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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经济新常 态下 ， 调动普通大 众的创新创 业积极性是中 国 经济持续增长 、 人 口红利 再次发力 的重要途径 ，

众创空 间 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 众创空间 是
一类新型的科技企业孵化 器 ， 主要针对早期创业 、 满足了 网络时代

大众创新创 业的新需求 ， 并且具有开放和资源共享等特征 。 枝理我 国 众创 空间数量 与 分布 、 发展模式 以及各地

方支持政策 ， 并对国外典型众创 空 间发展模式进行分析 ， 提 出进一步发展我 国众创 空 间 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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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创空间概念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早已形成 ， 并是这种大众参与 的创新带来了 国家的繁荣兴盛
［
１
］

。

且对科技创新产生 了深刻影响 。 近年来 ， 众创空间创业活跃对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 新经济

在概念被引人 中国 ， 越来越成为政府关注和公众关条件下 ， 中国的人 口 红利能否再发力 ， 取决于能否

心的热门议题 。 众创空间是经济新常态下 ， 激发大调动 １４亿人口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 创新不应该仅仅

众创新创业热情 、 创造平等创新创业机会的重要途是少数人的事情 ， 要破除
一

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

径 ， 但 目前国内对于众创空间的内涵与边界尚缺乏障碍 ， 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潜力 ， 让每个有创新与创

统一的认识 ， 中 国众创空间的数量及发展模式也不业意愿的人都有 自 主创新与创业的机会 。

尽明确 ， 因此 ， 有必要对 国内外众创空 间的发展现当前的创新创业早已被深深打上互联网时代的

状及模式做系统性梳理 。烙印 。 在
“

互联网 ＋
”

模式的影 响下 ， 传统意义实

，

验室的边界被打破 ， 创新活动的外延被无限拓展 。

极大地提高了创新创业的包容性 ， 主要体现在创业

１ ． １ 众创 空 间 的理论与 实践背景主体范围不断扩大 ， 创业门槛 日 益下降 ， 创业工具

美国经济学家费尔普斯在 《大繁荣》
一书 中提和手段更加多样 ， 创业过程也变得更加透明 。 在此

出 ， 多数创新并不是科学家带来的 ， 而是 由千百万背景下 ， 众创空间作为 网络时代一种新型创业服务

普通人共同推动的 。 普通大众有 自 由 的权利去构思 、 机构应运而生 ， 为大众创新创业者提供了实现梦想

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 ， 正的土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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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２ 众创 空 间 的 定义和 内涵浙江省作为经济和资源大省 ， 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 ， 要培

在中国科技部及各地方政府发布 的众创 空间支育 １〇〇〇 家 以 上有效满足大众创业创新需求 、 具有

持及管理政策性文件中 ， 对众创空间做了简要说明 。 较强专业化服务能力的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

众创空间是指依托广泛社会资源 ， 为创业者提供包台 。 其他地方如天津 、 山东 、 吉林 、 山 西等省也提

含工作空间 、 网络空 间 、 交流空间和资源共享空 间出近年建设培育百家以上众创空间的政策 目标 。

在内 的各类创业场所 ， 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 、 便利表 １ 我国现有众创空间分类
化 、 全要素的创业服务平台并开展社会化 、 专业化 、ｉｉａ运营模式

市场化 、 网络化的特色创新创业孵化服务的合法注定期举办想法或项 目 的发布 、 展示 、 路演 北京创客空 间 、
专业服务型 等创业活动 ， 为初创企业提供社交网络 、 上 海 新 车 间 、

从性质上来讲 ， 众创空 间是一类新型的科技企

业孵化器 ， 与传统的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创新创业服利用大学的教育资源和校友资源 ， 以理论 清华
－ ｌａｂ 、

务机构有所区别 ， 主要体现在 ： 首先 ， 众创空间主
培训辅触 系为依托 ， 作为大雜 孵化

要针对早期创业 ， 关注创业链条的最前端 ， 与传统

科技企业孵化器 、 加速器 、 产业园区 、 小企业创业％Ｉ
基地等共同组成兀整的创业孵化链条 ； 其次 ， 众创资等各种资源在内的 、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家 、 创业邦
空间有效满足 了 网络时代大众创新创业的新需求 ，创业服务 ［３ ］

能够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创业服务 ； 第三 ， 众创

空间不是一个封闭的创业环境 ， 更加具有开放和资核 ｆ
库

源共享特征 ， 能够提供创业者增长创业知识 、 积累业项 目 ， 为创业企业提供触资服务天使汇
人脉资源和获得创业资金的机会 ， 这也是众创空间
的核心价侑她产商＃細《棘姓 （
ｓ
ｉ
，ａａ＿
割 ，ｎ 挣醒七 Ｗ值 。
联合办公型 服务 、 引进天使投资和－定的政策优惠吸 ＝
３
Ｑ 、 优

２ 我国众创 空间发展现状
提供包括金融 、 培训辅导 、 招聘 、 运营 、 创业公社 、 科

２ ． １众创 空 间 的数量及分布综合生态型 政策 申请 、 法律顾问乃至住宿等
一

系列综 技 寺 、 融 创

国 内第一个众创空 间是成立于 ２０ 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ｉＳＭ￡２

日 的上海新车间
［
２ ］

。 近几年来 ， 随着大众创业 、 万（ ２ ） 在建设方式方面 ， 主要通过 ３ 种方式进行
众创新政策的不断深人落实 ， 形成了有利于全民创众创空间建设 。 一是改造提升 、 盘活现有资源 ， 重
新创业的政策环境 ， 众创空间作为新型创新创业服点依托现有的科技企业孵化器 、 小企业创业基地 、
务机构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空间 ， 我 国方已经涌现大学科技园和高等学校 、 科研院所 、 产业 （ 经济 ）
出
一

大批各具特色的众创空 间 。 据对各地科技厅数技术开发区等资源进行筹建 ， 也可以将现有的闲置
据的统计 ， 截至 ２ ０ １５ 年年底 ， 我国众创空间数量已办公楼 、 商业设施 、 老 旧厂房等改造为众创空 间 。
达千家 ， 其中已有近 １〇〇 家众创空间纳人了 国家级二是引进共建 ， 鼓励支持发展较好的众创空间在科

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管理服务体系 。 从地域分布来看 ， 技资源欠丰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 推进地区合作共

浙江 、 广东 、 湖北 、 上海 、 北京等是创新创业氛围建 。 三是积极创建 ， 鼓励有条件的行业领军企业 、
较为活跃的地区 ， 众创空间数量居全国前列 ， 北京 、 特色产业龙头企业 ， 围绕 自 身创新需求和产业链上

上海还成立了众创空间的联盟组织 。下游配套 ， 创办各类特色鲜 明 、 需求指向 明确的众
２ ． ２ 众创空 间 的发展模式创空间 。 同时 ， 鼓励在众创空间的培育建设中积极

根据组建方式 、 创业服务 内容和运营模式等方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 大力 培育发展创业服务社会组

面的不同
，
可以将我国 目前涌现的众创空 间分为专织 ， 政府退出市场 自 身能够实现或社会组织能够替

业服务型 、 培训辅导型、 媒体延伸型 、 投资促进型 、 代的服务功能 ， 支持 、 委托协会 、 联盟等社会组织

联合办公型和综合生态型 ６ 类 （见表 １ ） 。提供众创公共服务 。

２ ． ３ 我国各地方对众创 空 间 的 支持政策 （ ３ ） 在配套支持方面 ， 各地方政府积极开展众

我国各地方将发展众创空间作为创新创业行动创空间认定工作 ， 对于经认定的众创空间给予包括

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 积极推进众创空间建设 。 上资金 、 场地及人员在 内的各类支持 。 例如 ， 天津市

海 、天津 、江苏 、浙江 、吉林 、安徽等省 已经出 台了 发展规定对经认定的众创空 间 ， 分级分类给予 １〇〇￣ ５００

众创空间的专门性政策文件 。 通过 比较分析 ，可将各万元的一次性财政补助 ， 用于初期开办费用 。 上海

地方发展众创空间 的政策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市根据已认定的众创空间开展科技创新创业服务活

Ｕ ） 在建设 目标方面 ， 大部分省份根据 自 身科动的情况进行年度评估并给予后补贴支持 。 福建省

技资源条件 ， 制定 了众创空 间的建设 目标 。 例如 ， 规定符合条件的众创空 间 ， 省科技厅给予新建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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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米 １００ 元 、 上限 １００ 万元 ， 改扩建每平方米 ５０３ ． ２ 对 国 外众创 空间发展的几点认识

元 、 上限 ５０ 万元孵化用房补助 。 各省政策还普遍鼓国外众创空间成立背景 、 发展模式各异 ， 但总

励众创空间内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并给予
一

定的岗体上来看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

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第
一

， 注重
“

包容
”

与
“

共享
”

的理念 。
“

包

＾容
”

体现在国外大部分众创空 间的人会或者使用 门
３

植较低 。 一方面 对创业者的学历 、 背景 、 技能没
３ ． １ 国 外众创空 间发展经验有要求 ， 无论是企业家 、 发 明家 、 学生和军人 ， 或

众创空 间起源于在欧美国 家流行 的
“

创客空者是残疾人 、 流浪者和难民 ， 无论任何人只要有想
间
”

这一概念 ， 全球最早的创客空间是 １９８ １ 年在德法和意愿 ， 都可 以进行创新创业 ； 另
一

方面 ， 大部

国柏林创建的混沌电脑俱乐部
［４ ］

。 经过多 年发展 ， 分商业化运营的众创空 间采取会员 制 ， 仅需要少量
国外众创空间 （ ｍａｋｅｒｓｐａｃｅ ） 这一模式已经从计算的会费或是租金便可以使用办公空间及价值高 昂 的
机领域延伸到更多领域 ， 进入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 ， 实验设备 。
“

共享
”

体现在这些众创空间注重为创

对科技创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目 前 ， 全球众创空业者提供交流 、 共享的空 间和机会 ， 通过举办创业
间数量已达数千家 ， 分布在 １ 〇〇 多个国 家和地区 ， 交流与技能培训等活动 ， 使有着不同经验和技能的
其 中 ， 较 为 典 型 的 有 Ｔｅｃｈｓｈｏｐ 、 Ｆａｂ ｌａｂ 、 Ａｃｃｅｓｓ创业者可 以更好地交流 、 碰撞与合作 ， 营造从
“

自

Ｓｐａｃｅ 等 （ 见表 ２ ） 。己创业
”

到
“

社群创业
”

的氛围 。

表 ２ 国外典型众创空 间举例第二 ， 运营模式多样 ， 项 目 覆盖范围广泛 。 国
机构名称 起源 成立时间运营 樓式盈利棋式
￣

外众仓 ！Ｊ空间运营模式主要包括两类 ， 一类以提供工

实行会员《 ， 为会 员提供价具设备为主 ， 另外
一

类以提供创新创业孵化服务为
会费 （ 普通会员 丨 ５０ 美 ７ Ｄ／

＾鱗 ＝
万
主 。 前者主要为创客们提供用于制造和发明的各种

工具设备或者最新的应用软件等 ， 这些设备 、 软件

个人购置成本较高 ， 在众创空 间 中
“

共享
”

既可以

降低使用成本又可 以通过培训课程提高使用技能 。
目 前全球已有 ５ ８ 丨 家 ， 是 以１ ５
－ ５ 万美元的硬件设施和后者则主要为创意项 目提供融资 、 产业化和商业化
Ｆ？ ｂＵｂ美 国 ２ ００ 丨 年用户为 中心 ． 面 向应用的从 ０． ５
－

１ 万美元的缮护及树料ｎ？ｈｍＡｍ＾ 
．

ｗ
，ｍ ，ｖ＊．

＿^

ａｔｔ ．ｍａａ ｗ ｓｔ
．
？■ ？＊？ｆｆｌ ．等解化服务 ， 利用众创全 间积累的优质人资源脉和

资金资源为创意项 目提供从创意转化到商品的机会 。

此外 ， 无论是以盈利为 目 的还是纯粹的个人爱
ａ好 ， 从新闻社交网站创建 、 在线存储服务 、 新型浏

览器开发到小型机器人研制 、 手工制作等 ， 各行业、
— 鄉獅 年
紙 技能指 导 、 展？创
￥ 和 产资

持

助

者

者
． 二； 各类项 目都可以在众创 空间得到实现的机会 ， 特别
＊浪＃ ． 有犯罪 前科者 等社是对于一些 目 前市场 尚不明确 的 、 小众而有趣的设

计和创造 ， 众创空间也为项 目 的实施提供了平台和
为 ｒｒ ． ＊媒 体 ． 败字 艺 术 ＇条件 。
摄彩 等领域的 创客 摁供硬件■成 ？一 祕 ， － 此Ｕ－？ ？

Ｍ
． ．

＊ａａ Ｓｔ
（

３ ０
ｍ第二 ， 政府政策支持 ， 鼓励多方参与 。
一

是 国
Ｍｅ ｉａｌｏ ｂ９
１
地利 ２００６ 年
＾

项 目 和补充基 ｆｉｌ ｌ设嫌需餐 Ｒｔ

？？ ＊＊ ＊ ＾ ＊外大部分＆仓！ 司 Ｊｉ ｌＵＳ利 为 目 的 的商业化Ｈ织 ，
＇

＊＊
但也不乏政府部 门和社会组织筹建和运营的非盈利

性机构 。 这些非盈利性众创空 间具有更多福利性 ，

可以为低收人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提供创新创业机
ＹＣｏｍｂｉｍｏ， 美 国Ｍ０５ ＊？
■

？资金 ． Ｈ 时利用 其人》 股份 ． 在初创企 业上市 或》会 。 二是许多国外众创 空间的项 目及成果是通过众
资》提供天 使投资 、 创业 导其他企 业并购时退 出并获利 ？Ａ＾－Ｉ－ＪＪ．

筹网站募集资金的 ， 这离不开政府的允许和支持 。

以美国为 例 ， 奥 巴 马政府大力推动 《就业法案 》 ，
专肝科贼企 ！ ｉｔ 的 ｉｍａ ｓｓ
．允许更多众筹平台的 出现 ， 为个人创意和发明提供

资金支持
［ ７ ］

。 三是众创空间 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多部

门参与 。 例如 ， ２０ １ ４ 年 ６ 月美 国 白宫举办 了第
一

届
“

创客大会
”

， 并要求教育部和其他 ５ 个政府部门 、

超过 １５０ 所高等院校和 １３０ 家图 书馆 ， 联合英特尔
为倒 业者提供廉价 的井享办以较低价格批董粗地 ， 然后》￥白 ／？ｗＡ／ｍ

ｗ并 为 创业者《 ？ ： 设计ｘ定制 ａＭＳ
ｆＭ等重！量级企ｉｋ共问 仓！ｊ建更多众 仓！ １司 ， 促 ； ｉＳ大扣；学
Ｗ ｅｗｏ ｒｋ美国 ２０ １ 丨 年
推介 、 寻求外
生进人众创空间成为
“

创客
，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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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办公型还是综合生态型 ， 只要符合众创空间认４
证标准 ， 都应当得到支持 。
通过对我国众创空间发展现状和相关政策措施４ ． ３ 合理制定众创 空间绩效指标

进行梳理 ， 以及对国外典型众创空间发展模式的经加快众创空间发展 ， 但不宜将众创空间的发展

验借鉴 ， 对促进我国众创空间科学 、 健康发展提出作为
一项硬性政绩指标 。 目前有一些地区把建设众

如下政策建议。创空间数量当作硬性指标 ， 或者通过政策优惠强行

４ ． １ 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 导推出
一些成长性较差 、 功能性较低的众创空 间 ， 这

从国外以及国 内现有众创空间的产生来看 ， 众只能形成表面的繁荣 ， 难以从实质上促进创新创业 。

创空间 以 自发的科技创新动力为内在驱动力 ， 更多在对某一众创空间发展状况进行评估监测时 ， 应当

地是 自下而上形成的 。 因此 ， 发展众创空间要充分不唯孵化面积 、 在孵企业数量 、 服务创业者数量等

尊重创业者群体的需求 ， 坚持市场主导 ， 遵循创新指标 ， 而是注重其创新创业服务能力和孵化企业存

创业规律 ， 鼓励形式多样的创新业态 。 被动地建立活率 。

不仅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 甚至还会造成资源的此外 ， 还可 以通过发布
“

众创空 间地图
”

和

浪费 。
“

创客指数
”

等形式 ， 对我国众创空间的发展状况

政府在众创空间发展过程中应当主要发挥引导进行图形化及量化展示
，
为决策咨询和创业选择提

服务功能 ， 如制定更为宽泛的众创空间的认证标准 ， 供依据和参考 。

为众创空间的注册提供便利 ， 在场地、 设施及人员

等方面为众创空 间建设提供更多优惠 ， 尽快制定股参考文献 ：

权众筹的牌照及分类监管政策等 。 此外 ， 还可 以鼓⑴ 费尔普＾ 大繁荣 ： 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Ｗ ． 余江 ，

广
［
２
］ 獅 各＊众创空间

’

发展錢比较及启 示 ⑴ ？ 杭州科技 ，
地成立众创空间联盟或协会的做法 ， 通过行业间 自２０ １５
律而＿＿政府亲 自 主导 的形式 ， 促进各众仓！ Ｉ空 间有序［ ３ ］ 投 中研究院 ？ 众创空间在 中国 ： 模式与案例 ［ Ｊ ］ ． 国际融资 ，

发展 。 ２０１５（ ６ ） ：４７
－

５ １

４ ． ２ 科学制定众创 空 间发展路径［
４
］ 张 ？ 互；联网 ＋ 时代本土化的创客空 间 ［ Ｊ ］ ． 科协论坛 ， ２０ １ ５

在数量上 ， 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 、 经济与
［
５
］ 宋刚 ， 陈凯亮 ， 张楠 ， 等 ． Ｆａｂ Ｌａｂ 创新棋式及其启示 ⑴ ？ 科

人 口规模 、 科技创新资源丰富程度等条件 ， 制定与学管理研究 ， ２００８（６ ） ： ｉ － ４

本地区发展程度相匹配的发展 目标 。 盲 目追求众创［６ ］ 田倩飞 ， 房俊民 ， 王立娜 ， 等 ． 英国创客空间的组织方式及运

空间建设数量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 ， 反而会对经作机制 ［ 丨 ］
？ 科技创新与应用 ， ２〇 ！５（ ！ ３ ） ：？
－

６２

济与社会管理造成负担 。 在方式上 ， 要充分利用现
⑴

＝

想

４７

从全球视野看众创空间 ⑴ ． 互联网经济 ’２〇 丨 ５（ ８ ） ：

有平台和科技资源条件 ， 鼓励依托现有科技企业孵
＿

化器 、 大企业 、 髙校及科研院所建立众创空 间 ， 盘作春简介 ： 郝君超 （ １９８８—
） ， 女 ， 北京人 ， 助理研究员 ， 主要研究

活闲置资源。 在形式上 ， 要保持众创空间运营及盈方向为科技与创新政策 ； 张瑜 （ 丨娜
一

） ， 女 ， 山西太原人 ， 助教 ，

利模式的多样化 ， 允许
“

百 花齐放
”

。 无论是专业

服务型 、 培训辅导型 、 媒体延伸型 、 投资促进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