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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李克特量表的调研统计方式分析了影响陕西医药制造业社会游离个体创新的主导性、支

撑性及保障性因素，形成了影响陕西医药制造业社会游离个体创新的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并对模型进

行了相关统计检验。该研究对激发社会离散个体创新行为有很大的启示和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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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是现代社会一个言无不尽的话题，企业等组织

的创新为社会造就了无限财富。然而，对创新的研究不

应该仅仅停留于有组织的群体层面，因为创新的基础在

于个体，特别是不应该忽视那些散留于民间的个体行

为。本文正是以散布于民间、非制度性隶属于任何组织

的个体为研究对象，采用里克特量表为基础数据统计工

具，发现和分析影响该特殊群体创新行为的因素，乃至

达到提升此类人群创新效果之意义。 

为了研究有一定针对性，选取陕西医药制造领域为

研究范围。原因有二：其一，医药制造，特别是中医药

制造，准入门槛较低，在民间存在大量个体行医者（或

个体药材经营者），有甚者拥有独门偏方，他们的个人

创新能力一经放大，就能产生指数级的财富效应；其二，

医药制造业是陕西省的强项产业，诸多相关创新人才汇

聚于此，分布在各大医院、医校等，统计分析较易开展。 

2 影响社会个体创新的量表设计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借助一定的调研

条件，通过与行业内人士的深度访谈以及医科高校专业

教师、医院医师、药剂专家、农村赤脚医生、和拥有独

门偏方的个体创业者的几次接触，设计了 10 个具体的

题项，如表 1 所示，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了相应的调查问

卷。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 2009 年资助项目：企业自主技术创新与个体

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09JK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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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1. The initial scale influencing social Individuals Innovation 

Recognition factors in Shaanxi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表 1. 影响陕西医药制造业社会个体创新因素识别的初始量表 

 
编 号 识 别 题 项 

V1 创新动机和原因 

V2 创新者的学位、学历水平 

V3 创新者对自己创新能力和创新业绩所处阶段的认识 

V4 创新者除创作外，还担任其它工作情况 

V5 创新者是否参与某一创新团队，目前与其保持联系程度如何

V6 创新个体获得过那些成果，如何处理的 

V7 经常参与交流活动，途径、方式 

V8 获得外界资助情况，最希望得到的资助 

V9 对创新成果的补偿机制担忧 

V10 享受到国家宏观制度环境对个人创新的鼓励 

 

3 数据收集与样本概况 

针对医药行业的特性，选择有可能参与进来的个体

为调研对象，通过直接发放问卷（含 email 问卷）、直

接访谈和电话访谈整理等形式。从 2008 年 8 月初开始

发放，发放对象主要是城市大医院从事药剂工作的药剂

师与具有临床经验的主任医师（50 份），农村一些行医

者（自己会配药的、凭借秘方营生的和开中药店的个体

经营者，60 份），另外 70 份发给了医学院、医专从事

医药学研究的教师、研究生等，共发出调研问卷 180 份，

最终有效问卷 167 份，问卷有效率约为 93%。通过对

167 份问卷的初步数据分析认为信度系数大于 0.8，表明

由这10个题项构成的问卷信度标准得到了较好的满足。

将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数据整理，并用来进行探索性因

子分析(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 

 

4 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

子分析，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处理后抽取共同因素，保

留特征值大于 1，因子载荷大于 0.4 的题项，见表 2。经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10 个题项的 KMO

（Kaiser-Meyer-Olkin）检验值为 0.78。此外，巴特利球

形检验值为 0.703，达到显著，代表量表有共同因素存

在，适合作因子分析。 

采用正交旋转的方法进行因子分析（即做聚类分

析），并采用正交旋转的方法进行因子抽取，见表 3。

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得到 3 个因子。因子分析

结果见旋转主成分矩阵，因子对总方差的解释率为

78.23%，保留的题项见表 4。 

 
Table2. Rotated principal component matrix 

表 2. 旋转主成份矩阵 

题项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V 01 0. 72 0.35 0.31 

V 02 0.81 0.17 0.28 

V 03 0.63 0.23 0.27 

V 04 0.32 0.64 0.34 

V 05 0.25 0.74 0.29 

V 07 0.24 0.77 0.21 

V 06 0.36 0.16 0.76 

V 08 0.31 0.25 0.61 

V 09 0.15 0.36 066 

V 10 0.37 0.24 0.64 

 
Table3.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 3. 探索性因子分析 

Component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Total 2.12 1. 60 1.17 

% of Variance 32.11 20.72 19.40
Initial Eigenval-

ues 
Cumulative % 31.12 51.82 78.23

Total 2.12 1. 59 1.17 

% of Variance 31.11 20.72 19.40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

ings Cumulative % 32.12 51.82 78.23

 
Table4. The Final scale Influencing social Individuals Innovation 

Recognition Factors in Shaanxi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表 4. 影响医药制造业社会个体创新因素识别的最终量表 

结 构 编 号 题   项 

Cpc01 创新动机和原因 

Cpc02 创新者的学位、学历水平 
主导性

Cpc03
创新者对自己创新能力和创新业绩所处阶段

的认识 

Cpc04 创新者除创作外，还担任其它工作情况 

Cpc05
创新者是否参与某一创新团队，目前与其保

持联系程度如何 支撑性

Cpc06 经常参与交流活动，途径、方式 

Cpc07 创新个体获得过那些成果，如何处理的 

Cpc08 获得外界资助情况，最希望得到的资助 

Cpc09 对创新成果的补偿机制担忧 
保障性

Cpc10 享受到国家宏观制度环境对个人创新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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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影响陕西医药制造业社会游离个体创新因

素的概念模型 

5.1 概念模型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构建了影响医药制造业社会个

体创新因素识别的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由图可以看

出对药制造业社会个体创新因素识别时应该从个人能

力和资源、创新环境氛围两个角度进行。并且对于个人

能力和资源主要利用主导性因子来测度；而对于创新环

境氛围主要利用支撑性因子和保障性因子来测度。 

5.2 影响医药制造业社会个体创新因素识别模型

的检验 

（1）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进一步对本文所建立的影响陕西医药制造业

社会游离个体创新因素识别模型的检验，本研究又借助

于 AMOS4.0 软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的方法来

对由探索性因子分析建立的模型进行检验，通过模型的

拟合优度指标来考察其与原始数据的拟和程度。分析结

果如图 2 所示。 

 

 

Figure1. The Conception Model influencing social Individuals In-

novation Recognition factors in Shaanxi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图 1. 影响陕西医药制造业社会游离个体创新因素识别的概念模型 

 

绝对拟合指数与相对拟合指数都显示出模型与数

据之间具有较好的拟合性。同时，为了验证三因子模型

结构是否是识别影响陕西医药制造业社会个体创新因

素模型的最佳模型，我们以 Anderson 和 Gerbing 的方法

为基础，进一步测试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结构，并对结

果进行了比较。如表 5 所示，无论是单因子结构，还是

三个双因子结构，其与数据的适合性都明显劣于上述的

三因子结构。 

 

Figure2.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 

图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5.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models of possible 

表 5. 可能的备选模型比较 

模

型
绝对拟合指数 相对拟合指数 

 x2 GFI AGFI RMSEA CFI NFI NNFI IFI 

单

因

子

模

型

554.3 0.81 0.79 0.18 0.90 0.74 0.79 0.84

双

因

子

模

型

208.4 0.73 0.66 0.23 0.83 0.86 0.90 0.77

三

因

子

模

型

172.6 0.97 0.94 0.05 0.96 0.93 0.94 0.93

 

注： x
2
 表示卡方值，GFI 表示拟合优度指数、AGFI 表示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标、RMSEA

表示近似误差的均方根、、CFI 比较拟合指数、NFI 表示标准拟合指数、NNFI 表示

非范拟合指数、IFI 表示增量拟合指数。 

 

（2）识别模型的可靠性检验 

采用 Cronbach alpha 系数对测量量表的可靠性进行

检验。从表 6 可以看出，3 个因子的 alpha 值均为 0.7 以

上说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Table6. Analysis of factors related items 

表 6. 项目因子相关分析 

因素 变量条目数 Crobachα 问卷 

因子 1 3 0.8301 

因子 2 3 0.7034 

因子 3 4 0.7219 

0.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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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影响陕西医药制造业社会游离个体创新因

素识别模型的结论 

本模型来自于调研统计数据的归纳整理所得，借助

SPASS 统计软件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形成影响陕西

医药制造业社会个体创新的三个方面的因素：主导性因

素、支撑性因素和保障性因素。其中主导性因素由因素

识别量表中的 3 个题项来识别，在问卷中主要对应社会

个体能力及创新所需基本物质资源条件方面的问题；支

撑性因素由量表中的 3 个题项来识别，在问卷中主要对

应社会创新网络体系及社会个体对网络体系的利用等

方面的问题；保障性因素由量表中 4 个题项来识别，在

问卷中主要对应法律法规对创新成果的保护，对创新主

体的鼓励及创新补偿机制公平性保障方面的问题。 

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模型的可靠性检验，模型能

够较好的描述影响陕西医药制造业社会个体创新的因

素。遗憾的是该模型仅停留于概念阶段，需要用更加充

分的数据及设置更多的因子进一步细化分析才能有更

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7 研究启示及建议 

通过对创新主体的细分发现，在与社会游离个体的

创新关系中，企业对创新起到需求拉动作用。企业需要

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除了自己组织研发外，他还

积极面向社会寻求替代自己研发的直接成果，达到尽快

获取利润的目的，社会创新个体就变成了企业的技术供

应商。只不过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社会个体都没有完全

正确认识到自己与企业平等协作，合作共赢的地位，究

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协作网络、创新网络不健全，

也就是说支持性和保障性因素的不健全已经严重阻碍

创新的发展，这一点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过程也能体现

出来，它们占据了 10 个题项中的 7 个。说明在社会个

体的创新方面，制约创新的主要原因已不是个体的能力

或个人其他方面，而是衔接社会个体和企业的中间体

系。 

对于社会游离创新个体，企业应通过各种形式（展

会、技术专题讲座、网络等）提供公开、公平的社会机

会，引导离散个体的创新方向，有可能时，吸纳个体参

与企业创新，或者实现成果转移。 

建议企业和政府合力打造通畅的创新网络体系。表

现： 

（1）信息沟通与交流机制。建议政府职能部门携

手企业打造公开、快速、有效地网络沟通平台，除了虚

拟的网络环境，亦可建设现实的定期沟通体制，加强和

规范科技中介的建设与管理。 

（2）创新投融资机制。建议政府加强创新的资金

投入力度，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和个体创新资金多元化

发展，如鼓励非公有制金融机构开办创新业务，特别是

对个人及民间创新行为的扶持力度。 

（3）成果转移补偿及保障机制。应本着互惠互利

的原则，实现转移形式和补偿方式的多样化，在股份制

改革日趋成熟的今天，可推广技术入股和其它多种补偿

形式的结合，有力的促进技术成果的转化。另外还需加

强转移过程和转移后的监管，保证各项政策和达成的协

议得到有效落实，切实保护技术发明者的应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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