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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创业共享机制对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

性也不断凸显。通过文献分析,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环境研究的综述基础上,对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研究进行综述，

从意义、体系结构、构建、运行及优化等方面对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业环境下共享机制进行梳理，指出当前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环境下共享机制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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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2015〕9 号)，提出要强化开放共享，充分运用

互联网和开源技术，构建开放的创新创业平台，促

进更多创业者加入和集聚；加强跨区域、跨国技术

转移，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推动产学研协同创

新，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1]。2016 年 2 月，国务

院印发《国务院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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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16〕7

号)，提出要加强创新创业资源共享与合作，促进创

新成果及时转化，构建开放式创业创新体系[2]。2018

年 9 月 18 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

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国发

〔2018〕32 号)，指出要健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

制，鼓励科研人员面向企业开展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等，促进科技创新与创业

深度融合[3]。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环境下的共享机制问题成为新时代赋予我

们的重大课题。 

    一、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研究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下对共享机制进

行研究，离不开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重要背

景的研究。截至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中，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题名进

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论文 1453 篇，其中有 139

篇来源于核心期刊。就文献年度数量而言，2014 年

国内首次出现了谈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研

究文献，2015 年以后，相关文献量迅猛增加。对检

索到的相关文献进行数据归纳、统计、分析发现，

当前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内涵与原则，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重大意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相关政策，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论基础，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实证研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高校关系

等六个方面。 

    其中，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一项国家政策，

是打造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的环境背景和现实基础，

因此，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相关政策进行研

究必不可少。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相关政策文件围绕完善创业环境、优化财

税政策、搞活金融市场、扩大创业投资、发展创业

服务、建设创业创新平台、激发创业主体活力、拓

展城乡创业渠道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部署，并正在

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对创新创业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如唐寒冰指出，这些作用主要表现为以

下几点：第一，简化政府行政和商事制度，降低了

创新创业门槛和成本；第二，支持创新创业主体多

元化，形成了创新创业持久动力；第三，建设创新

创业平台，提供了创新创业成长的沃土；第四，加

大鼓励、保护创新创业政策力度，营造了良好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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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社会环境[4]。 

    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学者们发现，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政策实施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2016

年，中国科协通过调研总结得出以下几点成效：第

一，“双创”政策对稳增长、促就业、调结构成效

显现；第二，“双创”政策倒逼简政放权，市场活

力进一步激发；第三，“双创”政策对激发科技工

作者创新创业热情起到积极作用；第四，面向“双

创”的政策工具日益丰富；第五，多层次的“双创”

政策支持体系初步形成。但在“商事制度改革”“以

众创空间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平台搭建”等政策工具

成效显著的同时，相比之下，“畅通投融资渠道”“科

技资源开放共享”“加计扣除”实施力度还需进一

步加大，尚未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5]。对

此，学术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

策：第一，聚焦“双创”生力军，加大政策的精准

支持；第二，加强政策协同，把政策措施落实的重

点放在基层；第三，建设互联互通的国家“双创”

公共服务云平台[5]。 

    分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作用、实施成

效、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可以发现，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环境下，“协同创新”“互联互通”

“开放共享”“公共服务”“公共平台”等成为当

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关研究的热点，反映了加

快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现实需要。 

    二、关于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的研究 

    截至 2019 年 3 月 26 日，以“创新”“创业”“共

享机制”为题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

共检索到相关论文 41 篇，其中有 12 篇来源于核心

期刊。对检索到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

近年来的论文发表数量显示了学术界对创新创业

共享机制问题的较高关注度。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

对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的意义、体系结构、构建、运

行及其优化进行了初步探索。 

    (一) 关于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的意义研究 

    李克强总理指出，共享经济不仅是在做加法，

更是在做乘法，以此有效降低创业创新门槛，实现

闲置资源充分利用，形成新的增长点，为经济注入

强劲动力[6]。这揭示了创新创业共享机制对资源利

用、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学者们纷纷对此展开研

究，如杨艳琳等指出，建立分享机制能提高资源的

使用效率、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利于改变

我国的人才结构[7]。 

    (二) 关于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的体系结构研究 

    1. 关于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的内涵与特点研究 

    对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的内涵进行研究是创新

创业共享机制研究的起点。学术界普遍认为创新创

业共享机制是一个涉及各类要素的开放式创新创

业生态系统。如张铁男等认为资源共享是一项系统

工程，涉及共享主体、客体及环境在内的各类要  

素[8]。杨艳琳等认为，建立协同创新创业的分享机

制实际上就是要构建一个低成本、高效率、加速度

的将微小创意转化为生产能力的开放式创新创业

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是创新创业的物理环境和

技术环境之间传递动力的纽带，它让整个系统中的

各个要素互相依存、互相依靠、相互作用[7]。张波

等认为，在创业信息资源共享过程中各关键角色之

间形成了较复杂的互动关系，不同共享阶段其关键

角色意识是不相同的，互动关系也有所变化。而对

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的特点进行研究时，“协同”“分

享”“开放”等成为了学者们的共识[9]。 

    2. 关于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的主体研究 

    长期以来，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的主体研究是学

术界的热议话题。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创新创业

共享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主要包括宏观层面和

微观层面。政府是宏观层面的整合共享主体，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和服务中介等是微观层面的创新主

体。如李静秋指出，所谓“三位一体”即高校、社

会企业或组织、政府三者以带动青年就业创业为目

标，共同推进协同机制的形成[10]。刘贻新等认为，

要通过创新资源的共享来填补各创新主体间所拥

有的资源与所需资源之间的缺口，实现以大学、研

究机构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与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

创新的深度合作和良性互动，从而提升科技创新成

果的转化能力[11]。 

    3. 关于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的客体研究 

    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的客体就是共享的创新创

业资源，是指在创新创业过程中为主体创造价值的

特定的资产，包括有形与无形的资产。学者们认为，

主体通过对不同资源的整合和利用，使其发挥最大

的效益，客体主要包括社会资源、资金资源、管理

资源、技术资源、科技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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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资源等在内的创新创业过程中涉及的所有资

源。如许文兴等从人力资源的视角，探讨科技创新

创业服务队伍建设。李玥等认为，区域科技资源共

享平台根据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

战略要求，将区域内不同主体、不同种类、不同形

态的科技资源按照适当的方式与规则，有效汇集、

识别、整合、存储与表述，以提供与区域科技创新

创业活动相关的各类科技服务[12]。蔡卓君等指出，

中国如火如荼的创客空间的发展面临着资金、成

员、技能以及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等方面的挑战，而

这些挑战在各国进行相关实践和战略制订时，都不

约而同地从数字化战略支撑、信息资源建设与保障

等方面寻求突破[1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资金资源

作为缓解创新创业融资难、发展难的重要资源，学

术界对其关注度居高不下。 

    4. 关于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的环境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的环境建

设受到不同环境因素制约，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政策

法律环境、共享网络环境、共享平台环境、共享文

化环境等。因此建设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环境需要对

上述几个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一是政策法律环境。政府在创新创业共享机制

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实现共享效益最大化的重要基

础，这是由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所决定的。学术界对

于政府主体作用发挥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政府

对政策法律环境的直接影响力上。如张铁男等提出

要确立以“政策为导向，利益为纽带”的共享机制，

调动共享主体的共享积极性[8]。杨艳琳等认为，要

完善协同创新创业的法规和政策，保障资源共享和

利益分享的权益秩序[7]。张波等建议要改善政策和

公共服务环境，发挥协同服务优势，畅通创业信息

资源共享空间[9]。 

    二是共享网络环境。2015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

《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

台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53 号)，强调要顺应

“互联网+”时代大融合、大变革趋势，充分发挥

我国互联网应用创新的综合优势[14]。不少学者意识

到了创新创业共享网络环境之于共享机制建设的

重要性。如李玥等指出，未来的区域科技资源共享

平台的服务问题，有待引入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服务

理念，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建立起符合区域特色和服务需求的服务模式

和管理方法[12]。王宏起等从创新服务需求的时间维

度出发，设计了基于现实需求的信息交互云服务模

式、基于潜在需求的知识推送云服务模式和基于未

来需求的智慧营销云服务模式[15]。 

    三是共享平台环境。党和国家一向重视创新创

业共享平台建设。2015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的《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

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 号)指出，到 2020

年要形成一批有效满足大众创新创业需求、具有较

强专业化服务能力的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

台，总结推广创客空间、创业咖啡、创新工场等新

型孵化模式，充分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小企业创

业基地、大学科技园和高校、科研院所的有利条件，

发挥行业领军企业、创业投资机构、社会组织等社

会力量的作用，构建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

开放式的众创空间[1]。同时，学术界也从学理层面

强调建设创新创业共享平台。如张铁男等提出，要

通过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营造良好的共享环 

境[8]。杨艳琳等指出，要加强协同创新创业的组织

管理、搭建资源共享和利益分享的服务平台[7]。张

波等强调，要建立创业公共服务信息资源平台，畅

通信息传递渠道，提升信息支持创业能力[9]。此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众创空间作为实现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重要实践平台，也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

关注。学者们对众创空间的内涵及特征、众创空间

与企业孵化器的差异、众创空间的发展模式、发展

策略、发展趋势及众创空间实证研究等方面进行了

系统、全面的梳理。 

    四是共享文化环境。开放包容、共享共赢的积

极文化环境有利于推进形成创新创业共享机制。当

前学术论文较少直接提出此类观点，但在对策阐述

中均间接提出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惠及全社会

的共享文化。如杨艳琳等要求在全社会倡导形成协

同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形成资源共享和利益分享

的价值观念[7]。 

    (三) 关于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的构建研究 

    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资源共享是一项庞大的

系统工程，涉及创新创业网络中参与的各主体之间

相互利益的调整，构建一系列政府参与下的行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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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共享机制十分有必要。这一系列机制包括技术

机制、激励机制、组织机制、文化机制、知识机制

等。如技术机制方面，张铁男等认为要完善科技资

源管理体制建设，合理配置科技资源[8]；激励机制

方面，杨艳琳等认为要完善有利于协同创新创业的

渠道，夯实资源共享和利益分享的基础[7]；组织机

制方面，张波等认为要建立创业信息资源共享组

织，改善政策和公共服务环境[9]；文化机制方面，

杨艳琳等认为要在全社会倡导形成协同创新创业

的文化氛围，形成资源共享和利益分享的价值观 

念[7]；知识机制方面，肖志雄等认为要营造良好的

知识生态环境、构建科学的知识共享机制[16]。 

    (四) 关于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的运行及优化研究 

    对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的运行及优化进行研究

是完善创新创业共享机制的重要举措。综合学术界

观点，主要存在四种主张：第一种观点主张通过完

善共享法规的顶层设计促进共享机制的运行，持此

类观点的学者有宁家骏等[17]；第二种观点主张通过

建立共享绩效评估推动共享机制，持此类观点的学

者有张雪梅等[18]；第三种观点主张通过建立统一完

善的管理系统保障共享机制的实施，持此类观点的

学者有杨刚等[19]；第四种观点主张通过培育宽容失

败的创业文化来营造共享机制的氛围，持此类观点

的学者有张玉利等[20]。 

    三、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环境下

共享机制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体现在：相

关研究在内容上涵盖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内涵

和原则、重大意义、相关政策、理论基础、实证研

究、与高校的关系等方面，研究规模和研究视野不

断拓展。在此基础之上，学者们还对创新创业共享

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对当前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环境下共享机制的意义、体系结构(内涵和特

点、主体、客体、环境)、构建、运行及优化等方面

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但囿于该研究尚处于起

步阶段，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从研究

内容来看，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共享机制构建

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仍处于探索阶段，学术界相

关研究也较为分散，尚未对其内涵、经验和对策进

行科学、准确的系统归纳和总结，缺乏后续实证可

依据的理论基础。其次，从研究方法来看，理论和

实际结合的紧密度还不够，既没有完整把握当前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问题的最新进展，也没有通过个

案分析对当前创新创业共享机制进行全面、科学、

准确的考察，内容和途径缺乏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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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mass innovation, 

and the sharing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promote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mass innov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the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nvironm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on the sharing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bs the current sharing mechanism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nvironment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aspects of significance, system structure, operation and optimiz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the research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the sharing mechanism in the 

current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mass innova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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