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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众创空间是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创业服务，并开展社会化、专业化、市

场化、网络化的特色创新创业孵化服务的平台。 

2018年9月18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ldquo;双创&rdquo;升级

版的意见》提出，提升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服务水平，大力促进创新创业平台服务升级。截

至2019年6月，我国针对创业就业主要环节和关键领域陆续推出了89项税收优惠措施，尤其

是2013年以来，新出台了78项税收优惠，覆盖企业整个生命周期。2020年4月，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司长表示，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创

业，科技部会同有关方面将从四方面来扶持科技&ldquo;双创&rdquo;发展，提升&ldquo;双

创&rdquo;的科技含量，以科技创新推动&ldquo;双创&rdquo;升级。 

科技创新的力量从过去的科技人员为主向社会大众转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历史性新局

面逐步形成。在&ldquo;双创&rdquo;热潮中产生的众创空间，有效服务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2017-2021年间，我国众创空间的数量不断增长，增速均在15%以上。截至2021年末，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287家，国家备案众创空间2551家。 

众创空间的价值在于分享大量的优质资源，降低创业风险。与传统的&ldquo;企业孵化

器&rdquo;不同，众创空间不只是提供针对创业指导、创业咨询等单一的内部资源支持，也不

只是提供资金，销售产品或推荐人才等零散的外部资源支持，而是针对创业公司，进行具体

的分析研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提供内外部资源结合的产业生态资源支持。 

作为新型的创业平台，众创空间是新经济发展的新范式，它以产业生态的概念营造了企业成

长环境，整合创业的各种内外部资源，并将其分享给接受服务的创业企业，为创业者提供更

加全面、低成本、有效率的成长环境。 

众创空间孕育着中国新经济的未来。运营良好、服务扎实的众创空间不仅仅能够孕育出优秀

的企业，也对于提升地方经济增长、带动社会就业、促进财富增长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保

障作用。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众创空间市场深度研究与未来发展趋势报告》共九

章，报告首先介绍了众创空间概念及产业链状况，随后报告分析了国际众创空间发展状况，

紧接着报告对中国众创空间发展环境，发展现状、投资模式、重点区域众创空间发展状况及

重点众创空间类型进行深度分析，并对众创空间投资机会及发展前景进行分析。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工信部、产业研究报告网、产业研究报告

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

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众创空间产业有个系统

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众创空间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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