出 了 集 聚 效 应 的 研 究 假 设 并 构

建逻辑模型，采用因子分析和回归 分 析 相 结 合 的 方

法，实证分析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 聚 的 影 响 要 素 及

其对集聚效应的具体影响，这对上 海 乃 至 全 国 的 创

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实践指导价值。

１　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概念、研究

　 假设及逻辑模型

１．１　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影响因素的维度划分

随着创意产业 的 快 速 发 展，创 意 产 业 集 群 化 趋

势明显，创意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 成 为 学 者 们 关 注

的焦点。王发明等［１１］研究发现，创意产业集群在地

理上的集聚运动与所在地域的发 展 态 势 密 切 相 关，

即受到地域内政务环 境、文 化 环 境 等 的 影 响。侯 汉

坡等［１２］认为创 意 产 业 集 群 由 自 组 织 和 他 组 织 共 同

推动，自组织是指产业集群内部 网 络 及 企 业 间 互 动

等，他组织是指政务环境及集群设施条件。尹宏［１３］

认为创意产业集聚演化的动力 包 括 市 场 牵 引 力、政

府推动力和文化聚合力３个来源，即受到市场需求、
政务环境 及 文 化 环 境 共 同 作 用。赵 雅 萍 等［１４］认 为

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受到集聚扩散、产业转型、竞
争与合作３大机制影响，其中集 聚 扩 散 机 制 及 竞 争

与合作机 制 是 指 集 群 内 企 业 互 动。王 慧 敏［１５］认 为

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受到创新系统、服务设施、消
费需求、相 关 要 素 资 源 和 行 政 资 源 等 因 素 的 影 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产业集群 空 间 集 聚 的 组 成 要

素出发，将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划分为设施条件、政
务环境、企业互动、区域网络、创新系统、文化环境及

消费需求７个要素。

１．２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通过对空间集 聚 效 应 影 响 因 素 的 梳 理，本 文 对

７个要素与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之间的关系

提出假设，并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

１．２．１　设施条件和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

　　　 关系

设施条件作为 有 利 性 的 固 有 因 素，对 创 意 产 业

集群空间集聚具有一定的影响，其 将 对 创 意 阶 层 产

生较大的 吸 引。刘 杨［１６］认 为 影 响 创 意 产 业 集 聚 效

应的因素包括创意型 人 才、文 化 资 源、社 会 环 境、市

场需求、地理位置、制度环境等；王琢［１７］认为交通条

件、租金价格、空间品牌、配 套 服 务 等 要 素 是 影 响 文

化创意 产 业 集 群 空 间 集 聚 效 应 的 重 要 因 素；王 娜

等［３］认为在信息 瀑 布 效 应 和 网 络 效 应 作 用 下，创 意

产业集群产业链更完善、交易成 本 更 低 以 及 知 识 溢

出效果更显著。基于上 述 分 析，本 文 提 出 如 下 研 究

假设：

Ｈ１　设施 条 件 正 向 影 响 创 意 产 业 集 群 空 间 集

聚效应。

１．２．２　政务环境和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

　　　 关系

政务环境主要由政府主导，通过一系 列 的 规 划

指导及政策实施来帮助产业集群快速稳健发展，为

企业在发展及转型的过程中提供相应的扶持，直 接

对创意产业集群空间的集聚造成影响，其主要包 括

政府的规划引导、政策支持及环境管理要求。郑 美

丽［７］提出要加强 政 府 在 创 意 产 业 集 聚 过 程 中 的 引

导作用；褚劲风等［１］认为政府应加强在创意 产 业 集

聚过程 中 的 引 导，把 旧 城 改 造、产 业 升 级、功 能 转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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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与创意 产 业 空 间 集 聚 发 展 结 合 起 来；王 慧 敏［１５］

强调政策环境在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中的重要性；翟

文华等［１８］提出了相应的政 府 支 持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集

群 的 政 策。基 于 上 述 分 析，本 文 提 出 如 下 研 究

假设：

Ｈ２　政 务 环 境 正 向 影 响 创 意 产 业 集 群 空 间 集

聚效应。

１．２．３　企业互动和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

　　　 关系

企业之间的互动可以增强各个产业之间的相互

联系，细分企业的业务范围，而企业间的分工与专业

化、竞争、合作、互补及信任 都 可 以 增 进 各 产 业 之 间

的相关性，使得各创意产业之间无 论 在 发 展 理 念 抑

或在生 产 过 程 中 都 可 以 相 互 学 习 和 借 鉴。Ｍａｒｔｉｎ
等［１９］认为创意 产 业 集 群 的 优 势 体 现 在 企 业 合 作 竞

争、网 络 协 作 和 区 域 品 牌 意 识 等 方 面；郑 婷 予［２０］发

现相关产业发展的支撑是影响创意产业空间分布和

集聚的主要因素；华正伟［２１］认为创意产业集聚具有

竞合效应，企业之间相互合作、竞争有利于创意产业

集群的空间集聚。基于上 述 分 析，本 文 提 出 如 下 研

究假设：

Ｈ３　企 业 互 动 正 向 影 响 创 意 产 业 集 群 空 间 集

聚效应。

１．２．４　区域网络和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

　　　 关系

区域网络资源对创意产业具有极大 的 吸 引 力。
高校科研机构与专业化培训机构、行业协会与中 介

机构、柔 性 人 才 市 场、创 意 人 才、旅 游 资 源 及 地 理

环境等都将成为集聚企业发展扩大的潜在资源，为

创意产业今 后 的 发 展 提 供 强 劲 的 后 续 储 备。孙 玉

华等［６］认为创意 产 业 集 聚 区 既 需 要 高 级 创 意 人 才

又需要合适的创意环境；褚劲风等［１］认为创意 产 业

集群的发展依 赖 独 立 具 有 创 新 能 力 的 高 质 量 创 意

人才；黄江 等［２２］认 为 高 度 密 集 的 高 校 及 科 研 院 的

集聚为创 意 产 业 集 群 发 展 提 供 了 优 势；张 海 峰［２３］

认为人力资本 的 空 间 集 聚 有 利 于 促 进 县 级 区 域 创

新绩效的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 究

假设：

Ｈ４　区 域 网 络 正 向 影 响 创 意 产 业 集 群 空 间 集

聚效应。

１．２．５　创新系统和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

　　　 关系

在高速发展的 现 代 化 社 会 中，创 新 已 经 成 为 产

业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创新态度、集体学习能力、
知识溢出、创意氛围营造和产业转 型 都 将 推 动 创 意

产业集群空间快速集聚，为各创 意 产 业 的 形 成 及 发

展注入新 的 力 量。刘 杨［１６］认 为 创 新 是 创 意 产 业 集

群发展的核心；王洁［２４］认为创意产业集聚的影响要

素包括创 意 氛 围、地 方 文 化、制 度 激 励 等；赵 雅 萍

等［１４］认为产业 结 构 升 级 可 以 促 进 创 意 产 业 集 群 空

间集聚；刘乃全等［２５］认为区域间创新效率存在显著

的空间联动性。基于上 述 分 析，本 文 提 出 如 下 研 究

假设：

Ｈ５　创新 系 统 正 向 影 响 创 意 产 业 集 群 空 间 集

聚效应。

１．２．６　文化环境和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

　　　 关系

创意产业的发 展 需 要 良 好 的 文 化 环 境，这 将 为

企业今后的发展奠定稳定的文化基础。开放与宽容

的环境、文化资源、集群 品 牌、文 化 归 属 认 同 及 工 业

遗产都可以为企业品牌文化及创意产业的形成留下

深厚的文化底 蕴。褚 劲 风 等［１］认 为 应 该 重 视 城 市

文化在创意产业集聚过程中的根植作用，将海派 文

化发扬光 大；岳 宏 飞［２６］认 为 文 化 归 属 认 同 是 创 意

产业空间集聚的内部驱动力和催化剂；林 榅 荷 等［８］

发现文化资源 有 助 于 发 掘 整 个 创 意 产 业 的 多 元 联

动以及品牌连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 研

究假设：

Ｈ６　文化 环 境 正 向 影 响 创 意 产 业 集 群 空 间 集

聚效应。

１．２．７　消费需求和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

　　　 关系

有需求才有市 场，消 费 者 高 涨 的 消 费 需 求 将 极

大激发创意产业的快速集聚，使 得 更 多 企 业 为 了 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不断融入到创 意 产 业 集 群 中，促 进

创意产业 的 聚 集 及 发 展。郑 婷 予［２０］发 现 市 场 需 求

量是创意产业空间分布和集聚的主要因素；刘杨［１６］

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在选择具体区位时会考虑到市场

需求等因素；黄斌［２７］发现文化产品需求可以促进文

化创意产业的空间集 聚。基 于 上 述 分 析，本 文 提 出

如下研究假设：

Ｈ７　消费 需 求 正 向 影 响 创 意 产 业 集 群 空 间 集

聚效应。

１．３　逻辑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分析，构 建 创 意 产 业 集 群 空 间 集 聚 影

响因素模型，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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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影响要素模型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测量变量的选择与测度

２．１．１　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影响因素

结合文献［１３－１４，２８－２９］及设施条件的相关理

论，本 文 认 为 设 施 条 件 要 素（Ｘ１）包 括：配 套 设 施

（Ｘ１１）、区 位 条 件（Ｘ１２）、交 通 条 件（Ｘ１３）、软 件 环

境（Ｘ１４）。
结合文献［１，１２，３０］及结合政务环境的相关理

论，本 文 认 为 政 务 环 境 要 素（Ｘ２）包 括：规 划 引 导

（Ｘ２１）、政策支持（Ｘ２２）、环境管理（Ｘ２３）。
结合文 献［２０，２９，３１－３２，３３］及 企 业 互 动 的 相

关理论，本 文 认 为 企 业 互 动 要 素（Ｘ３）包 括：分 工

（Ｘ３１）、信任与制裁（Ｘ３２）、竞争（Ｘ３３）、合作（Ｘ３４）、互

补（Ｘ３５）、产品专业化（Ｘ３６）。
结合 文 献［１，７，１５，３４］及 区 域 网 络 的 相 关 理

论，本文认为区域网络要素（Ｘ４）包括：高校科研机

构与专业化 培 训 机 构（Ｘ４１）、行 业 协 会 与 中 介 机 构

（Ｘ４２）、柔性人才市场（Ｘ４３）、创意人才（Ｘ４４）、地理环

境（Ｘ４５）、旅游资源（Ｘ４６）。
结合文献［１２，２１，３３］及创新的相关理论，本文

认为创新系统要素（Ｘ５）包括：创新态度（Ｘ５１）、集体

学习 能 力（Ｘ５２）、知 识 溢 出（Ｘ５３）、创 意 氛 围 营 造

（Ｘ５４）、产业转型（Ｘ５５）。
结合 文 献［６－７，２１，３２］及 文 化 环 境 的 相 关 理

论，本文认为文化环境要素（Ｘ６）包括：开放与宽松

的环境（Ｘ６１）、文化资源（Ｘ６２）、集群品牌（Ｘ６３）、工业

遗产（Ｘ６４）、文化归属认同（Ｘ６５）。
结合文献［３０］及消费需求的相关理论，本文认

为消费需求要素（Ｘ７）包括：新文化产品需求（Ｘ７１）、
新文化娱乐需求（Ｘ７２）。

２．１．２　集聚效应的变量选择

结合文献［１３，３５－３９］及 企 业 竞 合 空 间 集 聚 效

应的相关理论，本文认为创意产业 集 群 空 间 集 聚 效

应（Ｙ１）包括：集聚规模（Ｙ１１）、产业特色程度（Ｙ１２）、
地方根植性（Ｙ１３）、品牌影响（Ｙ１４）等。集聚效应的相

关变量说明如表１所示。

表１　集聚效应的测量指标和参考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维度 测量指标 参考来源

设施条件要素

（Ｘ１）

Ｘ１１ 配套设施 文献［２８］

Ｘ１２ 区位条件 文献［１３］

Ｘ１３ 交通条件 文献［１４］

Ｘ１４ 软件环境 文献［２９］

政务环境要素

（Ｘ２）

Ｘ２１ 规划引导 文献［１］

Ｘ２２ 政策支持 文献［３０］

Ｘ２３ 环境管理 文献［１２］

企业互动要素

（Ｘ３）

Ｘ３１ 分工 文献［３２］

Ｘ３２ 信任与制裁 文献［１２］

Ｘ３３ 竞争 文献［３１］

Ｘ３４ 合作 文献［３３］

Ｘ３５ 互补 文献［２０］

Ｘ３６ 产品专业化 文献［２８］

区域网络要素

（Ｘ４）

Ｘ４１ 高校科研机构与专业化培训机构 文献［７］

Ｘ４２ 行业协会与中介机构 文献［３４］

Ｘ４３ 柔性人才市场 文献［１５］

Ｘ４４ 创意人才 文献［３０］

Ｘ４５ 地理环境 文献［１］

Ｘ４６ 旅游资源 自主设计

创新系统要素

（Ｘ５）

Ｘ５１ 创新态度 文献［３１］

Ｘ５２ 集体学习能力 文献［１２］

Ｘ５３ 知识溢出 文献［３３］

Ｘ５４ 创意氛围营造 自主设计

Ｘ５５ 产业转型 自主设计

文化环境要素

（Ｘ６）

Ｘ６１ 开放与宽松的环境 文献［３２］

Ｘ６２ 文化资源 文献［６］

Ｘ６３ 集群品牌 文献［２１］

Ｘ６４ 工业遗产 文献［７］

Ｘ６５ 文化归属认同 自主设计

消费需求要素

（Ｘ７）
Ｘ７１ 新文化产品需求 文献［３０］

Ｘ７２ 新文化娱乐需求 自主设计

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

聚效应（Ｙ１）

Ｙ１１ 集聚规模 文献［３９］

Ｙ１２ 产业特色程度 文献［３５］

Ｙ１３ 地方根植性 文献［３６］

Ｙ１４ 品牌影响 文献［３７］

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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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问卷设计和样本数据收集

本文的变量 测 度 采 用 李 克 特 五 级 量 表，１表 示

非常不重要，２表 示 不 重 要，３表 示 一 般，４表 示 重

要，５表示 非 常 重 要。本 文 的 调 研 对 象 为 全 国 范 围

内创意产业集群的工作者、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创意

产业集群的研究者。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发放调研问卷４２８份，线上１３０份，线下２９８份，实

际回收有效问卷３９６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３％。

２．３　描述性统计

样本性别、年龄分布、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如表２
所示。其中，频次代表该项指标调研对象人数，百分

比代表该项指标调研对象占总调研对象百分比。

表２　样本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指标类别 特征 频次 百分比／％

性别
男 ２１３　 ５３．８
女 １８３　 ４６．２

年龄／岁

≤２０岁 ２２　 ５．６
２１～３０岁 ６７　 １６．９
３１～４５岁 １４２　 ３５．９
４６～６０岁 １３４　 ３３．８

≥６０岁 ３１　 ７．８

受教育程度

大专以下 ４５　 １１．３
本科 ２３２　 ５８．６

硕士及以上 １１９　 ３０．１

职业

创意产业集群工作人员 １４５　 ４３．１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６４　 １９．０

创意产业集群研究者 ６３　 １８．８

　　由表２可 知：在 性 别 分 布 上，男 女 比 例 相 对 均

衡；在年龄分布上，３０～６０岁之间的人占比较大，符

合样本调研要求；在学历分布上，调研对象主要是本

科，大专以下人员较少，与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研

究相符；在职业分布上，占比较大的是创意产业集群

的从业人员，其对产业集群的了解程度较高，能够真

实反映调研需要。整体来看，样本符合实际预期，可
以进行数据处理。

２．４　信度和效度检验

２．４．１　信度检验

对量表进行 信 度 检 验，检 验 结 果 如 表３所 示。

由表３可以看 到，设 施 条 件、政 务 环 境、企 业 互 动、

区域网 络、创 新 系 统、文 化 环 境、消 费 需 求 与 空 间

集聚效应的Ａｌｐｈａ值均 大 于０．８００，表 明 问 卷 信 度

良好，且删除 某 项 后 都 会 造 成 Ａｌｐｈａ值 的 降 低，各

可测变量的“校正 的 项 总 相 关 系 数”均 大 于 标 准 值

０．５００。由此表 明 本 研 究 的 测 量 量 表 具 有 较 好 的

信度。

表３　信度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潜变量 可测变量
校正的项总

相关系数

删除该项后

的Ａｌｐｈａ值
Ａｌｐｈａ值

Ｘ１

Ｘ１１ ０．８５２　 ０．８０５
Ｘ１２ ０．７６２　 ０．７５９
Ｘ１３ ０．８３４　 ０．８１４
Ｘ１４ ０．７８３　 ０．７４６

０．８１３

Ｘ２

Ｘ２１ ０．８５６　 ０．８３３
Ｘ２２ ０．７７５　 ０．７１２
Ｘ２３ ０．８２８　 ０．８０８

０．８０７

Ｘ３

Ｘ３１ ０．８７５　 ０．８２１
Ｘ３２ ０．７７６　 ０．７６１
Ｘ３３ ０．８０９　 ０．７９５
Ｘ３４ ０．８４６　 ０．８３１
Ｘ３５ ０．７８９　 ０．７５４
Ｘ３６ ０．８１７　 ０．８０２

０．８３５

Ｘ４

Ｘ４１ ０．９０１　 ０．８９４
Ｘ４２ ０．８１７　 ０．７８２
Ｘ４３ ０．８２６　 ０．８１３
Ｘ４４ ０．８０１　 ０．７８７
Ｘ４５ ０．７９５　 ０．７５４
Ｘ４６ ０．７１２　 ０．７０８

０．８６５

Ｘ５

Ｘ５１ ０．７３６　 ０．７２３
Ｘ５２ ０．８０２　 ０．７８６
Ｘ５３ ０．７６６　 ０．６０４
Ｘ５４ ０．８９２　 ０．８８７
Ｘ５５ ０．９０１　 ０．８８８

０．８７３

Ｘ６

Ｘ６１ ０．７５４　 ０．７４２
Ｘ６２ ０．８４５　 ０．８２７
Ｘ６３ ０．８９５　 ０．８０３
Ｘ６４ ０．８７４　 ０．７８４
Ｘ６５ ０．７６４　 ０．７５３

０．８４２

Ｘ７
Ｘ７１ ０．８２６　 ０．８０５
Ｘ７２ ０．９２５　 ０．８９３

０．８４８

Ｙ１

Ｙ１１ ０．９４５　 ０．９３１
Ｙ１２ ０．７６６　 ０．７４７
Ｙ１３ ０．８５４　 ０．８２７
Ｙ１４ ０．８３５　 ０．８１９

０．８６９

２．４．２　效度检验

根据本研究特点对问卷进行内容效度和结构效

度的分析检验。由于本研究测量指标已在多次创意

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研究 中 得 到 了 验 证，且 经

过了专家修正，因此本研究的问 卷 具 有 较 好 的 内 容

效度。
为了检验本研 究 的 问 卷 结 构 效 度，采 用 探 索 性

因子和验证性因子分 析 来 检 验 问 卷。首 先，通 过 抽

取调研的部分数据进行探索性 因 子 分 析，创 意 产 业

集群空 集 集 聚 影 响 因 素 及 空 间 集 聚 效 应 的 ＫＭＯ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值 为 ０．８７３，超 过 标 准

值０．７００，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 形 检 验 的 显 著 性Ｐ 为０．０００，
表明该数据适合做因 子 分 析。其 次，对 问 卷 数 据 进

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其 结 果 如 表４所 示。由 表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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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各变量 的 因 子 载 荷 范 围 为０．６２７～０．８６４，所 有

的数值都 大 于 最 低 要 求０．５００。除 此 之 外，其 他 因

素的因子载荷均少于主要因素的因子载荷。数据结

果表明，该问卷数据的结构效度较好，有不错的收敛

效度。

表４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可测

变量
Ｘ４ Ｘ６ Ｘ７ Ｘ１ Ｘ２ Ｘ５ Ｘ３ Ｙ１

Ｘ１１ ０．８０２
Ｘ１２ ０．７９６
Ｘ１３ ０．７２３
Ｘ１４ ０．７０１
Ｘ２１ ０．８２４
Ｘ２２ ０．７３３
Ｘ２３ ０．６９１
Ｘ３１ ０．８５７
Ｘ３２ ０．７２８
Ｘ３３ ０．７８２
Ｘ３４ ０．８５４
Ｘ３５ ０．７９６
Ｘ３６ ０．７３４
Ｘ４１ ０．７６６
Ｘ４２ ０．６８３
Ｘ４３ ０．７１８
Ｘ４４ ０．７４６
Ｘ４５ ０．６２７
Ｘ４６ ０．８５７
Ｘ５１ ０．６８７
Ｘ５２ ０．７０９
Ｘ５３ ０．７８８
Ｘ５４ ０．８２４
Ｘ５５ ０．７６５
Ｘ６１ ０．７３８
Ｘ６２ ０．７１２
Ｘ６３ ０．８１５
Ｘ６４ ０．７８９
Ｘ６５ ０．８５６
Ｘ７１ ０．７６４
Ｘ７２ ０．７８８
Ｙ１１ ０．８６４
Ｙ１２ ０．７４２
Ｙ１３ ０．８４２
Ｙ１４ ０，７６５

　　综上所述，问卷整体的信度和效度较好，能够进

行后续回归分析，对创意产业集群 空 间 集 聚 影 响 因

素与集聚效应可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３　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以设施条件、政务环境、企业互动、区域网络、创
新系统、文化环境、消费需 求 为 自 变 量，以 创 意 产 业

集群空间集聚效应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

归 分 析 结 果 如 表５所 示。由 表５可 知：Ｆ 值 为

１２２．０１８，且显著性检验通过，回归方程自变量和因

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Ｒ２值为０．７８６，说明回归

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自变量对 因 变 量 的 解 释 程 度

较高。

表５　回归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自变量 β ｔ值 Ｐ值

Ｘ１ ０．３４４　 １２．５５３　 ０．００２

Ｘ２ ０．４５２　 ２０．３４７　 ０．０００

Ｘ３ ０．３２１　 １０．６４１　 ０．００４

Ｘ４ ０．４２７　 １６．１２４　 ０．０００

Ｘ５ ０．５１２　 ２２．３６１　 ０．００５

Ｘ６ ０．４６８　 １７．８５４　 ０．０００

Ｘ７ ０．３６５　 １４．８１３　 ０．００１

Ｆ　 １２２．０１８

Ｒ２　 ０．７８６

　　设施条件对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影响

系数为０．３４４，Ｐ 值 为０．００２，这 说 明 设 施 条 件 对 创

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正 向 影 响 显 著，即 设 施

条件可显著增加创意产业集群 空 间 集 聚 水 平，假 设

Ｈ１得到验 证。因 此，区 位 条 件、交 通 条 件 和 软 件 环

境的不断完善，将为创意产业集 群 提 供 良 好 的 环 境

条件和信息资源，促使其不断在空间上集聚。

政务环境对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影响

系数为０．４５２，Ｐ 值 为０．０００，这 说 明 政 务 环 境 对 创

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正 向 影 响 显 著，即 政 务

环境可显著增加创意产业集群 空 间 集 聚 水 平，假 设

Ｈ２得到验证。因此，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政

府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政府 的 相 关 政 策 会 对 创

意产业集群的集聚产生政策效 应，从 而 促 进 创 意 产

业集群的不断集聚。

企业互动对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影响

系数为０．３２１，Ｐ 值 为０．００４，这 说 明 企 业 互 动 对 创

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正 向 影 响 显 著，即 企 业

互动可显著增加创意产业集群 空 间 集 聚 水 平，假 设

Ｈ３得到验 证。因 此，企 业 之 间 通 过 竞 合 机 制，可 以

互通有无、良性互动，不 同 的 企 业 之 间 相 关 合 作，可

增加创意产业的关联性，最终提 高 创 意 产 业 集 群 的

空间集聚水平。
区域网络对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影响

系数为０．４２７，Ｐ 值 为０．０００，这 说 明 区 域 网 络 对 创

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正 向 影 响 显 著，即 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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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可显著增加创意产业集群空 间 集 聚 水 平，假 设

Ｈ４得到验证。因此，区域内各种机构网络、协会、人

才市场等要素为创意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潜在的创

意人才资源，为创意产业集群发展 提 供 了 集 聚 的 机

会，有利于带动创意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
创新系统对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影响

系数为０．５１２，Ｐ 值 为０．００５，这 说 明 创 新 系 统 对 创

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正向 影 响 显 著，即 创 新

系统可显著增加创意产业集群空 间 集 聚 水 平，假 设

Ｈ５得到验证。因此，创新是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核

心，创新态度、集体学习能力、知识溢出、创意氛围营

造、产业转型这些要素的有效结合，会加快创意产业

集群的快速集聚，为创意产业集群 的 空 间 集 聚 做 出

重要贡献。
文化环境对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影响

系数为０．４６８，Ｐ 值 为０．０００，这 说 明 文 化 环 境 对 创

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正向 影 响 显 著，即 文 化

环境可显著增加创意产业集群空 间 集 聚 水 平，假 设

Ｈ６得到验证。因此，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创意产业集

群发展的基础，开放与宽容的文化环境和文化资源、
文化归属认同等均可为创意企业乃至创意产业提供

重要的 文 化 载 体，从 而 增 加 创 意 产 业 集 群 的 集 聚

程度。
消费需求对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影响

系数为０．３６５，Ｐ值 为０．００１，这 说 明 消 费 需 求 对 创

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的正向 影 响 显 著，即 消 费

需求可显著增加创意产业集群空 间 集 聚 水 平，假 设

Ｈ７得到验证。因此，消费者需求是创意企业乃至创

意产业发展的源头，消费者创意需求的快速增长，必
然要求创意产业集群在空间上集 聚，并 为 其 提 供 专

门的创 意 产 品，从 而 提 高 创 意 产 业 集 群 空 间 集 聚

水平。
综合比较７个要素对创意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

应的影响系数 可 以 发 现，７个 要 素 的 重 要 性 程 度 排

序为：创 新 系 统＞文 化 环 境＞政 务 环 境＞区 域 网

络＞消费需求＞设施条件＞企业互动。

４　对策建议

基于本文研究 结 果，提 出 创 意 产 业 集 群 空 间 集

聚的创新发 展 策 略 如 下：（１）构 建 创 新 系 统。改 变

创新和创 意 态 度，增 加 集 体 学 习 能 力，营 造 创 意 范

围，加快创意产业转型升级。（２）营造文化环境。创

造开放与宽容的文化环境，充分利用创意文化资源，
打造创意产业集群品牌，增加产业 集 群 的 文 化 归 属

认同，合理利用产业集群内的工业遗产。（３）提供良

好的政务环境。政府要制定创意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及财政、金融、税收等相 关 配 套 措 施，为 创 意 产 业 集

群空间集聚提供政策环境。（４）打造区域网络体系。
创意产业集群要充分利用周边 高 校 科 研 机 构、培 训

机构、行业协会、中介机 构 的 资 源 优 势，通 过 柔 性 人

才市场吸 引 创 意 人 才，合 理 优 化 旅 游 资 源、地 理 环

境，为创意产业集群提供区域网络体系。（５）重视消

费需求。以消费创意需 求 为 基 础，在 满 足 消 费 者 创

意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创意产品的开发，不断创造新

的消费者 需 求，为 创 意 产 业 集 群 发 展 注 入 新 活 力。
（６）提高设施条件。充分利用区位优势，不断提高交

通水平，增加消费者流量，注重区域内软硬件设施条

件提高，不 断 提 高 信 息 资 源 的 传 递 水 平 和 效 率。
（７）加强企业互 动。不 断 完 善 创 意 企 业 间 的 分 工 与

专业化、竞争、合 作、互 补、信 任 机 制，通 过 创 意 企 业

间的竞合机制，提高创意企业间的集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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