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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众筹模式在2011年来到中国，一大批众筹网站相继成立并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创新正在

改变以往创业投资的传统理念，各类众筹模式的兴起也正日益拓宽大众投资的新兴渠道

。2014年11月19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首次提出，&ldquo;要建立资本市场小额

再融资快速机制，开展众筹融资试点&rdquo;。 

    随后，2014年12月1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起草了《私募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

见稿）》。2015年3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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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开展互联网众筹融资试点，增强众筹对大众创新创业的服务能力，成为重要内容

。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是加快

推动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的系统性指导文件。监管规则的出台将

对行业产生促进作用，众多有实力的机构加入众筹行业，进一步扩大众筹市场，点燃众筹创

业激情。此外，国内众筹行业的规范化、阳光化也会进一步提升；规范政策的提出，将为众

筹行业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截至2016年年底，国内上线过众筹平台共计752家。其中，2011年上线平台3家；2012年上线

平台11家；2013年上线平台20家；2011&mdash;2013年期间共计上线34家，仅占比4.52%。2014

年，国内众筹平台出现爆炸式增长，全年共有166家平台上线，占到所有平台的22.07%；2015

年，众筹平台持续增加，全年共有288家平台上线，占到所有平台的38.30%；2016年，上线平

台数稍有回落，全年共上线平台264家，占到所有平台的35.11%。 

    截至2016年年底，这752家平台中已下线或转型的共有220家，正常运营的平台共532家

。2011-2013年期间上线的34家平台中，已下线或转型的有13家，正常运营的有21家；2014年

上线的平台中仍正常运营的有111家，占2014年上线平台数的66.87%；2015年上线的平台数量

最多，但已下线或转型的也不少，288家平台中有108家下线或转型，余下正常运营的平台

共180家，占比62.50%；2016年的上线平台总数虽不及2015年，但正常运营的平台数为220家，

占比83.33%，整体发展趋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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