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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老工业区创意集群成长机理是产业集群研究新近热点领域。以宁波市为例，基于扎根理论和结构方程

模型，借助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数据，构建并验证城市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理论模型。研究发现：①宁

波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包括地方空间、资本空间和关系空间3个主维度，以及经济区位、制度因素、社会关

系网络、文化氛围和办公环境5个内核，最终形成“地方空间的感性认可→资本空间和关系空间的理性约束→地方

空间、资本空间和关系空间协同→关系空间的反馈”闭合空间生产链；②研究所开发的城市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

机制量表包含5个维度13个问项，结构良好，且具有很好稳定性和鉴别度，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地方性量化指标

在宁波3个案例中检验了理论模型的准确性；③国有资本控制的老厂房改造式创意园(创意1956产业园)和国有资

本控制的高端写字楼群主导的创意园(和丰创意广场)的创意空间均发育良好，而纯民营资本控制的老厂房改造式

创意园(启运86微电影产业园)的创意空间发育较差，有关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被模型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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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始终处于不断的演化之

中。20世纪 70年代开始，随着生产与价值链的全

球重组和西方老牌工业城市的衰落，城市转型成为

地理学与城市规划的热点议题。20世纪 90年代，

中国多数城市逐步实施土地有偿使用政策和“退二

进三”产业政策，城市空间结构资本化或产业空洞

化趋势显著，城市更新的经济—空间—政治互动机

制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马仁锋, 2012)。然而，

无论是西方城市转型还是中国城市更新，城市产业

结构升级和空间再布局是其主要驱动力。当然，城

市经济重构未必导致物质性的城市空间再造，但是

城市老工业区重塑是特定地方在社会、文化和物质

性空间多维失调背景下，通过发挥地方某种区位优

势俘获文化符号或创意阶层，继而通过创意性毁灭

物质性空间实现城市(土地)再生产。后福特生产体

制下，趋向文化创意业态的老工业区空间复兴成为

当今全球多数工业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此类旧

工业空间糅合文化创意的复兴实践行为，西方学界

聚焦两条主线予以诠释：一是认为创意经济主导的

空间复兴能够激活城市经济活力，如Tretter(2009)、

Curran(2010)、Jones 等(2013)学者认为文化创意业

态导向的棕地改造，不仅解决土地再利用或使用转

型问题，更涉及到公、私部门在面对后工业化或新

自由主义状况下透过新发展政策或机制再生或重

新治理“落后或衰败”的空间；二是持批判性态度的

（后）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这无非是资本积累方式

的颠覆性改革，通过旧工业空间修复使其再次被纳

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逻辑中(Harvey, 2001)，如

Peck(2012)认为创意修复企图利用一种软性新自由

主义修复（soft neoliberal fix）手段，通过创意园、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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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产业区和创意城市的打造将市场竞争、私有资本

渗入到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诱发城市生产空间

被认知—文化资本主导。中国学界相关研究也呈

类似现象：一是由早期西方棕地改造案例的引介

(李蕾蕾等, 2003)，转向国内城市老工业区文化创意

产业集聚现象研究 (褚劲风等, 2011; 马仁锋等,

2011)，以及基于地方性(周尚意等, 2011)、演化经济

学理论(尹贻梅等, 2011)、产业与土地利用方式协同

转型(尚勇敏等, 2014)、空间重构(薛冰等, 2015)、空

间生产理论(何春花等, 2017)和创意时空修复(He,

2017)探讨老工业区改造可行路径；二是受中国城

市与土地治理制度影响认为大量棕地转型困难重

重，尤其是产权关系、地方增长政绩及国企权力、社

会稳定等多重因素影响(Wang, 2009)。可见，国内

外都重视老工业区更新研究，且自Landry(2000)提

出 7 要素假说，Florida(2002)提出“3T”理论以及

Glaeser(2005)构建“3S”理论以来，该类理论假说不

断被引入老工业区的新兴产业培育区位因子研究，

发展了集群研究的创意场域等新的区位论断(马仁

锋等, 2015)。然而创意场域等理论的提出，未能有

效地诠释老工业区改造过程新产业生长的空间循

环机制，相关案例研究方法停留在简单质性论证阶

段。为此，以宁波市创意 1956产业园、和丰创意广

场和启运86微电影产业园为研究案例，基于创意集

群已有研究成果，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城市老工业区

创意空间孕育机制，并借助结构方程验证理论

假设。

2 理论基础及其启示

2.1 文化资本理论

文化资本理论由法国文化社会学家 Bourdieu

(1985)最早提出，他不但将资本概念由物质化延伸

至符号象征面域，还构建了“场域—资本”两位一体

理论，认为文化修养和教育经历是在特定场域中获

得社会地位的有效凭借，而那种合法的文化形式则

成为该场域中争夺的资源，称其为资本。布迪厄认

为文化资本具有3种表现形式：①身体化的状态，表

现为人们身心中根深蒂固的性情倾向；②物质化的

状态，以文化商品(图片、书籍、词典等)的形式表现；

③制度化的状态，具有一种社会约定性和公认性

(闫西安, 2006)。无疑，Bourdieu 丰富了资本形态，

但是其文化资本理论中的文化却是狭隘的，仅涵盖

个人知识积累和文化修养的资本性，忽视了历史文

化的资本性，而这对于当下文化—资本主义的发展

环境是相矛盾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布迪厄文

化资本中的文化，抑或是人类社会创造的历史文

化，其实都可视作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一种文化资

源，故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可以延伸为“文化资源

—文化资本—经济资本”3级活化过程。因此，在这

种文化资本概念和市场经济环境下，城区的老厂房

和旧设备也就具有了文化资源属性，并通过主观意

识表达转化为可交换的劳动价值，具有成为文化资

本和经济资本的可能性。

2.2 嵌入性与根植性

嵌入性是社会学在对抗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

自律经济思想过程中所诞生的一个概念。其中，被

誉为“嵌入性之父”的 Polanyi(1944)立场鲜明地以

市场的整体性嵌入为理论武器，毫不留情面地对新

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他反对将经济狭隘地等同

于完全理性、自利和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活动，尤其

反对经济学家将其所观察到的自律市场视作一种

普遍法则，并且将其作为跨历史、跨文化的范畴平

行应用到其他社会中，而坚持市场本身是社会的有

机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构件而存在。如

果将 Polanyi 视为嵌入性思想的启蒙者，那么

Granovetter 无疑是嵌入性概念的传播者和发扬者

(丘海雄等, 2007)。嵌入性研究在Granovetter(1985)

提出市场的经济活动必然嵌入于社会结构的观点

之后便蔚然成风，其嵌入性思想的本质是将人看作

是嵌入于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

者，并假设建立在社会关系之上的社会网络维持着

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可见，Granovetter强调经济

的社会关系网络嵌入，但同时明显地忽视了政治、

文化和制度因素对经济行动的影响。其后，大量不

同专业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视角丰富了嵌入性，包括

历史、文化、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和认知等嵌入。

其中，Hess(2004)认为经济地理学嵌入性应包含：社

会、社会关系网络和地域三重嵌入。地域嵌入本质

是一种空间性的嵌入，强调经济活动对社会、制度、

文化和关系网络的嵌入具有明显的地方依赖性和

地方差异性(丘海雄等, 2007)。需要指出的是，由于

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小、不确定性、抵抗风险性和

工作环境高标准性等特点，以及文化创意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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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创意群体在地理上的集中、产业间联系和创意

群体间互动3方面特征(肖雁飞等, 2011)，老工业区

文化创意集群研究将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嵌入性内

涵定位到：文化嵌入、社会关系网络嵌入、制度嵌

入，创意经济活动不仅受到特定地域的文化氛围影

响，还受到地方社会关系网络、正式制度和非正式

制度的影响(文嫮等, 2014)。根植性与嵌入性其实

都是“embeddedness”的汉译，两者既存在联系又有

所区别。具体而言，根植性也可用来表示地方社会

关系网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但其主要用于外源型

产业的集群研究，表达外源企业与本地企业的联结

程度。可见，相对于根植性，嵌入性对于创意集群

研究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3 研究区、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概况及案例地选取

宁波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工业历史悠久，近

代工业起源于洋务运动时期，建国前一直都是典型

的开埠通商工业港口城市。1949年后，宁波市凭借

本土力量积极投进工业化建设，中心城区开启“独

立自主”式工业化进程，形成“轻、小、集、加”工业经

济结构，逐渐由消费型城市转向社会主义生产型城

市。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国资、外资等的注

入促成宁波工业经济结构向“大、重、外、高”方向转

变。随着土地有偿使用政策和“退二进三”产业升

级政策实施，中心城区工业逐渐外迁，并出现工厂

闲置或废弃现象。到 2008年宁波第一个由老厂房

改造的创意园正式开园，并迎来了艺术家入驻，年

营业额达到7233万元。此后，老厂房改造创意产业

园在宁波逐渐兴盛，至2017年宁波市域共建成该类

园区11家。

对比宁波市 11家创意修复导向的老工业区改

造案例(表1)，基于园区的区位、资本属性、部门属性

以及经营规模等多方面因素，选取工业历史最悠

久、位于中心城区且国有资本投资建设的和丰创意

广场，工业历史较辉煌、位于乡村且国有资本投资

的创意1956产业园和工业历史较短、位于城乡结合

部且民营资本投资运营的启运86微电影产业园，作

为研究案例(图1)。另外，和丰创意广场作为全国首

批四家“中国工业设计示范基地”之一集聚了大量

以工业设计为主的文化创意企业，创意1956产业园

主要集聚了影视、广告设计和服装设计等文化创意

企业，启运 86 微电影产业园虽以微电影为园区主

表1 趋向创意园区的宁波老工业区微观差异

Tab.1 Differences of Ningbo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developing into creative parks

园区

市级文创

园区

市级培育

文创园区

其他

和 丰 创 意

广场

宁波书城

阳明 188 文

创园

文 山 创 意

广场

杭州湾 e 设

计街区

新芝 8 号创

意园

创 意 1956

产业园

启 运 86 微

电影园区

创意三厂

奇 艺 国 创

意广场

134创意谷

开园时间

2011年

2010年

2010年

2012年

2016年

2008年

2010年

2014年

2010年

2011年

2007年

初始前身

创始于1905年的和

丰纱厂

始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太丰面粉厂

富巷村建造的20世

纪80年代厂房

1951年创建的通用

机器厂

原浒山漂染厂

20 世纪 50 年代方

向机厂

始建于1956年的宁

波变压器厂

富茂机械厂

中国抽纱上海进出

口公司三厂

破旧老厂房

20 世纪 80 年代弹

簧机械厂

投资者

宁波工投集团

宁波工投集团

园区管理公司

余姚通用机器厂全

额投资

杭州湾新区

宁波工投集团

宁波工投集团

民营企业

新天盛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资本

原业主投资

规模

用 地 约 85400 m2，投 资

27.5亿元

用地面积 4000 m2，投资 8

亿元

5000多 m2，投资500万元

占地面积58015 m2

占地 176088 m2，总投资

5.6亿元

占地5230 m2

占地160000 m2

20000多 m2，投资 3000余

万元

总投资2.1亿元

占地 68034 m2，斥资 2.5

亿元

占地5000 m2

园区类型

写字楼群主

导

写字楼群主

导

LOFT创意园

主导

写字楼群主

导

LOFT创意园

主导

LOFT创意园

主导

LOFT创意园

主导

LOFT创意园

主导

写字楼群主

导

LOFT创意园

主导

写字楼群主

导

位置

鄞州区

鄞州区

余姚市

余姚市

慈溪市

海曙区

江北区

海曙区

鄞州区

江北区

江北区

注：LOFT创意园指保留原厂房结构和外观改造成的文化创意企业工作场所和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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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但园区内部引进了摄影、传媒、景观设计和花店

等文化创意企业，与微电影主题相脱离。因此，本

文将基于不同文化创意企业类别背景研究老工业

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

3.2 研究方法

质性方法注重对事物本质的微观探析，虽深刻

但难免受研究者主体意识影响；定量方法注重对复

杂事物的精准刻画，虽科学严谨但常常忽视现象背

后历史文化、情感和意识等隐性因子的作用。由于

新兴产业方法论注重历史文档与网络信息资源的

现代工具分析，强调各类方法、工具的组合应用(黄

鲁成等, 2013)。本文探讨主题是老工业区创意空

间孕育机制，需要借鉴新兴产业方法范式从“人”视

角建构老工业区文化创意集群孕育理论。鉴于扎

根理论可以经系统化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而发掘、

发展理论，对新兴产业相关理论假设建构具有重要

作用。因此，首先借助扎根理论建构老工业区创意

空间孕育机制理论模型，随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

其确切性和有效性进行检验。

扎根理论包括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

编码，然而其应用并非严格依次按照该 3个程序进

行(胡幼慧, 1996)。为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严谨性，

本文将依次按照上述3个程序构建老工业区创意空

间孕育机制的理论模型。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定

量研究潜在变量之间关系的方法，其中，单向箭头

指代潜变量间有影响关系，箭头上方的系数代表这

种影响关系的性质和程度，即正值代表正向影响，

且数值越大正向影响越大；负值代表负向影响，且

数值越大负向影响越大。输出报表中S.E.为标准化

误差，C.R.为临界比率值相当于 t 值，P 为显著性。

另外，模型拟合度评估方面采用绝对拟合度、相对

拟合度和精简拟合度指标，各参数越接近相应指标

的标准值，说明模型可用性越高(荣泰生, 2010)。

3.3 数据源及处理

涉及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的理论模型

的假设以及检验，简单地使用任何一种手段都不足

以获得既全面又真实的数据。因此，通过非参与式

观察法、访谈和调查问卷 3 种手段进行数据收集。

为获得宁波老工业区改造案例感性认识，作者于

2017年 4月展开 3个阶段为期 8天的预调研，调研

内容主要是拍照和记录。综合案例的预调研数据

和园区官网介绍，与熟知宁波城市发展历史和中心

图1 研究区域及案例

Fig.1 Research area and studied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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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产业更新历程的学者讨论，确定3个研究案例，

即创意 1956产业园、和丰创意广场和启运 86微电

影产业园。随后于2017年5月进行为期9天的正式

调研，调研内容是根据采访提纲对园区企业主和员

工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录音，后期将其整理成逐字

稿，以供数据分析、编码和理论模型的佐证材料之

用。需要指出的是，为满足扎根理论根植于现实的

基本要求，作者采访过程中严格按照匿名性、即时

性和开放性原则；此外，采访对象尽量涵盖同一园

区内不同行业属性的企业，且为避免访谈数据不

够，作者在问卷调查过程中适当插补访谈过程。

在对访谈录音进行筛选誊写时，主要按照以下

标准(胡宪洋等, 2015)：①排除与研究主题无关的语

句；②排除重复性语句；③排除不文明语句，最终整

理出有效访谈74份。为尽可能减小偏差，对逐字稿

进行编码和范畴化后，交由导师组 3位学者进行补

充修正。根据理论框架，对访谈内容进行梳理归

类，设计问卷。初始问卷设计完成后，与3位学者进

行讨论修订；确认无误后发放 100份问卷进行预调

研，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剔除不当问项

进行正式调研。正式调研于 2017 年 6 月和 7 月开

展，共发放 420份问卷。其中创意 1956产业园、和

丰创意广场由于企业数量相对较多，各发 150份的

问卷，启运 86微电影产业园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发

放问卷 120份问卷。数据收集整理完，进行探索性

因子分析确定量表开发的科学性，并通过验证性因

子分析中的适配度指标的比对确定模型与数据的

拟合性，最后通过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明确模型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4 扎根理论视角下老工业区创意空间

孕育机制模型构建

4.1 开放编码

开放编码指将资料分解、检视、比较、概念化和

范畴化的过程(胡幼慧, 1996)。按照“园区名称—采

访对象—访谈语句序号”进行编码，例如 CY1956-

YG1-2 表示创意 1956 产业园第 1 位员工访谈记录

中的第 2句话。对于访谈内容，按次序逐字逐句进

行分析并概念化。为减少概念化过程中主观性因

素，尽量采用原始采访记录来命名资料中所挖掘的

初始概念。为了缩减处理概念的数量，将看似与同

一现象有关的概念聚拢成一类，即初始概念的范畴

化，最终得到44个初始概念和18个范畴(表2)。

4.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指将开放性编码后的范畴按照一定

的专业逻辑再次加以归类，形成主范畴和副范畴的

过程。创意产业集聚研究文献(朱华晟等, 2010; 梁

贤军等, 2015)表明多数区位因素具有相通性。本

文以城市老工业区创意集群实证研究成果(尹贻梅

等, 2011; 周尚意等, 2011; 尚勇敏等, 2014; 薛冰等,

2015; He, 2017; 何春花等, 2017)，作为副范畴因子

提取的理论依据；另外，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呈

现“资本空间”集聚性和“地方空间”分异性(马仁锋

等, 2018)，可作为主范畴的范畴化理论逻辑，最终

形成3个主范畴和5个副范畴(表3)。5个副范畴中

的经济区位因素指地区的租金、基础设施、市场空

间以及工资水平等；制度因素主要包括园区优惠政

策、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培训以及人才服务等；社会

表2 开放编码范畴化

Tab.2 Categorization of open codings

访谈资料

园区之前宣传的很神，但是进来之后什么都没有，唯独好的一点就是租金还好，1块多一平方。

(QY86WDY-QYZ1-3)

这儿的租金相对于市区租金还是便宜的。（CY1956-YG2-10）

市区的租金比这的要贵好多。(CY1956-QYZ2-2)

……

像杭州那种老厂房改造的很好。(QY86WDY-QYZ3-4) 我当初来得早，主要看中这里的环境，是由

老厂房改造的，比较创意。(QY86WDY-QYZ2-11) 这的厂房20多年了。(QY86WDY-QYZ1-5)

我当初主要想找一个这种旧工厂改造的工作室。(QY86WDY-QYZ2-2)

园区是由工厂改建来的，园区有一些的旧工业设备，可以作为摄影创作时的背景素材。（QY86WDY-

YG1-4）

初始概念

园区租金低

园区租金相对低

市区租金高

……

老厂房

旧工业设备

范畴

租差

……

工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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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网络指地区可能存在的朋友亲戚以及生产链

中的同行或企业上下游关系等社会网络；文化氛围

指园区所蕴含的各种文化范式；办公环境指园区的

绿化率和静谧度等。3个主范畴是作者提出的“资

本空间”和“地方空间”以及李蕾蕾等(2013)的研究

中将社会网络关系抽象而形成的“关系空间”，资本

空间指城市内部经济区位和特定政策区位“高地”，

地方空间指符合创意群体的文化品味、历史层累和

办公环境等特殊要求的“地方”，关系空间指后福特

生产体制下中小企业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多元关

系网络。

4.3 选择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指将所有范畴统合到核心范畴

构建新的理论命题的过程，该过程将系统地架构核

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联系，验证其间关系，并

把概念化尚未发展全面的范畴补充完善，最终以故

事线的形式描述整体现象(胡幼慧, 1996)。通过反

复推敲主副范畴并结合访谈资料，确定了“老工业

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这一核心范畴，即老工业区

创意集群驱动机制。Scott(2016)认为人的创造力受

智力水平和特定禀赋及社会环境两方面影响，因

此，围绕该核心范畴的故事线可归纳为：入园调研

前，在认知—文化资本背景下一些创业者或年轻的

高校毕业生中，有的是因为“当初主要想找一个旧

工厂改造的工作室”，有的是因为“园区氛围”，抑或

是因为“员工年轻”而青睐于此，于是这种满足他们

特定要求的地方性空间成为其选择在此落脚的潜

意识原因，且此时因“园区建设的虚假宣传”而存在

对地方空间认知的粗浅性和区位决策的盲目性；入

园后，一些失意者或抱怨“优惠政策不落实”，或抱

怨“私企经营，缺少政府支持”，抑或坦言“缺乏市

场”，促使其意识到地方空间需要资本空间的嵌入

才能更好地表达其真实价值；另外，“入园门槛过

低”使得不在同一产业链或毫无产业联系的企业均

有机会入园，进而导致园区内某些工作者感叹道

“企业间相互孤立，毫无园区感”，而“入园企业性质

的严格把控”使得部分员工激动地说道“相关企业

的集聚让自己更加专业”，证实了关系网络的稀疏

会淡化园区氛围，高密度和多元化的关系网络会强

化园区的竞争力和稳定性，换言之，关系空间在资

本空间嵌入地方空间的基础上，文化创意产业的集

聚性倍增了两者的协同价值，实现产业集群效应，

进而反哺园区地方性和资本厚度，并由此完成了

“地方空间的感性认可—资本空间和关系空间的理

性约束—地方空间、资本空间和关系空间协同—关

系空间的反馈”的完整的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

制的构建(图2)。需要指出的是，模型中存在3个嵌

入1个循环，其中嵌入1指文化嵌入，即文化创意产

业受特定文化氛围影响；嵌入2指制度嵌入，即文化

创意产业受特定制度因素影响；嵌入3指网络嵌入，

文化创意产业受特定社会关系网络影响；1个循环

指地方空间通过文化资本的表达和嵌入1分别作用

表3 主轴编码分析

Tab.3 Spindle coding analysis

开放编码提取的范畴

租金

基础设施

市场空间

工资水平岗位供给

优惠政策

知识产权保护

技术培训

人才服务

朋友亲戚

同行交流

产业链合作

工业文化

西方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

多元、包容性文化

噪音

绿化

办公空间

主轴编码提取的范畴

副范畴

经济区位因素

制度因素

社会关系网络因素

文化氛围因素

办公环境因素

主范畴

资本空间

关系空间

地方性空间

图2 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理论模型

Fig.2 Theoretical model of inoculation mechanism of

creative space in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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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资本空间和关系空间，且关系空间由于嵌入 3而

得到不断强化，并通过文化创意企业的集聚经济效

应和地方性表征分别反馈于资本空间和地方空间，

最终形成三者协同提升的循环机制。可见，老工业

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理论模型核心是3类空间的互

动循环机制，而实现其互动循环的动力是 5个要素

间通过文化资本表达、集聚经济和3个嵌入驱动的。

因此，根据图 2构建的老工业区文化创意集群

空间孕育机制理论模型，提出9个命题:

命题 1：特定的文化氛围(工业文化和多样性、

包容性文化)对园区的经济区位具有显著的正向

效应。

命题 2：特定的文化氛围对园区内的办公环境

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命题 3：特定的文化氛围对园区内的社会关系

网络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命题 4：完善的制度因素(知识产权、人才引进

和技术培训)对园区的经济区位具有显著的正向

效应。

命题 5：完善的制度因素对园区的社会关系网

络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命题 6：宜人的办公环境(静谧、高容积率和宽

敞空间)对园区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显著的正向

效应。

命题 7：优越的经济区位(交通、岗位设置和工

资水平)对园区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显著的正向

效应。

命题 8：成熟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园区的地方性

具有显著的正向反馈效应。

命题 9：成熟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园区的经济区

位具有显著的正向反馈效应。

4.4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指访谈数据的增加不能再

发展出新范畴的时刻，此时停止采样。为达到此检

验目的，每个案例各抽取20份采访数据作为理论建

构，将剩余采访数据以及问卷调查过程中插补的采

访数据一并作为理论饱和度检验资料，发现采访记

录的内容仍然在已经编码的范畴范围内，且主范畴

间未发现新因子。因此，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

制理论模型已经达到饱和，范畴发现可以停止。结

合观察法和问卷调查的结果发现，扎根理论所构建

的创意空间孕育模型在宁波案例得到有效验证，进

一步证明理论已达到饱和。

5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老工业区创意

空间孕育机制验证

5.1 老工业区创意集群量表开发

5.1.1 量表编制

基于扎根理论所构建的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

育机制理论模型，编制含有5个维度的原始量表，量

表的测项表述基本来自调研期间访谈内容的转

述。为保证初始量表效度，作者请 2位经济地理学

专家对题项进行逐一审核，假设模型的各维度是否

与相应问项关联，然后根据建议进行修改完善。最

终形成包含5个维度共19个问项的量表，且每个维

度包含3~4个题项。

量表的预测试于2017年6月份进行，受试者为

园区内的创意群体。为尽可能减小误差，采取类型

抽样法和简单随机抽样法相结合，并选择在创意

1956 产业园进行 100 份问卷调查。问卷数据录入

SPSS20.0 进行处理，依据分析结果剔除不必要题

目，并针对有歧义或信度和效度不佳者进行问卷修

订，继而进行正式问卷调查。预测试的首轮分析参

数包括描述统计参数、极端值比较和一致性比较。

其中，由于受试者主要是员工，对问项“我觉得园区

租金比市区租金较低”和“园区有减租免租政策或

专项资金扶持”无法作答，且通过抽样采访3个案例

地的企业主，得知租金并不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因

素，且创意1956产业园、和丰创意广场和启运86微

电影产业园也没有直接性的资金扶持或租金减免

政策，因此予以删除；通过量表的信度分析，问项

“我觉得这里有许多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和

“我觉得这里有许多体现西方文化的东西”校正的

项总计相关性(分别为0.254和0.102)和多相关性的

平方值(分别为 0.195和 0.274)过低，删除后对该维

度的信度明显提升(项已删除的Cronbach's Alpha值

分别为 0.768 和 0.776)，予以剔除。最终得到含有

15个问项的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量表。

5.1.2 探索性因子分析

经问卷修订与校正后，于 2017年 6月下旬至 7

月在创意 1956产业园、和丰创意广场和启运 86微

电影产业园正式发放问卷。剔除废卷，创意1956产

业园发放的 150份问卷中收集有效问卷 127份，有

效率达 85%；和丰创意广场发放的 150份问卷中收

集有效问卷 134份，有效率达 89%；启运 86微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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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由于园区规模较前两者小，发放的 120份问

卷中收集有效问卷109份，有效率达91%。

首先，对量表进行结构效度检验(表 4)。然后，

对15个问项按特征根大于1规则抽取，提取方法为

主成分法，旋转方法为最大方差法，最终得到5个主

成分，能解释总方差的69.376%，基本与构建的理论

模型吻合。最后，量表按因子载荷小于 0.4的标准

将问项予以剔除(荣泰生, 2010)，最终保留 13 个问

项(表 5)。各问项因子载荷保持在 0.572~0.884 之

间，说明此时量表效度较好。经过量表结构效度检

验发现，涵盖 13 个问项的新量表 Cronbach's Alpha

值为0.820，可见，基于扎根理论所构建的老工业区

创意空间孕育机制理论模型得到初步验证。

5.2 模型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模型内部因子间的相互作用路

径，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 3个案例地的问卷数据分

别进行处理，依据潜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和拟合度进

行验证和解释，并借助剩余访谈资料检验模型饱和

度。根据老工业区创意集群空间孕育机制初步构

建结构方程模型并运行，发现大部分作用路径均合

理且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数据具有很好代表性。为

使假设模型更加适配问卷数据进行模型修正，即对

修正指标值高于 4 的误差项之间建立关系，直到

Amos 21.0软件运行参数M.I. Par Change没有数据

显示为止得到图 3，输出报表并整合成表 6和表 7。

从模型拟合情况可以看出，创意1956产业园和和丰

创意广场的综合拟合程度均较高，而启运86微电影

产业园的综合拟合程度一般(表7)。

由图 3a中各影响因素对园区社会关系网络的

影响系数可知，办公环境和文化氛围为主要影响因

子，尤其是创意1956产业园的办公环境对创意空间

的孕育起到关键作用，进而促使园区创意集群的形

成。另外，文化氛围虽然对该园区的经济区位有一

定影响，但是由于该园区位于宁波郊区乡村地域，

且临近庄桥军事机场，从而降低了其经济区位对创

意集群孕育的作用力度，同时也是该园区LOFT风

格的重要原因。

同理，由图3b中各影响因素对园区社会关系网

络的影响系数可知，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为主要影

响因子，尤其是和丰创意广场的经济区位对其创意

表5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5 Result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维度

文化氛围

办公环境

经济区位

制度因素

社会关系网络

问项

这里有厚重的工业文化

这里的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

这里的环境很安静

这里的绿化面积较大

这里的办公空间比较宽敞

这里的交通比较便利

这里有与我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

这里的工资水平很好

这里（公司）知识产权保护较好

这里（公司）有人才引进政策

这里（公司）有技术培训政策

这里有很多同行

这里有很多与自己公司为上下游关系的企业

均值

3.61

4.46

4.23

3.99

3.52

3.91

4.13

3.46

3.63

3.76

3.90

4.09

4.14

标准差

0.489

0.584

0.580

0.696

0.700

0.504

0.476

0.544

0.711

0.623

0.501

0.630

0.545

因子载荷

0.584

0.624

0.790

0.884

0.634

0.718

0.762

0.635

0.741

0.801

0.572

0.588

0.674

注：该表是以创意1956产业园问卷数据处理所得。

表4 效度检验

Tab.4 Validity test

园区名称

创意1956产业园

和丰创意广场

启运86微电影产业园

KMO值

0.712

0.815

0.778

近似卡方

597.623

1137.570

956.318

自由度df

105

105

105

Sig.

0.000

0.000

0.000

因子分析适宜性

适宜

适宜

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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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生成起到关键作用，从而吸引创意群体的集

聚，同时也成为该园区高端写字楼群主导的改造风

格的重要原因。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氛围虽

然对园区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程度一般，但对该经济

区位具有较大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和丰纱厂百

年的工业历史为和丰创意广场积淀了厚重历史，很

大程度上放大了文化资本的表达系数。

从图3c可知，除经济区位对园区社会关系网络

有较小直接影响外，启运86微电影产业园的政策制

度因素、办公环境和文化氛围因素对园区社会关系

网络的直接影响均不显著。究其原因，主要是该园

区由全部民营资本投资建设、管理和运营，政府出

于产业升级政策考虑仅将其列入“市级培育文创园

区”，而实质性和直接性的扶持政策十分匮乏，导致

园区陷入“高宣传低落实”困境，入园企业的成长或

惨淡经营，或无人问津；其次，该园区前身同样是一

个私营机械厂，面积不大，且容积率较小，而现园区

负责人仅对老厂房的外表进行刷新，园区内部绿

图3 宁波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内在作用路径

Fig.3 Mechanism of cultivation of creative space in Ningbo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表6 模型拟合路径系数

Tab.6 Goodness-of-fit path coefficient

园区名称

创意1956产业园

和丰创意广场

启运86微电影产业园

路径

制度→社会关系网络

制度→经济区位

文化氛围→社会关系网络

文化氛围→经济区位

文化氛围→办公环境

办公环境→社会关系网络

经济区位→社会关系网络

制度→社会关系网络

制度→经济区位

文化氛围→社会关系网络

文化氛围→经济区位

文化氛围→办公环境

办公环境→社会关系网络

经济区位→社会关系网络

制度→社会关系网络

制度→经济区位

文化氛围→社会关系网络

文化氛围→经济区位

文化氛围→办公环境

办公环境→社会关系网络

经济区位→社会关系网络

R.W.

0.121

0.154

0.525

0.872

0.496

0.732

0.189

0.327

0.338

0.259

0.415

0.186

0.217

0.748

-0.002

0.005

-0.101

0.093

1.251

-0.013

0.113

S.E.

0.219

0.072

0.186

0.175

0.070

0.135

0.104

0.083

0.104

0.076

0.147

0.058

0.136

0.117

0.014

0.022

0.457

0.026

0.105

0.064

0.072

C.R.

2.723

7.129

9.080

6.535

5.512

7.065

6.853

8.136

4.279

10.217

7.625

2.774

2.523

8.742

-0.570

3.813

-1.032

2.539

2.837

-1.203

3.107

S.R.W.

0.238**

0.272***

0.378***

0.646***

0.350***

0.577***

0.100***

0.346***

0.290***

0.217***

0.428***

0.162**

0.230**

0.695***

-0.0230.326

0.046***

-0.0560.116

0.145**

0.612**

-0.0270.158

0.190**

注：**代表在0.05水平下显著，***代表在0.01水平下显著；S.R.W一列中上标数字表示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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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空间设计等投资较少，景观显得单调乏味，缺乏

人性化；最后，由于该园区的前身富茂机械厂的办

厂时间在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其工业文化层累较

前两者较薄弱，且园区文化类型也较单一。

可见，国有资本控制的LOFT式和国有资本控

制的高端写字楼群主导的创意园区的创意空间均

发育良好，形成一定的创意集群，而纯民营资本控

制的LOFT式创意园区的创意空间效率较差，也没

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创意集群。通过上述3个案例

的对比分析，认为资本的投资目的和力度是国有资

本和民营资本主导下的创意空间孕育效率产生差

异的关键原因。即国有资本对老工业区的创意修

复不仅具有增加经济收益的目的，而且还具有提升

地方形象、促进产业升级、增加地方历史文化层累

等多重目的，并且由于中国特殊的行政体制，地方

政府国有资本厚度也允许其大额度、持续性的跟进

老工业区改造的投资建设需要。而民营资本的投

资目的则相对单一，即以尽量少的成本在尽量短的

时间内实现最大化收益，并且与政府割裂的民营企

业在资本厚度上相对不足，致使其在老工业区后续

改造的持续投资问题上处于尴尬境地。另外，由于

中国特殊政治体制导致绝大多数具有厚重工业文

化氛围的老工厂属于国家所有，改造主体自然也是

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因此，在中国体制背景下，

资本属性必然导致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主导下的

创意空间孕育效率差异。

综上，案例 a、b和 c均证明命题1、2、4和7是成

立的，另外，案例 a和 b均证明命题 3、5和 6是成立

的，且由于案例 c的特殊性，本研究认为前7个命题

是成立的。由于命题8和9是成熟的文化创意集群

所产生的一种后效假设，因此，基于观察法和问卷

访谈进行质性论证。其中，命题 8通过园区价值或

周边的基建变化或房地产业的兴起得到充分证明，

例如，和丰创意广场周边新建的高档门禁小区(紫

玉台花苑和银亿东岸)；创意 1956产业园附近的道

路在作者调研期间正在施工改建，且一座写字楼在

园区后面拔地而起；启运86微电影产业园虽然产业

集群现象不是很明显，但经济价值早已超过其前身

富茂机械厂及其改造成本①。命题 9 在周尚意等

(2011)对地方性研究思路基础上对群体的地方性认

同进行改进，即不仅考虑3类群体的不同属性，还将

群体间的行为作为赋值核心依据，编制地方性二级

量化指标体系并依据园区访谈资料对其赋予1、3、5

不等分值(表 8)，最终得到创意 1956产业园和和丰

创意广场对地方性表征度均较高，启运86微电影产

业园地方性表征度较低(图4)。因此，本文所构建的

9个命题均验证成立，即城市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

育机制理论模型是合理的。

① 富茂机械厂（建筑及土地）收购价格为3000万元，现园区价值（建筑及土地）过亿元。

表7 三案例地模型拟合比较

Tab.7 Model fitting comparison in three studied cases

模型整体拟合度

绝对拟合度

相对拟合度

精简拟合度

拟合指标

x2

GMIN/DF

GFI

RMR

RMSEA

ECVI

NFI

AGFI

RFI

CFI

IFI

PNFI

PGFI

CAIC

AIC

拟合标准

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0.8

<0.1

<0.1

越小越好

>0.8

>0.8

>0.8

>0.8

>0.8

0~1

0~1

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案例地a
48.712

0.919

0.946

0.015

0.000

0.990

0.887

0.907

0.834

1.000

0.924

0.603

0.543

270.792

124.712

案例地b
36.542

0.703

0.929

0.028

0.024

1.070

0.922

0.880

0.882

0.993

0.993

0.609

0.549

258.145

114.542

案例地c
110.297

1.392

0.750

0.217

0.115

1.625

0.748

0.517

0.772

0.683

0.782

0.106

0.117

533.336

25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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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以宁波为例，基于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方法

揭示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主要结论为：

(1) 城市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模型包括

地方空间、资本空间和关系空间 3个维度和经济区

位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关系网络因素、文化氛围因

素和办公环境因素5个内核，最终形成“地方空间的

感性认可→资本空间和关系空间的理性约束→地

方空间、资本空间和关系空间协同→关系空间的反

馈”完整空间生产循环。

(2) 初步开发城市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

量表。借助采访记录，依据量表开发流程，对城市

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量表进行开发，形成初

始问卷后，经预测试分析、修正和因子分析，逐步剔

除不合格问项，最终得到包含5个维度13个问项的

城市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量表，具有很好的

稳定性和排他性。

(3) 量化分析3个案例并通过综合拟合度检验，

认为除启运 86微电影产业园以外，创意 1956产业

园、和丰创意广场均基本佐证宁波老工业区创意空

间孕育机制理论模型，且通过初步构建文化创意导

向的老工业区地方性量化指标，量化观察法和访谈

所得数据，证实关系空间的反馈命题，同时也进一

步验证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理论模型的正

确性。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方法上首先借助访

谈数据运用扎根理论进行三级编码，构建了老工业

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理论模型，并依此开发老工业

区创意集群量表作为问卷设计的理论依据，进而为

结构方程模型定量检验假设模型提供数据来源。

可见，在数据源存在内在逻辑性优点下，扎根理论

和结构方程模型的结合应用不仅创新了老工业区

创意空间孕育机制理论，而且定量化检验了理论模

型建构的科学性。

6.2 讨论

创意修复导向的老工业区改造证实，产业空间

同样具有生长周期，而且发育到一定程度会面临升

级、衰退和消失的分叉路径(朱华友, 2013)。在城市

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过程中，创意氛围孕育路径

主要依赖于地方空间、资本空间和关系空间的互动

性，即地方空间与资本空间的有效结合以及后期关

系空间的多元密集化都将使得创意氛围得到优化

进而集聚更多创意企业；如果在一定时期关系空间

始终得不到强化，处于孤立状态那么创意氛围将滑

向衰退路径；地方空间和资本空间隔离状态导致地

方空间的破败，进而创意氛围将面临消失路径。可

见，创意空间的生长性和分岔性导致其发展具有一

定程度的不稳定性。需要指出的是，老工业区的创

意空间孕育也有一定的规律性并维持在一定条件

下稳定发展。一方面，上述 3个案例的定量分析得

出资本属性对创意空间孕育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因

此，国有资本的介入对老工厂创意修复过程具有一

定的维持和保障作用，作用机理是园区的资本空间

对地方空间和关系空间的正反馈路径。另一方面，

老工业区作为一种工业文化的承载空间，以及创意

集群所形成的创意群体间的文化共识和身份认同

使得文化创意园区成为一种具有稳定意涵的“地

方”，即创意阶层寻求价值观、理想和情感认同的地

方，是对喧闹、快速和肤浅的城市生活的一种无声

而有力的抵抗。因此，文化创意园区所蕴含的“地

方”意义是其在分叉路径中走向持续升级的又一关

键力量，地方空间维度对老工业区创意集群作用机

表8 三案例地地方性量化指标体系及赋值

Tab.8 Local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and evaluation

system in three studied cases

目标层

地方性

一级指标

文化景观

产品

群体认同

二级指标

厂房

道路

环境小品

风格

题材

日常交流

业务合作

情感认同

案例a

5

5

3

3

1

5

5

1

案例b

5

3

3

3

1

5

3

1

案例c

3

1

1

1

1

3

1

1

图4 三案例地地方性表征对比

Fig.4 Local characterization comparison in three

studied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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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园区的地方空间对资本空间和关系空间的正

反馈路径。

致谢：感谢对访谈提纲与问卷设计给予帮助的宁波

城市研究地方学者，以及协助问卷调查的宁波大学

人文地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吴丹丹、窦思敏、候勃、

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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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creative spaces in the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of
Ningbo City

WANG Tengfei，MA Renfeng*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iqu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across the world, industrial clusters ar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successful industrial clusters tha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known as the high- road and innovation- based clusters; and the low- road and low- cost

based- clusters. As a kind of innovative low- tech cluster, cultural creative cluster in the old urban industrial

districts can be categorized as the first type and has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urban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growth mechanism of cultural creative clusters in old urban industrial areas is a newly

heated research topic in the field of industrial cluster research. This research chose Ningbo as the case study city

and examine and validate the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creative spaces in its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and 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s well as questionnaire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data.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1) The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creative spaces in the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of Ningbo is comprised of three main dimensions—local, capital, and relational spaces; and five cores factors—

locational, institutional, social relation network, cultural milieu, and office milieu factors, and ultimately forming

a cycle of "recognition of local space→rational constraints of capital space and relational space→local space,

capital space, and relational spatial coordination→relational space feedback." (2) A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and applied to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creative spaces in the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the scale

consists of 13 items, which belong to five dimensions, and is well-formed with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3)

The LOFT-style creative park owned and managed by state-owned capital (1956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 and

the office building groups-led creative park owned and managed by state-owned capital (Hefeng Creative Plaza)

are all well developed. However, the LOFT- style creative park owned and managed by pure private capital

(Qiyun86 Microfilm Industrial Park) is poorly developed. The disparity in the cultivation of creative spaces is

inevitable,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capital attributes of the creative fix of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In

addition, office milieu and location have become the key factors in the cultivation of creative space, particularly

in the Hefeng Creative Plaza, and the theoretical model is proved as applicable by SEM and the local

quantitative index. The renova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the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through creative fix is

confronted with a divergent path of upgrading, recession, and disappearance. The strength and persistence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space, capital space, and relationship space have become the decisive

factors in the direction of its evolution.

Key words: embeddedness; cultural capital; logic of production of space; 1956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 Hefeng

Creative Plaza; Qiyun 86 Micro-film Industri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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