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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传统的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科研人员为主体、实验室为载体的科技创新活动正转向以用户

为中心、以社会实践为舞台、以共同创新、开放创新为特点的用户参与的创新2.0模式。应对

信息通讯技术发展以及知识社会来临的机遇与挑战，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以用户参与为中

心的创新2.0模式进行探索。Fab Lab及其触发的以创客为代表的创新2.0模式，基于从个人通讯

到个人计算，再到个人制造的社会技术发展脉络，试图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面向应用的融

合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环境，引发了创新2.0时

代的全球创客浪潮[6] 。创新2.0时代的创客浪潮进一步推动了众创空间的形成。2015年1月4日

，因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关注，&ldquo;创客&rdquo;进入国内大众视野，并被赋予了代表创

新前沿的标签。在深圳视察的过程中，李克强特意强调，&ldquo;全民创新，万众创业，深圳

能不能起一个表率作用！&rdquo;并建议科研机构不要闭门造车，学习民间创新，聆听市场需

求。[7] 2015年1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铁路、核电、

建材生产线等中国装备&ldquo;走出去&rdquo;，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提升合作层次；确定支持

发展&ldquo;众创空间&rdquo;的政策措施，为创业创新搭建新平台。  

      2015年12月2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了首批136家众创空间。其中，北京共有27家单位入

选，位居各省市第一。天津则有20家众创空间入选，位居第二。并列第三位的是广东、湖北

、浙江三省，入选的众创空间均为14家。其余分别为四川10家，江苏8家，贵州、河南、青岛

、安徽均为6家，吉林5家。2016年2月15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了第二批362家众创空间名单

。综合统计目前我国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的众创空间达到498家。

 我国创客空间区域分布图（科技部第一、二批众创空间名单）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众创空间行业市场运营态势与发展全景评估报

告》共七章。首先介绍了众创空间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众创空间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

了众创空间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众创空间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众创空

间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众创空间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众

创空间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众创空间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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