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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众创空间创新发展机制的建构路径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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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众创空间是我国创新创业活动的产物。伴随我国创新创业活动的不断推进，众创空间也需要

加强建设。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获取基础资料，运用扎根理论，逐步

进行编码，生成了包括创业主体、管理服务、政府政策、外部环境和多元协同在内的五维度三层次众

创空间创新发展机制模型。研究发现，提升众创空间入驻率、提高众创空间管理服务、完善政府公共

政策、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构建多元支持体系，对于实现我国众创空间的创新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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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2015 年李克强总理考察深圳柴火创客空间

后，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顺应网络时代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形势，构建面向人人

的‘众创空间’等创业服务平台”。《中国众创空

间白皮书 2018》显示，截至 2017 年底，我国纳

入科技部火炬中心统计的众创空间数量已达   

5 739 家，相比 2016 年，增幅超过 33%；服务总

收入 64.5 亿元；众创空间内上市或挂牌企业为  

1 060 家，相比 2016 年增长 12.3%；知识产权数

达 15.23 万件，相比 2016 年增长近一倍[1]。经过

短短两年多的发展，我国众创空间的数量跃居全

球第一，已经基本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少到

多”的发展。 

    众创空间在实现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面

临着如何持续发展的困境。近年来，全国各地不

断出现众创空间被降级、取消备案资格的现象。

究其原因，是因为众创空间所处环境发生了剧烈

的变化，众创空间行业正在从“政策依赖期”逐

渐向“市场淘汰期”转变，如果不能及时适应快

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必然面临被淘汰的结局。众

创空间亟需创新发展机制，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

新环境，解决“重数量、轻质量”的弊病，实现

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只有这样，才

能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创

新创业活动开展。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浙江省 8

家国家级众创空间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

论，分析众创空间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中出

现的问题，根据访谈资料生成众创空间创新发展

机制的理论模型，并探索构建路径，以期对促进

众创空间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一) 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方法有助于对社会实践中涌现的

新现象作出合理解释[2]。本研究聚焦于在市场化

竞争环境下众创空间如何实现创新发展，克服从

“政策依赖期”向“市场筛选期”转变中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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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这是目前学术界尚未充分研究的问题。扎

根理论不是一种实体的“理论”，而是一种系统

的质性研究方法，于 1967 年由美国学者格拉斯

(Barney Glaser)和施特劳斯 (Anselm Strauss)在

《扎根理论的发展》中提出，经过 50 多年的发

展，已经成为学术界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3]。扎

根理论有一整套科学的操作规范，针对社会现象

系统地收集和分析资料，将归纳和演绎方法有效

结合，从收集的经验资料出发，通过反复比较，

提炼出概念、范畴以及范畴之间的关联性，最终

自下而上地生成扎根于经验资料的理论[4]。扎根

理论能够针对缺乏理论解释力的社会现象提出

很好的解决方案。扎根理论方法为研究者提供

了数据收集、数据编码、理论编码和理论检验

等完整的操作步骤[5]，具有很强的研究适用性。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典型众

创空间案例，探索在新环境下众创空间的创新

发展机制。 

    (二) 案例选择 

    一般来说，所选取案例的代表性越强，案例

研究的价值就越高，运用扎根理论生成的理论价

值也就越大。本研究的初衷是探寻影响众创空间

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并生成推动众创空间创新

发展的机制。根据这一目的，笔者在选取案例时

遵循以下逻辑路径：第一，本研究选取的案例均

为杭州市的众创空间。杭州是我国创新创业开展

最好的城市之一，是创新创业人才的聚集地，也

是众创空间发展较好的地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

质量上都居全国前列。选取杭州的众创空间作为

对象，符合研究的内在要求。第二，本研究选取

的众创空间成立时间较早，目前仍在正常运行，

且均获得了国家级众创空间的备案资格，具有足

够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第三，学者认为采用案例

法进行研究时，至少应包含 4 个以上案例才具有

信服力[6]。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了杭州市 8 家获

得国家级备案资格的众创空间作为样本，并从中

随机抽取 5 个案例进行阐释，其他 3 个案例用来

检验研究结果的信效度和理论饱和度。为方便后

续讨论，笔者对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了编号，表 1

列举了案例的基本情况。 

 
表 1  众创空间样本的基本情况 

名称 123 茶楼 六和桥 网尚空间 沃创空间 幼发拉底 

访谈代码 C1 C2 C3 C4 C5 

成立时间(年) 2014 2014 2015 2014 2015 

备案等级 国家级 国家级 国家级 国家级 国家级 

有效原始语

句(条) 
78 82 65 57 106 

定位 

偏传统行业与

互联网结合的

方向 

综合型众创空间，

注重引入国内外

高层次人才 

定位于人工智能

产业链孵化 

聚焦“互联网+”、

在线教育等相关创

业企业的服务、孵

化和投资 

投资驱动型众创 

空间 

发展现状 

已孵化成功优

质项目 10 家，

部分项目获得

国内知名机构

投资 

累计入驻空间企

业 49 个，对接融

资超过 11 亿。形

成了众创空间—

孵化器—产业园

的产业生态 

已孵化 50 余个创

业项目，累计帮助

16 个项目获得天

使轮融资，并打造

出特色品牌 

成功孵化数十家初

创企业，其中多个

项目获得资本投资 

成功获得了区级

众创空间、市级

众创空间、省级

众创空间和国家

级众创空间的备

案资格 

 

    (三) 数据收集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途径：

第一，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 月，笔者所在研

究团队对所选取众创空间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

进行了实地访谈。每次访谈由两位团队成员负责

记录，时间不少于 1 个小时，并在征得访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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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后进行全程录音，后续整理了 7 万余字的访

谈资料，分类整理后建立了一手资料数据库，为

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充实的数据支撑。第二，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2 月，笔者所在研究团队

实地参观了作为案例的众创空间，全面、客观地

考察了众创空间的硬件环境和内部运营情况并

进行记录。第三，本研究还从网络搜集了大量关

于样本众创空间的有效信息，一方面作为研究的

补充数据，另一方面用来与前期访谈资料、观察

记录等进行三角验证，以进一步提高研究数据的

准确性和科学性。 

    三、数据编码与结果 

    (一)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作为扎根理论编码的第一步，是

一个将收集的资料打散，赋予概念，然后再以新

的方式重新组合的操作过程[7]。这个过程要求研

究者保持对信息的高度敏感，在充分理解原始资

料所传达意思的基础上，抽取一切对研究有帮助

的数据，并尽可能地贴近原始信息。本研究对前

期搜集的 5 家样本众创空间的访谈资料采用逐句

编码的方式，获取 388 条有效原始数据。经过进

一步概念化和范畴化分析，最终凝练出项目入

驻、创业精神、成果孵化、硬件环境、服务能力

等 18 个范畴。表 2 列举了开放式编码形成的所

有范畴。 

    (二)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生成的范畴基

础上，进一步挖掘和构建范畴之间的关联，通过

概括归纳不同范畴以生成主范畴。本文经分析 18

个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类属关系，归纳出创业

主体、管理服务、政府政策、外部环境和多元协

同等 5 个主范畴，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2  开放式编码形成的范畴 

典型原始数据 概念化 范畴化 

C1：一些初创企业刚开始的时候也就大概四五人的小团队；C3：有个团队是四个中科院博士

出来创业 
入驻类型 

项目入驻 
C1：众创空间的运营方把看好的项目圈到自己的空间里面；C2：通过竞赛筛选人才和项目，

进行项目的落地和转化 
入驻方式 

C1：我们会根据政府政策的导向进行筛选；C3：入驻前会对人才、项目等进行筛选 入驻要求 

入驻门槛 
C1：谁能够提供投融资服务、提供行业内的资源对接，谁就握有资源，就能吸引到创业者  

入驻 
影响因素 

C3：有些众创空间是文创类、教育类，我们的众创空间主要以人工智能和教育类为主 空间类型 

C2：创业者必须要有创业的态度；C3：许多创业者晚上都加班到 12 点到 1 点 创业态度 

创业精神 C4：出来创业的学生都挺拼的 拼搏精神 

C3：我们众创空间非常强调创新意识 创新精神 

C1：特别像杭州这个城市，更多的时候孵化一些小微科技公司 孵化特点 

成果孵化 C3：我们一般与入驻创业者一年签一次协议，一个项目团队在这边最多可以待两年 孵化周期 

C5：我们空间已经孵化出几家互联网上市公司和独角兽公司 孵化成果 

C1：“场地的大小”是众创空间与其他创业孵化机构的重要区别；C3：我们会提供路演、直播、

互动的硬件设施 
办公场地 

硬件环境 

C1：地理位置对众创空间的发展十分重要；C3：很多众创空间的地理位置都比较偏 地理位置 

C1：服饰城转型为众创空间；C4：以前的创业咖啡发展成现在的众创空间 空间来源 

C3：我们为创业者提供交流空间，也会促进创业者之间进行合作；C5：也有创业者认为需要

空间来磨合团队 
交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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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典型原始数据 概念化 范畴化 

C1：我们帮创业者做一些基础的财税、法务服务，协助申请优惠政策的支持；C5：我们也可

以免费代理创办企业的手续 
基础服务 

服务能力 
C1：依靠人脉为创业者寻求投资，提供一些投融资类的辅导；C5：创业者的共性需求，一个

是融资，另一个是资源 
投融资服务 

C3：我们会根据创业者的实际需求，对接各种创业活动和资源。我们也是连接创业企业与政

府的纽带 
对接资源 

C1：“二房东”模式就是单纯将众创空间的场地转租出去，坐收租金 “二房东” 

收益模式 

C2：水电物业要创业者负担；C2：众创空间的盈利有滞后性；C4：只靠收工位费和水电费，

众创空间很难生存 
传统收益 

C1：现在的空置场地承接外面的一些会议活动，收取一些场地使用费；C4：为创业者提供服

务会增加一些收益 
其他创收 

C5：与收取租金相比，众创空间的运营者更看重项目成长起来的盈利 未来收益 

C1：用开业前发发朋友圈、写个文章之类的方式去推广；C3：通过互联网技术精准定位用户，

进行精准宣传推广 
网络推广 

宣传推广 

C1：前段时间出了一个中介叫作“点点租” 中介推广 

C2：政府协助宣传，吸引国外人才入驻创业；C4：希望借助承担政府相关业务来吸引创业者

入驻 
政府推广 

C2：创业者了解众创空间的渠道主要是媒体报道、政府宣传、新媒体以及业界口碑 企业口碑 

C2：滨江区每年举办“硅谷精英沙龙”吸引国际人才回国创业；C4：举办孵化班来吸引创  

业者 
举办活动 

C2：许多众创空间并不提供服务，而是委托第三方做；C3：我们协助政府主管部门运营，政

府给我们支付运营费用 
委托管理 

管理模式 C3：我们有相关的管理办法和规定，对入驻团队的财务、运营状况定期进行考核；C4：运营

众创空间十分耗费精力 
日常管理 

C1：我们还是在寻找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 持续发展 

C2：创业团队做得好不好，缺乏科学完整的评价体系；C5：我们每半年对入驻项目评估一次，

确定是否继续签协议 
绩效评价 

考核机制 
C2：淘汰机制现实操作很难，缺乏科学的评价标准；C3：孵化成功后会搬离，做不下去或者

发展壮大后都会搬出去 
退出机制 

C3：政府扶持最主要体现在提供场地和免租金；C5：众创空间建设达标后政府每年提供很多

财政补贴 
资金支持 

财政支持 C1：孵化小镇开始的时候免三年租金，工位基本上都不用花钱；C2：对入驻的创业团队来说

房租是免费的 
租金减免 

C4：很多人不知道小微担保贷款、大学生创业认定、大学生创业补贴等政策 小微贷款 

C4：这些政策涉及工商、税务的优惠 财务税收 

完善政策 
C5：我们正在和西湖区政府协调，希望允许创业者用工位注册登记公司，其他地区已经有这

样的先例 
工商登记 

C5：用工位地址注册公司，需要打破原有的管理体制和规定 法律法规 

C2：我这边大都是海归人才，是政府通过全球招商吸引来的。周边区县的招商政策越来越好，

会分流一部分创业者 
政府招商 

人才引进 

C2：地方政府的人才政策越来越好，也会吸引一些创业者 人才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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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典型原始数据 概念化 范畴化 

C1：加速器和孵化器的优势是场地更大、服务更全；C5：认为所有的众创空间都归政府管理 社会认知 

社会观念 

C2：孵化行业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非常有价值。只有服务创业者，才能做好众创空间，才能

得到认可 
认知转变 

C5：创业者希望众创空间的环境能够加速创业项目和团队的成长。众创空间也应该成为孵化

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价值认可 

C2：各地政府的态度、信用不同，服务水平差异很大。杭州作为省会城市，人才资源等各类

资源都比较充裕 
资源禀赋 区域经济

基础 
C2：杭州滨江区在招商引资、人才引进方面的经验很丰富 营商环境 

C1：“双创”口号提出以后，众创空间发展很快；C5：响应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号召 创业浪潮 

社会创业

氛围 

C2：最大困难是“僧多粥少”，竞争非常激烈；C5：现在是资本寒冬，众创空间不好做，许多

因为亏损倒闭了 
空间发展 

C3：众创空间为了获取政府资源，会迎合政府的需求；C4：受政府政策的影响，众创空间一

下子都冒出来了 
政策影响 

C5：未来众创空间应该更具特色，向专业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众创空间的发展没有标准

答案 
未来预期 

C1：众创空间的背后是资本支持和运作；C4：我们这个众创空间属于自发的民间资本 资本支持 
企业资本 

C4：许多企业的众创空间也是免费的，最后都是由政府买单 企业主导型 

C4：许多大学生创业成功后仍保持与学校的联系，回校分享创业经验；C5：高校派驻教师协

助管理众创空间 
校企合作 

高校参与 C4：老师会指导学生创业，很多专利也是老师的，老师也可以用专利入股创业团队 智力支持 

C4：许多高校也有众创空间，而且往往不收费或者收费很少；C5：高校没办法挑选项目，因

为都是自己学校的学生 
高校主导型 

 
表 3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范畴的内涵 

创业主体 

项目入驻 初创项目和创业团队入驻众创空间的途径 

入驻门槛 不同类型的众创空间对于项目和团队的入驻要求也不同 

创业精神 创业者所具备的创新创业的意识和拼搏进取的精神 

成果孵化 众创空间孵化创业项目的特点、周期和成果 

管理服务 

硬件环境 众创空间的地理区位、硬件设施、内部空间等环境 

服务能力 众创空间能够为入驻的创业者提供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水平 

收益模式 众创空间日常运营获得收益的来源 

宣传推广 众创空间对外宣传和推广的方式 

管理模式 包括委托第三方管理在内的不同管理模式 

考核机制 众创空间的日常绩效评价和退出机制 

政府政策 

财政支持 政府对于众创空间的发展所提供的资金支持、租金减免、小微贷款等 

完善政策 为了支持众创空间发展，政府在财务税收、工商登记、法律法规等方面做的改进 

人才引进 政府在引进创新创业项目和创业人才方面的举措 

外部环境 

社会观念 社会公众对于众创空间及其价值的认知 

区域经济基础 区域经济基础和营商环境对于众创空间发展的影响 

社会创业氛围 社会宏观经济环境对于众创空间发展的影响 

多元协同 
企业资本 企业对众创空间发展所提供的支持 

高校参与 高校对众创空间发展所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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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在主轴式编码归纳生成主范

畴基础上的进一步理论编码，经由选择式编码程

序，可以进一步挖掘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

系，形成贯穿整个研究的逻辑主线。本研究围绕

“众创空间的创新发展机制”这一问题，在开放

式编码、主轴式编码的基础上，经过选择式编码

的演绎推理，最终生成众创空间创新发展机制模

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众创空间创新发展机制模型 

 

    (四)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指当收集新数据而不再

产生新的理论见解时，也不再能揭示范畴新的属

性时，理论就饱和了[8]。为了把控案例研究的质

量，确保本研究生成理论的信效度和理论饱和

度，一方面，在正式编码开始前，课题组成员针

对同一案例进行了交叉编码，对编码结果进行讨

论后，最终统一编码的规则。另一方面，课题组

还用其他 3 个案例的访谈材料来检验理论的饱和

度，经检验没有产生新的范畴和关系。因此，本

研究在范畴编码和“众创空间创新发展机制模

型”理论上是饱和的。 

    四、构建众创空间创新发展机制的路径阐释 

    本文的研究选择了 8 个国家级众创空间进行

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展开质性研究，最终概

括生成了包括创业主体、管理服务、政府政策、

外部环境和多元协同在内的五维度三层次的众

创空间创新发展机制模型。 

    (一) 提高创业主体生存力 

    创业主体的入驻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众

创空间的生存和发展。创客是入驻众创空间的核

心创业主体。众创空间依托开放、共享、创新的

优势，为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创客提供了低成

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新型创新创业服

务平台。在访谈中，“入驻率如何”也是几乎所有

访谈对象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正如一位众创

空间的管理者 A 某所言，“如果我拿一个 3 万平

方米的场地来运营众创空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

什么？是先把这个场地填满，才能考虑提供什么

服务”
①
。因此，提高众创空间的入驻率，是众

创空间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活下来”的第一步。 

    1. 降低入驻门槛 

    早在 2015 年 3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

意见》中就提出，“降低创新创业门槛，激发亿

万群众创造活力”是我国众创空间的重要任务。

然而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许多众创空间主要通

过竞赛方式筛选创业项目，再将其引入众创空间

进行培育。一方面，这种方式可以为空间挑选优

质的创业项目，提高创业孵化的成功率。另一方

面，也提高了创业者的准入门槛，无形中增加了

创业者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难度。因此，众创空

间亟需改变这种单一的选拔方式，让更多“想创

业”“在创业”的人享受众创空间提供的便利服

务，真正降低创新创业的门槛。 

    2. 加强宣传推广 

    众创空间的宣传方式单一、推广力度不足也

是造成众创空间入驻率不高的重要原因。课题组

在调研中发现，半数以上众创空间的宣传推广方

式都比较单一，有的仅仅是“在快开业的时候发

发朋友圈，写个推文”进行推广宣传。“酒香不

怕巷子深”的观念早已不能适应当前高度同质

化、竞争日趋激烈的众创空间行业，众创空间的

运营者既要加强自身的服务水平和孵化能力，树

立行业口碑，还要及时转变思维方式，积极运用

新技术和新媒体载体，加强线上线下的推广宣传

力度，扩大宣传推广的广度，提升众创空间的知

晓度，才能吸引更多的创业者入驻。 

    3. 优化服务环境 

    众创空间的硬件环境和设施也是影响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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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入驻的重要因素。伴随着众创空间的数量不断

增加，创业者可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对众创空

间在硬件环境和设施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众

创空间需要为创业者提供更加优越的地理区位、

更加便利的交通条件、更加齐全的空间设施、更

加舒适的办公条件、更加快捷的网络服务，才能

不断提高众创空间的竞争力，增强众创空间的吸

引力。 

    (二) 提升众创空间管理服务 

    服务创业者是众创空间产生和发展的根本

动力，也是众创空间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越来越

多的众创空间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在访谈中，

B 某提到“我们做孵化的最核心职能和任务就是

服务创业者，所以我们要围绕‘服务创业者’做

一些事情，这也是我们做孵化的唯一途径”
②
。 

    1. 提升质量服务 

    创业者之所以入驻众创空间，一方面是为了

降低创业的成本，另一方面是为了从众创空间获

取更多的服务和帮助。众创空间既是社会创新创

业生态系统的关键环节，自身也是一个完整的创

新创业生态系统，完善众创空间的服务内容，不

仅可以推动众创空间生态系统的进一步发展，也

是服务入驻创业主体的题中之义。众创空间除了

可以为创业者提供基础的财税、法务、工商登记

等服务，还可以协助创业者办理注册企业手续、

申请优惠政策支持；举办空间活动增进创业者之

间的交流；动态掌握入驻创业项目情况，精准提

供服务内容；挖掘入驻创业者的共性需求，整合

内外部资源以优化服务供给。 

    2. 优化盈利模式 

    稳定的收益是众创空间长期、稳定、健康发

展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众创空间的盈利主要有

服务收费、投资回报、外来资金支持等三种模式。

外来资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服务收费模式在

现实中催生出许多专门从事“收租金做二房东”

的众创空间，不仅阻滞着众创空间功能的发挥，

还给创业者制造生存压力，显然背离了众创空间

产生的初衷。因此，只有根植于创业项目的价值

创造，从成功孵化的创业项目中获取投资收益，

才是众创空间持续发展的方向，也是众创空间在

社会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的价值实现。 

    3. 完善评价体系 

    众创空间的考核机制不仅对入驻的创业者

产生外部监督和激励，还可以帮助其发现和解决

创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而，目前我国众创空

间的考核机制还很不完善。课题组在访谈过程

中，听 B 某也说到“虽然我们有一套运营机制，

里面涉及淘汰规则，一般都说是末位淘汰，其实

现实操作起来很难实现。第一是因为很多企业是

招商引进过来的，比较难操作；另外企业的好坏

你怎么评定？这个没办法评定，现在能做的，只

是末位调整”。之所以出现从“末位淘汰”变成

“末位调整”的现象，究其原因，是由于众创空

间没有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使得考

核管理过程缺乏可操作性。 

    (三) 完善政府公共政策 

    1. 加强顶层设计 

    政府通过出台公共政策引导和推动众创空

间的发展，在我国众创空间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

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访谈过程中，“政策”是定

性数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但是，有些地方

出台的政策缺乏针对性，有些地方的公共政策缺

乏系统性，有的甚至直接照抄照搬中央和其他地

区的政策[9]。这些都不利于有效发挥公共政策对

众创空间的支持效能。从全国层面来说，要加强

顶层设计，做好整体规划，优化各类公共政策的

组合，例如完善众创空间入驻者在工位注册、工

商登记、税务减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时为众

创空间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从地方层面来说，

要突出区域特色，制定符合地区实际需求的政

策，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众创

空间，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2. 健全财政支持体系 

    政府财政支持为众创空间的持续发展提供

了重要的外部支持，也是创业者解决创新创业活

动资金难题的重要渠道。对大多数的众创空间来

说，由于投资收益方式具有很强的滞后性和不确

定性，目前的收益模式“造血”功能不强，仍需

通过政府资金支持、场地补贴和孵化奖励等“输

血”方式维系生存，还需要通过减税降费、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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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系统等方式，减轻众创空间的生存压

力。对入驻众创空间的创业者来说，除减免工位

租金、提供小微担保贷款和创业补贴外，还要进

一步健全创业孵化奖励、股权众筹机制、创业投

资融资机制等金融支持体系，减轻创业者开展创

新创业活动的资金压力。 

    3.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人才在创新创业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被人

重视，优质的人才往往会带来好的创业项目。近

年来，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大赛、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如“赢

在南京”海外人才创业大赛、中国(哈尔滨)海外

人才创新创业项目大赛、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

赛等。举办这些大赛的根本目的就是抢夺创新创

业人才。政府在创新创业人才引进方面发挥着很

大的作用。首先要结合地区优势资源，优化开展

创新创业活动的环境和服务；其次要改善营商环

境，留住本地创业者，鼓励外出创业者返乡创业，

并吸引国外创新创业人才；最后优化招商条件，

积极推介宣传，扩大人才引进政策的吸引力和影

响力。 

    (四) 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1. 增强创业氛围 

    社会的创新创业氛围对众创空间的发展有

很大影响。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能够凝聚全社会

的创新创业力量，激发创业者的活力与激情，促

进众创空间的蓬勃发展。杭州是我国创新创业最

活跃的地区之一，这与杭州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

密不可分。A 也提到“杭州的创业氛围和创业基

础非常好；而且受到阿里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加入创业中，这对众创空间的发展比较

有利”。因此，不仅要重视众创空间的发展，还

要通过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活动，营造良好的创新

创业氛围，引导更多的人加入双创大军，为众创

空间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 加强区域联系 

    众创空间的发展水平与区域环境之间有着

很强的关联。众创空间在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

境培育下，创新网络与创业资源、科技产业的互

动机制能够给区域经济带来独特的竞争优势，并

成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推动力[10]。同时，

众创空间还可以通过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融

合，将众创空间嵌入区域社会经济网络结构和产

业集群中，加强众创空间的专业化发展。这样，

不仅可以从区域社会经济网络中获取人才、信

息、资金等发展资源，还可以反过来为区域社会

经济的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加个性化的服

务，真正实现众创空间服务创新创业活动的使

命。除此之外，众创空间的专业化发展还可以降

低在同一地区的同质化水平，减轻区域内的行业

竞争。 

    (五) 构建多元支持体系 

    1. 推进多元协同 

    从社会宏观角度来看，创新创业活动产生的

红利涵盖到所有的参与者和组织主体，其中政

府、高校和企业是创新创业活动最主要的利益相

关者。虽然三方积极地投入社会创新创业活动

中，分别建立了政府主导型、高校主导型、企业

主导型等三类各具特色的众创空间，但由于彼此

缺乏交流合作，导致众创空间之间信息与资源的

不对称、发展的不平衡，无法最大化地发挥众创

空间的功能价值。C 某提过“政府对众创空间的

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政府可以为众创空间的

发展提供许多资源，众创空间在发展中为了获取

更多的资源，也会迎合政府的需求”，“人社局成

立的众创空间委托我们进行运营，并为我们提供

场地和运营费用”
③
。由此可见，依靠单一的参

与主体很难为众创空间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

和条件，需要不同主体之间加强合作，发挥多元

支持主体的协同效应。 

    2. 实现融合发展 

    在协同多元支持主体的基础上，推动主体之

间的融合发展是未来众创空间发展的有效路径。

政府是发展我国众创空间最重要的推动主体，企

业、高校、创业者融合搭建众创平台时，政府可

以为众创空间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场地、金

融等政策支持。高校是知识密集型的主体，不但

能为众创空间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科研成果，

还可以通过开展广谱式的创新创业教育为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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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持续开展培养和输送大批人才。企业熟知

市场化运行规律与商业规则，是众创空间重要的

运营主体，也是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

枢纽，此外，还能够为创业者孵化项目提供资金、

融资、创投、培训等服务。虽然三方主体在众创

空间发展目标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最终目的都

是为了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实现创新驱动发

展。三方主体只有画出最大的创新创业同心圆，

实现多元主体的融合发展，才能消弭发展中遇到

的问题，实现我国众创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五、结论 

    众创空间是我国创新创业体系和创新创业

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创新创业活动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

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本文运用扎根理论，选取了杭州市 8 个

国家级众创空间作为研究案例，通过质性分析，

最终建构了包括创业主体、管理服务、政府政策、

外部环境和多元协同在内的五维度三层次众创

空间创新发展机制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具体构建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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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访谈对象：众创空间管理者 A；访谈时间：2019 年 1

月 19 日；访谈地点：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712 号。 

②  访谈对象：众创空间管理者 B；访谈时间：2019 年 1

月 16 日；访谈地点：杭州滨江区六和路 368 号。 

③  访谈对象：众创空间管理者 C；访谈时间：2018 年 10

月 31 日；访谈地点：杭州上城区沙地路 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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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route of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mass innovation space in China:  

An exploratory study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GAO Cangjian 

 

(School of Accounti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Mass innovation space is the produc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in China.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China, mass innovation space also 

needs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basic data are obtained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field investigation, in-depth interview and text analysis, and the Grounded Theory is applied to code the data 

step by step, and then a five-dimensional and three-leve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 model of 

mass innovation space is generated, including entrepreneurial subject, management service, government 

policy,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multi-collaborat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increasing the occupancy rate of 

mass innovation space, improving mass innovation space management services, bettering government public 

policy, optimiz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and building a pluralistic support system 

play positive roles in realizing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mass innovation space in China. 

Key Words: mass innovation space; Grounded Theor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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