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推动‘双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

富起来，让更多的人实现人生价值。”创业创

新承载着李克强总理的厚望。

即将过去的 2016年，国家相继密集出台

多个文件，为创新创业者广发政策“红包”，减

负松绑的同时激发了全国的创新创业活力。

众创空间是针对早期创业的重要服务

载体，面向小微创新企业和个人创业者提供

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综合服务

平台。通过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以专业化服务

推动创业者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培育

新业态。

如今，众创空间已经成为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重要阵地和创新创业者的聚集

地。2016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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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意见》），提出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是增强发展新动能、促进社

会就业、提高发展质量效益的重要途径，是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

《意见》指出，将通过龙头企业、中小微

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创客等多方协同，打

造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众创空间，吸引更多

科技人员投身科技型创新创业，促进人才、

技术、资本等各类创新要素的高效配置和有

效集成，推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意见》提出，重点在电子信息、生物技术、

现代农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

能环保、医药卫生、文化创意和现代服务业等

产业领域加快建设一批众创空间。同时，要从

财政资金支持、税收政策优惠、金融手段创新

等方面支持众创空间的专业化发展。

2 月 22 日，科技部组织召开加快发展众

创空间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视频会议。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会上指出，当前，我国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任务艰巨，急

需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对释放新需求、创造

新供给、培育发展新动力的作用。

在经济下行不断积聚的今天，为企业和

创业者减负的同时不忘鼓劲，国家还出台支

持创新创业的财税政策。8月，由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

政策的通知》，对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孵化

器和众创空间享受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增值税、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通过政府引导、市场推动，我国形成了

中关村创业大街、深圳湾创业广场、杭州梦

想小镇、苏州金鸡湖创业长廊及部分高新区

内的众创空间集聚，实现创新创业资源的高

度聚合。

让创新要素高度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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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众创空间孵化双创梦想
文·本报记者 刘 垠

众创空间是针对早期创业的重要服

务载体，面向小微创新企业和个人创业者

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综

合服务平台。通过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线

上与线下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以

专业化服务推动创业者应用新技术、开发

新产品、培育新业态。目前，经备案的国

家众创空间达 1337家。

2016 年，众创空间向专业化推进向纵

深发展。聚焦细分产业领域，强调服务对

象、孵化条件和服务内容的高度专业化。

高效配置和集成各类创新要素实现精准

孵化，推动龙头骨干企业、中小微企业、科

研院所、高校、创客多方协同创新。已经

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阵地和创

新创业者的聚集地。

2016年，我国持续引导支持众创空间建

设，推动众创空间与孵化器、加速器和产业

园区互联互通，共同构建起更加完善的创业

孵化体系。

6 月 29 日，中国孵化器行业盛会——中

国孵化器创新发展（大连）论坛举行。“十二

五”时期，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数量和质

量有了长足发展，实现了全国省（市、区）全

覆盖，数量和规模世界领先。以科技企业孵

化器为核心的创新创业孵化体系逐渐形成，

孵化器已成为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业

领军人才的重要载体，为促进科技成果产业

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十二五”末期众创空间概念的提出，

在全国掀起创业孵化机构建设高潮。

来自科技部火炬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 至 2015 年 ，科 技 企 业 孵 化 器 总 数 达 到

2530 家，较上年增长 45%。孵化器共有孵化

场地面积 8680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26%。

服务和管理人员队伍 4.21 万人。当年在孵

企业数 10.2万家，毕业企业达 7.5万家，培育

上市和挂牌企业超过 800家。

业界人士指出，2015 年、2016 年对中国

孵化器行业来说是井喷之年，2015 年新成

立的孵化器和众创空间，超过了 2014年之前

二十几年的总和。

一方面是孵化器大量涌现，一方面是创

业者眼花缭乱、难以选择。不少人担心，这

些孵化器真懂创业者的需求吗？资金、场

地、导师等资源该怎样“孵化”初创企业？这

是目前国内孵化器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规

范孵化器的运作，提高孵化器的孵化水平备

受关注。

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业孵化资源和服

务的有效集成，在区域形成适应科技企业

发展的完整生态系统，科技部推动 41 家“创

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建设示范工作，

打 造 创 新 创 业 服 务 体 系 。 与 此 同 时 ，对

2015 年度国家级孵化器进行了考核评价，

通过网上申报、专家评审、科学计算等,有

100 家国家级孵化器被评为优秀（A 类），

240 家国家级孵化器评为良好（B 类），241

家国家级孵化器评为合格（C 类），22 家国

家级孵化器评为不合格（D 类）。对 2 家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

的予以摘牌。

科技部火炬中心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

正在开展《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十三五”发

展规划》研究编制工作。发展规划在广泛听

取孵化器行业专家、地方科技管理部门的意

见的基础上，数易其稿后，形成近 2万字的发

展规划，拟上报科技部后正式发布。

孵化器“提挡”初创企业

10 月 12 日，“全国双创周”在深圳湾创

业广场揭幕，为期 7 天的全国双创周云集全

球众多知名创客，在深圳集体开了一场“创

客趴”，创业者的智慧和创意得以尽情释放。

轻型单轨车厢、互联网概念车、精密模

具和超材料技术、激光全息技术产品……一

系列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集结展示，“双

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新技术引领新需求、

创造新供给。

在这里，中外创客领袖聚焦双创发展，

探讨双创发展新的业态和模式，分享全球创

客最新发展理念；在这里，全球创客马拉松

掀起头脑风暴，参赛团队需在规定时间完成

基于 Tango手机软件开源公共平台的 AR 应

用；在这里，发烧友可以去创客工坊过一把

创客瘾，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铣床、个人

数字化制造、黑客生物总有一项适合你……

本次全国双创周期间，来自 12个国家和

地区的 87 位顶级创客云集深圳，超过 200 家

创新企业展示出 400 余项科技成果，一系列

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劲显创新动力。深

圳主会场共吸引参观人数超过 50万人次，意

向交易额超过 100亿元。

10 月 19 日，双创周北京会场在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拉开帷幕，中

关村创新创业季、全球创新峰会同步举办。

以“创·新能力”为主题的双创周历时 10 天，

通过一系列精彩的创新峰会、论坛沙龙、路

演竞赛等活动，集中展示以中关村核心区为

代表的当今世界创新创业领域取得的优秀

成果，集聚全球创新创业资源，引领国际创

新创业潮流趋势。

双创周上演“创客趴”

科技部在对纳入跟踪统计的 498家众创

空间进行一年多的调查发现，社会资金是推

动“双创”的一支主要力量，这些众创空间在

发展过程中得到各级政府的普惠性支持，大

概为 19.3 亿元。而创业投资带动了 352 亿，

约有 7万多人在众创空间中发挥具体作用。

众创空间涌现出一批模式新颖的典型

案例，形成了一些可复制推广的先进经验。

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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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专业化众创空间是由龙头骨

干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立足自身优势建立

的、产学研结合的、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

开放式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主要有三个特

征：一是配套支持全程化，二是创新服务个

性化，三是创业辅导专业化。

为此，科技部高新司联合相关单位组成

调研组，在全国开展为期 3个月的调研，先后

考察全国近 50 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在此基

础上，于 10 月发布《专业化众创空间建设工

作指引》，并在智能制造、轨道交通、生物医

药等领域认定了首批 17 家示范性的国家专

业化众创空间。

与提供创新创业基本服务的普通众创

空间相比，由龙头骨干企业、高校院所等牵

头建立的专业化众创空间，在资源开放共

享、细分领域的创新创业、科技成果的供给

与转化、人才创新创业活力释放方面发挥出

独特的作用，推动了实体经济发展。具体彰

显六大特质：

一是大企业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提高

了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比如，海尔集团专

业化众创空间，到 2015 年底已聚集了 30 多

亿的创投基金，1330 家风险投资机构，24 个

小微企业成功引入风投，12 个小微企业估

值过亿元。

二是围绕大企业的创新创业丰富和完

善了产业链。依托潍柴集团建设的卡车动

力总成专业化众创空间，结合企业的主营业

务和优势，实施链合创新，与上下游企业共

同打造“研发共同体”“应用共同体”；而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围绕轨道交通产业链，

吸引外部创客或科技型企业开展核心领域

外围的应用型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与周边

160家相关企业构筑了轨道交通领域创新创

业生态群落。

三是加速了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给和转

移转化。西安光机所创新科研体制机制，通

过鼓励科研人员创办企业、与企业共建研究

中心等方式，使产学研紧密结合，打通科技

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逐步建立光子制

造、光子集成、生物光子三大产业集群，孵化

培育了 89 家光电子技术领域的高科技企

业。再如，通过“数控一代”转移转化工程，

在东莞、泉州创造了高校研究所+互联网车

间的模式，有力地带动量大面广的中小型制

造业，实现数字化、拥抱互联网，成功转型升

级。很多类似的专业化众创空间已经成为

承载科研院所、创业者、创新项目、社会创新

资源的平台和载体，集中了研发、孵化和产

业化等有关职能，成为新型研发组织的由科

研院所带动大众创业的新形态。

四 是 释 放 了 高 层 次 人 才 创 新 创 业 活

力。比如，中信重工的绿色重装众创空间建

设大工匠工作室支持内部创客团队开展技

术攻关，涌现出一大批“大工匠”“首席设计

师”“创新蓝领”和“金牌工人”；中国光谷光

电子产业众创空间已集聚国内外高校院所

高层次创业者（团队）110 余个；大唐网络资

源型移动互联网创投孵化平台聚焦大数据

技术创业，提供线上的软件开发工具和资源

包，吸引全国的软件工程师创业。

五是支撑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以

TCL 集团为例，联合北京创客空间、宽带资

本、十方创投等创业服务领域的优势资源，

全面开放共享 TCL 集团技术研发、供应链、

制造能力、市场推广等资源，成长为深圳地

区最大的智能硬件、互联网电视、产业互联

网领域的众创空间。

六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拉动民间资本

的有效投入。专业化众创空间的投资主体

是龙头骨干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其资本

构成日趋多元化，政府在其中更多的是扮演

“领路人”的角色，通过设立创投引导基金，

有效地撬动了社会资本投入。截至 2015 年

底，海尔创客平台已经聚集了 30多亿的创投

基金，1330 家风险投资机构，实现了众创空

间与民间资本的有机结合。

专业化“释放”创新动能

“政府推动+市场驱动”双重动力，为

双创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在众创空

间发展的短短两年期间，众创空间服务能

力逐步完善。逐步从一体两翼向多位一

体发展，旨在形成全要素、多维度的创业

服务生态系统。

11 月 14 日，《2016 众创空间发展报告》

在 上 海 科 技 馆 全 球 创 业 周 活 动 上 发 布 。

报告指出，受政策推动，我国创客空间发

展迈入新阶段。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创客

空间 3155 家，享受政策优惠的众创空间数

量已经达到 1337 家，占全国众创空间数量

的 42.4%。

报告指出，当前众创空间发展具有四

个特征：

一是众创空间呈现加速度发展。“众创

空间”概念 2014 年才第一次在中国被提出。

此后，“众创空间”呈几何数量级产生增长。

科技部认定的国家级众创空间数量从 2015

年 11 月的第一批 136 个，增长到 2016 年 2 月

的 362 个；到了 2016 年 9 月，不到一年间，国

家级众创空间已达到 839个。

二是众创空间区域分布不均衡。全国

众创空间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能级：第一能

级众创空间的分布数量在 200 家以上，包括

北京、上海、重庆、广东等省市；第二能级包

括河北、辽宁、福建等省；第三能级有湖北、

内蒙古、云南、甘肃等省；第四能级为江西、

贵州、青海等省。

三是众创空间创业服务多元化，逐渐向

创造开放式全方位创业服务的方向上发展。

四是众创空间盈利模式多样化。包括

投资驱动型、创业培训型、活动聚合型、媒体

推广型、地产思维型、综合生态体系型。其

中创业培训型最为常见，其次是地产思维型

和投资驱动型。

报告指出，长三角地区众创空间双核式

分布，以上海、杭州为中心，总体分布较平

均；京津冀地区众创空间轮轴式分布，以北

京为绝对中心，向天津和河北地区扩散；珠

三角地区城市群众创空间网状式分布，从广

深地区出发，带动珠三角地区城市众创空间

的发展。

科技部 12 月初发布的 2015 年度全国科

普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开展创新创业培训

4.51 万次，共有 278.61 万人参加培训；举办

科技类项目投资路演和宣传推介活动 1.16

万次，共有 156.96 万人参加路演和宣传推介

活动；举办科技类创新创业赛事 3383 次，共

有 183万人次参加赛事……

数字是枯燥的，但双创确实在潜移默化

中深入人心。创新文化环境正在形成，营造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

成为社会共识；关注创新、服务创新、支持创

新、参与创新的良好社会风尚初步树立，大

众创新创业渐成潮流。

众创空间呈现“井喷”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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