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众创空间在我国的发展

越来越快，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多元化运营模式。

2015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发展众创

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该《意见》的

出台，体现了我国政府对推进众创空间发展的重

视。高校作为具有独特优势的平台而深受重视，逐

渐被纳入众创空间的发展轨道。目前我国依托高

校成立的众创空间数量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高

校结合自己的特色，通过科技园、创业园、产业园、

实验基地等平台来建设众创空间，以有力促进大学

生创业与就业。尽管高校创建众创空间具有独特

优势，其发展进程依然缓慢且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

决。本文通过对高校众创空间的实证调查，指出当

前我国高校众创空间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

出解决对策，以促进我国高校众创空间的发展，进

而推动其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作用的充分发挥。

一、高校众创空间理论

关于“众创空间”的定义，必然先了解“创客”这

个概念。“创客”英文名为“Maker”，其特点是善于创

新、敢于创新，并且努力把自己的创意转变为现

实[1]。而众创空间的本质就是创客们在线上线下进

行交流的创新服务平台。具体而言，众创空间的含

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众创空间偏重于线下

的服务，而广义的众创空间是指在当前经济转型背

景下的线上线下两者兼有的创新服务平台。当前，

我国高校的众创空间，往往指的是广义的众创空

间，它是一个以高等院校为主体，致力于满足大学

生创业者的创新创业需求，依托高校独特资源而构

建的一个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协同互

助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2]。2015年5月，我国颁布了

《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意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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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15年3月出台的文件相比，则更有针对性地推

动了高校众创空间的发展。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高校众创空间的构建和发

展能够促进大学生创业者将创新创意转化为创业

企业，有利于缓解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因此，它

也担负着促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任务。高

校众创空间的发展不仅能够为其提供办公场地，而

且最关键的是通过创业辅导、培训等使得大学生快

速地掌握创业的相关知识、风险防范等创业服

务[3]。不管是哪种运营模式的高校空间，都是为了

通过这个平台为更多的大学生创业者提供全方位

的创业服务，这是它始终不变的宗旨。因此，加快

高校众创空间的发展，不仅是为了呼应“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时代呼声，更是为了适应我国当前经

济转型背景下高校对人才的培养。

二、经济转型背景下四川省高校众创空间发
展现状

2016年2月，四川省政府印发了《四川省人民政

府关于全面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意见》，提出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促进经济增长‘新

引擎’”[4]。2017年5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四川

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7年工作要点》，提出

“以青年大学生、高校院所科技人员、企业科技工作

者、海归创业者、草根能人等为主体的创业人才群

落”，实施“创业四川”计划，打造双创新局面，有效

支撑全省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5]。由此可

见四川省政府对高校众创空间发展之重视。在这

样的政策环境下，四川省各高校在逐步地构建具有

自己学校特色的众创空间。为了对我国高校众创

空间的发展现状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以四川省为

例，选取6所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众创空间进

行了实地走访调查。

通过对这6所高校创客空间的管理者以及约

100名创客的走访调研，获得关于场地硬件设施、运

营模式、定位与建设理念、服务培训等方面的基本

情况：

（一）在场地和空间设施上，这6个高校众创空

间都比较完备齐全。6所高校众创空间的建筑面积

均超过了5 000平方米，在技术平台上组建了新闻

传媒、先进制造、建筑工程、文化创意产业、“互联

网+”等五大技术平台；在服务平台上设置了金融服

务、法律咨询等综合服务平台，同时还配备了100多

台（套）较大型专业技术设备以及100多名创客导

师。这些众创空间的场地和空间设施都比较完备，

为创客们提供了很好的硬件措施和服务平台。

（二）在运营模式上，各高校的众创空间大部分

的运营模式主要是以高校主导型为主，同时兼有校

企合作型。

（三）在定位和建设理念上，约有4所高校创客

空间将其定位为“初创企业服务区”，即通过众创空

间平台，在场地、设施等方面为创业大学生提供基

本服务，提供诸如公司注册、团队组建、资金筹措、

法律咨询、财务建议等培训与服务。例如，A学院的

“青春众创空间”的定位和建设理念主要是面向全

校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及创业团队提供物理空间、

培训咨询、项目孵化、创业扶持等服务。而B大学

“距石大众创空间”、C大学“菁蓉创客学院”的定位

则更偏重于“创业资源聚集区”，即将创业人才、优

秀创业项目、投资人聚集在一起，创建一个大的平

台，以支持社会企业与大学生创业企业的对接，从

而向自主创业的大学生提供资金支持，提高创客空

间的项目孵化成功率。

（四）通过对约100名创客进行问卷调查，其内

容涉及创客们对空间的硬件设施、运营机制、培训

辅导、知识产权保护、后期创业资本、金融、法律咨

询服务、满意度等方面，发现高校创客主要群体以

本科生和硕士生居多，且高校创客群体对众创服务

平台总体上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从中也反映了

高校众创平台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在运营管理上

的不足，以及投融资服务的不足等。

三、当前高校众创空间问题所在

通过以上对6所高校众创空间管理者的访谈和

对100名高校创客的问卷调查，可以归纳出当前高

校众创空间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政府政策的宣传与落实力度不足

在中央关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文件精

神指引下，四川省政府根据四川省的实际情况，出

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来促进该地区高校众创空间

的发展[6]。可以说，这些政策措施对于高校众创空

间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是，通过

对6所高校众创空间管理者的调查发现，政府的政

策宣传和落实力度方面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我

国大学生，长期习惯于考研、考公务员等惯性、狭隘

的就业观念，特别是文科类毕业生，对于创新创业

的意识不强，更不要奢谈对创新创业政策的了

解[7]。因此，亟须政府和高校加强对大学生创新创

业政策的宣传和引导，打破传统的就业思维定势。

另一大亟须解决的问题是政府的创业资金申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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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依旧繁琐。相对于传统孵化器，虽然众创空间准

入门槛有所降低，但是创业资金申请获批的门槛依

然没变，所以对于创客们来说帮助不是特别大。因

此，仅仅依靠学校自主项目经费和政府补贴，是难

以维持长久运转的。

（二）项目类型缺乏多元化

调查发现，已入驻众创空间的项目类型仍比较

单一，主要是偏重于服务型、教育培训型的创业项

目。同时，这些创业项目仅仅与自己本专业相关

联，没有很好地实现跨学科的融合。因此，这些服

务型的项目实际上是以较低的成本优势向社会提

供一些服务，而这些服务项目如果走出校园，很容易

被社会市场机制所淘汰[8]。营销型的项目则更多地是

利用线上的平台进行新的营销[9]。这些项目的存在，

的确能带来一些利润，但是也凸显了一个问题，那就

是没有创新性，科技含量不高，即使有一些科技成果，

但能转换为市场产品的少之又少。

（三）项目后期融资服务不到位

虽然现在国家和各级政府针对众创空间给予

了一定的财政补贴，但对于初创企业来说是杯水车

薪。因此，谁应为这些高校众创空间的服务买单？

是政府？还是高校？还是那些大学生创客？这是

一个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当然，政府的补贴是一部

分，但众创空间要不断发展，就必须提高自己本身

的造血能力。那么，这种造血能力又源于哪里？最

终还是市场。而当前众多高校众创空间大多是高

校主导型或者是校企联合型的运营模式。高校主

导型众创空间的一个很大弊端就是因其未引入市

场机制而不能为创客们提供比较好的融资服务，而

且其面向的多是没有商业经验的大学生，导致项目

的成功孵化率不高[10]。同时，没有商科背景的大学

生对于风险的规避也缺乏经验，很容易因此而出现

项目孵化失败。

（四）空间管理机制运营低效

一个众创空间发展的运营和管理，是其发展道

路上的关键。调查发现：高校众创空间运营的效率

总体上偏低，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高

校众创空间的管理者对自己众创空间的发展理念

和定位不够清晰，从而使空间运营悬浮在空中，照

搬一些众创空间的模式，并没有认真深入地结合该

校的资源、特点和需求[11]。第二，虽然各高校众创空

间的管理者大都是有商科背景的老师，但是相对于

社会机构上拥有丰富经验的管理团队来说，其经验

和经历明显不足[12]。第三，高校众创空间对各种资

源的整合不够，提供的服务仅仅局限于基本办公和

基础设施，对于实际需要的投融资等服务却不能满

足[13]。

四、以众创空间促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落实
与发展的有效策略

综合以上问题和原因分析，可以看出高校

众创空间的发展仍然需要不断努力，因此，应

该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来促进我国高校众创空

间的发展。

（一）加强政府政策的完善和落实

我国高校众创空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政府政策支持，没有政府专项财政补贴，低成本

服务平台很难运营下去[14]。虽然现在政府的相关政

策已经比较完备，但是依据现在我国高校众创空间

的发展现状，依然需要进一步优化。例如，政府应

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降低创客进驻门

槛，吸引更多的创客加入。除此之外，政府相关部

门应该简化相关的申报和审批手续，尤其是对于初

创企业，不断地完善工商注册服务、财政税收服

务。而同时作为高校的主体，也应该发挥出政策的

宣传和引导作用，让更多的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了

解政府关于创新创业的政策。

（二）实现高校资源的整合和汇聚

高校，一个拥有专业人才、专业知识、专业设备

等资源的集教育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平台，越来越成

为众创空间建设和发展的良好选择。因此，高校众

创空间要得到长足发展，必须要发挥出高校的独特

资源优势，并且能够将各种相关的资源整合起来[15]。

那么，高校该如何整合和汇聚这些资源呢？

第一、高校之间内部资源的有效整合。高校是

人才的聚集地。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教育体制

——文理分科，使得高校的人才太过于专而不够

全。而众创空间是一个急需多方面人才的平台，单

独仅仅依靠一个学校、一个专业的人才来支撑运营

明显不能长足发展。这就需要高校之间资源的融

合。因此，要推动高校众创空间的发展，就不能仅

仅局限于一个高校的人才和知识，而是要实现该地

区各个高校人才、知识的相互交流、互补联动，整体

提高该地区众创空间的发展水平。

第二、高校与社会的资源整合。发展高校众创

空间，离不开政府、社会组织及相关企业，这就需要

高校主动地搭建高校资源与社会资源相互流通的

桥梁。例如，学校可以为在校大学生搭建与已经毕

业且创业小有成就的青年企业家的沟通桥梁，充分

利用学校输出的人才资源促进在校大学生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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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的发展。同时，高校还应该与社会资源建立一

种长期的合作机制，从而为创业者提供稳定的服务

资源。同时，高校也应将自身的一些软件和硬件资

源与外部实现共享，实现对空间资源的最大利用，

互惠互利，实现众创空间的稳定长足发展。

（三）推进运营管理模式改革

高校众创空间的运营和管理是目前发展的一

块短板，高校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进

行改革。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众创空间都停留于高

校主导型的运营模式，没有形成一定的管理团队。

因此，理应在运营模式、管理现代化等方面予以快

速改进。

第一、促进运营模式过渡——由高校主导型向

校企合作型、企业主导型过渡。创客空间只有融入

市场，其生命力才会越强。这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

的一个普遍规律。高校众创空间在创立初期，可以

以高校为主导，但是在其后期发展，则需要慢慢地

放手，由主导型地位成为协助者地位，慢慢地走向

市场化，最终实现学校资源与企业资源的互通联

动。

第二、促进管理队伍结构化。目前高校众创空

间的管理队伍结构还不够完整、稳定。相对于社会

众创空间的管理队伍，高校众创空间的大部分管理

人员的运营管理经验严重不足。因此，高校应该在

转变运营模式的同时，邀请有经验的企业管理人员

共同管理，同时加强对管理人员的培训，共同完善

高校众创空间的管理，推动空间的发展。

（四）积极借鉴国内外众创空间建设经验

众创空间，最初是来源于国外，其对众创空间

的发展与建设已经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例如美

国的Tech Stars，就是一个十分成功的例子。美国的

Tech Stars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其非常注重导师在

整个孵化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其追求精益求

精的理念——只孵化最具潜力的公司，尽可能高地

保证初创公司的存活率。这两个方面往往是目前

高校众创空间所不及之处。因此，高校众创空间的

发展，不仅仅只是学习人家的模式，更应该深入学

习其内在成功的因素，不断吸取他人经验，促进自

身的建设与发展。

五、结语

在当前经济转型背景下，创新创业已经汇聚成

时代潮流。高校众创空间作为具有独特资源的平

台，对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但由于其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还存在许多问

题。本文通过对四川省六所高校众创空间的实地

调查，发现当前高校众创空间存在着国家政策落实

不到位、项目类型单一、投融资服务不足以及运营

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的存在。针对这些问题，本

文提出了加强政府政策落实、实现高校资源整合汇

聚、推进运营管理模式改革、借鉴国内外经验等策

略，以期推进高校众创空间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杰,战炤磊,周海生.“众创空间”的理论解读与对策思考[J].科技管理研究,2016(13):37-41.

[2] 初汉芳,张可,孟佳. 基于协同创新的高校众创空间的建设与探索[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7(2):31-34.

[3] 王庚.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当下困境与路径选择[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40-144.

[4] http://www.gov.cn/zhengce/2016-02/19/content_5043569.htm [EB/OL].

[5] http://www.sc.gov.cn/10462/10464/10465/10574/2017/5/27/10423960.shtml[EB/OL].

[6] 张鹤.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机制、路径、模式[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10):28-32.

[7] 王占仁.“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的体系架构与理论价值[J].教育研究,2015(5):56-63.

[8] 王占仁.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观念变革的整体构想[J]. 中国高教研究,2015(7):75-78.

[9] 张卫国,宣星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高校创业教育与众创空间联动发展[J].中国高教研究,2016(10):93-97.

[10] 田贤鹏.教育生态理论视域下创新创业教育共同体构建[J].教育发展研究,2016(7):66-72.

[11] 赵晖.高校众创空间:让创客梦落地生根[N].天津日报,2015-12-21(001).

[12] 杨斌鹄.高校创客空间应免费向学生开放[N].西安日报,2015-08-19(003).

[13] 赵建中.津冀携手:高校众创空间助力创业梦[N].中国经济时报,2015-12-01

[14] 高文兵.众创背景下的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J].中国高教研究,2016(1):49-50.

[15] 阚阅,周谷平.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结构改革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J].教育研究,2016(10):19-24.

·· 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